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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status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intelligent fire protection technology in fire 
brigade fire supervision.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case studies and field research method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effects of iot 
monitoring, big data analysi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arly warning technologies in fire prevention, hidden danger investigation and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were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d.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intelligent fire protection system can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fire hazard identification,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efficiency, and shorten the emergency response time. However,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data silos, inconsistent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lack of professionals. In response to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such as improving data sharing mechanism, establishing unified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strengthening personnel training,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the in-depth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fire 
protection in fire prevention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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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系统探讨了智慧消防技术在消防大队防火监督工作中的应用现状与发展前景。通过文献分析、案例研究和实地调研
等方法，对物联网监测、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预警等技术在火灾预防、隐患排查和监督管理中的实际应用效果进行了全
面评估。研究发现，智慧消防系统可提升火灾隐患识别准确率，提高监督效率，缩短应急响应时间。但同时也存在数据孤
岛、技术标准不统一、专业人员缺乏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完善数据共享机制、建立统一技术标准和加强人
才培养等对策建议，为推进智慧消防在防火监督中的深度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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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传统防火监督模式在现代消

防安全管理需求面前力不从心，智慧消防作为新一代信息技

术跟消防工作深度黏合，正引发防火监督模式的重大转变，

消防大队充当基层防火监督的主体，其工作成效直接关乎火

灾防控成效，此项研究聚焦分析智慧消防技术在消防大队防

火监督中的应用价值、潜在问题及优化举措，为提升防火监

督的现代化层级提供理论指引。

2 智慧消防技术体系

2.1 物联网感知技术
物联网感知技术借助部署智能烟感、电气火灾监控、

消防水压监测等终端装置，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火灾监测

网，智能烟感装置可实时监控室内烟雾浓度，一旦识别出异

常情形，马上拉响警报声，为火灾扑救赢得宝贵契机，跟传

统烟感设备相比对，智能烟感灵敏度增强，误报率减弱，而

且可开展远程监控，利于管理人员及时掌控火灾隐患动态 [1]。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能实时监测电气线路诸如温度、电流的参

数，一旦发现异常情形，马上发出警报鸣声，告知管理人员

采取恰当办法，防范火灾现象降临，该设备呈现预防性、实

时性、准确性等属性，于防火监督而言意义非凡，消防水压

监测装置能实时测定消防系统的水压情形，保障消防设施在

火灾发生之际可正常运转，该装置展现出实时性、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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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固可靠等特性，对促进防火监督水平提升作用积极。

2.2 大数据分析平台
大数据分析平台把建筑结构、布局、材料等信息收集

起来并分析，为防火监督给予基础数据的支持，实时对消防

设施开展监控，保障其正常工作，增强火灾防范水平，对历

史火灾事故做深入剖析，归纳出火灾发生规律，为防火监督

提供可借鉴之处，把建筑信息、消防设施情况与历史火灾数

据整合，建立起风险评估模型，为防火监督给予科学的依据

保障。

2.3 人工智能预警系统
人工智能预警系统凭借人工智能技术，采用图像识别、

语音识别等手段，实时开展火灾隐患监测与预警的系统，系

统检测到火灾隐患的瞬间，会自动传出报警信号，提示相关

人员采取处置手段，借助对火灾隐患的剖析，系统可判别火

灾风险等级，为防火监督供给决策的凭据，人工智能预警系

统可实时洞察火灾隐患，像烟雾、火苗、温度这类，做到防

火监督全面无缺漏，系统对监测数据做以分析，为防火监督

给予科学性质的凭据，对防范及减少火灾事故有作用 [2]。

3 应用效果分析

3.1 提升监督效率
智慧消防系统以集成视频监控、物联网、大数据分析

等技术为依托，达成了对火灾隐患的实时监测与迅速反应，

跟传统的人工检查方式比，智慧消防系统可大幅提升防火监

督工作效率，系统可自动识别诸如烟雾、温度异常的火灾隐

患，及时拉响警报，减少人工巡检的次数与范围，依靠对历

史数据的研判，系统可预估火灾发生的可能性及趋势，为消

防大队供给科学的决策支撑，消防大队可利用远程监控系统

实时知悉火灾现场情形，迅速调配救援力量，增进救援效率。

某市消防大队于防火监督工作期间，意识到传统人工

巡检手段存在效率较低、覆盖不够广等弊端，为增进防火监

督效率，消防大队引入先进的智慧消防系统，在重点区域布

置烟雾报警器、温度感应器、湿度感应器等装置，达成对火

灾隐患实时勘查，借助物联网技术，设备采集的数据被传至

消防大队数据中心，开展实时甄析。若火灾隐患达到既定的

阈值，系统自主拉响警号，消防队伍马上处理，结合火灾隐

患情形，筹划契合的防火预案，提升防火监督的靶向性，消

防大队借助手机 APP、微信之类的渠道，实时把握火灾隐

患情形，发送防火通告，智慧消防系统使防火监督工作由以

往的被动应对转变为主动预防，切实提高了防火监督水平，

采用实时监控与预警，即刻处理了火灾隐患，火灾发生频率

明显下降，消防大队依靠线上线下联动的途径，提升了公众

对火灾隐患的重视水平，提高了公众的安全觉悟。

3.2 增强预警能力
智慧消防系统具备超强的预警本事，能在火灾发生前

期迅速识别并预警，为火灾防控筑牢坚实后盾，系统可自烟

雾、温度、电气等多维度实施预警操作，增强预警的精准性

和整体全面性，若发现火灾方面隐患，系统会迅速把预警资

讯推送至消防大队与相关责任人，保障及时回应反馈，系统

实施对预警信息的记录，方便后续分析与梳理，为防火监督

提供数据做后盾 [3]。

针对 X 市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火灾隐患大量存在的现

状，X 市消防大队，引入一套智慧消防平台，依靠物联网、

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实时对城市消防设施及消防安全开展

监控与预警，智慧消防平台借助在建筑物里所装的各类传感

器，诸如烟雾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之类，实时

检测消防设施的运行情形，涵盖消防水源、通道及器材等。

当检测出异常情形，系统马上会拉响警报，平台把历史数据、

气象数据等进行结合，实施火灾风险的智能分析，事先预判

也许发生的火灾隐患，当系统发现某区域电气线路的电流出

现异常，会自动给予预警，指出该区域也许存在电气火灾风

险。平台对消防人员开展实时定位及动态管理工作，使消防

人员能及时响应火灾相关事故，对消防人员培训演练的情况

做记录与分析，提升消防队伍的综合素养，智慧消防平台跟

公安、住建、安监等部门实现数据互通，构建协同式防火监

督体系，要是大火燃起，平台会实时传送火场的讯息，助力

各部门迅速反应，该消防大队依托实时监测及预警解析，智

慧消防平台极大降低了火灾事故的发生概率，增进了消防预

警水平，消防人员实时定位及协同防火监督体系，只要火灾

事故发生后，救援团队可迅速到达事发地，增进救援效率。

3.3 优化资源配置
智慧消防系统借助对火灾隐患的实时监测与数据分析，

协助消防大队优化资源的合理配置，增强防火监督工作的靶

向精准度与有效性，系统可精准识别出火灾隐患，使消防大

队可有的放矢地开展资源配置，增强资源利用成效，按照火

灾隐患的分布及变化，系统能动态调配消防大队的巡查与救

援工作部署，维持防火监督工作的连续及有效状态，系统针

对防火监督工作效果实施评估，向消防大队给出改进途径与

优化提议，驱动防火监督工作不断改良 [4]。

为深化火灾防控行动，某消防大队跟科技有限公司达

成协作，加快智慧消防建设步伐，达成对全市重点单位、高

层建筑、火灾高危单位、九小场所等区域的妥当监管，在

全市区域内安装智慧消防传感器，实时察觉火灾相关隐患，

采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相关技术，实现针对消防设备的远程

查看、数据分析与应急调控等功能。把重点场所、火灾高危

单位接入消防指挥平台，实时掌控消防设施运转态势，依靠

大数据进行研判，得出全市建筑综合安全指数，为消防大队

决策给出关键依据，智慧消防系统实时检核消防设施运行状

态，即刻发现并对火灾隐患预警，减少火灾事故出现频次，

以此降低消防大队现场实际处置压力，消防大队可凭借智慧

消防系统提供的数据，恰当安排警力、物力等资源，增进防

火监督工作的明确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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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存在问题

4.1 数据共享不足
智慧消防系统牵扯多个部门，如消防、公安、应急管

理几类部门，但各部门彼此间的数据共享程度微弱，造成信

息无法达成有效整合，降低了防火监督工作的全面性与精准

度，各厂商、各规格的智慧消防器械，其数据接口及格式存

在分歧，导致数据传输及交换障碍丛生，阻碍了数据共享的

开展，在实施数据共享期间，怎样保证数据安全与用户隐私

不被透露，成为制约数据共享的关键环节。

4.2 标准体系缺失
就目前而言，我国智慧消防领域无统一行业准则，导

致产品、设备、系统在技术规范、接口标准、安全要求等方

面呈现较大差异，伴随技术的进步，部分旧标准已无法契合

现实需要，然而更新的速度显得迟缓，致使标准体系跟不上

实际应用步伐，即便存在一些既定标准，但于实际应用的阶

段中，执行强度未达标，导致标准无法达成应有的效果。

4.3 人才储备不足
智慧消防范畴关联多个学科领域，诸如计算机相关、

通信、自动化等，但拥有复合型专业能力的人才不多，现有

人才培养机制难以达成智慧消防领域人才需求，导致人才培

养与实际应用的差距较为明显，人才流动阻滞，激励手段欠

缺，致使优秀人才于智慧消防领域难展最大价值。

5 发展建议

5.1 完善数据治理
成立消防大数据中心，厘定数据共享明细与交换规则，

对消防部门、企事业单位、社区等各方消防数据资源做整合

处理，形成一体化数据平台，拟定消防数据共享清单与交换

规范，保障数据的精准性与一致性，夯实数据安全管理基础，

保证数据在传输、存储、处理等各环节的安全可靠，且保护

个人隐私免遭破坏，依照消防业务的需求，把数据归为基础、

业务、分析等方面的数据类别，拟定消防数据清册，明确数

据项、数据起始处、数据格式等详情，制订数据交换规格，

包含诸如数据格式、传输协议、接口规范之类，实现数据于

不同系统间的互联互通 [5]。

5.2 统一技术规范
推出智慧消防建设标准体系，厘清设备接口、数据格

式等技术相关要求，制定一致的设备接口规范，实现不同厂

家与不同型号消防设备的互联互通，提高系统兼容与互操作

水平，规范好数据的格式，让数据传输和存储标准归一，实

现数据在不同系统、不同设备彼此间的无缝对接。明确智慧

消防系统的综合架构，囊括硬件、软件、网络等各环节的技

术要求，保证系统平稳、高效地运行，对消防设备的可靠性、

稳定性、实时性等层面提出确切要求，确保设备在实际投入

应用时可契合防火监督要求，实现网络通信协议的规范，提

高数据传输的速率及安全程度，保障信息实时、精准地输送。

弄清楚数据存储的容量、速度、安全性等要求，保障数据长

久、可靠地留存，提高系统安全防护水平，抵御黑客攻击、

数据泄露等各类安全隐患，保障智慧消防系统平稳运转，鼓

动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主动采用智慧消防技术，增进防火

监督水平，提升对智慧消防建设项目监督检查的强度，保证

项目建设契合技术规范水准。

5.3 加强队伍建设
以消防监督人员为对象，按期举办各类专业技术讲座，

增进他们的业务水平及应急应对能力，智慧消防范畴牵涉多

个学科，诸如电子信息、计算机科学、建筑安全等范畴，召

集消防监督人员开展各类实际案例的研讨分析，强化其在防

火监督工作里的实际战斗能力。鼓动消防监督人员介入智慧

消防项目的实施，积累实战体悟，对在智慧消防工作中表现

卓越的个人及团队给予表彰奖赏，唤起全体消防监督人员的

工作干劲，增进消防安全宣传教导，提升全社会消防安全认

知水平，为智慧消防在防火监督里的应用打造有利契机。

6 结论

智慧消防技术可大幅增进防火监督的效能，但对其进

行深度应用，需制度、标准、人才等多方面保障，主张采用

“技术 + 管理”双轮驱动架构，分阶段实施智慧消防的构建，

力求在 5 年内达成重点单位智慧监管全面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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