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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当今社会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道路交通问题已成为制

约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随着科技、建筑技术的高速发展，

地铁成为了城市内部重要的交通出行工具，缓解了地面交通

拥堵的重大问题。地铁运行速度较快，受外部环境影响因素

较少，准时性较高，是城市缓解交通压力的重要措施 ���。但

在实际修建过程中，其内部结构、环境复杂，电气设备分布

广泛，存在一定消防安全隐患。因此，对于地铁及地下空间

的灭火救援工作中，应急通信保障问题一直是救援工作的难

点，只有针对其中存在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提出解决方案，

才能满足地铁及地下空间灭火救援的应急通信需求，保障救

援工作顺利进行。

2�当前地铁及地下空间灭火救援应急通信的特点

地铁及地下空间属于特殊区域，在进行通信过程中应用

其内部专用通信系统，主要由地铁专用通信系统、公众移动

通信系统和地铁公安集群通信系统组成，可以预先进行设置，

对地铁站、站台和隧道等区域进行全面信号覆盖，但在发生

火灾等重大灾害时，地铁内部通信系统极易遭受破坏，消防

救援的通信支持将无法进行，需现场搭建消防专用的应急通

信网络，以保障灭火救援通信畅通 ���。因此，地铁及地下空

间灭火救援应急通信需具备以下特点。

第一，不依赖公众网络，可快速进行架设搭建。

第二，组网灵活，适用于多种网络制式。

第三，设备便于携带，操作简单。

3�地铁及地下空间灭火救援应急通信保障难点

3.1�信号覆盖问题

地铁一般由出入口、站厅、站台、隧道、管理用房、设

备用房等组成，属于具备密封性质的地下空间，对于信号的

传播会有一定负面影响 [3]。相对于正常环境而言，地下密闭

空间的通信信号会有一定的衰弱或屏蔽，对于灭火救援现场

的救援指挥、指令下达等行为均有一定影响。在地铁及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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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无线通信信号运营过程中，无论是通信运营商的小型专

用通信网络，还是消防部门自建的通信网络系统，因实际的资

金、设备和应用范围、频率等问题，缺乏对于密闭空间通信信

号覆盖问题的重视，对灭火救援应急通信保障造成了一定困难。

3.2�呼叫密度问题

地铁及地下空间在通常情况下人流量较大，地理结构较

为复杂，一旦发生火灾，在此类密闭空间下，救援情况变化较

快，任何一秒钟的通信延误都可能会导致火灾情况加剧。而在

对地铁及地下空间的灭火救援过程中，救援人员众多，现场环

境复杂，同时需要多级指挥系统协同作战，用以组织有效的灭

火救援活动，在此指挥、通信过程中应急通信系统的呼叫密度

频率较大，给整体通信系统的稳定运行带来了一定难度。

3.3�通信设备的稳定性及实用性

对于地铁及地下空间灭火救灾活动，消防部队的主要任

务是保障国家、集体及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局面 ���。因此，应急通信设备需稳定、可靠，杜绝因通信设

备无法正常运行而造成通信中断、指挥混乱的情况。火灾现

场环境较为复杂，会伴有高温、高噪声、大量浓烟的情况，

因此在复杂救援环境下，通信设备及通信终端设备用具一定

的防水性、便携性、抗压性，并在浓烟黑暗环境下具备可操

作性，以此保障灭火救灾应急通信畅通。

3.4�救援预案准备不足

随着中国无线通信技术发展的加快，当前不同类型的无

线通信系统已融入地铁空间的消防应急系统当中。但针对当

前多数城市的地铁消防应急系统而言，仅适用于小范围内的

火灾灭火救灾工作。在发生较大型火灾时，火势蔓延速度较快，

加之地铁空间流动人员密度较大，地铁隧道、区间通道及站

厅等区域的通信线路中容易出现物理性和化学性反应，通信

收发装置也容易受到损害，导致区域性通信瘫痪。因地铁及

地下空间发生较大型火灾频率较小，消防部门救援预案准备

不足，进行应急通信系统设置时未考虑到不同类型的无线通

信系统的应用，加大了应急通信系统设置的难度。

4�强化地铁及地下空间灭火救援应急通信保障

措施

4.1�强化应急通信网络建设

根据地铁内部空间环境，对配备的应急通信设备展开实

地测试，结合测试效果制定相应的灭火救灾方案，提供给消

防部门作为参考，针对其通信信号覆盖情况进行相应设置。

对常规通信系统进行临时调度，并增设相应的无线通信系统。

依据空间波动大小，采用一定数量的天线阵列，依据地铁隧

道内信号传播特点设置临时基站，并在安全地区设置临时指

挥部和前沿指挥网络，增加通信车，指挥车的建设。在发生

火灾时，由相应地铁车站附近基站负责转发消防指挥员以消

防战士之间的通话呼叫，确保应急通信信号覆盖面积适合当

前灭火救援工作通信的应用，并在地铁站厅、站台、车站入

口处采用室内天线进行信号覆盖，区间隧道内采用漏缆进行

信号覆盖，以多种信号覆盖相结合的方式强化应急通信网络

建设，解决信号覆盖问题。

4.2�发展先进通信技术

消防部队应针对地铁空间火灾现场需求，科学地建立应

急通信联络方式，构建灭火救援组织指挥系统，避免错误指挥、

重复指挥、无序指挥等情况发生。针对火灾现场救援通信情

况，需大力发展先进的通信技术，以适应火灾救援现场指挥

过程中通信呼叫密度问题。首先要组建一支技术过硬的消防

通信人才队伍，既了解消防救援知识，又精通先进通信技术，

确保救援指挥系统的通信功能畅通。同时，引进当前先进的

通信技术，打破传统发展观念，构建数字化智能平台，对现

场救援的语音、图像、视频进行实时传播传输，更有利于火

灾救援现场的指挥。

4.3�加强通信装备配置
在地铁空间的应急通信系统设置过程中，除固定安装式

应急通信系统外，还应设置便携式应急通信系统，以应对电源

意外中断而导致通信系统失效的问题。同时，对于消防救援人

员的通信装备配置需满足集成化、标准化、系列化特点，解决

不同型号通信设备之间的联络问题，保障整个救援指挥系统畅

通无阻。还要保障在通信信号差、救援环境复杂的地铁密闭空

间内便于使用，操作简单，在灭火救灾过程中仍可正常使用。

4.4�严格遵守消防安全制度，制定相应救援方案

针对地铁及地下空间的隧道、站台、候车室等不同火灾

隐患地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火灾事故等级评估，并开展相应

的消防应急通信技术演练，以确保火灾事故发生时，应急通

信设备能够正常应用。应急通信演练需多层次、全方面进行，

既包括火灾救援指挥系统与消防战士之间的通信联系，又包

括消防战士相互之间的通信联络功能演练，并针对演练结果

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通过多次演练结果进行逐步完善。

5�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发展，地铁运营范围的不

断扩大，针对地铁及地下空间的灭火救援工作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关注。在相应的灭火救援工作中，应急通信保障工作尤

为重要，而因为多种问题因素，应急通信受到一定阻碍，影

响了灭火救援工作，通过其分析整改之后，使消防应急通信

在灭火救灾工作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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