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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3.1 

中国风险消息<2022.No.5> 

中国火灾统计及防火管理的启示 

【要点】 

◆ 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发布了“2022年 1-10月份全国火灾形势报告”，从总体概况、事故原因、

特点等方面进行说明。。 

◆ 以火灾统计数据为基础，选择介绍 2021-2022 年发生的重大火灾事故案例和起火原因，阐述对工

厂在防火对策方面的启示。 

◆ 在本稿中，针对高频出现的隐患以及易被忽视的安全事项，并结合敝司近几年来对工厂火灾风险

查勘的经验，提出建议性措施，以预防和降低工厂火灾事故发生的概率。 

 

1. 中国火灾统计数据 

1）总体概况 

根据最新发布的信息，2022 年 1-10 月，全国共接报火灾 70.3 万起（包含了住宅、商业和工厂等所

有场所），直接财产损失 58.5亿元，受伤 1769人，死亡人数 1557人，与 2021年同期相比，呈现出“一

升三降”的特点，火灾形势总体平稳。 

 

 

 

 

2）火灾原因 

从起火的原因来看，排在前 4 位的火灾类型分别是电气火灾、用火不慎、遗留火种和吸烟。 

                 

 

  

  

 

 

 

 

 

 

 

                     

图 1. 2022 年 1-10 月份火灾原因统计（来源：应急管理部） 

  

No. 22-048 

9.7% 

火灾 

起数 
13.2% 

受伤 

人数 
1.2 % 

财产 

损失 
1.6 % 

死亡 

人数 

电气火灾

30.70%

用火不慎

23.60%

遗留火种

16.20%

吸烟

11.70%

自燃

7.80%

其他

7.50%

生产作业

2.50%



                                       

 

 

 

2 

3）其他特点 

►动火作业火灾：前 10 个月火灾中，因电焊切割作业引发的火灾 5783 起，其中，较大以上火灾 8

起，造成 46 人遇难，主要是由于高温焊渣引燃附近可燃物所致。 

►电动交通工具火灾：交通工具类火灾占全国火灾总数的 9.8%，其中，电动助力车及居住场所内蓄

电池故障等火灾共发生 1.8 万起，比去年同期上升 25.7%。 

 

 

2. 近年典型火灾事故 

基于 2021-2022 年官方公布的事故报告以及主流媒体新闻的报道，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火灾案例，

并总结出对工厂企业在安全管理上的启示。 

案例1 河南安阳 “11·21”某商贸有限公司厂房火灾 

行业 服装生产 

受灾情况 截至2022年11月22日的报道，事故已造成38人死亡，2人轻微伤送医救治。 

事故原因 

车间一楼为仓库，二楼为生产车间，事发时车间正在加工棉衣棉裤。初步判

定，这起事故是因为员工无证违规进行电焊作业，引燃了车间内堆放的大量布

料，浓烟导致二楼部分工人窒息，来不及逃生后遇难。 

启示 

1）关注动火作业的管理，包括申请流程、资质确认、现场消防措施、监护人员

等方面。高处焊接作业时，检查作业下方及周围是否有易燃物，使用挡板、

防火毯予以防护。 

2）合理规划厂房逃生通道，车间张贴逃生疏散图，地面做好标识，并确保没有

堵塞逃生门、疏散走道的隐患。 

3）制定应急疏散计划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每年至少进行1次火灾逃生演练,如为

人员密集型工厂，可适当增加演练的频次，通过实际体验，强化员工应急反

应和处置能力。 

 

案例2 上海松江某电子厂“4·22”火灾事故 

行业 电子产品制造 

受灾情况 
阳极氧化车间发生一起火灾事故，过火和烟熏面积约21000平方米，导致8人遇

难（含2名消防救援人员），直接经济损失约为3113.22万元。 

事故概要 

作业人员违规将香烟和打火机带入车间，并擅自将包括已停用的自动退镀线在

内的隐蔽角落作为吸烟、休息点，在车间内违章吸烟，引燃周边杂物并扩大成

灾。 

启示 

吸烟管理是工厂最基本的安全制度，但由于个体人员行为的不可控和隐蔽性，

也是容易忽视的隐患。工厂需关注的要点： 

1）重新审视已有的吸烟制度，对内容进行充分的细化和修订。 

2）对内部员工以及第三方外来人员进行全体专题教育培训。 

3）对室外加装摄像探头监控 

4）闲置厂房、库房的安全管理，除了防止人员擅自进入吸烟外，还需要确认内

部有无仍在运行的设备、通电的插座，电源是否彻底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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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 吉林长春“9·28”重大火灾事故 

行业 餐饮业  

受灾情况 造成17人死亡、3人受伤。 

事故概要 

经初步调查，供气公司人员更换1个液化石油气瓶，并向塑料油箱内注入醇基燃

料，餐厅老板安排无证人员焊接固定支架，在焊接过程中引燃醇基燃料发生爆

炸燃烧。 

启示 

虽然本案件责任人是餐饮企业，但涉及到厨房燃料和焊接作业，在工厂企业中

也同样遇到类似的情况。需要引起工厂注意的是： 

1）与传统燃料相比，醇基燃料具有一定的经济、环保等优势，在过往查勘的客

户中，有的工厂食堂原本使用天然气、LPG的，已改为醇基燃料（或称为

“环保油”）。醇基燃料主要是以甲醇或乙醇为主要成分混配的液体燃料，

闪点低于60℃或醇总含量不低于70%的醇基燃料属于危险化学品。工厂使用

这种燃料时，需注意在存储间距、防溢漏、通排风、消防设施、防爆电气等

方面采取安全措施。 

2）这起案例的起因和案例1类似，同样是因为动火作业，除了案例1提到的动火

作业安全要点外，对于劳动密集型工厂，也需注意在工作时间内，不可在该

场所内同时进行动火作业。（参考《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GB/T 

40248-2021第7.9.2条） 

 

 

3. 工厂防火管理的注意点 

根据上述火灾统计和典型火灾事故的原因分析，结合敝司在日常的防灾防损工作中经常发现和总结

的风险点，列举了工厂常见的火灾原因和常见缺失，并据此提供若干重点的防范建议，协助贵司在安全

检查活动中及时发现潜在的隐患。 

 

1）动火作业 

动火作业是指在厂区内进行焊接、切割、加热、打磨以及在易燃易爆场所使用电钻、砂轮等可能产

生火焰、火星、火花和赤热表面的临时性作业。由于受到动火作业的复杂性和作业人员的经验的影响，

作业过程中可能会忽略一些重要的步骤或环节，由此可能带来火灾事故。 

现状 

1） 动火场所内堆放了可燃物、易燃化学品容器等。 

2） 现场未配置灭火器材，人员不清楚如何使用。 

3） 动火结束以后，没有再次复查的环节。 

4） 工厂内部的监视员临时离开了现场。 

对策 

要点 

1） 焊接作业前，作业点的杂物应清理干净，作业点周围或其下方的地面如有可燃

物、孔洞等，应采取清理或隔离等措施。综合了动火作业相关的若干规范标

准，以下为动火作业场所与不同对象之间的间距要求： 

•可燃气体：30 米   •可燃液体：15 米 

•有可能泄漏易燃、可燃物料的设备：15 米 

•可燃溶剂清洗或喷漆等作业：10 米 

2） 在作业区域内配备合适的灭火设备，并有必要使进行作业的人员彻底掌握其使

用方法。 

3） 在国内的法规标准中，仅规定了清理现场、确认无残留火种后可离开。但在美

国 NFPA等国际规范中，还提到在动火作业后的 1小时后，监视员也应再次确认

无火种（参考《NFPA 51B-2019》第 5.6.1.1条》）。为确保万无一失，推荐采

纳该措施，在动火作业结束 1 小时后，对现场进行再次确认，并在管理表上签

字确认。 

4） 作业期间，监视员不应擅自离开作业现场且不应从事与监护无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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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吸烟管理 

大部分企业都已经制定了吸烟管理制度，但是基层的员工在具体执行时，容易出现侥幸和不自觉的

情况，而管理者不可能随时检查。希望针对吸烟方面的风险，继续采取持续不懈的对策。 

现状 
虽然工厂设置了指定吸烟点，但室外草坪上、出入口地面、甚至卫生间仍能发现较

多烟头。 

对策 

要点 

1） 常见到仅有的一个吸烟点处于较为拥挤的状态，员工难免会走到吸烟区以外的

地方吸烟和扔弃烟头，如有这样的情形，可合理规划新的吸烟点，但要确保吸

烟点与生产区域、可燃货物保持足够的距离。 

2） 设置规定的吸烟时间段，其他时间禁止吸烟。 

3） 制定相应的违规吸烟的处罚措施，有助于约束违规行为。 

4） 烟灰器皿盛水，烟蒂和普通垃圾分设置不同的垃圾桶。 

5） 吸烟区域内设置了灭火器材 

6） 在吸烟区、车间出入口等设置视频监控，如条件允许，导入 AI 摄像头识别系

统，自动判别吸烟行为并发出警报。 

7） 如果发现卫生间有经常吸烟的迹象，可在内部设置烟感探头。 

8） 基层新员工、外来员工缺乏对吸烟火灾风险的认知和理解，需要不间断的加强

教育和培训。 

 

 

3）逃生疏散 

谈及火灾事故，企业往往会对起火原因进行详细调查和改善，却容易忽视事故中的疏散逃生问题。

疏散逃生演练对于减少人员密集场所的火灾死伤数量十分重要。《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

全管理规定》规定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演练，其他单位应当结合本单位实际，至

少每年组织一次演练。在疏散演习中常见的问题点举例: 

现状 

1） 生产线员工发现火灾时，对向谁进行报告、拨打哪个号码以及报告哪些内容不

够熟悉。 

2） 员工没有按照指定路线逃生，而是经过模拟起火区域逃生。 

3） 员工在实施疏散时缓慢步行和谈笑，未做出弯腰、手掩口鼻等逃生姿势。 

4） 疏散演练没有详细的步骤规划，事后没有改善总结。 

对策 

要点 

1） 对生产线上的员工分批实施火灾报警练习，以便使其熟悉相关流程以及实施要

领。 

2） 加强员工教育，在实施疏散时路线应注意避开起火点，利用附近其他的逃生路

线。 

3） 在演练时也应模拟采取准确的逃生姿势。 

4） 制定详细的消防演练计划，每次演练结束后，分管领导、安全部门和志愿小组

认真对演练进行总结，解决暴露出的问题，不断优化条在真正发生火灾时不会

慌乱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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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1） 疏散出口被上锁；走道、楼梯堆放临时货物或设备等。 

2） 厂房后期改装、搭建时，内部区隔使用不阻燃的普通泡沫夹芯板。 

对策 

要点 

1） 根据《消防法》第 28 条的规定，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是违法行为。定

期检查安全出口是否遮挡、锁闭，疏散指示灯是否功能正常。 

2） 泡沫夹芯板多用聚苯乙烯泡沫（EPS），这种材料具有易燃性、高发烟性的理

化特性，一旦起火，蔓延速度快，会散发大量有毒烟气，影响人员逃生。建议

排查车间内部区隔的材质，考虑将该些夹芯板更换为不燃的岩棉夹芯板。暂时

无法更换的，请强化如下措施：避免在 EPS 板材上穿设裸露电线，确需设置

的，严格穿管设置；在泡沫板附近禁止使用明火、高温设备等。 

 

4）危化品管理 

在生产活动中使用危险化学品时，根据生产工艺、使用量的不同，有的工厂会设置专门的危化品库，

有的则在车间内设置中间仓库或化学品柜。由于经营规模、化学品特性、安全管理水平和从业人员素质

参差不齐，部分企业对危险化学品的危险性认识不足，导致生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危险化学品管理的

涉及面较广，以下从敝司过往查勘经验中，一般工贸企业最常见的缺失项进行举例： 

 

现状 

1） 车间内易燃液体的容器没有名称标识；员工在现场分装易燃液体时，没有防溢

漏工具。 

2） 化学品仓库、现场化学品柜没有静电接地措施。 

3） 使用场所使用非防爆电气设施、防爆电气设施存在脱落、松动。 

对策 

要点 

1） 化学品需要转移或分装到其它容器时,应标明其化学品名称；分装时应准备好

防溢漏托盘、吸附棉等工具。 

2） 涉及危险化学品使用的厂房、场所和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等静电危险场所，所

有属于静电导体的物体必须接地。化学品储存柜柜体防静电接地装置应当符合

《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的规定，静电接地体的接地电阻值应小于 100Ω。 

3） 爆炸危险区域内电气设备、装置、线路，应当严格按照《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

置设计规范 GB50058-2014》的防爆要求设置。 

 

工贸企业危险化学品使用、储存安全技术要求分布在多个国家规范标准中，最基础的法规标准例如：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最近发布的《危险化学品储存通则 GB15603-2022》等，除此之外，各地

也陆续发布了当地执行的标准和规范，以下表 1 罗列了主要省市关于危化品使用安全的规定名称，各地

工厂可以搜索对应的文件进行参照实施。 

 

表 1.主要省市关于危化品使用的一些标准规定 

省市 文件名称 

北京市 《关于加强工贸企业危险化学品使用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京应急通 2020〕179号 

上海市 《上海市工贸企业危险化学品使用安全管理指南（试行）》2022 年 1 月 

广东省 重点环节领域使用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指引 （粤应急规〔2020〕5 号） 

深圳市 
·《使用危险化学品单位现场安全检查基本要求指引》。深安监管〔2018〕293 号 

·《危险化学品中间仓库安全管理规范》DB4403/T 80—2020  

苏州市 
·《苏州市危险化学品中间仓库安全管理指南》2021 年 

·《苏州市危险化学品储存柜安全管理指南》2021 年 

无锡市 《危险化学品中间储存设施安全管理规范》(DB 3202/T 1023—2021) 

浙江省 
《浙江省工贸企业危险化学品使用安全管理指南（试行）》的通知 （浙应急基础

〔2020〕7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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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回顾国内发生重大火灾事故不难发现，事故原因基本上都源自最基础的安全管理项目（例如吸烟、

动火作业等）发生缺失导致，暴露出企业在基础安全管理上仍可能存在漏洞。工厂需要通过建立“双重

预防机制”、强化生产车间的安全巡查力度，对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及时跟踪、整改落实。 

防火管理涉及的方面众多，本期基于 2022火灾统计数据和典型火灾事故原因角度，罗列了常见的隐

患事项和对策，如果贵公司能确保落实上述的要点，并且进行日常安全活动的持续改善，希望有助于降

低火灾发生的风险。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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