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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隐患概述与分类



指潜在的有直接引起火灾事故可能，

或者火灾发生时能增加对人员、财产

的危害，或者是影响人员疏散以及灭

火救援的一切不安全因素。

火灾隐患是导致火灾发生的重要原因，

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

定。

火灾隐患定义及危害性

危害性

火灾隐患定义



电气火灾隐患 易燃易爆物品隐患 建筑结构隐患 消防设施隐患

常见火灾隐患类型

01 02 03 04

包括电气线路老化、短路、过

载、接触不良等。

涉及易燃液体、气体、固体等

危险品的生产、储存、运输和

使用环节。

建筑耐火等级不足、防火间距

不足、消防通道不畅等。

消防水源不足、消防器材损坏

或缺失、自动消防设施故障等

。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

国家消防法律法规

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消防条例或规定。

地方性消防法规

包括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设计规范等。

消防技术标准

消防部门对单位或场所进行实地检查时，发
现的具体问题和隐患。

实际检查情况

判定标准与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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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流程



    

初步排查与识别

排查范围

对辖区内所有建筑物、构筑物、设施、

场所等进行全面排查，重点关注高层

建筑、地下空间、易燃易爆场所等高

风险区域。

识别方法

通过现场检查、查阅档案、询问相关

人员等方式，对可能存在的火灾隐患

进行初步识别。

登记造册

对排查出的火灾隐患进行详细登记，

包括隐患名称、位置、性质、危害程

度等信息，为后续评估和处理提供依

据。



1

2

3

组建由消防、建筑、电气等领域的专家组成的评

估小组，对初步排查出的火灾隐患进行评估。

专家组成

根据火灾隐患的性质、危害程度、整改难度等因

素，制定科学的评估标准，确保评估结果客观公

正。

评估标准

经过专家评估后，对火灾隐患进行确认，并出具

评估报告，明确隐患等级、整改建议和处理意见。

确认结果

专家评估与确认



报告内容

编制详细的火灾隐患排查报告，

包括排查范围、识别方法、登记

造册情况、专家评估结果等内容。

上报程序

将火灾隐患排查报告按照规定的

程序上报至相关部门，同时抄送

同级人民政府和消防安全委员会。

跟踪督办

相关部门在接到报告后，应当及

时组织力量对火灾隐患进行跟踪

督办，确保整改措施得到有效落

实。

报告编制与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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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办机制建立及实施



督办机构设置及职责明确

设立专门督办机构

在各级政府或相关部门内部设立专门

的重大火灾隐患督办机构，负责统一

协调、指导和监督重大火灾隐患的判

定、督办及立销案工作。

明确职责分工

明确督办机构的职责分工，包括负责

起草相关政策文件、制定工作计划、

组织专家评审、督促整改落实等，确

保各项工作有人负责、有章可循。



建立规范化流程
制定详细的督办程序，包括立案、调查、评估、整改、验收等环节，确保督办工作按照规定的流程进

行。

完善相关手续
在督办过程中，要完善相关手续，如立案审批表、整改通知书、验收合格证明等，确保各项工作有据

可查。

督办程序规范化管理



VS

督办机构要定期对重大火灾隐患的整改

情况进行检查，了解整改进度，及时发

现和解决问题。

及时反馈结果

在整改完成后，督办机构要及时组织验收，

并将验收结果反馈给相关部门和单位，确

保隐患得到彻底消除。同时，要将督办结

果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定期检查进度

进度监控与结果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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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销案办法制定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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