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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铁火灾与应急救援体制
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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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地铁作为公共交通工具，具有大客流、高密度等特点，一旦

发生火灾等突发事件，后果不堪设想。

应急救援体制的建设是保障城市地铁安全运营的重要环节，对于

提高城市地铁的防灾减灾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背景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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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在地铁火灾应急救援方面有

着较为成熟的经验和技术，值得

我们借鉴和学习。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地铁火灾的

成因、蔓延规律、人员疏散等方

面，对于应急救援体制建设的研

究相对较少。



研究目的：通过对城市地铁火灾与应急救援体制建设的

深入研究，提出针对性的优化措施和建议，为城市地铁

的安全运营提供有力保障。

研究内容

1. 分析城市地铁火灾的成因及危害； 2. 探讨现有应急救援体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3. 提出针对性的优化措施和建议； 4. 通过案例分析验证优化措施的有效性。

研究目的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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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铁火灾概述



包括电气故障、设备过热、可燃

物燃烧等。

火灾原因

地铁火灾具有燃烧猛烈、蔓延迅

速、烟雾浓重、疏散困难等特点。

火灾特点

火灾原因及特点



人员安全

运营中断

财产损失

火灾可能导致人员伤亡，尤其是浓烟和高温对人员

构成严重威胁。

火灾会导致地铁线路中断运营，给城市交通带来严

重影响。

火灾会造成地铁车辆、设备、设施等财产的损失。

火灾对地铁系统的影响



韩国大邱地铁火灾

英国伦敦地铁火灾

案例分析：国内外典型地铁火灾事件

2003年2月，韩国大邱市地铁中央路站发生火灾事故，由于调度

失误和应急疏散不力，导致198人死亡，147人受伤，298人失踪。

2005年7月，英国伦敦地铁发生系列爆炸和火灾事件，造成52人

死亡，700多人受伤。此次事件对伦敦地铁的安保和应急救援体系

提出了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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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体制现状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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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体系 组织机构建设 预案体系建设 救援能力建设

我国应急救援体制现状

各级政府和地铁公司制定了相

应的应急预案，明确了应急处

置流程、资源调配、协调联动

等方面的内容。

各级政府设立了应急管理部门，

负责统筹协调应急救援工作。

同时，地铁公司也建立了相应

的应急救援队伍，负责地铁火

灾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应

急救援法律法规体系，包括

《突发事件应对法》、《消防

法》等，为应急救援工作提供

了法律保障。

我国地铁救援队伍在装备、技

术、训练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具备了一定的应急救援

能力。



预案可操作性不强 救援力量不足

协调联动不畅 社会参与不足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部分应急预案过于笼统，缺乏具体的操作指南和

流程，导致在实际应急处置中难以有效执行。

部分城市地铁救援队伍规模较小，装备和技术水

平有限，难以满足大规模应急救援的需求。

在应急处置过程中，不同部门和单位之间的协调

联动不够顺畅，存在信息沟通不畅、资源调配不

合理等问题。

目前应急救援工作主要由政府和地铁公司承担，

社会力量和公众参与度不高，缺乏全民应急意识

和自救互救能力。



成功案例
某市地铁火灾事故中，由于应急预案完善、救援力量及时到达、协调联动顺畅

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成功地将火势控制在初起阶段，避免了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

失败案例
另一城市地铁火灾事故中，由于应急预案可操作性不强、救援力量不足、协调

联动不畅等问题，导致火势迅速蔓延，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案例分析：成功与失败的应急救援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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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体制建设方案



制定专门针对城市地铁火灾的法律法规，明确各级

政府、地铁公司、消防部门等相关主体的职责和权

力。

完善现有法律法规中涉及城市地铁火灾应急救援的

内容，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建立健全城市地铁火灾应急救援的法律监督机制，

确保相关法律法规得到有效执行。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388076073063006103

https://d.book118.com/388076073063006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