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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获批准筹建已经快20周年了。
该实验室的成立告别了我国在火灾科学研究领域没有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历史，这是我国消防事业发展
中的一件大事。
这些年来，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同志们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探索追求、勇于进取，为推动“
火灾科学与消防工程”学科的进步，为我国消防安全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
高度赞赏。
　　自该实验室筹建之日起，我就与实验室的老师和同学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在与大家共同探讨火灾科学相关课题的过程中，体会与获益颇多。
我深为实验室的迅速成长、成熟、发展、壮大而由衷高兴。
　　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隶属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凭借科大浓厚扎实的科研传统和严谨求实的
教学作风，为消防工程专业的高等教育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
霍然教授等人编著的《建筑火灾安全工程导论》就是这些工作中的一部分。
该书于1999年出版后，很快就受到消防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现已成为国内高等院校相关安全专业的
教学用书和业内技术人员的重要参考书。
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火灾形势的变化及安全工程专业教学的需要，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50周
年之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决定组织此书的再版，我感到非常高兴，很乐意为其撰写再版序言
。
　　在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灾害中，火灾是一个常发性的灾种，其频发率高、危害面广、破坏性大，
往往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作为一种失控燃烧所导致的灾害，火灾的发生与发展既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更有大量人为因素的作
用，是一种典型“天灾人祸”的集合。
因此防控火灾应当既要依靠自然科学技术、又要结合社会人文管理，“趋利避害”，树立“综合整治
”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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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火灾燃烧的基本理论，对烟气的流动与控制、火灾探测与自动灭火、建筑耐火与阻燃、计算机模拟的
技术原理与应用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对建筑火灾中的人员安全做了讨论，较好地体现了“以人为本”
的基本思想，另外，对建筑火灾的风险评估方法也做了讨论。
    本书注重对火灾防治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的介绍，并编写了若干典型火灾的分析案例，以帮助
读者学习和运用。
    本书主要供从事火灾防治的科研工作者及高等学校安全工程专业的师生使用，也可供建筑防火设计
和建筑防火审查人员和企、事业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参考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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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缺乏扑灭大型火灾的现代化灭火装备　　目前我国消防装备的数量、性能远不能适应扑灭
大型建筑火灾、大型石化火灾的需要。
例如目前我国的消防主战车的车型偏旧、功率偏低，技术装备配套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严重缺乏
登高消防车和多功能特种消防车。
除少数城市外，多数城市的消防通信指挥系统尚处于改建、初步完善的阶段，国外不少城市早已使用
直升机灭火和救援，而我国则处于开始阶段。
处理特殊场合火灾的抢险救援设备也严重不足，且目前主要依靠进口，为了提高城市消防战斗实力，
亟待扭转这种状况。
近年来，尽管消防力量已有很大的增强，但仍然不能适应与新型火灾问题作斗争的需要。
　　（7）人们防治火灾的意识更新相对较慢　　人们的安全观念和意识不强也是造成事故频发的重
要原因。
现在不少人对生产和生活环境中迅速增大的火灾危险性认识不足。
在可燃物非常集中的场合，有人思想麻痹，经常动用明火、随意使用电热设备、乱拉电线等。
近年来，大量农民进城务工更加剧了上述情况的严重程度。
这些人员大多数从事高风险的矿山、建筑、制造等密集型劳动产业，其文化素质和安全意识都与现代
化的生产与工作要求有很大差距。
这就从事故发生概率和事故后果两方面都加大了火灾的危险性。
　　在一些单位和企业中，有些领导人或负责人往往片面地抓生产、追求利润，对如何保证安全想得
较少。
面对重大危险隐患，他们总是抱着侥幸心理，不相信事故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从而对火灾爆炸的防治
工作很不重视。
在一些地区的防火安全检查中经常发现，有的建筑存在严重的火灾隐患，却迟迟拖着不改。
一些新建企业和乡镇企业中此类问题尤为突出。
在领导者的这种思想支配下，其单位和部门的安全管理制度通常很不健全，即使有也往往是形同虚设
，灾害发生时根本起不了作用。
　　此外，有些人缺乏基本的火灾安全知识，例如发生火灾后不会及时报警，不会使用现有灭火器材
控制早期火灾，不懂逃生与自救的方法等，因而时常发生本来不难控制的小火却被酿成大火的情况。
与此相关，他们还缺乏必要的灭火和逃生技能，一旦遇到灾害，就会惊慌失措，非常容易造成重大伤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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