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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如何加强建筑消防设施维护管理的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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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筑消防设施维护管理的信息化建设，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首先要高度重视设施维护管理信息化管理模式的有

效构建；其次要采取相应措施提升设施维护管理人员的基本专业素养；最后要科学合理的完善信息化建设的配套保障体系。

通过信息化建设使设施成倍的发挥效用，显著增强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能力同时也大大提高建筑消防安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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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How to Strengthen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Building Fire Protection 
Facilities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LIN Shuai 

Ji'nan Fire Rescue Detachment, Ji'nan, Shandong, 250000, China 

 

Abstract: The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of building fire-fighting facilities needs to start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ly, 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effec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informatization management 

mode of facility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Secondly, corresponding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basic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facility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personnel; Finally, we should scientifically and reasonably improve the supporting 

security system of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Through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the facilities can be doubled to play their role,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ability of building fire-fighting facilities, and greatly improve the building fire 

safet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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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消防设施是在建筑发生火灾时能保证建筑物内

人员和消防安全的重要设施，并且在必要时能协助人员疏

散到安全区域保障生命安全，是现代建筑中不可或缺的必

要组成部分。建筑消防设施在保护建筑物内人员和财产安

全的同时，还能有效保护火灾发生时建筑物本身的安全。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网络

技术应用在各领域中，呈现万物互联的趋势；建筑消防设

施维护管理的信息化建设，能使消防设施的作用发挥成倍

增加；在成本费用低投入的情况下，显著增强建筑消防设

施的维护管理能力，可大大提高建筑消防安全等级，保障

建筑物内人员、财产和建筑物自身的安全。 

1 构建有效的建筑消防设施维护管理信息化管

理模式 

在建筑消防设施维护管理中应用信息化技术是复杂

的，是个有规划、有研究、有设计、有制造、有试验和有

使用的系统工程。在传统的建筑消防设施维护管理中，消

防设施的巡检和维护都是靠人工来实现的，建立定时定点

的巡检维护制度，工作人员通过规章制度来巡检和维护发

现建筑消防设施的问题，及时处理来消除消防安全隐患来

保障人员、财务和建筑物本身的安全，以此提升建筑物的

安全等级。在日常的设施维护中，人工维护耗费工作人员

的大量时间和精力，效果保证率还受人员素质和制度执行

力度的不同而产生高低。但通过应用信息化技术建立建筑

消防设施物联网系统，不仅能大大减少工作人员工作量和

劳动强度，还能显著提高设施的维护和管理效率。 

现阶段火灾智能报警主机控制器提供各类智能报警、

状态信息资料的智能获取处理和数据传输用信息自动传

输控制装置可远程采集监控火灾报警系统主机信息，以新

一代电子信息技术设备为载体，传送实时火灾动态报警控

制信息。随着目前移动智能互联网设备及新一代移动互联

终端设备应用的日益迅猛化发展，以第三代移动智能互联

网产品为中心代表的新信息时代或已正式到来，脱离了桌

面电脑时代的束缚，每个应用终端用户都可能将发现自己

成为应用中心，信息资源的相互交流及互通会非常地容易，

形成一个人人手机即成为中心用户的全新局面。用户信息

的传输监控装置已与手机移动与互联网高度融合，不仅用

户电脑手机端已经能及时接收到火灾等报警求助信息，手

机端电脑也将能实现进行火灾远程报警监控也已日益成

为一门新起的技防方式。 

以无线物联网为主的新技术远程控制无线远程监测

消防泵水系统，采用作为当今世界主流可靠的远程无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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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传输的通讯方式技术之一的 LoＲa 无线传输技术，可靠

性已很高，与泵水消防给水处理设施参数直接及相关系统

的水位、水压、温度、湿度、电压、电流参数变化及消防

水泵控制柜开关动作情况和水泵手控泵自动控制开关状

态参数变化信息等的各项主要信息参数变化均已完全可

用无线物联网模块可用来对远程进行监测无线。物联网模

块采用了一种超高负载性能低功耗的传感模块进行设计，

微电能量的可被持久和恒化可以有效安全地直接用来无

线驱动传感器模块工作，把用户从传感器块上实时采集的

记录传输到工作现场采集的所有诸如现场水压、液位、水

泵手的水泵自动的出水工作状态、环境温湿度情况等各类

信息数据等都能无线实时的直接发送或者传递给出去，模

块用户系统之间可以既同样可以是通过蓝牙单点的连接

或者通讯，也就是同时就可以轻松实现组网通讯，这种方

式成为新的物防手段。 

以智能标签形式首次实现了维保员、巡检员双向自动

签到，智能标签芯片是一种基于智能手机近红外线和场控

式感应距离传输识别技术的(NFC)通信芯片，与智能标签

移动的互联网终端对接可分别进行双向无线非电接触式

通讯和无线点对点的双向移动数据同步传输，与号码维的

维保员、巡检员进行自动双向签到和绑定操作后，身份信

息、位置信息数据等内容即可被自动同步传输进行自动双

向签到数据的交换，实现了到了保管人物档案的全联网化

管理与巡检人员身份验证的全流程信息化，维的安保员、

巡检员的智能签到系统年底后将使一个传统单一的地下

人防工程彻底升级并转型提升为一座高科技和智能化融

合的现代综合城市人防。 

聚焦数据，全面深化“物联网”技术。一是信息监控

网格化。支队依托公安局天网系统，实现支队指挥中心对

辖区重点单位的全覆盖监控，聘请专人对各重点单位的重

点部位和重点时段进行循环式动态监控，一旦发现火灾隐

患或消防违法行为，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到场核查，并指导

落实整改。二是信息资源共享化。通过平台对云平台、消

防监督管理系统以及全社会单位消防“户籍化”业务管理

等系统业务的及时有效地整合，实现了两个平台信息互联

数据互通对接和安全数据共享。每天还定时自动开展计算

机内外双网人工数据实时交换，使通过智能终端及现场监

督检查人员生成出来的现场记录资料能够准确快速地被

导入到消防电子监督管理查询系统，避免影响了相关执法

监管信息记录的自动二次生成录入。社会单位日常采集的

巡查检查数据，也能够在“户籍化”管理系统同步录入、

同步显示。三是数据分析智能化。云平台可以依托现场日

常管理巡查的检查记录数据集中形成大数据库，并实时自

动采集对各类检查中异常数、漏检数、抽查的频次变化等

基础数据并进行了动态数据云计算分析，实现到了日常消

防检查管理记录情况全天候地可查、可视、可比。云平台

还将于每月自动生成消防安全状况评估报告，提供给消防

监督员和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使用，既提升了单位开展巡

查检查的自觉性，又增强了消防监督执法的针对性。 

创新消防监管模式。建成火灾防控远程监管中心，立

体防控社会面火灾风险。建成“智慧消防”远程监管系统，

对消防重点单位管理及“四个能力建设”进行常态监管；

联合政法委研发社会治理管理平台消防网格管理系统，共

享“九小”场所、社区房屋、道路水源等信息，调动综治

网格员开展社区日常消防巡查和宣传，将远程监管系统及

网格员获取的防控感知数据接入指挥系统，为救援指挥提

供辅助支持。 

在建筑中消防辅助设施及维护服务管理队伍的整体

信息化管理体系建设管理过程中，消防辅助性设施管理的

维护管理团队还必须应对消防设施专业管理相关人员本

身的知识信息化技能水平以及综合专业能力素质进行整

体优化，使之其管理者能够在实践中更好地去将这些创新

的技术思维方式融入运用到具体实际工程建筑及消防辅

助性设施管理维护及管理活动中去，以此方式来共同促进

整个建筑与消防辅助设施及其维护和管理工作的信息化

专业发展和创新。通过实施定点专业培育工作的特殊方式

来促进其他专业及高等院校专业参与融入到防火设施信

息化管理和技术人员培养的教育培养体系过程体系中而

来，增加高校建筑和消防等设施日常维护运行管理等信息

化岗位建设骨干人员必须具备相关理论知识基础训练和

技术实践运用能力，从而初步实现高等院校将防火信息化

知识技术体系融入运用到日常实际工程消防与设施安全

维护运营管理岗位中建设的目标。 

2 提升参与建筑消防设施维护管理人员的专业

素养 

实现了消防报警设施安全维护及管理服务信息化网

络的持续有效地建设，必须先有大批专业领域的信息化管

理的人才来作为支撑基础，人才建设是最终实现安全消防

警报设施日常维护及其管理的信息化建设的一条最为重

要有力的人力保障支撑手段，根据了当下城市消防报警设

施功能丰富而多样复杂的行业特点，在实施维护建设的相

关工作实践中，就特别需要更加彻底高效地的采取了计算

机信息技术，这一点对于信息技术人才建设的基本要求自

然而然也自然就会提高了。因此，人才资源的专业化配备

能力要求更高，需要通过从成人高校毕业生培养、地方人

才市场引进人员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培训开发等多途径，达

到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的纵向流动与人力资源横向调配

的动态双向融合发展，根据网站维护运营管理服务的较高

技术水平要求，培养输送出一批大量德才兼备的并具备过

硬专业技术知识和各类高素质人才的高素质技术人才，同

时也将培养出来一批专业思想素质比较良好、责任意识基

本到位、专业素质水平相当高水准的技术管理类人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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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来加强维护人员工作的岗位整体及综合专业素质，从

而快速完成维护工作队伍职业化建设后的人员知识经验

密集型能力转变。 

加强巡检人才队伍素质的整体建设。一方面，加强基

层巡检管理人才队伍素质的提高建设，重视强化对各类科

技人才专业化的招聘选拔、培训指导和年度考核评估工作，

通过每年建立起合适人才的招聘选拔培养机制优先选取

各类具有基本合格岗位专业技能资质的专业人才，在此基

础上每月还要坚持对其持续进行全面专业化水平的上岗

技能鉴定培训教育；但另一方面，通过制订后续或定期进

行的专业培训制度和技能考核鉴定计划则可以及时保证

各类巡检管理工作人才专业化的知识专业技能知识得到

有效实时补充更新，能够随时应对社会日益紧张复杂的消

防报警设施日常管理巡查工作。其次就是作为一个巡检服

务人员我们要更注重的自我监督学习，做好一些日常维护

的相关信息化学习工作，对自身消防报警器设施和管理巡

检系统建设中会遇到什么样的管理问题来进行相关原因

进行剖析，针对问题出现时的各种原因来及时制定一些相

应有效的检查和处理工作措施，通过日常加强相关培训管

理和日常考核检查来及时确保日常巡检维护质量。 

聚焦人才，全力打造信息化建设队伍。一是突出人才

支撑。积极落实配齐并配齐强电信通岗位人员，组建应急

灭火救援通信应急保障分队，切 C N K I 期刊学术不端文

献检测系统-4-实加强应急灭火和救援通信 3G 图传、卫星

图像通信、无线通信等实战应用训练，每周对卫星通信指

挥车进行 3G 图传、卫星、无线通信测试，并组织人员深

入辖区重点单位开展模拟通信演练，确保事故现场图像、

语音等资料能够第一时间与总队进行实时传输沟通。二是

强化业务培训。定期高薪聘请基层电信公司选派的消防网

络信息专家来开展现代消防装备信息化技术建设专项培

训，利用远程多媒体辅助教学知识与生产实践演练相结合

授课的独特方式，给全体参训单位人员系统地讲解火灾信

息以及通信系统设备日常运维及管理信息化相关理论知

识，不断在实践中增强我军基层信通人员理论水平，全面

培养提高相关人员业务素质，使全体官兵进一步全面的了

解网络信息化、掌握网络安全新技能。三是建立技术人才

库。针对信息化建设起点高、人才储备不足的现状，支队

本着素质良好、结构优化、更替有序的原则，会同高等院

校等单位长期合作，建立了警地通信人才库，组建了支队

应急通信保障分队，定期组织开展信息化业务培训和知识

交流，确保信息化人才队伍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形成

了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通信人才队伍。 

3 完善科学的消防设施维护管理信息化建设保

障体系 

建立起并继续完善公共消防及设施运行维护及管理

等信息化，要必须先要建立完善起公共信息化建设维护管

理保障一体化系统，唯有要先要遵守起信息化管理建设新

的制度客观模式要求，才完全可以根据信息化发展建设中

的这些新制度要求，革新起旧有组织的管理体制要求，从

而能够根据这个新模式要求的制度要求来继续建立完善

并持续完善起新组织的维护管理保障体制，通过这种与新

组织结构要求相高度契合的管理模式，使得其上对下级关

系将更加协调合理，由此而彻底全面地加强组织工作的人

员投入的组织积极性与组织信息资源运用的组织实用性。

从信息化组织管理体系的组织构建源头上要做好城市消

防报警设施管理系统维护及管理和信息化管理体系建设

管理的各项基础工作，从部门领导责任层面要将建设消防

监控设施综合管理业务系统平台的相关工作全面重视开

展起来落实；全面做好信息系统组织和建设体系的建设工

作才能全面为做好信息化管理建设等工作任务提供可靠

制度基础保障。 

首先是完善组织方面。做好消防研发规范体系建设的

各项建设的工作，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我们先着手做好消防

组织制度的体系构建，从消防组织结构的基础构建基础上

来做好组织优化与消防工程设施运行管理等系统管理的

一些基础工作，从部门领导组织层面上来将公共消防和设

施综合管理与系统运营的一些优化方面工作加以重视联

系起来。只有认真做好完善组织的建设相关的准备工作才

能进一步为这些优化的工作实施提供有力制度上支持。其

次则是加强规范制度体系建设的建设。做好持续优化和规

范体系建立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它为开展持续的优化的

工作内容制定出了明确方向，为进行后续的优化设计工作

也做好明确了操作指引，有利于用户通过进行持续的优化

可以找到在原来设计系统设计中发现的诸多不足，从而有

利于持续有效提升建筑消防辅助设施和管理信息化系统

运行的持续工作的效率合理性和质量准确性。最后是要建

立规范科学完善的日常巡检考核制度。建立起科学的完善

高效的巡检管理制度，做好科学合理有效的巡检工作和规

划，避免了重复错误的巡检路线的设计工作和规划，做好

了巡检各项工作流程的执行效率得到最大化。 

周密部署，明确职责。由消防救援承办，通过公开招

标方式，委托已有的“智慧消防”第三方运营服务机构统

一搭建地区“智慧消防”物联监测系统平台，同时督促各

县（市）、各行业部门严格按照“统一搭建平台、消防依

法监督、单位自觉接入、第三方技术支持、社会共享资源”

的建设模式，将“智慧消防”建设纳入“智慧城市”建设

的工作范畴积极推进，切实强化对接入单位消防设施的管

理，为火灾防控、应急处置提供科学有效的支撑和大数据

分析，强力扭转全地区防火工作的传统保姆式监管模式，

实现单位履责有办法、消防执法有依据，形成消防监管闭

环式管理。紧盯需求，全面架构。结合消防安全及应急救

援队伍现状实际，充分整合防消力量这个“资源库”，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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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力量整合到装备资源精细化管理，从城市火灾风险评

估到公共消防设施建设，从微型消防站联勤联动到重点单

位的全面监管，从“网格化”管理到消防宣传教育，各种

信息交汇融合，各种工作等待“并联”，工作方式“升值”

潜力巨大，以建设城市物联网消防远程监控系统为工作起

点，统一谋划、稳步推进“大数据”“一张图”的实战指

挥平台、高层住宅智能消防预警系统、数字化预案编制和

管理应用平台、“智慧”社会消防安全管理系统建设任务，

以政府公开招标形式择优选择安装取费低、项目业绩好、

研发能力强、业务水平高的第三方运营机构，统筹推进“智

慧消防”五大类系统搭建，确保防消数据资源能够得到高

效利用。明确步骤，逐步完善。为确保“智慧消防”建设

工作稳步推进，完成消控主机通过用户信息传输装置接入

地区平台，实现数据信息采集和系统核心功能；督促各县

市完成市政公共消防设施物联监测系统安装建设并向地

区平台传输监测数据；逐步实现“九小场所”和沿街商铺

独立式智能烟感报警器与地区平台互联互通；以决战决胜

姿态将全地区所有设有自动消防设施的社会单位接入“智

慧消防”系统平台；全面建成“智慧消防”五大系统核心

功能，切实为火灾防控和灭火救援提供科学化、智能化、

系统化支撑。多措并举，服务大众。始终以社会单位利益

为根本出发点，明确多项投标人资质前置条件，督促由招

标确定的第三方运营服务机构成立地区“智慧消防”监测

运营服务中心，完善管理体系，为社会单位提供全面的技

术、运维保障，全方位的消防咨询、预警提示、故障隐患

派单督改、应用培训指导等系统性服务，切实确保设备、

平台、通讯的稳定运行、高效运转，最大化的发挥“智慧

消防”物联监测系统的效能。同时结合社会单位实际，以

招标文件评分内容为进入“智慧消防”市场的一项前置条

件，罗列一次性购买、年租赁两种不同装购方式，明确最

高租赁年限、最高销售价格，确保能够减轻社会单位安装

压力；按照“硬件市场开放”的原则，罗列大分值督促第

三方运营服务机构承诺不同设备品牌兼容性，公开可接入

监测平台设备的性能参数，支持社会单位自行购买不同厂

商的终端设备，能够经过运营机构的调试，统一接入地区

物联监测系统。严格督查，确保实效。将“智慧消防”建设

纳入年度重点工作目标任务和安全生产综合考评范畴，按照

项目化管理的方式，建立完善保障监督机制，对目标任务推

进落实情况实施过程评估、考核，对建设推广工作滞后或落

实不力的，予以通报批评并视情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4 结束语 

建筑和消防工程设施工程的技术维护运行管理也是

实施现代化管理建筑质量安全和保障质量的很重要的一

小环，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应用在现代化这一现代化管理

技术过程实践中日益的占据其重要应用地位，是有效提高

现代化建筑的消防管理安全管理等级标准的新型现代化

工程信息手段。信息化应用技术应用在公共场所消防与设

施智能化管理领域中既存较多的问题与不足，主要体现在

技术应用程度不高、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构较少、信息化

平台建设与维护不足等方面。为配合进一步加快推进城市

建筑与消防等设施安全维护运行管理过程的安全信息化

平台建设，实现系统一体化、规模化、专业化运营的体系

构建工作目标，需要系统以现代建筑及其消防相关设施运

行维护运营管理需求为核心基点，对各种信息化先进技术

和在实际其中的应用上的关键重难点等进行跟踪研究，提

出信息化有效落地解决方案并据此进一步完善优化信息

系统各运行环节间的综合应用，构建统一有效运行的统一

信息化的管理组织模式、加强相关管理人员相应的信息系

统专业素养提升以及持续完善科学严密的完善信息化的

建设及保障监管体系，多措策并举，权责划分明晰，切实

为提高建筑工程消防监控设施维修管理工作质量效率和

管理效率，提升中国建筑工程消防控制设施的维护及管理

队伍的管理信息化的建设及水平，保障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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