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讨如何做好高层建筑消防隐患与防火监督工作

□ 廊坊市消防救援支队 白永明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高层建筑不断增多，但

由于其结构特点和使用功能，火灾风险突出，一旦发

生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高层建

筑普遍存在消防车通道被堵占、安全出口数量不足或

被封堵、疏散指示标志缺失或不明显等消防隐患。 为

切实加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应定期开展全面消

防安全检查，严格消防设计审核与施工验收，开展违

规搭建和装修专项整治行动，强化源头管控，健全消

防工作长效机制，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高

层建筑不断涌现，已成为现代城市的重要标志，高层

建筑具有层数多、建筑高、体量大、结构复杂、使用人

员密集等特点，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迅速，易造成

人员受困，扑救难度大，极易酿成重大惨剧，给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

视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相继出台系列政策措施，进一

步健全消防安全责任制，完善消防标准规范，严格消

防监督执法，但从火灾形势看，高层建筑火灾风险依

然较高，消防隐患屡禁不止，防范任务艰巨繁重。

一、高层建筑火灾的特点与危害

高层建筑是指高度超过 27 米或层数超过 9 层的

民用建筑，具有空间利用率高、便于集中办公、节约土

地等优点，在现代城市建设中得到广泛应用，但由于

建筑高度高，竖向空间发达，楼层多，可燃物多，疏散

逃生距离长。 一旦发生火灾，会呈现以下特点：火势发

展快，蔓延迅速，高层建筑竖井多，电梯井、管道井、垃

圾道等易形成“烟囱效应”，加速火势向上蔓延；浓烟

弥漫广，逃生难度大，若火灾发生在下层，浓烟会迅速

向上蔓延并充满整个楼梯间， 疏散通道被严重阻断；

扑救困难，人员被困多，消防车云梯一般只能到达 50

米左右，超高部分只能依靠室内消火栓扑救，救援难

度很大，高层建筑结构复杂，疏散路径容易中断，极易

造成大量人员被困；易引发多种次生灾害，高层火灾

产生的高温可能引发建筑构件坍塌、 玻璃幕墙破碎、

外墙保温层脱落等，威胁周边人员和财产安全。

二、高层建筑常见消防隐患

（一）消防车通道被堵占

消防车通道是发生火灾时消防车辆就近出入和

扑救的通道，直接关系火灾扑救成效，然而，当前不少

高层建筑消防车通道存在被堵占、占用问题，违规设

置地锁、隔离桩，阻碍消防车通行，违规在消防车通道

内停放机动车，甚至设置固定停车位。 在消防车通道

上方搭建顶棚，种植绿化，导致净空高度不足，一旦发

生火灾，消防车无法靠近建筑，只能在较远处供水，极

大降低了灭火效率，如上海“11·15”特大火灾中，由于

现场堆放大量杂物，消防车无法靠近火场，延误了最

佳扑救时机，酿成大祸。

（二）安全出口数量不足或被封堵

安全出口是火灾发生时人员安全疏散的通道，数

量和位置设置都有明确规范，但一些高层建筑为追求

使用面积最大化，肆意变更平面布局，导致安全出口

数量不足、位置设置不合理等问题。 还有一些高层建

筑为加强安保、方便管理，在安全出口处设置铁门、卷

帘门，或堆放杂物，出现安全出口被封堵、锁闭的现

象，一旦发生火灾，人员无法及时安全撤离，极易造成

重大伤亡， 如某高层酒店一楼大堂仅有一个出入口，

且紧急出口常年关闭，几乎丧失了逃生功能。

（三）疏散指示标志缺失或不明显

在发生火灾时，清晰醒目的疏散指示标志能引导

人员迅速找到安全出口， 是保障人员及时撤离的关

键，按规范要求，疏散指示标志应设置在安全出口和

疏散路径的显著位置，且应能在火灾时通过应急照明

清晰识别。 但很多高层建筑存在疏散指示标志缺失，

或字迹模糊、灯光不亮，误导性大等问题，如天津“8·

25”火灾中，现场安全出口指示灯损坏，很多学生因找

不到出口被困火场，教训十分惨痛。

三、加强高层建筑消防隐患排查与防火监督

（一）定期开展全面消防安全检查

消防安全检查是排查火灾隐患、及时消除事故苗

头的重要手段，要采取日常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的

方式，全面排查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状况，日常检查要

明确各部门、各岗位消防安全职责，建立台账，对安全

出口、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电气线路、可燃物堆放等

重点部位开展经常性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整改。 同时，

要定期组织专项检查， 对易发多发隐患突出治理，对

久拖不改、屡查屡犯问题严查严办，检查要形成闭环

管理，建立隐患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措施、责任部门、

整改时限，对逾期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严格实施

惩戒问责。

（二）严格消防设计审核与施工验收

从源头预防高层火灾，关键要落实好建筑消防设

计和验收，在方案设计阶段，要严格按照国家工程建

设消防技术标准进行审核， 重点把关消防车通道、防

火分区、安全疏散、消防设施等，对不符合消防要求的

坚决不予审批。 在施工阶段，要加强监管，严把工程质

量关，对偷工减料、不按设计施工的，一经发现坚决整

改，工程竣工时，要由消防机构会同住建部门对涉及

消防的建筑构件及消防设施等进行联合验收，对验收

不合格的坚决责令整改，不得投入使用。 从严把控建

筑消防设计、施工、验收全过程，能从根本上杜绝火灾

隐患。

（三）开展违规搭建和装修专项整治行动

近年来，高层建筑违法改变使用功能、违规搭建

和装修的现象屡禁不止，不仅破坏了消防设施，改变

了防火构造，还大量增加了可燃物，成为消防安全的

重大隐患。 对此，要常态化开展房屋违规搭建和装修

治理专项行动，建立部门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加大巡

查频次，强化督促整改，要将违规搭建和装修列为房

屋使用的“红线”乱象，加大整治力度，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曝光一起，对拒不整改的，依法采取断水断电措

施，直至拆除违建。 要严厉打击违法“开墙打洞”行为，

严禁破坏防火分区，增设可燃装修，通过持之以恒开

展违规搭建和装修治理， 不断规范房屋使用秩序，为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扫除隐患。

四、结语

保障高层建筑消防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要时刻

绷紧消防安全之弦，将其作为城市公共安全和社会稳

定的头等大事来抓、来严、来实，要深入开展火灾隐患

排查整治，强化日常消防监督执法，严肃查处消防违

法行为，有力震慑违法建设、违法使用。 常抓不懈、久

久为功，筑牢思想防线、制度防线、管理防线，能为高

层建筑消防安全提供坚实保障，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创

造良好环境。

基于分步参数辨识的风电场动态等值建模方法研究

□ 华能新能源山东分公司 陈青

在生态环境保护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以清洁

可再生能源为主的风电场大规模、高比例接入到电力

系统内，导致系统的不确定性与随机性增加，惯性明

显降低， 严重干扰到了电网运行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因此要构建高度契合风电场的仿真模型，通过对模型

的深入分析，判断风电场接入到电力系统内后，电网

是否能够保持稳定可靠的运行状态，但在实际构建模

型的过程中，由于风电场本身的规模较大，涵盖了大

量的风电机组，存在参数不透明、数据累计误差多等

问题，难以保证仿真模型的精准性，而利用分步参数

辨识算法，对风电场的仿真模型进行简化处理，可大

幅度提高模型的真实性，解决参数不准确、不透明等

问题。 由此可知，深层次分析并研究基于分步参数辨

识的风电场动态等值建模方法，对于我国新能源发电

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分步参数辨识算法分析

从宏观的层面出发，分步参数辨识指的是通过多

观测变量的形式，将各种不同类型的参数，做好分类

后，再进行分步骤的辨识，获得电阻、电容以及电感等

关键的信息参数后，再构建模型、优化模型，可在最大

程度上保证模型的真实性与准确性，提高模型的应用

价值。

从微观层面出发， 风电场的分步参数辨识主要

是，联系风电场的现实情况，规划设计简单的等值模

型结构后，对等值风机展开全参数分步辨识，一共可

划分成四个步骤，如下所述：

（一）聚类：通过科学的聚类算法，将一个完整的

风电场聚类成多个风机后，对风机进行优化，确保各

个风机处于等值状态，再开展仿真设计。

（二）仿真：在仿真设计的过程中，要加强对动态

仿真技术的应用，主要是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以及

计算机设备等先进技术手段的支撑下，对若干台等值

风机的外部系统进行简化处理， 获得一个可变阻抗

后，为后续分步辨识作业的顺利开展提供便利。

（三）分类：当风机处于等值状态下，在灵敏度上

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以灵敏度为导向，对等值风机展

开合理的分类，其中相同灵敏度的等值风机，属于一

个类别。

（四）辨识：完成等值风机灵敏度的分类工作后，

在多观测变量法的支持下，完成参数的分步辨识。

二、基于分步参数辨识的风电场动态等值建模

策略

（一）科学设定指标

通过对分步参数辨识算法的分析和研究可知，在

辨识作业正式开始之前，需要通过聚类的方式，对风

机进行等值转换， 以便于后续建模作业的顺利推进。

为保证聚类分析的合理性与模型构建的准确性，应科

学选择聚类指标， 本研究结合风电场的实际情况，将

聚类指标聚焦在两个维度，一个是风电机组的输入风

速，另一个机组的有功功率，如表达式（1）所示：

表达式（1）代表的是风电场动态等值模型的聚类

指标， 其中 V 代表的是风电机组的输入风速；P 代表

的是风电机组的输出有功功率；o 代表的是风电系统

扰动状态的起始时间；c 代表的是风电系统扰动状态

的停止时间；P1 代表的是当风电系统处于扰动状态

时，有功功率展现出来的摆动幅值。

观察风电系统运行状态可知，扰动状态的持续时

间相对较短， 要远远低于风速波动状态的持续时间，

因此在聚类分析中，可将机组的输入风速设定为固定

值，使其处于不变的状态。

（二）做好仿真设计

科学选择设定聚类指标，将风电场内大量的风电

机组转变成等值状态后， 还要利用动态仿真技术，做

好等值风机外部系统的简化处理，确保参数辨识工作

的有序推进，在实际进行仿真设计的过程中，要以可

变阻抗法的内在作用机理为核心，将各个独立的等值

风电机组，转变成一个可变阻抗，如表达式（2）所示：

在表达式（2）中，Z（t）代表的是可变阻抗；U（t）代

表的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公共连接点位置的母线电

压；Q（t）代表的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公共连接点位置

的无功功率；P（t）代表的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公共连

接点位置的有功功率。 j 代表的是仿真步长。根据表达

式（2）可知，可变阻抗属于变量，即当测量数据发生变

化后，可变阻抗也会随之变化，通过对仿真步长的测

量，获得新数据，更新数据参数后，就可以驱动可变阻

抗的变化。

（三）展开分类处理

在开展等值风机的分类处理时，要以灵敏度参数

为核心，其中影响风电机组灵敏度的因素较多，如最

大桨距角、电压最大变化率、直流母线电容以及电感

器电抗等。 根据风电场的具体情况，获得相关参数后，

客观评估风电机组的灵敏度， 再进行分类优化处理，

主要的操作方法，如表达式（3）所示：

在表达式（3）中，Ts 代表的是等值风机的灵敏度

值；T 与 f 分别代表的是采样数量与参数轨迹；t 代表

的是采样的时间；ωj 代表的是模型的具体参数。

通过对表达式（3）的深度分析可知，灵敏度与模

型的参数调节能力之间呈正相关， 即灵敏度越高，关

键参数的识别能力也就更强，因此确定风电场机组的

灵敏度后，再进行分类处理，可为关键参数的准确辨

识，创造有利条件。

（四）分步辨识参数

在分步辨识等值模型的参数时，要根据聚类分析

以及分类的结果，对参数集、等关键参数取值范围，进

行客观的评估，结合评估结果，准确辨识出参数集后，

结合真实可靠的参数，对风电场的模型进行优化改进

处理，一方面可大幅度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另一方

面可保证模型的精准性，为风电场与电力系统之间的

安全可靠连接，奠定坚实的基础。 具体而言，这种动态

等值建模方法，可解决关键参数赋值不准以及参数多

解等问题，有利于提高模型的应用价值，为含高比例

风电场电网的可持续安稳运行，提供坚实的保障。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分步参数辨识算法的支持下，对风

电场内部等值风电机组的参数， 进行分步辨识后，再

对模型进行简化和优化，可弥补传统仿真模型存在的

精度不足、泛化效果不佳等欠缺，为风电场顺利接入

到电力系统内，提供可靠的支持，助推新能源发电领

域的高质量、高效率发展成为现实。 研究成果具备理

论参考和实践指导价值，可为我国风电领域更好的优

化升级模型提供借鉴。

校园心理剧：解锁中小学情绪管理教育的新密码

□ 长春市净月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岳学校 李美琪

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中，中小学生面临着诸多情

绪挑战，从学业压力到人际交往，情绪管理成为他们

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课。 校园心理剧作为一种创

新的教育形式，以其独特的戏剧表现手法，将学生的

情感和心理冲突搬上舞台，为学生们打开了情绪管理

教育的新窗口。 通过角色扮演、情景再现，校园心理剧

不仅能直观展示学生的心理状态，更能引导他们正确

认知自我、表达情感、应对挑战，进而提升情绪管理能

力。 本文将深入探讨校园心理剧在中小学情绪管理教

育中的作用，揭示其如何成为解锁情绪管理教育的新

密码。 校园心理剧是由学生、教师或学生与教师共同

编写剧本，以角色扮演的方式表演学生在成长过程中

所感受到的心理问题及其解决方式的教育活动。 它结

合了心理剧的治疗方法，通过即兴或提前编排等表演

的形式，将学生的心理事件表达出来，从而促进学生

的心理健康。

一、校园心理剧的特点

中小学校园心理剧是在心理剧的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结合了戏剧、小品等形式，将学生在校园及社会

生活中引起心理冲突的情景以戏剧形式展现出来。 它

是一种心理教育方法， 通过角色扮演、 角色互换、独

白、旁白等心理剧技术，使扮演者和观众产生共通的

情绪体验，实现心理成长。

校园心理剧更注重学生的心理感受和情绪体验，

而非单纯的表演技巧。 通过表演，学生能够释放内心

的矛盾与冲突，增强对角色的理解力和共情能力。 在

内容上需要心理健康教师的专业指导，确保剧目能够

准确反映学生的心理问题，并提供科学合理的解决方

案。 主题多取材于校园生活，涵盖学习、人际交往、情

绪管理、青春期困惑等常见心理困扰，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点和校园气息，容易引起学生共鸣。

二、校园心理剧在情绪管理教育中的作用

（一）增强情绪认知

中小学生正处于情绪认知发展的关键阶段。 校园

心理剧通过角色扮演，将学生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

典型情绪问题，如愤怒、焦虑、沮丧等，直观地展现在

舞台上。 学生们在观看和参与过程中，能够更加清晰

地认识到各种情绪的表现形式及其产生的原因，从而

提高情绪认知能力。

（二）提供情绪管理技巧

校园心理剧不仅仅是情绪的展示，更是情绪管理

技巧的传授。 在剧情发展中，通过心理辅导老师和同

学的帮助或者当事人自我内心的成长，当事人学会如

何调整心态、表达情绪、缓解压力等。 观众在观看过程

中，可以学习到多种有效的情绪管理方法，如深呼吸、

冥想、积极心理暗示、合理宣泄、蝴蝶拍以及肌肉放松

等。 这些技巧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能够帮

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

（三）促进情感共鸣与同理心培养

校园心理剧的情节往往来源于学生的真实生活，

容易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 当观众看到剧中人物经历

与自己相似的情感困扰时，会产生强烈的共情。 这种

情感共鸣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同理心，使他们能够更好

地理解他人的情绪， 学会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进而改善人际关系。

（四）激发自我反思与成长

校园心理剧的参与和观看过程，是一个自我反思

和成长的过程。 学生在表演或观看过程中，会不自觉

地将自己的经历与剧中人物进行对比，反思自己的情

绪反应和行为方式。 这种反思有助于学生发现自身存

在的问题，并积极寻求改变。 同时，校园心理剧鼓励学

生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和表

达能力，促进其心理健康成长。

（五）丰富教育形式，提高教育效果

心理剧将传统的说教式教育转变为参与式、体验

式学习。 学生通过扮演角色，亲身体验不同情境下的

情绪变化，这种多元互动的方式不仅增强了学习的趣

味性，还使情绪管理教育更加生动和立体。 并且这种

形式更符合中小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能够显

著提高教育效果。 此外，校园心理剧还可以结合主题

班会、心理健康课等多种教育形式，丰富学校心理健

康教育的内容和手段。

三、结语

综上所述，校园心理剧在中小学情绪管理教育中

具有重要的作用。 它通过增强情绪认知、提供情绪管

理技巧、促进情感共鸣与同理心培养、激发自我反思

与成长以及丰富教育形式等多种途径，有效提升了学

生的情绪管理能力，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因此，学

校应积极推广和应用校园心理剧，将其作为中小学心

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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