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消防组织

1903 年，省城警察总局建立四川

省第一支消防警察队，全队官警编制

72 人，专任省城扑救火灾之责。稍后，

又在南正署分局和巡警教练所设立消

防队，每队编制官、警60～70 人。警察

总局还规定各路正、分局、署均有“代

服消防”责任，对所有在编长警全部施

以灭火训练，一旦有火警全体出动救

火。并将各街轿铺轿夫和茶铺水夫组

编成队，发牌为凭，一有火警即带牌到

局领取竹帽、水桶赶往火场运水，灭火

后回局呈缴竹帽、水桶，每人领取力资

百文。1910 年，警务公所于行政科下

设防卫股专管省城火灾之救护，考察

所属火灾救护等事项。各厅、州、府、县

在巡警署，设消防长1 人、消防警2～4

人；未设巡警署的成立群众消防组织

“水会”负责消防救灾工作。

1912 年，四川巡警总厅于行政科

下设防卫课，职掌派遣消防队、防卫

队，救护省城火灾；考察各属之火灾救

护等事项。1914 年，重庆警察厅设置

消防监察处，设消防督察长1 人，督察

员2 人。1920 年，成立15 人的消防队，

经费由房产主按月纳税维持。1928

年，重庆市公安局增设常备消防队2

个，每队50 人，同时会同市总工会、团

务局等单位成立重庆市消防联合会，

将民间救火会组成48 个分会，又组织

泥木两帮工人担任义务拆卸，两项合

计约3300 余人。抗战时期，因日机空

袭频繁，火灾增多，城市消防组织有较

大发展。省会警察消防队扩编为消防

大队，编制194 人，下设6个执勤分队，

每分队编制31 人；群众义务消防队增

至2 万余人。重庆市成立战时消防总

队，其中一大队为常备消防队，约400

余人；二大队为泥木石工人组成的义

务拆卸队，约500 余人；还有群众义勇

消防总队，下设9个大队，约500 余人。



自贡、泸州、内江和西康省的康定、雅

安等城市警察局，也先后建立有消防

警察队。江津、绵阳、万县、眉山、仁寿

等县城建立有群众义勇消防组织。自

贡市的大坟堡，还建立有盐井消防队。

1950 年，各级人民公安机关在接

管、改造国民党警察局消防机构基础

上，建立了新型的人民公安消防队伍。

重庆、成都两市公安局设立消防大队

(重庆后改为总队)，自贡、内江、宜宾、

泸州、南充、万县及雅安等市公安局设

立消防队。各县的消防工作，由公安局

治安股负责。城市和繁盛集镇普遍建

立群众性的义务消防队。至1952 年，

全省有公安消防警察900 余人，群众

义务消防队员4 万3 千余人。1957 年，

遵照国务院关于加强消防工作的指

示，部份县城设置了公安消防队。全省

公安消防干警增加到1089 人。一些大

中型企业单位成立了专职消防队，共

有队员440 名。群众义务消防队伍已

遍及全省城镇，队员发展到27 万余

人。

1965 年，中共中央《关于公安消

防队伍实行义务兵役制有关问题的通

知》下达后，省公安厅成立公安消防总

队，成都、重庆市公安局设消防支队，

自贡、渡口市公安局和10 个专、州公

安处设公安消防大队，并首批征集义

务兵役制消防民警774 名。至1966 年，

全省有公安消防执勤中队43 个，消防

干警增至2154 人。1979 年，为加强消

防监督工作，有183 个县(市、区)公安

局(分局)建立了消防股、科，配备消防

干部631 名，公安消防中队增加到55

个，全省公安消防干警增加到3652

人。

1983 年，遵照中共中央批转公安

部党组《关于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管理

体制问题的请示报告》，全省公安消防

干部全部转为现役，列入中国人民武

装警察部队序列，省公安厅消防总队

列为武警四川总队消防处(副师级建

制)。1989 年全省消防部队实行警衔

制。至1990 年省公安消防总队辖属6

个市支队，15 个市、地、州大队，87 个

中队及218 个县(市、区)公安局(分

局)消防科。全省消防干警达5000 余

人。同时，全省企事业专职消防队员增

至7400 余人(其中有专职消防干部

1500 余人)；群众义务消防队员60 余

万人；城市街道和乡镇专职消防干部

1500 余人；已基本上形成体制统一，

建制完整，适应同火灾作斗争需要的

公安消防队伍和消防监督体系。



第二节 火灾预防

一、防火宣传

1905 年四川通省警察总局《警察

救火章程》第一条即规定了防火宣传

工作，要求各属晓谕铺户居民：凡引火

之物不准堆放灶前；竹木刨花要随有

随售，不能多放待价，贪利忘害；爆竹、

煤油，为祸尤烈，此项铺户睡即灭灯；

冬夜烘笼，必须留意等。1910 年，四川

通省巡警道又颁布了冬季防火禁令，

通谕各区进行宣传一律遵照。民国时

期城市警察机构经常进行防火宣传。

1933 年8 月，四川省会公安局令各分

局、署开展防火宣传工作，要求“救火

器具应随时整刷，严加戒备；茶铺要多

储清水；更夫要传锣通晓”。还印刷了

“天气亢阳，小心火烛”等标语，分发各

铺户张贴。1935 年8月，重庆市公安局

发布《预防火警通告》，从8月5 日起，

各分局、所配合消防人员按户检查进

行防火宣传。1947 年4月，四川省会警

察局拟定防火标语10 条，防火知识27

项，在省城开展了“防火宣传周”。

1950 年2 月，重庆市公安局消防

总队即组织了大规模的防火宣传活

动，通过各种会议，运用文艺演唱、张

贴标语、漫画等，在大街小巷特别是棚

户区，向市民宣传防火知识。1952 年，

成都市青羊宫花会期间，市公安局在

会场举办了防火宣传展览。夏季，市公

安局又会同市保险公司组织4 个宣传

组，在市郊32 个场镇设防火宣传站，

展览图片实物，深入茶馆文艺演唱，组

织防火文艺晚会，受教育群众达17 万

余人。冬季又组织了一次消防演习向

市民宣传消防知识。

1957 年，各地针对不同季节特点

和火灾规律，不同对象和条件采用幻

灯、文艺演唱、小型展览、组织群众座

谈、参观火场等形式，向广大职工、居

民、农业社员进行防火宣传。仅成都、

重庆就印发连环画、图片、标语等各种

防火宣传资料15000 余册。全省火灾

次数比上年同期下降21 % 。重庆，南

充、泸州、五通桥等市，减少火灾损失

88．5 % 。有90 个县未发生重大火灾。

1958 年，各市、县根据省公安厅

统一部署，在春节前后，用一个月左右

时间，以工厂、仓库、堆栈、基建工地、

城市棚户区和县城、场镇、车站、码头、

国营农场、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为重

点，开展了一次防火宣传检查运动。通

过宣传和检查，在普及消防知识，提高

群众防火警惕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

健全必要的防火制度。1964 年11月，

四川省公安厅转发公安部《关于做好

今冬明春消防工作的通知》，各地组织



4 万余干部在“元旦”春节期间深入工

厂、仓库、企业、城市街道和农村社队

开展了防火宣传检查活动。1981 年，

省公安消防总队和成都、重庆消防支

队，分别设立了宣传机构，并把宣传工

作进一步推向运用报刊、电台、电视、

电影，使消防工作做到：“报纸上有文

章，电台上有声音，电视上有形象”，扩

大了宣传面。1982 年1月，省消防总队

开办《四川消防报》，成、渝两支队开办

《成都消防报》和《重庆消防报》，至

1990 年，仅《四川消防报》年发行52

期，达441 万多份。

198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

例》公布后，全省各级公安机关把宣传

贯彻《条例》作为消防工作的一件大

事，省公安消防总队印发《消防条例》6

万册，消防条例图解8 万套；还结合本

省实际，《四川消防报》专版印发条例

图解8 万3 千份。各地还发行了各种宣

传画、小册子、幻灯片、展览图片等约

200 万册(套)，阿坝、凉山两州还针对

少数民族特点，发行了藏文和彝文消

防条例。遵照中央宣传部、公安部等部

联合通知，从1985 年起向社会公布火

灾统计数字和发表典型火灾案例，各

地主动加强与新闻部门配合，把消防

宣传纳入新闻部门的宣传计划，公安

消防部门及时举行新闻发布会，向新

闻单位通报各个时期的火灾情况，提

出防火措施，供各新闻单位运用电视、

广播、报刊进行宣传。省消防总队与电

视部门配合，先后拍摄了《火神的聚

会》、《火红的答卷》、《降伏火魔的人》、

《焚身志》、《内江冷冻库发生的特大火

灾》5 部电视剧、片，发行各地通过电

视台反复放映。

1988 年，根据省政府的统一部

署，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冬季防火百日

安全竞赛”，各地区各单位通过各种形

式和渠道，充分运用报纸、广播、电视、

电影、录像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条例》和消防安全知识，典型火灾案

例等内容，广泛进行了防火宣传教育。

各报、台刊播消防稿件16724 篇，影视

文艺演出70366 次，墙报、图片展览

15366 期。1989 年，省消防总队牵头，

组织新闻单位的记者，先后到自贡、内

江、成都、双流、彭县、绵阳等市、县采

访 防火工作情况，各报发表报道15

篇，为防火宣传周起了推动作用。

1990 年冬季防火期间，省公安厅

与省总工会、省护林防火指挥部、省保

险公司联合开展全省性消防、保险知

识百题竞赛，竞赛题在《四川消防报》

刊出，参赛群众170 余万人。

为普及消防知识，提高消防技能，

增强消防安全意识，历年来消防监督

机构、部门、单位还分别层层举办在职

干部、法人代表、专兼职消防员、义务

消防队员、职工群众等各种培训班。仅

1988 年冬季防火期间，全省就举办各

类培训班4622 期，受教育培训人数达

20 余万人，推动和促进了全社会消防



工作的发展。

二、防火检查

1905 年，四川通省警察总局在

《警察救火章程》中，即规定了居民铺

户冬夜五项防火要求，并责成各路局

正、牌首、邻佑，对铺户居民严加检查，

随时告诫。民国时期，警察机关对城市

防火，经常进行检查。省会警察局多次

发布训令，饬各署长员、巡官开展防火

检查，规定每周当值员官，要率同长

警，召集本街正，亲往各户厨房检查2

次。1940 年因牙科医院、四圣祠医院

先后发生电器火灾，省会公安局经省

政府批准，发布防止火灾办法三项，饬

令市属各机关、法团、商会、行号和公

共场所，检查室内电源，清除易燃物。

1944 年8月，重庆市政会议制定了《重

庆市消防设备办法》，规定楼房不得建

造炉灶；烟囱要高出屋顶3 市尺，草房

烟囱要高出屋顶5 市尺；安装电灯不

得使用旧电线；公私水井要用木牌写

上“井”字钉于大门外；商店住户要设

置沙包，水缸⋯⋯。警察分驻所每月检

查1 次，分局每季检查1 次，市警察局

派员复查。据1948 年重庆市警察局统

计，在春季防火检查中，共检查89584

户，应行改善者1616 户，由各分局分

别通知，限期改善。

四川解放后，各级公安消防监督

机构，始终坚持了把“元旦”、“春节”、

“五一”、“国庆”等重大节日和夏收、秋

收、冬季作为预防火灾的重要时期，及

时组织力量进行防火安全检查。各级

政府和公安机关，采取发指示、通知、

意见，或召开会议等形式，部署防火安

全检查工作。在检查中，一般都贯彻了

边检查、边整改、边总结的精神，对发

现的火险隐患，要求有关单位及时进

行整改。对一时不具备条件整改的，由

消防监督部门发出《防火检查通知书》

限期整改。同时通过检查，及时发现、

总结、推广防火先进经验。

1959 年，为扭转基本建设工地、

工棚火灾突出的情况，省公安厅制发

了《关于基建工地、工棚、民工宿舍安

全防火办法》。各地认真抓了工棚布

局、防火条件、工棚改造等工作，整改

了一大批火险隐患；同时建立了工地

防火安全由行政领导负责的制度，组

建了义务消防组织，增添了消防设备，

订立了防火公约，从而改变了基建工

地一度火灾严重的局面。1877 年，针

对商业系统仓库和粮食储存不安全因

素较多的情况，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转

发了省公安局、省商业局、省供销社

《关于改善仓库条件加强消防工作的

通知》和省公安局、省粮食局《关于加

强农村社队护仓保粮工作的通知》。各

地公安和商业部门按隶属关系分级负

责，对仓库防火工作普遍进行了一次

检查。国务院公布《仓库防火安全管理

规则》后，省公安消防总队又及时翻印

6 万册下发各地贯彻执行。成都、重庆



有290 个专业物资仓库，为切实贯彻

《仓库防火安全管理规则》，制定了具

体实施细则，举办了55 期仓库管理人

员训练班，受训人数3822 人，加强了

仓库的防火安全管理。1981 年，国家

文物局、公安部发出《关于加强古建筑

防火工作的通知》后，省文化局、省公

安厅立即抽调干部，组成联合检查组，

对乐山、温江、万县、重庆等地区的峨

眉山、大佛寺、乌尤寺、三苏祠、二王

庙、伏龙观、青城山、白帝庙、桓侯庙、

石宝寨、宝光寺、罗汉寺、新华日报旧

址、藏经阁等共17 处重点文物古建筑

进行了防火安全检查。继后，省文化局

又会同绵阳地区公安处消防科和县公

安局，对11 个县的31 处文物古建筑进

行了检查。通过检查，发现和整改了火

险隐患，增添了防火措施。省政府批转

了省文化局、省公安厅《关于加强古建

筑防火安全的报告》，要求各地贯彻执

行。1983 年遵照公安部通知，对“六

五”期间的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普遍进

行了防火安全检查。并将37 个建设项

目列为一级消防重点保卫，对其中易

燃易爆的大中型建设项目，采取了派

员进驻，严格监督管理，其余项目，依

靠主管部门和建设单位做好经常性的

防火工作。

1984 年2月，省防火安全委员会，

召开全省防火先进单位和个人表彰大

会，表彰了西充、南部、巴中、四二○、

攀钢、十九冶等98 个先进单位，以推

动全省防火工作的深入开展。1984 年

5月1 日，在省安全生产办公室领导

下，开展了“安全月”活动。省上成立了

安全检查总团，各地、各系统成立了35

个分团，深入宜宾、自贡、南充等地进

行督促检查。针对农村实行联产承包

责任制，“专业户”增多等新情况，着重

宣传和推行了四种防火责任制：防火

安全抵金制；大院安全员防火责任制；

治安、防火联防承包责任制；公安派出

所消防工作责任制。这些防火责任制

由乡、县政府领导，把防火工作纳入治

安综合治理，治安、防火一起抓，有严

格的经济奖惩制度，责任明确，赏罚逗

硬，经费民办公助，合符民意。南部，射

洪、巴中、资阳、西充、邛崃等54 个县

在推行后，都减少了火灾的发生。

1987 年，各级公安消防部门开展

了全面清理重大火险隐患、重大火灾

处理情况和漏管重点单位的工作。据

19 个市、地、州统计，查出重点火险隐

患2489 件，已整改1465 件；清理出因

新的经济组织日益增多，消防监督未

及时跟上而漏管的重点单位418 个，

其中应列入一级重点的69 个，二、三

级重点的349 个。在城市个体工商户

中，开始推行“三有一无”(即有防火负

责人、有安全制度、有人昼夜值班、无

火灾隐患)，通过验收，发给消防安全

合格证。1988 年，在全省开展的“冬季

防火百日安全竞赛”活动期间，21 个

市、地、州分为10个组，由政府领导带



队进行交叉检查。省级15 个厅、局组

织68 人，分15 个组，代表省政府“百安

活动领导小组”，分赴各市、地、州督促

检查。全省县以上经济主管部门组织

检查组共22545 个，对所属进行检查。

据统计，共检查单位86921 个，城乡居

民129631 户，查出 火 险 隐患111187

件，其中重大火险隐患4518 件，采取

相应安全措施，作了整改。通过这次大

规模的检查活动，100 天中全省火灾

次数和经济损失都比上年同期减少，

其中次数减少27．4 % ，经济损失减少

20．5 % 。

1989 年，大力推行消防工作政府

领导职责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各

级消防部门对重点单位和公共娱乐场

所、烟火燃放点，普遍进行了安全检

查，消除火险隐患4000 多处，确保“国

庆”期间没有发生重大火灾。1990 年

在冬春火灾多发季节，全省城乡开展

消防安全检查活动中，省公安、商业、

工业、供销等22 个厅局组织工作组，

由领导干部带领深入到96 个县(市、

区)基层单位检查指导，督促消防措施

的落实。各地共组织检查团11300 多

个，检 查 工 矿、林 场、学 校 等 单 位

115700 余个，查出火险隐患74200 余

处，及时整改66700 余处。

三、重点单位防火

清末，警察机关将容易发生火灾

的行业、店铺和单位作为消防工作的

重点。1905 年六月，四川通省警察总

局对民禁令：火油一物，妨害甚大，所

有城内囤点煤油之家，统限半桶，月内

一律将所藏火油搬运出城，过期不搬，

定将所囤之油充公；禁止街面火炮铺

炒药作夜工，违者拿局重办。1912 年，

四川巡警总厅颁发的《消防警察暂行

章程》中，将火药库、石油库、危险物品

制造厂、病院、学校、剧场、工厂、博物

馆、图书馆、宝物藏、都督府、总厅、公

署、公所、各司办公处等列为消防的重

点。

四川解放后，消防监督部门对火

灾危险性大，发生火灾后伤亡大、损失

大、影响大的单位实行重点管理。50

年代，在城市以工厂、企业、基建工地、

车站、码头、草房集中区为重点，在农

村以基层财贸单位、粮棉物资仓库、供

销社、农业生产合作社为重点，加强消

防监督工作。1963 年，根据公安部《关

于城市消防管理的规定》，消防保卫重

点是：重要的厂矿企业，基建工地，交

通通讯枢纽，粮棉百货等物资集中的

仓库、堆栈；生产、储存化工、石油等易

燃、易爆物品的单位与部门；首脑机

关、重要科学研究单位；文物建筑、图

书馆、档案馆、陈列馆等；易燃建筑密

集区和经常聚集大量人员的重要区域

和单位。各地结合实际，进行了调查研

究，确定了一批重点单位，加强了管

理。“文化大革命”中，此项工作一度停

顿。



1979 年公安部在哈尔滨召开全

国防火工作现场会和1981 年全国消

防重点保卫工作“北京现场会”后，又

将国家重点发展的轻工、纺织、商业、

化工、交通、能源等部门分等级列为重

点；在农村，将专业户、万元户纳入消

防重点管理。至1984 年底，全省审定

重点消防保卫单位54814 个，其中一

级重点保卫单位5852 个，二级重点保

卫单位13140 个，三级重点保卫单位

35192 个。对防火重点保卫单位，实行

分级管理(城市一级重点单位由市公

安局管理，二级重点单位由区公安分

局管理，三级重点单位由派出所管理；

农村一级重点单位由县公安局管理，

二级和三级重点单位分别由派出所、

区特派员、乡公安员管理)，落实防火

责任制，确定防火责任人，建立防火档

案，制订灭火计划。

1982 年，省公安厅发出通知，布

置各地按照国务院《关于重点单位消

防安全十项标准》的要求，每年开展检

查验收。至1985 年，全省5 万多个消防

重 点 保 卫 单 位 中，已 检 查 验 收，

50．52 % ，其中合格率占64．6 % ；有4

万多个单位确定了防火负责人，建立

了有领导负责的逐级防火责任制；有2

万多个单位落实了生产岗位防火责任

制；有24500 多个单位配备了防火干

部，共28100 余人，组织义务消防队

1100 多个，共有队员246000 余人，有

专职消防队员3911 人，建立防火档案

23700 余份。通过检查验收，重点单位

的防火工作进一步加强，火灾明显减

少。据11 个市、地、州统计，99．56 % 的

重点单位未发生火灾。

1988 年省政府发出通知，要求各

级政府将消防工作纳入政府工作目

标，实行总体部署，统筹安排，定期评

比，奖惩逗硬；各单位实行法人代表全

面负责，分管副职具体负责，各个岗位

自己负责的消防工作责任制，推行目

标管理，签定消防保证书、责任书，把

消防工作纳入承包、租赁合同。至1989

年底，已有7166 个县以上经济部门和

30695 个消防重点保卫单位落实了法

人代表负责制，分别占部门和消防重

点保卫单位总数的80 %和66．9 % 。

1990 年，各级消防部门针对消防安全

中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重点整治

仓库、电气、油库、化学危险物品等方

面的重大问题。成都、重庆、自贡等大

中城市和铁路沿线的消防部门，对宾

馆、旅游点、文化娱乐场所、交通、通讯

枢纽、电力设施等重点单位和要害部

门，开展检查，督促整改了一批火险隐

患。成都的锦江、岷山等涉外宾馆、饭

店增设了数万元的消防器材，以增强

自防能力。

四、建筑设计防火监督

1937 年，四川省会警察局在火灾

预防中，明确提出了“建筑预防”，对旅

店、影剧院等的建筑防火管理作了一



些规定，但没有认真实施。

四川解放后，根据公安部颁布的

《工厂、企业、民用建筑防火设计规范

(草案)》，重点放在易燃、易爆物品仓

库修建基地的位置、防火间距、分隔设

备等的审查。据成都市公安消防支队

1965 年统计，全年共审查224 项工程，

发现不合理设计215 处，提出改进意

见343 条。“文化大革命”中，此项工作

停顿。

1978 年各级公安消防部门，按照

省公安局贯彻第三次全国治安工作会

议的部署和要求，积极开展了建筑防

火设计审核工作。1980 年，省公安厅

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设计防火

审核工作的通知》后，省公安消防总队

和各市、地、州、县(市、区)公安消防监

督机构，会同建委和城建部门，普遍开

展了城市、城镇规划和重点工程建设

项目的防火设计审核工作。为了提高

建审干部的业务水平，省公安消防总

队先后办了三期建审干部专业训练

班，共培训330 人，使全省18 个市、地、

州和150 多个县市都配备有专业建审

干部。1983 年12月，省计经委、省公安

厅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

设计防火监督工作的通知》，在成都召

开了有省城建、规划、设计、公安消防

部门共80 多人参加的全省建筑设计

防火监督工作座谈会，进一步统一认

识，明确责任，规定了各级消防监督部

门对新建、扩建、改建的各项工程项

目，都必须按照国家公布施行的《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农村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等11 个文件规定的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标准认真审核，并明确以易燃

易爆厂、仓库、重要公共建筑、地下、高

层建筑等重要工程项目为重点，严格

把好工程设计、施工检查、竣工验收三

关。据1985 年统计，全省各级消防部

门共受理审核工程项目4175 项，当年

进行了防火审核的3277 项，及时纠正

了不安全项目，较好地落实了建筑防

火规范的要求。

1982 年省建委、省公安厅还联合

发了《关于将消防设施纳入城市建设

规划的通知》，并召开了城镇消防设施

规划会议，要求各地在规划城市建设

时，把消防站、消防供水、消防通道、消

防通讯等消防设施，一并规划进去。还

实地参与了成都、重庆、自贡、渡口、南

充、乐山、内江、绵阳、合川等8 市、县

的市政建设规划的审核。至1990 年，

已有6 个省辖市和152 个县(市、区)制

订出城镇消防设施规划。

1985 年，公安部针对高层建筑不

断发生重大、特大火灾的情况，发出了

《加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

通知》，省公安厅根据通知精神，立即

组织检查组，对成、渝两市高层民用建

筑的消防安全进行了检查，并将检查

情况专报省政府批转各地，要求今后

凡新建扩建、改建高层建筑，必须严格

执行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加



强高层建筑的消防工作。

五、消防产品质量监督

1981 年3月公安部七局在承德市

召开消防标准化工作座谈会，要求各

级消防监督机构，对制造消防器材的

规格和质量实施监督。据此，四川省公

安厅制定了《四川省消防产品标准化、

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发给各地试行。

1982 年，公安部、国家标准局《关于消

防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暂行管理办法》

颁发后，省公安消防总队配备2 名专

职干部负责这项工作，并与省标准局

共同开办了消防标准化人员学习班，

为消防支、大队和重点县消防科，培训

了45 名标准化检验人员。同时委托四

川省产品质量检测所为全省消防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站；公安部四川省消防

科研所为化学泡沫灭火粉、干粉、卤代

烷(1211、1202)、空气泡沫液等灭火剂

的检验点；四川省消防机械厂为泡沫

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干粉灭火

器、1211 灭火器、消火栓、水带接扣等

机械部分的检验点。

1983 年以来，省公安消防总队对

消防产品的生产实行许可证和产品合

格证制度。通过检验和技术鉴定，全省

有23 个产品合格，发给了《产品合格

证》。至1985 年，全省生产消防器材的

工厂已由建国初期的一家发展到46

家，消防产品由建国初期的一种发展

到67 种；年产消防车300 余台，灭火

器、消火栓33．5 万具，灭火剂87 吨。邻

水县生产的邻水牌SS100—16 型室外

地下消火栓，获省优质产品称号。1989

年省公安厅发出《关于全国开展消防

产品质量整顿的意见》和《四川省消防

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细则》，进一步使消

防器材产品的质量有所提高。四川消

防机械总厂设计制造的青龙牌重型消

防车，以高大漂亮的外型，舒适的内装

饰及可靠的性能参数指示，吸引了各

地用户。1990 年9月，中国消防协会在

峨眉山市召开刊编会年会，青龙牌消

防车为会议代表作表演，22 米射高，

流量大、水柱粗、命中率高、比奔驰消

防车早3 秒到达目标；而价格只有奔

驰的1／4，并且使用、维修方便，得到与

会单位代表和专家、科技人员一致好

评。

第三节 火灾及起因

1956 年起建立全省火灾统计工

作，统一实行公安部规定的火灾标准

和火灾报告制度，各县(市)公安消防

监督机构按月统计火灾逐级上报。80

年代以来，逐步应用电子计算机技术，

到1990 年底已有四个市、地、州消防



监督机构使用微型计算机统计处理火

灾数据。

据统计，1956～ 1990 年，全省共

发 生 火 灾 275088 起，因 火 灾 致 死

18352 人，伤41660 人，造成经济损失

折合人民币61493 万余元。1978 年发

生火灾次数最多，共14601 起；1958 年

火灾伤人最多，达3114 人；1959 年火

灾死人最多为1933 人；1989 年火灾损

失最大，损失折合人民币达9888 万元

(其中包括动乱中歹徒纵火9 起，损失

折合人民币7718 万元)。

由于消防工作的加强，以及建筑

物改善等因素，火灾的发生已得到较

有效的控制，呈下降趋势。1981～1990

年全省共发生火灾58143 起，死2472

人，伤3479 人，损失折款16572 万余元

(未包 括1989 年歹徒 纵火次 数和 损

失)，比前十年(1971～1980 年)发生

火 灾103942 起，死5840 人，伤13743

人，损失折款23412 万余元，分别下降

44．07 % 、57．7 % 、74．7 % 和29．2 % 。其

中1986 ～ 1990 年 共 发 生 火 灾 26288

起，死1162 人，伤1934 人，损失 折 款

10206 万 余 元，又 比前 五年 (1980～

1985 年)发 生 火 灾31855 起，死1310

人，伤1545 人，损失折款6366 万余元，

次数下降17．5 % ，火灾死亡人数下降

11．3 % ，但火灾受伤人数和损失折款

分别上升20．1 % 和37．7 % 。1989 年，

全省发生火灾3511 起，是1955 年以来

发生火灾次数最少的一年。

火灾的发生，绝大多数是因为人

们思想麻痹，用火不慎，违章操作，电

器设备不良所致。据火灾统计资料，

1981～1990 年查明原因的51641 起火

灾中，因用火不慎引起的有36634 起，

占70．94 % ；违反安全生产制度引起的

3330 起，占6．45 % ；电器设备不 良引

起的4558 起，占8．83 % ，以上合计占

86．24 % ；各 种 原 因 放 火3936 起，占

7．67 % ；自燃959 起，占1．85 % ；其 它

2197 起，占4．25 % 。

1 950～ 1 990 年 四川 省 火 灾 情 况 表





第四节 火灾扑救

一、消防训练

1905 年，四川省城警察总局规定

消防队每月训练2 次；各区“代服消

防”每月训练1 次，总局每季会操1 次。

主要是练习消防器械的使用动作。

1909 年，四川通省巡警道为检验消防

巡警的训练成果和扑救火灾能力，由

道员高增爵主持，在成都东较场举行

四川省第一次消防演习大会操，参加

会操巡警共700 余人，分为8 路，由区

官率队、区长督队，共演习了列队、走

队、设警、报警、调龙、拆屋、锯柱、翻

梯、爬杆、距跃等9 个项目，参观者达

数万人。

1912 年，四川巡警总厅规定各消

防队，分为3 班，轮流执行站哨、训练、

休息的执勤制度。1933 年，成都市公

安局实行每周一、三、五训练消防队

长，二、四、六由受训的消防队长训练

队员，每期训练3 个月，训练期满经考

试合格者，发给证书，并择优奖励。

1936 年，重庆市消防联合会设立消防

干部学校，由重庆市公安局长兼任校

长，调训各水龙分会的区队指导和各

署巡官。1937 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

战时消防任务繁重，各地警察机关加

强对消防人员的训练。省会警察局由

消防大队长主持，指定各分局派巡官、

警长各一人，警士2 人参加，接受消防

警务、火灾预防、扑救方法、器械使用

等科目的训练，时间一个月。重庆市警

察局训练消防人员，由三科科长和上

城分局局长讲授防空、消防技术，聘请

自来水厂、电力厂工程师讲授有关知

识。

1957 年以前，人民公安消防队伍

处于初建阶段，消防业务训练没有统

一规定，由各消防队根据当地条件和

器材装备情况，自行安排训练。内容主

要有：爬杆、举重、单双杠、爬梯、滑绳、

铺设水带、消防车战斗展开等。1959

年，为迎接全国公安消防体育运动会

的召开，各地消防队全面开展了灭火

技术训练和体育锻炼。1960 年初在重

庆举行全省公安消防体育运动选拔

赛，选出20 名优秀运动员，出席全国

第一次消防体育运动会。1960 年3月

省公安厅贯彻公安部《加强消防队伍

教育训练的通知》，召开全省消防教育

训练工作会议。按照会议的部署和要

求，全省公安消防和企业专职消防队、

义务消防队普遍开展了练兵活动。

1963 年公安部发出《关于消防战斗员

基本功训练项目试行规定》后，各地坚

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方针和“从

实战出发、练为战”的原则，由浅入深，



由简到繁，循序渐进，逐项熟练。为检

查训练效果，各市、地、州公安消防支

(大)队多次组织会操、评比、竞赛。省

公安消防总队还通过召开现场会，总

结经验，表彰先进，推动全省消防基本

功训练的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期

间消防队伍训练基本停顿。

1974 年公安部重申消防基本功

训练项目，并发出《公安消防队灭火战

斗规定》、《公安消防队执勤暂行规

定》，省公安局作了具体部署，各地普

遍恢复了消防战术知识教育和基本功

训练，同时开展了熟悉责任区的交通、

水源、建筑、重点单位和消防组织情况

的“五熟悉”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制订

出《灭火战斗计划》，经常把队伍带到

“目标”地，带“火情”实地演习。1979

年3月省公安局在重庆市召开全省消

防支、大、中队主要负责人参加的现场

会，推广北碚区消防中队教育训练、执

勤备战、灭火战斗的经验。1979 年10

月省公安消防总队在成都举行全省消

防业务竞赛大会，有17 个市、地、州的

323名运动员参加，省、市领导和省级

机关有关部局、省军区、成都警备区的

领导出席了大会，并观看表演。在7 个

比赛项目中，有3 个项目12 名运动员

突破了公安部规定的优秀指标。重庆、

成都、自贡代表队分别获团体前3 名。

1982 年，省公安消防总队对全省消防

基本功训练情况进行全面考核，有5

个项目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其中三

盘水带连接11 秒，挂钩梯上四楼18 秒

72，二节拉梯上二楼9 秒7，消防水罐

车一操法21 秒8，供水操22 秒。据1984

年统计，全省应绘制灭火作战计划的

单 位4433 个，已绘制 的4163 个，占

92 % 。全省消防中队参加灭火战斗993

次，达到成功和基本成功的983 次，占

98．9 % 。

1985 年10 月举行的全省第三届

消防体育竞赛大会在成都召开，到会

28 个代表队，203 名运动员，7 个项目

都取得了良好成绩，其中：100 米消防

障碍19 秒13；用挂钩梯攀登四楼17 秒

02；用两节拉梯攀练习塔8 秒43；4×

100 米消防接力85 秒29；机动泵灭火

操54 秒16。有114 人次和51 个组打破

第一届全国消防运动会纪录。1988 年

10 月10 日至16 日，在成都西郊体育

场举行了四川省第四届消防运动会即

首届企事业专职和群众义务消防运动

会，到会21 个代表队，320 名男女运动

员，还有陕西、山西、云南、贵州、辽宁、

西藏等6 个省、区消防部门的代表光

临参观。通过6 天激烈角逐，在14 个竞

赛项目中，有两个项目超过公安部规

定的优秀指标；重庆市、绵阳市、成都

市、省石油管理局、泸州市、攀枝花市

代表队获专职消防团体总分前6 名；

成都市、重庆市、自贡市、泸州市、攀枝

花市、宜宾地区代表队获义务消防团

体前6 名；凉山彝族自治州、达县地

区、省石油管理局、南充地区代表队被



评为精神文明代表队。

1988 年，全省消防训练改革，推

行“分级达标制”。在训练内容上加大

战术研究和应用性训练的比重，新增

“黄河车操”、“手抬泵操”、“楼层综合

灭火、高层建筑登高，供水训练”等内

容；在训练方法上，走出训练场，把训

练与战术演练、操场训练与现场训练、

干操与湿操、单兵单队训练与多车多

队训练结合起来，激发了干警的训练

热情，提高了部队的综合素质和训练

水平。至1989 年，中队干警分级训练

达标率达到80 % 以上，演练重点单位

2139 个，制定和修改灭火作战计划

4243 份。1990 年省公安消防总队修订

了《消防战斗员等级训练大纲》，建立

了中队干部参训制度和考核评比标

准，使全省消防技术训练进一步规范

化。

1979 年，在成都市郊区三圣乡建

立了全省消防业务训练中心——四川

省公安消防总队教导队，负责全省消

防部队干部和大部份新兵的训练。随

着对消防人员的知识化、专业化程度

要求的提高，1986 年公安消防总队教

导队与武警成都指挥学校消防学员队

合并组建为武警成都指挥学校消防分

校(正团级)，既负责全省消防部队干

部的轮训、新兵的集训，又招收两年制

中专学员，培养中专级消防指挥干部。

学校设有政治处、教务处、校务处、中

专学员队、干部轮训和教勤中队，有专

职教员18 人(具有中级职称的11 人)。

中专学员队开设“防火管理”和“灭火

指挥”两个专业，全日制住校学习两

年，常年招生50～100 人。建校以来，

已培训中专学历的四川消防干部555

人，短训2899 人，训练消防车驾驶员

420 人，训练新兵5890 人。全省消防支

队、中队和消防科的干部均经过分校

的培训。还为云南、贵州、西藏、陕西、

河北、广西、青海、宁夏、河南等省、区

培训一批消防干部。

二、消防装备

1903 年，省城警察总局设消防警

察队时，除配置火钩、锯子、木梯、木

扒、水枪、水桶等灭火器具外，从上海

购回人力水龙2 台。因水龙扑救水灾

比较迅速灵便，又在四川兵工厂仿制

21 台。进入民国时期，仍沿用前清遗

留下的简陋消防器具，由于年久失修，

大都损坏不堪使用。到1921 年和1925

年，才通过募捐为省会消防警察队补

充和维修了部分消防器材。1933 年，

重庆市消防联合会也通过募损为重庆

市消防警察队购置消防车2 辆、升降

梯2 架，为市消防联合会购置人力水

龙31 台。1936 年，省会公安局消防警

察队购置“道奇”牌汽车一辆，改为消

防车。次年重庆消防警察购置消防车

4 辆，全省有消防车5 辆，人力水龙230

余台，灭火汽船2艘(重庆)。抗日战争

时期，因日机轰炸，城市消防器具略有



增补。据1940 年“四川省各级警察机

关消防器具统计表”，全省有消防车11

辆，机动和人力水龙250 余台。到1949

年底，全省设消防警察队的成都、重

庆、自贡等6 个城市，消防车增至14

辆，机动和人力水龙却减少到120 余

台，且半数以上残破不能使用。

50 年代，随着消防科研和消防器

材生产的发展，各地消防车辆和其他

器材装备逐渐增多，技术性能不断提

高。1953 年，成都市公安消防队消防

车增至18 辆，重庆市增至19 辆。据成

都、重庆、自贡、万县、内江、南充、达县

等市和地区统计，已有机动泵33 台，

人力水龙318 台。1957 年，国产“解

放”牌水罐泵消防车投入使用后，逐步

淘汰了旧有老式车辆，消防车全面更

新。到1976 年，全省公安消防队消防

车增至208 辆，专勤车有63 辆。80 年

代以来，消防技术装备更新换代步伐

加快。1987 年，成都市实现了无线通

信组网，调度指挥灵便迅速，进一步提

高了灭火效能。至1990 年，公安消防

车增至445 辆，企事业单位的专职消

防队消防车增至655 辆，全省共有消

防车1100 辆，机动消防泵400 余台。消

防车种类不仅有普通水罐车，还有大

型水罐车、泡沫车、干粉车、二氧化碳

车、高喷车、云梯车、曲臂车、泡沫干粉

联用车、通讯车、照明车等特种车辆。

三、消防科技研究

四川省消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

是在1958 年消防技术革新和技术革

命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按照国家科

学技术委员会和公安部颁布的《1963

年至1972 年消防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草案)》，重庆市公安消防总队建立了

科研室，配科技干部5 人。成都市公安

消防大队建立了科研小组，配科技干

部3人。按期完成了公安部下达的粮、

棉、油、麻加工厂防火技术，城乡粮棉

仓库、堆场和农村打谷场的消防安全

技术，科学的火灾统计分析方法，电气

火灾的特点规律等四项课题研究和编

写电气防火技术资料的任务。

1977 年12月，省公安消防总队成

立科研所，配科技干部10 名(1983 年

改为技术科)，开展消防科技研究，并

承担建筑防火审核，火灾现场勘查和

火灾原因鉴定等工作。至1985 年，已

取得成果15 项。其中《农村通用灭火

设备》获省科技三等奖；协同成都科技

大学、成都石油站研制成功的《高压电

气化铁道对油库静电干扰防护技术》

获省科技三等奖；协助核工业部一院

研制成功《原信膨胀石墨轻金属灭火

技术》、《HZB—1．2 型紫外线火灾报

警器》都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并经四机

部组织鉴定通过，配套出口。公安部七

局下达省公安消防总队技术科《关于

普通型电熨斗火灾危险性及其鉴定技

术》，于1985 年6月在沈阳通过了部级

鉴定。重庆消防科研室与重庆无线电



厂共同研制的《火灾自动报警器》获重

庆市科技成果三等奖。特别是灭火剂

Y EB 型氟蛋白泡沫灭火剂，填补了国

家新型化学灭火剂的空白。二十多年

来，共革新防火、灭火消防器材装备

480 余件。其中有重庆、成都、泸州、雅

安等地的公安、专职消防队灭火出动

实现了报警电话铃、火警出动照明、车

辆发动、车库开门“四自动”，特别是重

庆市公安消防队泵浦车供水的无线电

加压控制器试制成功后，火场上水枪

手开水、关水、加压、减压完全自动掌

握，提高了灭火工作效率。

四、灭火战斗

公安消防队从组建时起就实行军

事化管理，随时做好灭火战斗准备，坚

持昼夜值勤，经常调查熟悉责任区的

交通、水源，特别是重点单位的情况，

制订出灭火作战计划。一旦发生火灾，

立即指派火场所在的责任区消防中队

赶赴火场，必要时派出其他中队予以

增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监督

条例》的规定，火灾扑救工作，由消防

监督机构统一组织和指挥。城市发生

火灾时，由所在市的公安消防大队(支

队)或中队负责组织扑救。农村由公安

局消防队负责扑救工作。到达火场的

专职消防队、义务消防队和当地群众

或其他增援力量，都由公安消防队统

一指挥。一些重大火灾发生后，当地党

委、政府、公安机关和起火单位主管部

门负责人，一般都亲临火场组织领导

抢险救灾工作。各有关部门和驻在当

地的解放军、武警部队都积极参战。在

灭火战斗中，公安消防总队、支(大)队

和消防中队，按照公安部制定的《公安

消防灭火战斗规定》和《公安消防队灭

火战斗条令》规定的灭火战斗任务、火

场组织指挥和灭火战斗原则，坚持从

火场实际情况出发，机动灵活地运用

“速战速决、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指

导思想和“先控制、后消灭”、“救人重

于救火”的原则，采取“堵截包围、内外

夹攻、上下合击、重点突破、逐片消灭”

等灭火战术方法，力争以最快速度扑

灭火灾，使火灾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

低限度。1980～1985 年全省公安消防

队出动灭火6368 次，扑救成功和基本

成功6257 次，成功率达98．2 % 。由于

灭火器材装备不断更新和现代化，对

扑救大型油罐、石油井喷、化工企业、

高层建筑、洞室火灾等特殊火灾，逐步

掌握有效的扑救技能，也积累了一些

好的经验。

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和义务

消防队在灭火战斗中，发扬不畏艰险，

勇敢顽强，机智灵活的战斗作风和为

人民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不少消防

队指战员、专职消防队员和义务消防

队员在灭火战斗中光荣负伤，甚至壮

烈牺牲。据统计，1955～1987年，仅公

安消防队在灭火战斗中重伤致残206

人，牺牲81 人。被省人民政府追认为



烈士35 人。在同火灾作斗争中，涌现

出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仅1985

～1990 年，全省消防队伍中，有45 个

集体和263 名干警，荣立一、二、三等

功，60 个集体和1625 名干警受到支

(大)队以上嘉奖。

附： 重大灭火战例

一、扑救攀钢氧气厂变压所地下

室火灾

攀钢氧气厂担负着全市工业和民

用氧气的供应。1980 年7月2 日，该厂

变压所地下电缆短路起火，引燃地下

通道内的废油和杂物。通道上面是变

压所高低压开关柜室和总控制室，内

有各种开关27 套，电机设备60 余部。

北面是制氧厂房，内装制氧设备百余

套和5 座空气分离塔，如不及时扑灭，

整个氧气厂将会被毁。渡口市公安消

防支队接到报警后，立即调6 个公安、

企业消防中队的168名官兵和19 辆消

防车奔赴火场。因报警较迟、火势已从

地下室蔓延到地面的变电所，波及到

高低压开关柜室、并正向西南面的总

控制室和主厂房蔓延。这时市委和攀

钢等单位的领导也赶到现场组成灭火

指挥部，由消防支队支队长发出指挥

命令，采取东、西、南、北四面包围，地

面上下一齐强攻，并发动群众消除火

场一切障碍杂物，保证了灭火行动畅

通无阻。仅20 分钟，就把地下通道的

火源扑灭，价值4370 多万元的地下电

缆和变压所的60多部高低压开关柜，

总控制室和制氧车间主厂房及全套设

备免遭火灾危害。

二、扑救资中县糖烟酒公司二九

六库乙醇火灾

资中县糖烟酒公司二九六仓库位

于县城西侧，沱江北岸。位于库区南面

的乙醇罐罐内存有浓度高达96 % 的乙

醇400 吨，1983 年7月26 日凌晨2 点8

分，雷击起火。2 点10 分，资中县公安

消防中队接到报警，立即出动一辆解

放牌泡沫水罐车和一辆解放牌水罐泵

浦车，19名指战员登车赶到火场。经

现场观察乙醇罐顶和罐壁连接部被雷

电击裂，火焰在裂口处燃烧。鉴于乙醇

属水溶性易燃液体，发生火灾后宜采

用抗溶性泡沫及二氧化碳或1211 干

粉等灭火剂扑救。但是，该库和中队均

未配有上述灭火剂，只有普遍蛋白泡

沫液300 公斤。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员

命令水罐车使用2 支19 毫米直流水枪

对罐壁实施喷水冷却。再由车载22 马

力手抬泵从消防池抽水喷洒降温。用

一支泡沫管枪靠近乙醇罐掩护另两支

泡沫管枪上到房顶，在距火点3 米处，



同时向罐内喷射泡沫。约15 分钟时

间，大火就被扑灭。

三、扑救锦江宾馆地下室火灾

锦江宾馆位于成都市人民南路西

侧，是四川省现代化程度高的旅游宾

馆。主楼9 层高30 米，是50 年代后期

修建，没有安装火警自动报警系统和

自动灭火装置，室外只有 一个容积

5000 吨的地面水池。主楼地下室长约

50 米，宽9．7 米，高3 米，面积近1000

平方米，主要用来保存和冷冻食品。

1986 年3 月21 日13 时20 分左右，宾

馆特邀维修工程师汪X X，发现速冻冷

液管道结冰。为排除冰堵故障，将酒精

倒入罐筒盒内，放进棉纱燃烧烘烤，引

起墙壁保温层聚氨料燃烧、爆炸。浓烟

滚滚，从门、窗往外冒出，强烈刺激人

鼻和眼睛。成都消防支队调度室14 时

10 分接到报警电话后，当即调动七、

八、二中队6 辆战斗车70名指战员奔

赴火场，支队指挥车也同时前往。14

时15 分，省公安厅、消防总队、市公安

局领导均先后到达火灾现场，指导灭

火战斗。指挥员命令战斗员迅速带上

防毒面具，用两支水枪，从正面和左面

大门向窗口射水，用一支水枪在右大

门口冷却降温，防止蔓延。并用喷雾水

稀释驱散通道浓烟，命令八中队保证

供水，二中队水枪从地下中部窗口进

入地下室，将七中队水枪调到右大门

口。这样，形成了三面堵截，冷却降温，

控制了火焰蔓延通道。为了查清起火

部位，扑灭火源，指挥员首先指定两名

干部，戴上防毒面具，在水枪掩护下，

强行深入到充满浓烟毒气的地下室侦

察。通过观察，手摸，查明配电房内有

一个氧气瓶，八个氟里昂瓶，确定起火

部位是速冷系统。指挥员当即命令右

大门、左大门和地下室中部窗口的水

枪手从三个方面同时直攻火点，一举

将火扑灭。由于指挥正确，措施得力，

指战员英勇顽强，仅用1 小时10 分钟

便成功地扑灭了这起火灾，直接经济

损失仅1800 余元。灭火战斗中，消防

队员被烧伤4 个，其中重伤2 人。受到

宾馆职工和外国旅客赞扬。

四、扑灭合江四号气井喷火

1974 年4 月4 日1 时50 分，合江

四号井因气压过大，井口阀门爆裂发

生井喷。4 月13 日10 时5 分，雷雨交

加，天然气流被雷击起火，烈焰高达90

余米，40 米高的钢铁井架倒塌在井口

上。火焰从井口周围喷发，燃烧面积60

多平方米，100 平方米内草木被烤焦，

房屋被烧毁，人员无法靠近，每日损失

天然气达数万立方。四川省公安局根

据中央和省委指示，立即组成灭火指

挥部赶往井区，从成都、重庆、自贡、宜

宾、泸州、隆昌、内江、永川，调来公安

和企业消防队员380 余人，消防战车

26 辆，22 马力机动泵浦18 台，投入灭

火战斗。同时，由上海、成都、泸州调来



18 名工人、技师负责抢修车泵，保证

灭火战斗顺利进行。首先开通水道，清

理井场，创造灭火条件。为了保证每天

需要8000 多立方的消防用水，气矿组

织工人突击队昼夜苦战，从四公里外

的赤水河岸铺设输水管道11 条，安装

水栓11 个，使水源充足畅通。从4月21

日开始，每天由180 余名消防指战员，

组成联合梯队，轮流开动10 部消防

车，4 台机动泵浦，使用30 支水枪把火

焰压向前方，掩护工人突击队清理火

场，经过10 天连续奋战，把堵压在井

口上的钢架等大件金属一块一块地切

割分解，连同堆积如山的烧残杂物搬

出井场，取得了初战胜利。

接着，采取喷水冷却和使用红卫

九·一二干粉向井口同时进攻，力求

一次灭火成功。5 月6 日上午8 时30

分，灭火开始，全部消防人员开动消防

车17 辆和22 马力机动泵浦11 台，使

用水枪54 支，采取围歼堵截，四面夹

攻的战术，冷却设备和扑灭井口周围

火焰。历时1 时25 分钟冷却就绪，将水

枪固定在支架上，继续射水降温。配合

灭火总进攻的11 小组，准备工作做好

后，于10 时11 分22 秒，灭火总指挥发

出灭火行动信号，倾刻之间4 部泥浆

车以每秒60 公斤排量向井口内高速

注入“九·一二”灭火剂1100 公斤，强

大气流将药剂与天燃气混合雾化。两

部干粉车立即通过强力喷枪往井口上

部火焰喷射干粉2 吨，仅用了1 小时36

分43秒，即将大火扑灭。

在灭火胜利的欢呼声中，消防指

战员与抢险突击队员冒着天然气和干

粉热气的侵袭，冲进井场，一面继续喷

水降温，防止余火复燃；一面用16 吨

吊车，顺利地吊出了转盘和大梁。这时

气流形成柱状，奔腾咆哮直冲天空，突

击队员奋不顾身，迅速取下9 吨重的

井口旧装置，换上新的装置，安好了放

喷管线。至此，控制了高压井喷，胜利

完成了抢险救灾任务。

参加这次灭火战斗的消防指战

员，有134 人受到省公安厅表扬，其中

46 人荣立三等功，94 人受到通令嘉

奖。

五、扑灭二重厂油库大火

1979 年9 月12 日21 时45 分，德

阳第二重型机器厂油库区4 号油罐爆

炸起火。罐内上千吨汽油猛烈喷溅，火

焰高达百米。外溢液四处奔流，引发油

罐、油池、通道及建筑物等一齐燃烧，

危及着整个库区安全。火灾发生后，厂

领导一面组织扑救，一面向德阳消防

队、绵阳消防大队、成都消防支队、省

石油管理局、成都军区、民航总局等单

位报警求援。

首先由工厂消防队出动泡沫车、

水罐车、二氧化碳车各一部，使用所有

水枪，泡沫枪，堵截火势蔓延，保护未

燃油罐。15 分钟后，绵竹、德阳消防队

各带消防车一部赶到火场，参加扑救。



接着成都市消防支队6 辆灭火车赶到

火区参加战斗。这时，4 号油罐原油产

生的沸液外流达2000 多吨，火场面积

约3000 平方米，一、二、三号油罐受大

火烘烤，随时有爆炸起火危险，油泵房

被烧毁，油火正向锻压车间流动。在此

情况下，现场指挥小组决定兵分两路

出击。第一路由成都支队战勤科副科

长和三名中队干部率5 部消防车占领

4 个消防拴，出5 支泡沫水枪，堵截扑

灭西北面和地下通道烈火，保护运输

处附近建筑物；第二路由成都支队战

勤科另一名副科长和三名中队干部率

8 辆消防车和4 支泡沫水枪堵截扑灭

地面流液火灾，并冷却未烧油罐，压住

火势，保住整个油库和锻压车间。两组

摆开阵势向大火反复冲击喷射，历经3

个多小时，终于将火扑灭。在灭火中有

二重厂职工2 人牺牲，职工、消防干警

8 人受伤，防止了7 个油罐爆炸，保住

了3000 余吨原油及车间、库房、宿舍

等大片建筑设施。

六、扑救梨子园隧道油罐列车大

火

1990 年7 月3 日14 时55 分，由46

节航空煤油槽车(共载油1840 吨)和9

节货车组成的0210 次列车，从陕西安

康站出发，行到四川万源县境内的梨

子园遂道内，忽然爆炸燃烧，列车长等

4 人当即死亡，14 人受重伤，21 节油

槽车和9 节货车不同程度受损，造成

襄渝铁路停运24 天，损失巨大。

火灾发生后，江泽民总书记、李鹏

总理十分关注，作了重要指示。铁道部

李森茂部长、石油部石希玉副部长，四

川省政府蒲海清副省长及省公安厅杨

秀明副厅长等亲临现场领导灭火抢险

工作。公安部派出消防局防火处处长

李春镐、高级工程师蒋永琨等赶赴现

场，与四川省消防总队高级工程师周

仁权等组成专家小组指导灭火抢险工

作。省消防总队快速反应，在一天时间

内，就调集达县、成都、重庆、南充等地

的消防指战员286 名，消防车、器材

车、指挥车39 台及20 余吨泡沫液，集

聚火灾现场。总队长陈家强率总队机

关的战训、防火、技术等部门的领导和

技术人员昼夜兼程，到达火场。

梨子园隧道长1776 米。爆炸着火

的列车瘫痪在距南口约900 米，距北

洞口35 米的地方，熊熊烈火从洞口窜

出，火焰长达30 余米，温度高达1300

多度。流出的汽油，在排水沟、山坡上、

公路上燃烧，面积达数百平方米，这里

山势陡峭，可供布置灭火的阵地窄小，

主要战场又在洞内，情况不明，洞内油

罐又不时爆炸。这是一起特殊复杂的

火灾，扑救工作难度大、危险大。指挥

部根据获取的第一手火情资料，决定

整个灭火抢险分为堵洞灭火、冷却降

温、起复车辆三个阶段进行，对每个阶

段制定了周详的战术、技术方案，精心

科学组织实施。蒲海清副省长冲到最



危险的洞口，亲自参加堵洞战斗，大大

地激励了广大参战军警民的战斗激

情。参战消防官兵一丝不苟地贯彻执

行战术方法和技术措施，在5000 余名

军警民的配合下，用最短的时间，于7

月5 日、7月6 日，分别用7 小时封堵南

北洞口成功。又经过20 个日日夜夜出

生入死地连续奋战，扑灭了这场罕见

的大火，顺利地进行了启洞和起复残

车的战斗，使襄渝铁路于7月26 日恢

复了通车。并且在有5 千多人参战的

复杂、危险作业情况下，无一人死亡和

重伤，保住了隧道，保住了25 节油槽

车完好无损，使这起特大隧道火灾爆

炸事故的损失减到最小，实现了总指

挥部“安全、迅速、科学”的要求。受到

了国务院、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铁

道部、公安部的表彰和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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