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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技术在消防监督管理工作中的应用研究
万其明　王　利　周天凤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中山 528400）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消防监督管理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如若想要全面提高消防监督管理工作的整体水平，

消防监督管理部门首要任务就是积极拥抱先进的物联网技术，推动其与消防监督管理工作的深度融合，从而提高消防监督管理工作的智

能化、现代化水平。本文首先简要阐述了物联网技术在消防监督管理工作中应用的重要性；其次，从建筑消防身份识别系统、智能消防

设施、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三个不同的维度详细探讨了物联网技术在消防监督管理工作中的具体应用，以期不断促进我国消防监督管理工

作整体水平的全面提升，真正为保障人们的生活与工作安全贡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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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消防行业的快速发展，消防监督管理工作

逐步受到了高度重视。然而，从现状出发，当前我国的消防监督

管理工作仍旧存在诸如工作效率不高、细致化程度不足等显著问

题。这些问题可能会拉开消防监督管理工作与消防执法之间的距

离，从而影响相关工作的有序推进。物联网技术在消防监督管理

工作中的应用，可实现有效且精准识别、处理消防工作中各类安

全隐患的目的，对进一步提升消防监督管理工作整体的安全性和

可靠性发挥着积极作用。

一、物联网技术在消防监督管理工作中应用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精细开展消防工作

众所周知，消防监督管理工作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息息相关，同时，也关乎着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传统消防工作

中存在着诸多不足，这是毋庸置疑的。而物联网技术的有效应用，

则能有效弥补这一不足，从而大幅度提升消防工作整体的管理水

平。比如，在物联网系统以及互联网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消

防部门可实现对分布广泛的消防设备的动态化、统一化、智能化

管理，通过及时且精准的识别设备问题，可在最短时间内发出警报，

从而帮助消防管理人员对问题作出及时应对，以确保消防设备的

实际运行效果，从而为消防监督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标准且

合理的设备支持。再比如，物联网技术还能精准预测并详细分析

某一区域内的火灾火情，从而为制定个性化的消防措施提供扎实

的数据支持，这样，能进一步提升消防监督管理工作的精细化程度，

有效提高消防管理的整体水平。

（二）有利于合理分配消防资源

消防监督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离不开人力、物力、财力的大

力支持。一方面，消防监督管理工作要求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

实操技能过关，并且对他们的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

消防监督管理工作内容复杂，尤其会涉及对大量灭火材料以及设

备的配置与管理工作。如果单纯地依靠人工力量，难以确保消防

资源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高效性。基于以上两种情况，物联

网技术在消防监督管理工作中的应用就显得尤为必要。如果用一

部分先进的智能化消防管理设备和技术取代人工，那么，可大幅

度减少消防监督管理工作中人工成本，还能实现实时管理消防设

备、有效监督消防工作环境以及远程监控消防监督管理工作的目

的，这样，一方面，可有效节约消防监督管理工作成本，另一方面，

还能为消防工作的高质量开展提供坚实的保障，从而为物联网技

术与消防监督管理工作的有效融合做铺垫。

二、物联网技术在消防监督管理工作中的具体应用

（一）在建筑消防身份识别系统中的应用

要想科学有效的实施消防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构建建筑消防

身份识别系统的重要性不容小觑。具体到工作实践，消防监督管

理部门可充分发挥出物联网技术的优势，以先进的技术为依托，

构建完备的建筑物电子档案库，最重要的是，将对应建筑物的主

体结构、内部构造、楼梯通道等基础信息详尽地记录在内，以便

为后期消防监督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做支撑。建筑企业在对建筑

施工时应严格遵守国家的相关标准要求，尤其应在竣工阶段或者

建筑物投入使用初期，在合理的地方正确安装各类消防器材并投

入使用智能消防设备。除此之外，在开展面向建筑物的消防监督

管理工作时，相关人员应随时随地查阅对应建筑物的电子档案，

亦可通过在建筑物内部安装各种消防类智能芯片的方式，清晰明

了地掌握各类消防器材的管理和使用情况。消防类智能芯片最大

的优势就是能通过传感器自动采集各类消防器材的管理以及使用

信息并将相关数据实时记录下来，同时，将其完整地传输至电子

档案中进行妥善存储，更便于管理。这样，消防监督管理部门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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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定期更新数据库，就能实时监控并维护区域内建筑物消防安

全。在强大的数据支持下，消防监督管理部门一方面可创造出优

质的建筑物消防安全监督管理条件，另一方面，还能广泛搜集数

据资料，为灭火监督管理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有了物联网技

术的帮助，无论何时何地发生火灾事故，消防监督管理部门均可

以精准且准确的数据资料为依据，科学合理的制定可行性强、针

对性强且有效性高的灭火方案，从而为确保灭火救援工作的高质

量推进发挥积极作用。

（二）在智能消防设施中的应用

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消防设施越来越先进，充满着科

技气息。尤其是近年来，越来越多先进的科学技术逐步向消防设

施中渗透，使得相关设施的科技水平不断攀升。正是在此大环境下，

智能消防设施应运而生。相较于传统的消防设施，智能消防设施

拥有诸多明显优势。比如，依托自身搭载的运行管理系统，智能

消防设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识别并发现自身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并在同一时间发出警报，旨在引起相关单位及其负责人的注

意，提醒他们对问题进行进一步检查，进而提升消防设施的维修

效率，从根本上避免因设备故障而引发的安全隐患，大大降低潜

在的火灾风险。除了安装智能消防设施，消防监督管理部门还应

灵活运用互联网技术，旨在畅通不同消防系统之间的数据传输，

保证信息实时共享，从而进一步提高消防监督管理工作的主动性，

同时，增强不同系统之间的协调和联动效应。依托先进的物联网

技术，消防监督管理部门可直接将各类智能消防设施的运行数据

直接上传至计算机系统中。基于该系统，消防监督管理工作人员

就能科学且有效地分析上传上来的数据，从而提高对智能消防设

施管理的精准化程度。除此之外，将物联网技术应用于消防监督

管理工作中，还有助于将不同建筑物消防设施的配置情况清晰且

准确地呈现出来，这样，更便于消防监督管理部门及时掌握相关

信息。例如，通过了解消防水源的具体位置、水量以及积水方式

等详细信息，消防监督管理部门更能从实际灭火救援需求出发，

合理且高效地调配消防车辆，科学配置救援人员以及其他灭火救

援设施，以此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实现消防救援力量的最大化

利用，有效保障公共安全。

（三）在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中的应用

物联网技术在消防监督管理工作中的应用，还包括智能化全

自动灭火系统的开发与应用，以此来逐步改变传统的消防管理模

式，大幅度提高建筑物的消防安全水平。智能化全自动灭火系统

具有显著的优势，具体表现为：现如今，绝大多数建筑物内部均

设置了消防设施并在设施上安装了传感器。传感器最突出的作用

就是帮助相关管理人员实时掌握并控制消防设施的运行状态。如

果火灾发生，传感器会迅速感知火情并将这一信息传达至智能化

全自动灭火系统。该系统在接收到警报后，会立即自动启动并快

速实施灭火操作，这样，就能有效增强建筑物在火灾突发情况下

的应急反应能力。与此同时，当火灾发生之后，智能化全自动灭

火系统还会依托传感器向相关部门发出实时警报，这样，就能让

相关部门在第一时间对火灾做出响应，同时，相关人员迅速赶赴

现场，安排并规划下一步灭火处理以及人员救援工作。在智能化

全自动灭火系统的大力支持下，整体灭火效率将获得显著提高，

同时，也能为最大限度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一举两得。除此之外，智能化全自动灭火系统还有一大显著的优

势就是它具有强大的数据记录与传输功能。在日常运行以及维护

过程中，各类传感器可实时记录建筑消防设施的使用状态以及维

护情况，在此基础上，将得到的数据及时通过物联网技术传输至

建筑消防管理单位的消防管理信息库中。在此基础上，管理人员

可详细分析这些数据并准确判断建筑物内部的各类消防设施是否

处于正常运行状态，以便及时发现并处理可能存在的故障，从而

确保消防系统始终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

三、结语

通过上文的研究可知，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在消防

监督管理工作当中的深入应用，物联网技术在未来消防监督管理

工作中扮演的角色将越来越重要。消防监督管理部门应积极探索

物联网技术在消防监督管理工作中的有效应用并敢于提出并尝试

新做法，从而真正构建出一套系统化、智能化的基于物联网技术

的消防监督管理体系，为保障社会公共安全贡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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