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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电气火灾事故原因分析及预防措施
韩邦国

（安徽笑居建设有限公司，安徽 合肥 230000）

摘要：现阶段，电力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构成部分，但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用电不规范的情况，

这样就非常容易导致建筑电气火灾事故的发生，从而危害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鉴于此，本文将针对建筑电气火灾事故原因展开分析，

并提出一些预防措施，仅供各位同仁参考。

关键词：建筑电气火灾；事故原因分析；预防措施

一、建筑电气火灾事故原因分析

（一）短路

在建筑电气系统运行的过程中，会受到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

的影响，从而很容易出现短路故障，从而导致出现较大短路电流，

这样的电流会在一瞬间释放出大量的热能，从而导致电线的绝缘

部分烧毁、金属熔化，若是周围有可燃物，很容易引发建筑电气

火灾。

一般来说，发生电气火灾的主要原因一般包括碳化路径短路、

接触不良、过负荷、固体液体绝缘击穿、击穿空气放电、绝缘过

热以及热颗粒喷溅等。比如，当导线被锐利金属刺穿时，很容易

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从而出现短路的现象，导致导线大量发热，

烧毁绝缘，产生的热量很可能会引燃周围的易燃物。

此类故障产生的情境大致有两种：其一，导线周围有热源物质，

导致其绝缘胶皮破损，从而导致电线短路，产生更大热量，引燃

建筑内的可燃物。其二，电弧放电，当两根导线之间的距离过近时，

可能会出现表面电弧放电，从而引发电火花，这样除了会形成一

定的碳化路径，还会引燃周围可燃物。

（二）过载

受安装质量、制作工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部分建筑电气系

统的电流存在过载运行的情况，这就导致其导热温度增加，在无

形中加速了线路老化程度，还会导致线路绝缘度下降。当线路经

过一定的老化后，其长时间运行会导致过载的情况出现，从而击

穿绝缘层，出现短路的情况。同时，在建筑电气系统运行时，若

是电压出现异常波动，可能会导致部分电器中出现不规则电压，

当这些电压超过额定数值后，也会引发短路故障。在线路老化程

度较高时，波动的电压非常容易超过额定数值，从而出现短路故障，

进而引发火灾事故。一般来说，电压故障通常可以分为谐振过电压、

大气过电压、操作过电压、工频过电压等四种类型。比如，在建

筑电气系统运行时，若是突然改变电网的运行模式，很容易导致

工频过电压的故障出现，从而引发长线路电容效应，引起电压的

骤然增加，这样的故障会持续较长的时间，电压的数值也不会过高。

（三）漏电

当建筑电气系统的设备出现老化或者线路绝缘部件损坏后，

很容易出现漏电的情况。一般来说，漏电部位会产生一定的电火花，

这些电火花若是落在周围的可燃物上，很容易引发建筑火灾。在

判定这一情况时，工作人员可以利用电笔等工具检测怀疑的线路，

若是电笔亮起，则说明此部分线路漏电，若是没有亮起，则表示

这部分线路没有漏电。

（四）不同性质短路

我们可以将短路故障分为金属性短路和电弧性短路两种。一

般来说，金属性短路具有如下特点：在发生短路的部位会产生非

常高的温度，从而导致周围的部分导线出现融化的情况，这样就

会导致线路变为导电金属，从而出现比较大的短路电流。金属性

短路发生的原因一般是短路操作时间保护过长，或者是相应的短

路装置失效造成的；比如，一些熔断设备的质量不过关，在发生

熔断问题时，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从而导致短路电流难以得到

有效遏制，从而出现线芯烧红甚至引燃周围可燃物的情况；为防

止这样的情况出现，我们可以在线路中设计一些铝材熔断设备，

以此控制线路熔断时间。

电弧性短路故障一般是指导体在接入电路时，由于电压存在

差异，导致其在连接时会在一瞬间产生剧烈高温电弧，从而出现

的一种气体放电现象。在这一过程中，电弧会发出非常高的热量，

部分区域的温度甚至可以达到 3000℃，从而导致部分金属出现融

化甚至蒸发的情况，这样就非常容易引燃周围的可燃物，从而导

致建筑火灾的发生。另外，在电气系统出现接地故障或者遭受雷

击时，也可能会出现电弧放电的情况，从而引发火灾。

（五）接触不良

一般来说，在建筑电气系统中，导电线路会由诸多导电元件

组成，这些元件之间一般是借助机械方式展开链接，从而保持电

接触状态。但是，在一些建筑中，由于电气工程水平不同、设备

与环境存在差异，很容易出现一些导电元件接触不良的情况，从

而导致电弧产生。另外，若是导线的灰尘过大、线路衔接松动等，

都可能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这样会对建筑电气的安全产生非常

大的影响。

（六）设计负荷不匹配

在建筑电气工程中，一些电气线路在设计时未能考虑到实际

使用情况，这样就很容易导致设计的电荷与实际电荷出现不匹配，

从而导致电气设备的电流超过承受值，长此以往，很容易出现电

路过载的情况，这样除了会影响线路的正常使用，导致其加速老化，

还可能会出现线路烧穿、绝缘击穿等情况，从而引发建筑电气火灾。

（七）设备存在安全问题

在一些建筑的电气设备中，设备安装未能达到相应的标准，

这就很容易导致其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电气安全隐患，从而引发

建筑火灾。例如，在建设过程中，部分管理者只是关注设备的外观、

型号，未能对其生产许可证等资料展开审查，对相应设备的内部

结构检查不够到位，在使用前，没有进行相应的调试，这就很可

能导致部分有质量缺陷的设备被投入到实际使用过程中，从而出

现电气安全隐患。另外，部分建筑施工人员在安装电气设备时，

可能存在未按规定操作的情况，这样就很容易出现安装不到位、

电气元件接触不良等情况，从而导致其在运行过程中出现安全问

题，进而引发建筑电气火灾事故。

二、建筑电气火灾事故的有效预防措施

（一）强化设备管理

在建筑的电气设备安装时，为避免电气设备发生故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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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不断强化对电气设备的管理，避免其在安装过程中出现缺陷被

投入的问题，保证所用产品的质量，这样方可有效避免建筑电气

火灾事故的发生。在设备开始安装前，我们应对电气设备以及相

应的线缆展开质量检查，并将一些线缆、设备送入实验室检测，

结合检测的结果将有质量问题的线缆和设备退回。设备安装完毕

后，我们应先依次对设备进行单机调试，最后进行带负荷试运行，

这样能够有效发现一些潜在的风险、故障，保证电气设备达标。

在验收环节，我们应对电气设备的质量开展全方位检查，避免出

现设备安装移位、线路连接错误等情况出现，对于没有达标的部分，

应要求返工整改，这样方可保证电气设备达到预定标准，保证电

气设备的质量。

（二）做好日常保养和定期维护

若想提升建筑电气设备的安全性，我们应做好日常的保养和

维护工作，定期清除电气设备、线路上的灰尘污垢，从而使其能

够安全运行，避免各类电气故障设备出现。例如，我们应定期清

扫电路板上的灰尘，若是这些灰尘受潮，则可利用无水酒精展开

清洗，并将清洗后的电路板烘干，这样能够有效避免电路板因为

受潮而出现漏电的情况。同时，我们应对建筑内的电气设备、线

路等进行运行监控，将其数据记录下来，并与额定功率、历史数

据等展开对比，以此判断电气系统是否在正常运行。若是发现异

常情况，应及时组织相关人员展开检修工作，这样能够大幅降低

故障影响的范围，避免建筑电气火灾的发生。

另外，有些建筑电气故障存在较强的隐蔽性，我们仅凭直观

检查的方式很难发现隐患问题。因此，我们应做好全面检修工作，

并在停机状态下对一些破旧零件进行更换处理，将各类问题解决

后，再恢复建筑电气系统的运行，以此可以有效消除各类电气火

灾的安全隐患。

（三）加强重点防护

为避免建筑电路发生过载运行、接触不良、短路等情况，我

们应对建筑电气系统的重点部分展开针对性防护，在出现异常情

况时，这些部分的电气设备可以执行相应的自我保护动作，切断

故障与系统的连接。比如，我们可以在电气线路中设计一些过载

保护装置，这样能够对电气线路的运行状态展开实时监控，当线

路出现过载的情况时，过载保护装置的检测部件会检测到过载信

号，从而自动触发过载保护装置动作，启动电源切断功能。同时，

我们也可以在建筑电气系统中设置一个漏电保护器，当电气系统

的漏电值超过一定额度后，漏电保护器会自行将电源切断，并发

出相应的报警信号，从而实现对建筑电气设备的更好保护。

（四）故障仿真分析和预防

部分建筑发生电气故障时会遵循一定的规律，因此，我们可

以利用仿真分析的方式，对不同情况下的电气系统运行展开模拟，

从而结合仿真分析结果，对电气故障产生的原因以及建筑电气火

灾的发生规律进行总结，并以此为基准，采取一些针对性预防措施，

降低建筑电气火灾事故发生的概率；比如，在开展两项接地短路

故障这一实验中我们可以发现，主线路上的电流与电压波形一致

时，就非常容易出现短路故障，从而导致变压器的温度大幅提升，

甚至会出现烧毁变压器的情况；因此，我们在后续的工作中应重

点识别、观测主线路上的电压与电流波形，这样能够有效避免两

项接地短路故障的出现。

（五）在线监测与故障自动识别

部分建筑电气故障在发生前，会有非常明显的特征，比如电

气线路中的电流、电压数据异常；电气线路的部分连接点温度过高；

线路上发生异常响动、出现电弧等。一般来说，电气故障的出现

和建筑发生火灾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若是能在这一时期内将电气

线路的故障及时发现、解决，将有效避免建筑电气火灾的发生。

结合这一特点，我们可以在建筑电气线路中引入一些自动监测技

术，通过在建筑电气系统中设置一些传感器，以此实现对实时电流、

电压的监控，对一些电气线路的重点参数展开识别，从而避免异

常情况发生。在收集到异常信号后，监测设备可以将相应数据回

传到计算机系统中，电气系统管理人员可以对相应的数据展开分

析，并对产生异常数据的原因实施诊断。在发现问题时，电气系

统管理人员可以及时组织检修，以此避免出现更大问题。

（六）创建火灾预警平台

随着我国物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可以在建筑中设置一

定数量的传感器，从而创设一个火灾预警平台，这样能够更为高

效地对建筑温度、空气成分等展开监测。在火灾预警平台运行时，

我们可以实时调用空气数据，将监测数值与正常数值展开比较，

以此判定其是否超过阈值。若是这些数值中出现一个或者多个数

据的异常，就表明建筑存在发生电气火灾的风险，这时平台可以

自动向管理人员、消防部门发送警报，以便于组织快速救援，这

对控制建筑电气火灾的规模有重要意义。在发生建筑电气火灾事

故时，预警平台还可结合设置的传感器，构建一个三维火场模型，

这样能够便于消防人员更有效地参与到营救工作中，还能帮助他

们更好地分析火灾事故发生的原因，从而对后续的建筑电气管理

体系展开优化，制定出一些更有效地预防方案，避免类似火灾事

故反复出现。

（七）优化人员管理

为避免建筑电气火灾的发生，我们应重视对人员管理水平的

提升，这样方可提高相应工作人员的综合素养、增强安全意识，

降低建筑电气火灾的发生概率。为此，我们可以从如下几点入手：

其一，引入权责与问责机制。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应对各个部门

的人员责任展开准确划分，并明确标注其工作内容，比如，哪个

部门负责线路保养、定期维护，哪些部门负责数据监测等。通过

此方式，能够让每个部门都明确自身责任，并使其更为高效地设

定合理的工作计划，以此保证相应预防措施可以得到更为深入执

行。在发生问题时，我们可以对相应的责任人展开追责，这样能

够有效降低建筑电气火灾事故发生的概率。

其二，组织案例分析。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可以针对同类型

建筑的火灾案例展开分析，让相关责任人能够明确火灾发生的原

因，带领他们讨论如何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使其明确在发生火

灾时，需要采取哪些有力措施，以此帮助其更好地积累工作经验。

其三，加强全过程管控。在建筑施工阶段，我们应积极纠正

操作人员的不当行为，这样能够有效避免后续安全隐患的出现。

在运维阶段，应重视对日常维护、线路检修的监督，做好相应的

监督记录，以此提升监督效果。

三、总结

综上所述，为避免建筑电气火灾事故的发生，我们可以从强

化设备管理；做好日常保养和定期维护；加强重点部分防护；故

障仿真分析和预防；在线监测与故障自动识别；创建火灾预警平台；

优化人员管理等层面入手开展管控和预防，以消除建筑电气火灾

隐患，使火灾事故的发生概率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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