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灭火指挥与救援

船舶火灾及灭火救援的探讨

郑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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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船舶的火灾危险性及船舶发生火灾的原因

和特点，探讨了船舶火灾扑救的战术要点厦扑救时的个人安全

防护、处理方法，并就加强信息化建设、装备建设、开展针对性

训练等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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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船舶火灾时有发生。随着消防救援职责的

进一步拓展，扑救近海海域和岸边的船舶火灾逐步成为

消防官兵的一项重要职责。船舶火灾因其自身存在通道

狭窄、人员难以疏散、消防车难以接近等特点，给灭火救

援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笔者对船舶火灾及其扑救

进行探讨。

1船舶的火灾危险性分析

(1)可燃物质多。现代船舶多采用胶合板、聚氯乙烯

板、聚氨酯泡沫塑料、化学纤维等材料进行装修，室内家

具、地毯、窗帘、床铺等也多为可燃材料制作，因而其火灾

荷载密度相当大。

(2)客、货载量大。普通货船载重在l～2万t，散装

货船载重在1～10万t，油船、液化气船一般载重在1～

20万t，最大为50万t。客船的载客量一般为数百人至

数千人。

(3)燃油储量大。船舶以汽油、柴油、重油为主要燃

料，还包括辅机及其他机器设备的燃料、润滑油。万吨级

慎用登高车辆从外围打击火焰，以防火势被驱赶到建筑

物内部迅速扩大蔓延；二是第一到场力量在第一时间深

入内攻人员，除能有效控制火势扩大蔓延、有利于达到速

战速决、攻坚救人时需要出水配合打开生命通道外，水枪

手必须防止见火就打，以防火势蔓延失控；三是在强调内

攻近战和快速性的同时，第一时间到场力量还必须重视

和加强进攻方向、进攻路线和突破点的选择，尤其是根据

火场的需要，内攻人员的个人防护装备和所需的灭火器

材必须一次性携带，前后方、阵地间的相互配合等作战环

节必须协调到位，否则就会陷入“欲速而不达”的被动局

面；四是基于现代建筑火灾的自身特点，第一时间到场的

指战员在作战行动过程中，必须遵循“救人第一，先控制、

后消灭”的战术原则，集中优势兵力，在灭火救人最需要

的地方强行突破，实施内攻近战，最大限度地降低和减少

损失。即指挥员到场后必须审时度势，加强火情侦察，快

速明确到场力量的布阵和任务，组织攻坚人员快速打开

生命通道，尤其是要快速抓住有利战机，突出快攻近战、

实施堵截、压制火势的战术方法。力争在第一时间有效控

制火灾扩大蔓延之目的，从而实现一举歼灭。

综上所述。笔者针对当前现代建筑火灾的严峻形势，

从建筑火灾扑救案例的剖析，基层一线战勤工作的调查

研究，结合多年来的工作实践，着力围绕立足于打大仗、

打硬仗、打恶战、打胜仗的基础性工作，以及努力实现“救

得早、救得了、救得好”的目标，探讨了如何快速提升现代

建筑火灾灭火救援初战处置能力的问题，意在为谋划和

扎实推进消防部队专业化水平的提升而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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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ow tO enhance the first fighting ability of modem

building fire was introduced based on the serious situation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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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尤其是远洋船舶燃油储量是船舶载重量的10％，一

艘10万吨级的货船，其燃油储量为8 000～12 000 t，相

当于一个小油库。

(4)热传导性能强。船体为钢板制造，其热传导性能

比较强。起火后5 min，温度可上升到500～900℃时，钢

板被迅速加热，成为导热系数很大的物质，易使紧靠船体

的可燃物质被引燃，造成火势蔓延。

(5)结构复杂。一艘万吨级货油船上有几十个不同

用途的舱室和很多通风孔洞与楼梯，舱内通道和楼梯比

较狭窄。大多数船舱门和出入口仅能容得1人通过。

(6)人员被困情况复杂。分为船上被困人员和跳海

落水人员。其中，被困在船上的人又可能被困在上层甲

板和下甲板舱室。疏散救人时要根据着火部位、风向及

现场具体情况特点确定方案。

(7)火势扩散范围大。对于停靠在码头起火船只的

周围。要及时拖走受威胁的船只，对于岸边的无关人员及

物资要及时疏散，防止由于火势扩大，威胁码头的人员生

命安全和建筑等其他物资。

2船舶发生火灾的原因和特点

2．1 船舶发生火灾的原因

(1)明火火灾。一是在船舶维修现场。氧气切割、电

焊等明火作业，由于操作失误、安全检查不细致等原因都

易引发“隔空间”、“远距离”火灾；二是厨房内使用明火，

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操作失误都有可能引燃厨房内部

的油类及厨房内部的装饰材料；三是在人员休息室。由于

吸烟的人数众多不宜管理，使得烟头引起火灾的危险性

增加。

(2)电气火灾。各种船舶在机舱内都有主机(柴油

机)、副机(发电机)等多种用电设备。各种用电设备之间

有电线、管路相连接，由于过载、短路、接触不良、电弧火

花、漏电、雷电或静电等原因易产生火源引发火灾。

(3)意外火灾与人为放火。意外火灾主要是由于自

然环境所引起的火灾，如风浪、雷击等。

2．2船舶发生火灾的特点

(1)结构复杂。易发生轰爆。在扑救过程中，若消防

员将高温缺氧的舱室门窗突然打开。或油轮或机舱部位

发生火灾后，油气混合物在内部有限空间燃烧，极易引起

轰燃或爆炸。

(2)温度高，烟雾浓。有毒气体多。火灾发生后，燃烧

产物弥漫整个舱室，当舱门被烧穿后，新鲜空气注入舱

室，从而导致预热材料分解的产物燃烧。使燃烧更加剧

烈，走廊、梯道将充满高温、浓烟和有毒气体，施救人员极

易受到威胁。

(3)火点隐避，不易发现。由于船舶一般情况下大部

分面积均在水线以下，受船型设计的局限，发生火灾后，

请防科学与技求2011年6月第30卷第6期

侦察通道少，船体内部结构复杂，各种设备多，火点较难

发现。

(4)燃烧猛烈。蔓延迅速。如果起火点在船舱内，起

火后火势将沿着机器设备、电线、油管等向四周和上部船

板蔓延，殃及相邻的船舶，造成火烧连环船。这种情况大

多发生在大风天和休渔期。

(5)易发生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大。大型客轮、游轮

发生火灾，疏散通道少。内部楼梯窄小，人员众多，极易发

生人员被困、受伤或跳海等情况。易形成群死群伤的重特

大事故。船舶火灾造成的人员伤亡，船舶和货物的直接

经济损失，以及沉船占用航道、码头、污染水域所造成的

经济损失等，都是相当巨大的。

(6)作战环境复杂，阵地进攻困难。火灾扑救在水面

作战时，受到水流、风向、水深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使消防

艇很难接近灾船，战狂风、顶恶浪、抗严寒的斗争将与灭

火战斗同时进行。

(7)具有地下火灾的特点。空间封闭、烟气不易扩

散、高温、能见度差、地形复杂，被困人员施救困难，通信

不畅，进攻难度大。

(8)水面灭火机动性差，技术装备发挥不了应有的作

用。船舶只要离岸10 m以外，火灾扑救就有相当难度，

消防器材装备较难发挥作用，扑救时间相对较长。

3船舶火灾扑救的战术要点

3．1火情侦察

3．1．1联动机制

海上灭火救援的主体是海事局，消防调度指挥中心

接到市政府应急救援指挥中心的调度命令后，应当立即

向当日值班总指挥报告，支队立即启动海上救援预案的

机制响应，命令消防艇携带灭火设备从不同方向立即赶

赴事故海域，途中即与正在着火船舶现场指挥作战的海

事局进行无线电台沟通，进行初步火情侦察和了解。并及

时调集附近作业渔船和正在附近航行的船舶向出事海域

集结，以运送疏散的被困人员。

3．1．2前期准备

到达现场后，冷却防爆的同时，组织侦察与救人。由

于机舱内部油蒸气浓度不断增加，随时会达到其爆炸极

限，因此首先要冷却船体，使燃料油不能继续蒸发。用专

用水枪等稀释蒸气，用泡沫覆盖油面。防止爆炸。在保证

无意外发生时，组织侦察小组进入现场侦察，了解火场的

最新情况，寻找被困人员并实施救援。

3．1．3 登船方法

对于停在码头上的船舶，可利用舷梯、软梯、移动消

防梯或逃生孔等应急通道上船；停在海中的船舶，应迅速

调集载车船装载消防车和消防艇等靠近火灾现场，根据

情况，用消防梯或软梯及人员跳帮等登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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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侦察方法

(1)外部观察和询问知情人。了解起火部位、燃烧范

围、火势发展、固定设施等情况和人员被困、自然风力风

向及有关爆炸、毒害危险等情况。向船方人员了解船舶

停泊方向与风向关系、初期火灾的扑救等情况。

(2)内部侦察。选派具有一定火场经验和各方面素

质较好的骨干，与船上技术人员组成侦察小组，不得少于

3人，深入现场进行侦察。查明与核实被困人员数量、现

状、所处位置，以及燃烧物质性质、起火部位、火势蔓延方

向、有无爆炸危险等。确定救人通道、灭火进攻路线和灭

火阵地的设置情况及有无爆炸危险等。

(3)船壁和甲板侦察。船舶内部发生火灾后，在采用

外部侦察时要重点查清火灾燃烧部位。对于船壁和甲板

侦察非常必要。船壁侦察可以观察船壁外刷油漆的变

化，可用直流对船壁进行扫射侦察，对有变化的船壁(如

瞬间水汽蒸发、冒热气)部位要重点进行确定。甲板上侦

察主要是确定起火点的位置，可以采用手脚感觉甲板温

度、用水测试等方法进行侦察。如发现甲板哪个部位温度

高，水洒上后冒热气，可以确定为船舱起火。

(4)动态侦察。在战斗过程中，还应在初步侦察的基

础上，进一步查明火势发展的全部情况，及时地凋整改变

战斗部署，使灭火战斗行动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在火情侦察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事项：一是进入燃烧

区时，要充分做好防护准备，佩戴空气呼吸器，着避火服，

携带导向绳和通信照明工具，并时刻保持联系，以防烧伤

或油蒸气中毒；二是侦察应从上风方向逐步进行，侦察与

灭火要同步进行，边掩护边侦察；三是在甲板或步桥上行

动时，要注意脚下的障碍物及油污，以防摔倒碰伤；四是

发现有油料喷溅时，要立即寻找安全通道退出火场以防

溅油烫伤；五是侦察人员不宜过多，防止发生危险时，造

成严重伤亡事故；六是发现有爆炸及其他危险时，要及时

撤离。

3．2疏散救人

首先贯彻“救人第一”的指导思想，积极抢救火场中

的被困人员。

(1)利用广播系统，安定被困人员的情绪，在船方或

消防人员的组织引导下，有秩序地进行疏散，防止人员惊

慌、拥挤和跳海。

(2)疏散和抢救人员时，面对船上有人员被困及有跳

海落水人员的情况时，应注意：一是当参与扑救的船只遇

有跳水、落水人员并确认着火船没有受火势威胁的人员

时，消防人员应先抢救水面人员；当水面和着火船都有受

生命威胁人员时，有消防人员的船只应先抢救船上被困

人员，而水面人员可让其他参与扑救的船只施救。二是

当着火船上有被困人员。着火船周围水面没有跳水、落水

538

人员时，应首先抢救和疏散受火势烟雾威胁严重的人员，

其次是下风方向和上层甲板人员。尤其是在侦察中要尽

快引导比较清醒者脱离危险区。如果下甲板舱室内发生

火灾，要先疏散下甲板舱室的旅客，并安排专人维持秩

序，防止因上甲板舱室旅客仓皇逃生而堵塞通道，使下甲

板舱室内的旅客被困舱内无法脱险。如果上甲板舱室发

生火灾，应先疏散受火势威胁最严重的旅客。尤其注意，

消防人员应先实施灭火战斗，这是受船舶的特点所限，此

时的救人必须要依靠船上的固定通道，需要用水枪来开

辟救人通道，也需要用水枪来掩护施救人员。如果不用

水枪灭火开辟安全通道，即使消防人员能进入火区接触

被困人员，也无法让毫无保护措施的被困人员安全地离

开火区。在这种情况下，灭火和救人应同时进行，这时的

灭火也是为了贯彻救人为先的思想。

(3)登船及疏散方法。对于停在码头上的船舶，消防

队到场后，应尽快用舷梯、软梯、消防梯等上船，进行侦察

并疏散被困人员。疏散被困人员时，一是利用舷梯、移动

消防梯和其他方法，撤至码头或其他安全地方；二是利用

逃生孔等应急通道撤至安全甲板。停在海中的船舶，应

迅速调集载车船装载消防车和消防艇等靠近火灾现场，

根据情况，用消防梯或软梯等疏散。

4船舶火灾扑救的战术方法

4．1 着火船舶各部位的灭火方法

(1)船舱火灾。利用船舱内各层走廊通往机舱的左

右舷入口，机舱内通向甲板的应急通道或破拆船体结构

开辟进攻路线。部署力量占领机舱左右舷出入口，深入

机舱内部灭火；同时，加强通风排烟措施，部署人员开启

棚、窗、烟筒上部通风口排烟，利用移动设备送风或排烟，

确保人员疏散和灭火战斗的顺利进行。

(2)客船(船楼)火灾。利用固定的上下梯道或消防

梯及码头起吊设备作为进攻路线实施灭火行动。条件允

许情况下安排特勤消防人员徒手登高进攻。部署力量在

侧下风方向布置水枪阵地堵截火势发展；同时，在燃烧舱

室及舱室的四周和驾驶台、机舱等重点部位部署力量，防

止火势向机舱及驾驶台方向蔓延。

(3)货舱火灾。部署力量将分水器设置在上风或上

侧风方向，利用固定梯、消防梯、绳索、起吊设备进入货舱

实施灭火行动，必要时，破拆船体结构深入内部进行灭火

战斗。同时，在上层舱、邻舱等部位部署水枪阵地控制火

势发展，在适当时机组织优势力量深入舱室内部，围歼火

势消灭火灾。

(4)货(油)舱火灾。在货(油)舱上风方向，利用消防

船，拖消两用船装载消防车，远距离喷射泡沫灭火，也可

登至上风方向的机舱甲板，使用水枪冷却或灭火，但切不

可盲目登上货油舱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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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灭火进攻路线的选择

(1)对航行中和远离港岸、码头的船舶，其进攻可采

用将失火船只驶至码头或将其拖至码头岸边进行扑救，

也可利用消防艇或其他交通工具(渡轮、登陆艇等)将消

防车、泵及灭火剂运至火场周围，进行扑救。

(2)对紧靠码头或岸边的船只，在水源保证的情况

下，可直接将消防车、泵停靠码头、岸边进行扑救。

(3)选择船舶火灾扑救的路线，必须是能尽快地到达

燃烧部位，占据有效控制火势蔓延的地段。避开热辐射强

烈的下风方向，并选择好应急撤退通道，以防一旦发生爆

炸，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4．3船上固定消防设施的科学利用

船舶消防安全与陆地建筑物消防安全差异不大。船

上配置了相应的消火栓、自动喷水、二氧化碳等固定灭火

装置，装有“1211”、高倍数泡沫等新型高效能灭火剂，并

配有消防水带、水枪、灭火器、沙箱、消防水桶等灭火器

材。消防泵一般设于机舱内。主要为设立火警预防、火警

控制、火警失控时的脱险措施等。船舶的固定消防设施、

灭火系统的设置，一般主要针对机器处所重点部位。如

机舱内1211灭火站释放系统、舱内水喷淋等。一旦此类

处所起火，如及时采取正确方法并启动消防设施，一般可

在初起阶段扑灭火灾，不仅使船舶本身具有扑救初起火

灾的自卫能力，而且也为消防部队扑救火灾提供了物质

条件，在实战应用中，应充分利用这些条件。

4．4扑救船舶火灾的战略战术

(1)先控制，后消灭。到达火场的第一出动力量在火

势蔓延的主要方向设兵堵截、控制局面，待后续增援力量

到达后，全面组织进攻。在灭火力量不足的情况下，也要

以货舱和船楼结合部为分界线实施控制。

(2)先易后难，先外后内。在扑救船舶火灾过程中，

必须先将容易扑灭的火焰和在船只表面燃烧的火焰扑

灭。消防人员到达火场后，可用密集射流先对船楼进行

灭火冷却，有消防船的，也可用船上的水炮进行大流量强

制冷却灭火。压制了外围火势后，可从船楼后背的外舷

梯和主甲板层进入内部灭火。

(3)内攻外防，上堵下截。在船舶火灾的扑救过程

中，必须要加强内攻，以达到直接打击火点的目的。在内

攻的同时，必须在外部做好各种防护工作。在进行内攻

的过程中，应尽可能灵活地运用各种战术，对甲板层间的

火势，采取上堵下截，防止火势上下蔓延，以及热气流集

中流动。

(4)排烟降温，控制蔓延。应尽可能打开天蓬窗排烟

热，在船舶机舱火灾中打开天蓬窗不会扩大火势蔓延。

(5)确立重点，各个击破。根据船舶类型，判断火场

的重点和突破口，在火灾得到基本控制后，分片消灭。原

请防科学与技术2011年6月第30卷第6期

则尤其适用于货船和油轮的火灾。例如：货船着火，控制

的重点是阻止火势蔓延；油轮着火，重点是控制着火舱和

邻近舱的爆炸，或是防止火势向油舱或机舱蔓延。

(6)集中兵力，重点突破。对于扑救船舶火灾的关键

点上，应集中优势兵力，将主要力量用于火场的主要方

面，实行集中兵力，重点突破。例如：扑救船舶机舱火灾

时，由于机舱在主船体中后部，扑救的难度高。在其他战

术措施失败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集中兵力，重点进行

破拆开洞，在机舱水线以上的合适部位，通过切割开洞，

开辟新的进攻途径。当火灾蔓延造成火烧连环船时，首

先集中兵力主攻重点，然后将部分着火船舶拖离分割成

若干片，再逐片、逐层予以堵截，进而将火灾全部扑灭。

(7)梯队掩护，交替推进。根据不同的船舶类型，判

断火场的重点和突破口，组成攻坚战斗小组，在做好相关

防护措施的前提下，实施梯队层次，相互配合，交替推进，

分片打击。消灭火势。

(8)围舱打火，攻防有序。围舱打火，逐片消灭。攻防

有序，便于撤离。由于船舶结构其特殊性。往往发生火灾

火点不易发现，必须做好充分的进攻准备，打开相关通

道，为灭火进攻和危险情况下的撤离做好充分准备。

(9)封闭灌注，封舱灭火。在船舶火灾的扑救中，在

可能的情况下，应尽量利用船舶自身的固定灭火设施。

例如：在航行中的货轮(集装箱船除外)货舱着火。通常船

上人员一般采取封舱或灌舱的灭火措施。对于已采取这

些措施的着火船只，消防人员到场后，可采取继续封舱监

视的措施或要求港务部门指挥船只停靠码头，这样，消防

人员才能采取开舱或灌舱灭火的措施，并能使陆上的消

防力量(消防车、码头、船坞的固定消防设施)发挥最大的

效能。开舱灭火应注意防止开舱时货船发生爆燃，伤及

灭火人员。使用灌舱灭火，一般在船只无法靠泊码头，扑

救力量、装备不足，灌舱灭火不至于引起沉船的情况下进

行。沉船灭火的措施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要采用，因为

沉船后所带来的损失和影响会更大。由于封舱灭火的时

间太长，且技术要求很高，可靠性差，当船舶靠上码头后

不宜继续采用。消防人员到场后，要根据机舱着火的情

况，采用泡沫灭火或高倍数泡沫灌舱。如采用压缩空气

泡沫封气，尽量采用干泡沫和中泡沫。

(10)联合作战。发挥优势。充分利用社会单位的联

合灭火作战优势，发挥其专业作用。在大连“7．16”新港

油罐大火中，大连海事局、港口部队等单位的救助船、拖

轮、军艇等发挥其自身携带灭火装备优势，在扑救大面积

海面原油流淌火过程中，短时间内集结了20多艘援助船

和拖轮，成功扑灭了海面上的火灾，阻止了油火的蔓延。

4．5 扑救船舶火灾的个人安全防护

在船舶火灾扑救中，应着重加强“四防、四强”。即防

539

万方数据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中
国
大
学
M
OO
C



爆炸、防轰燃、防迷路、防溺水，强防护、强程序、强战术、

强熟悉。

(1)指挥员下达命令目的要明确，参战人员执行任务

应果断坚决，处置灵活。

(2)提高参战人员的安全意识，所有参战人员必须做

好个人防护，特别是内攻人员，配齐个人防护装备，携带

照明用具，充分发挥导向绳、救生照明线以及水带线路的

导向作用。

(3)强攻小组进攻时，应实施梯队推进。深入内攻和

侦察时，必须严密组织，人员要精干，每组在2人以上。事

先确定好联络信号，必要时在水枪的掩护下，前虚后实，

交替扶栏，实施侦察。甲板作战人员要固定好自身位置，

并且利用掩护物体，防止由于船摇晃或爆炸伤及全身。

(4)铺设水带时，要将水带固定牢靠，以免水带下坠

而使水枪手跌落受伤。要避免盲目射水和过量射水，利

用船舶的排水系统，排除船体内部的积水，以防船舶发生

倾斜、沉没和水渍损失。在灭火战斗中要控制登船人数，

并随时检查船舶的平衡状态，防止沉船或翻船事故。

(5)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如发生紧急情况，应镇定、

迅速撤离，并向外发出呼救信号。

4．6船舶火灾扑救的处理方法

(1)正确合理使用灭火剂，尽量减小水渍损失，船舶

有忌水物质时，应使用封舱灌注二氧化碳窒息灭火的方

法，以固为主、固移结合。

(2)对拖放至船体的水带要有充分的估量，防止在船

体和风浪的作用下产生牵力，对水带造成损坏，对供水造

成影响。

(3)及时了解潮汐相关情况，防止因涨潮落潮造成船

舶供水的中断。根据燃烧部位及时调整船舶停泊方位，

避免风助火势。

(4)不要向烟囱射水，机舱火灾发生后，烟囱冒出浓

烟，说明燃烧部位离机炉舱很近，大量射水不利于热烟排

出，只能导致热量积聚和横向发展，当烟囱相邻部位因高

温而受威胁时，可采取冷却设防，但严禁向烟囱内射水。

(5)绝不容许在天窗设置密集水流向机舱射水，机舱

火灾发生后．如天窗已打开，是内攻最有利时机。

(6)侦察线路上应视情况增设联络保护点。深入机

舱内部侦察应由3人以上组成，水枪手要自己固定，穿救

生背心，增设线路中间保护点，有利于内部、外部的通信

联络，中间保护点应由2人以上组成，位置选择一般应是

上下铁梯的转弯平台处。

(7)在火场外部，应建立侦察预备组。当1组下去侦

察后，外部应备有1～2个侦察小组，万一内部侦察人员

有意外，预备组可沿导向绳及时深入到目的地，一旦预备

组展开后，外部应重新组织预备组以确保战斗的连续。

540

(8)绳子和照明是深入内部侦察的必须装备。深入

机舱内部侦察，每组必须配带绳子，每个战斗员必须配有

照明，在上下楼梯过程中，必须双手交叉抓住扶手，单手

行进容易发生事故，因此照明器具最好应是腰挂式；另

外，绳子是必需的通信联络工具，虽然水带铺设是同步

的，但不能代替绳子。在侦察准备期间，绳头应携于主侦

察腰部，另外2名副侦察员应用不短于0．8 m的安全绳

将自己的腰部和导向绳连接，严禁侦察人员手系绳子。

(9)实施“破拆封堵”灭火时，必须注意：一是破拆时

必须是在舱顶或舱的一侧破拆，而不能同时两侧破拆，防

止发生空气对流，导致加速火势蔓延；二是破拆时要从船

舱的顶部或门、窗的上部位置进行，且开口时不要突然打

开，以免引起轰燃，造成人员伤亡。 ．

(10)实施“封舱窒息”灭火时，应注意：一是封舱前必

须严格核对，确定无人在内后，才能实施封舱，否则必须

设法救出被困人员后方可封舱；二是封舱窒息灭火过程

中，仍必须对船舱外壁进行一定时间射水降温，防止爆

炸，当温度降到一定程度后再停止射水；三是必须定时对

舱内温度、含氧量等数据进行严格监测，直到各类数据达

到正常值后方可开封检查，防止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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