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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火灾事故
事故概况
2019年4月15日，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严重火灾事故。

起火位置是巴黎圣母院的楼顶，火势向四面延伸。

造成后果
（1）主要伤及的是巴黎圣母院主体顶层部分，包括建

于建于 19 世纪的哥特式塔尖及其下面的木制框架。一同烧

毁的还有尖顶上的铜公鸡和东边玫瑰花窗。主体结构幸存，

但三分之二的屋顶被毁掉。

（2）修复圣母院需要很长时间，代价高昂且极难复原。

（3）一名消防人员在扑救大火时受重伤，无人死亡。

（4）大火造成300吨铅材料融化，导致铅散布到空气中，

对周边土地造成“局部严重”污染。

（5）居住在巴黎圣母院附近的儿童被检测出含铅量超

标。

火灾风险分析
对“人”环节火灾风险分析
（1）管理不周：游客众多，年游客量达1300万人次以上，

难于细致管理，游客随身携带的火柴、打火机等可能会引发

火灾。在这次事故中，有工人已经承认曾在脚手架上吸烟。

（2）施工明火：进行文物修缮工作时，焊工产生的火

花以及脚手架上的易燃材料，都是潜在的危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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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龙治水：巴黎圣母院由当地多个单位管辖，利

益关系错综复杂，不能及时维护，让大教堂年久失修。

（4）新员工上岗未培训，对工作环境不熟悉：在起火

前 23 分钟，巴黎圣母院的火警铃声曾响过一次，但当值的

保安入职仅三天，环境的不熟悉使保安未及时找到正确的起

火位置。直到 23 分钟后另一声警报响起，安全员才发现天

花板上出现火情。

（5）经验与实际冲突：负责巴黎圣母院防火系统工程

的建筑师错估火灾形势，木材实际燃烧的速度远远高于他认

知的古橡木应该燃烧的速度。

对“机”环节火灾风险分析
（1）自身隐患：自建成以来，巴黎圣母院的境况逐年

下滑，墙壁破碎、饰品掉落的情况时有发生，但 6000 万欧

元的修复费用让法国人望而却步，迟迟不肯修缮，导致年久

失修。

（2）结构缺陷：巴黎圣母院为哥特式建筑，最先着火

点位于高耸的尖塔，周围无建筑物遮挡，四面迎风，氧气供

应充足，燃烧速度相当迅速，难于控制火势。此外，哥特式

建筑又高又空、骨架通透的特点致使圣母院被大火烧了数个

小时的情况下，若利用直升机直接从空中洒水可能进一步破

坏其本就已经非常脆弱的建筑结构，造成建筑的整体垮塌，

因此，救援困难。

（3）建筑布局缺陷：建筑与建筑连在一起，使得建筑

之间无防火间距，发生火灾后，有连带效应。

（4）火灾报警系统缺陷：据《纽约时报》报道，圣母

院的火警敲响后，会先由安保人员到现场检查火情，确认非

误报警，再报警通知当地消防部门，之间有约20分钟延迟，

延误救火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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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圣母院火灾风险分析及管控

针对4·15巴黎圣母院火灾事故，笔者从人、机、料、法、环五个

方面进行了巴黎圣母院可能存在的火灾风险分析，并从降低事故发生频

率和减少事故造成损失两个方面提出了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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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内部物品风险：教堂大殿内长期有蜡烛燃烧，存

在点火源。

（6）电路缺陷：年久失修，电线短路或电气线路、电

气设备安装不符合安全要求易引发火灾。

（7）消防缺陷：缺乏足够高的消防车，现场实施灭火

的4根消防臂全都够不到起火点，使得火势迟迟得不到控制。

对“料”环节火灾风险分析
（1）巴黎圣母院的整个构架大约包含52英亩的木材（橡

木），大约 1300 棵树木被用来建造它的横梁，屋顶也由大

木柱支撑，耐火等级为三级或四级，耐火性能差，木质材料

助燃特性提供了火灾良好的燃烧条件。

（2）巴黎圣母院建造时使用了大量石材，火灾中石材

破碎掉落，可能产生大量粉尘，引起二次事故。

（3）巴黎圣母院这样的古代建筑，建造时使用铅作为

建筑材料，燃烧后释放出的铅污染环境、危害健康。

对“法”环节火灾风险分析
（1）修旧如旧：为了使巴黎圣母院保持原始风貌，未

使用现代化手段对其安装各类安全防护措施，例如喷淋系统，

也未对其作业前进行JSA等安全分析，加剧了后果的严重性。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即使加了喷淋系统，水也会对木结构

造成严重损害，因此，需要使用恰当的方法。

（2）国家监管不力：国家并没有出台明确规定对巴黎

圣母院这种古老建筑进行合理的维护管理。

对“环”环节火灾风险分析
（1）气候条件影响：法国巴黎位于欧洲西部海岸地区，

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当天当地因为温带气旋逼近而使风力

逐渐增强，加剧火势蔓延。

（2）地理位置缺陷：巴黎圣母院处于巴黎的中心繁华

地带，其周围道路狭窄，交通复杂，不利于大型救火设施的

大规模进场，一旦发生火灾，灭火用水得不到保障，难于迅

速将火扑灭。

（3）进行修缮作业处于特殊环境：若管理不当易引起

火灾事故。

管控措施
降低火灾事故发生概率方面
（1）树立观念：日常比偶然更重要，预防比重建更重要。

根据海因里希事故法则 1：29：300，在最终火灾事故发生

之前，必有 29件微不足到的小事故发生，并且还有 300 件

潜在的并未发现的隐患。巴黎圣母院在发生火灾前就年久失

修，残破不堪，存在多种隐患。因此，要想防止最终火灾事

故的发生，必须在平日里对圣母院的安全高度重视起来，做

好安全管理工作。针对隐患，定期开展排查工作，作业前做

好HAZOP、JSA分析；针对小事故，不能掉以轻心，从未

遂事故开始，进行事故调查工作。

（2）门岗管控：对参观的游客随身携带物品进行检查，

将游客随身携带的打火机、烟等易燃物品收集并放到指定位

置。

（3）网格化巡更管控：将景区划分为几个模块区域，

专人负责，24小时循环巡更，对负责区域内的消防进行安全

检查并对可疑人员及危险源进行及时打击，防患于未然。

（4）特殊天气管控：实时掌握当前天气状况以及后续

天气状况，结合不同的天气实施不同的管理方案。

（5）在有蜡烛燃烧的周围，空出足够的安全距离，不

存放易燃物质。

（6）全面严格实行“禁烟令”，加大监管力度和惩罚措施，

不允许漏网之鱼的出现。

（7）设施设备管控。对圣母院内所有设施情况进行备

案记录，安排专职人员定期检查设施设备运转情况，及时进

行隐患排查。此外，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使用防爆电器。

（8）定期对圣母院的电气线路进行检查，判断是否存

在线路老化的问题，一旦有老化或超负荷使用情况，要及时

更换。

（9）定期进行人员培训工作。加强对新员工的上岗教育，

在完全熟悉整个工作环境之前多人共同在岗。

（10）国家层面要加强对文化遗产风险安全的管理，严

格执法。

减少火灾事故造成损失方面
（1）在巴黎圣母院内设计明确的逃生路线，当有火情

发生时，会有明确指示，引导人员迅速有效撤离。

（2）定期开展古建筑安全知识讲座。定期针对工作人员、

周边居民，甚至游客组织宣讲活动，使人们对圣母院的构造、

状态、逃生路线等有大致了解，从而在事故发生时能够有秩

序的进行疏散。

（3）着力提高建筑的耐火等级，防止火势迅速蔓延和

在短时间内出现坍塌而造成人员伤亡。

（4）针对巴黎圣母院周围道路狭窄、交通拥堵的特点，

应专门配备满足性能要求的小型消防车、甚至电瓶车，解决

燃眉之急。

（5）应急预案与演练。制定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多个

预案，并定期进行消防演练，其中要包括重要文物的抢救工

作，从而做到突发事故发生后能够有条不紊的实施救援。

总结
巴黎圣母院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古巴黎哥特式建筑的象

征，应格外重视对其的安全保护。古建筑建造时并没有如今

周全的安全考虑，随着时间的增加、材料的老化，火灾隐患

相应增多，但我们有时会为了保存原有的历史风貌，而不能

对其进行某些现代手段的安全防护措施，这极大程度上增加

了古建筑的风险。因此，我们只有平时管控好，细致入微；

事后及时控制处理好，完善应急响应预案，才能将诸如巴黎

圣母院等其他文化遗产完好的保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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