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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 12·25特大火灾警示 

J吕建中f 史素玲 于爱香 

特大火灾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2000年 

l2月 25日，河南省洛阳市东都商厦舞厅发生火灾 ，致使 300 

余人丧生。笔者分析了此次火灾的几个特点，以引起人们警 

惕 。 

洛阳市东都商厦为20世纪 50年代的建筑 ，共 6层，地 

下 2层，地上 4层，层距为 4 m左右。当晚，3名工人在进行 

焊接作业时违规操作，任由烧红的电焊渣掉到周围的易燃物 

品上，导致起火。开始火势并不大，但灭火人员经验不足、措 

施不力，加之起火地点为地下 2层，该处未放置灭火器材 ，致 

使火势迅速蔓延。火灾发生时，地下 1、2层及地上 1～3层 

共有 200多人，人员较为分散。起火以后 ，通过广播 、呼叫 

等，这 200多人迅速从各个通道逃 出了大楼，无一例伤亡。 

而 4楼的歌舞厅相对独立、密闭，与其他楼层虽有楼梯相通 ， 

但平时封闭未用，上、下楼均使用电梯。事发当晚正值圣诞 

夜，歌舞厅里的 300多人尚在狂欢 ，因乐声太大，对火情并未 

察觉，甚至将起火导致的断电视为普通停电。起火后 1 h左 

右 ，一股浓烟顺着楼梯涌入了舞厅，惊慌的人们狂奔、呼叫着 

冲向楼梯 、电梯 口。电梯已因停 电不能使用，部分人被浓烟 

呛回或倒下，更多的人拥堵在楼梯口和电梯 口，但无一人从 

楼梯逃出。 

当消防队赶到时，4楼的部分窗户已开始燃烧，很多人 

已经丧失逃生能力，仅用云梯救下 2人 ；1人从 4楼跳到救 

生气垫上而获救 ；4人躲入厕所用衣物堵住门缝防止浓烟窜 

入，直至获救；另有 l0人分散在 2个小包间内，他们卸下窗 

式空调，立即涌入了新鲜空气，随后用空调堵住进烟口，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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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物护住口鼻，得以幸存。其余人员均死亡。 

本次特大火灾共死亡 309人 ，其中女 174人 、男 135人 。 

年龄 l4～65岁，其中20岁以下 11人、20～40岁 83人(多为 

女性)、40岁以上 115人。所有死亡人员均无皮肤烧伤 ，但 

面颈、前躯干多呈棕色，用力搓可致表皮脱落 ，咽部多有充 

血。一死者尸体解剖见咽、气管、肺肿胀 ，有血性液体渗出， 

组织变脆。本次火灾中，309人均因吸人性损伤而死亡。 

讨论 (1)3名电焊工人焊接时严重违反操作规程、火 

灾初发时灭火不力是本次事故的根本原因。提请人们工作 

时应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并且应大力普及防火、灭火知识，以 

杜绝类似灾难再次发生。(2)火灾中，烟雾 比明火对人体危 

害更大，特别是在室内等密闭环境 中，人体吸人大量的有毒 

烟雾后会迅速中毒 、窒息死亡。故火灾发生时应尽量保持冷 

静，不可狂奔呐喊，以免吸入更多的烟雾。同时应迅速分辨 

大量烟雾的来向，向相反方向或 向与外界相通的地方转移， 

以吸入新鲜空气。此时身体(特别是头部 )应尽量放低，可 

弯腰甚至爬行 ，或者静止俯卧。暂时无法吸入新鲜空气者 ， 

可用湿毛巾、衣物等捂住 口鼻，以过滤有毒烟雾。(3)受困 

者应服从指挥、听从救护安排，现场应保持 良好的秩序。本 

次火灾发生后，消防队到达较及时 ，但由于现场极为混乱 ，各 

种营救措施收效甚微，运用云梯及救护气垫仅救获 3人。救 

火的同时，用高音喇叭指挥火场 内的人员有序撤离，并宣传 

生存 、逃离的方法，将有助于更多的人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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