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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在工程运用 中的问题探讨 

王 勇 ， 龙恩深 ， 桑春林 
(重庆大学 城市建设与环境T程学院 ，重庆 400045) 

摘要：《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2001版是建设部于 1995年颁布 实施 ， 

应 该 说 该 规 范 对 建 筑 工 程 设 计 起 到 较 好 的 指 导 性 作 用 。 但 是 ，由 于本 规 范 在 全 国 各 地 真 

正 实施 的 时 间 不 到 4年 ，其 中暖通 工种 的 强制 性 规 范 中 的 一 些 具 体 条 文 在 工 程 实 际运 用 

中存在 的一些 问题 已经初见 弥端 ，在 暖通 工种 中遇 到的 常见 问题在规 范条 文 中的 限制进 

行 分析 和探 讨 ，务 求 规 范在 以后 的修 订过 程 中进 行 改 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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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ode for Fire Protec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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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tract：Code for Fire Protection Design of Tall Buildings(GB50045·95，2001 edition)WBS put in practice 

by Ministry of Construction in 1995，which provided guidelines for designing no lnore than 4 yeaIs．This paper 

analyzes s0nle of items related  to restrictiov_s in compulsory regulations。which are often encountered in HAVC 

projects．This paper gives some suggestiom on its improvement for the future revision． 

Keywords：code；HVAC；restriction；revision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200l版是建设部于 1995年颁布实施的强制性规 

范，本规范是对《高层民用建筑防火规范)(GBJ45—82)较全面的修订，其将近十年来的工程实际运 

用的新问题和老规范在工程运用中的一些矛盾问题得以解决。因此，新规范的实施为工程设计人 

员提供了较全面的设计依据。但是，规范的制定不可能囊括了全部实际工程的具体情况 ，而且有较 

多的情况待设计人员对规范的理解，可以说 ，这种情况应该是好事，可以发挥设计人员的主观能动 

性。但是，毕竟规范的实施是国家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任何工程均需要在满足此规范的前提下才能 

实施 ，它同时又给设计人员带来 了困惑，如何解决这些 问题即是本文的出发点。 

现作者将近几年工程中的规范与实际工程中的一些矛盾问题提出与大家共勉。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以下简称《高规 )第 8节中的规范有下列几条： 

8．2．2．5 净空高度小于 12 m的中庭可开启的天窗或高侧窗的面积不应小于该 中庭地面积 的 

5％ 。 

8．4．1．3 不具备 自然排烟条件或净空高度超过 12 m的中庭。 

8．4．2．3 中庭体积小于 17 000 m3时，其排烟量按其体积 的6次／lI换气计算 ；中庭体积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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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000 m3时，其排烟量按其体积的4次／h换气计算；但最小排烟量不应小于 102 000 m3／h。 

对上述几条的理解应该是 ：在 12 m以下的中庭 ，若不能 自然排烟 ，则必须进行机械排烟，若中 

庭的高度在 12 m以上，即使能进行 自然排烟 ，也必须进行机械排烟。这是由于在火灾发生过程 中， 

中庭的建筑性质有助于烟气的扩散，超过 12 m的中庭在 自然排烟中会出现“层化”现象，确实对中 

庭应该进行较好的防排烟设计。但是 ，作者在这里想讨论的是排烟量的确定。 

在有娱乐功能的高层建筑内，中庭往往是建设方首选的功能设置；在一些改造工程中，本无中 

庭的建筑，建设方将上下左右跨的相临楼层的楼板打掉，刻意形成中庭以满足营运需要。在这种情 

况下的中庭往往高度是小于 12 m以下的(一般情况下建筑物的层高最多到4．5 m)，而且，这种中庭 

又恰恰是在本层建筑的中部，不具备自然排烟条件。按照以上的《高规》条文，必须进行机械排烟， 

而这种情况下的中庭体积一般是远小于 17 000 m3，通常在 600 以下(跨距按照 8．4 m考虑 )，若 

按照6次／h换气计算，其中庭的排烟量只有4 8O0 m3／h，为规范最小排烟量的 1／12。但是，按照《高 

规》8．4．2．3的规定：最小排烟量不应小于 102 000 m3／h。也就是说，若按照排烟 口风速 10 m／s计 

算 ，排烟 口面积为 2．8 m2，按照吊顶 内风管高度 400 mill计算，排烟侧基本不能布置任何管道和设 

备，而且 ，按照一般层高高度和风机的高度，一般最大也只能选到 5号风机 ，按照其型号中的最大排 

烟量考虑，也需要 l0台风机。这在实际运用中是很困难的，这是 由于中庭四周 吊顶内有喷淋管道、 

电线桥架、空调设备及管道，根据管道布置情况 ，如此多的排烟管道和排烟机将无法布置。 

根据文献[1]，中庭的烟气量计算如下： 

中庭着火公式 ： 

m =0．071 Q 们 +0．001 8 Qc 

式中：m为高度 Z处 ，烟羽流质量流量，kg／s；Q。为对流换热量 ，kW。 

对流换热量与燃烧总放热量 Q间的关系：p。=0．7p。 

高度 Z按照两层的层高取 8．4 m，燃烧总放热量 p的计算如下： 

火源考虑在中庭中部 ，火灾场所考虑成娱乐场所。其可燃物材质按照纤维、木柴考虑 ，燃烧值 

为 4 500 k~t／kg。中庭面积为 64 m2，按照最不利条件考虑 ，即十套桌椅(每一张桌子配四个沙发)同 

时着火燃烧，燃烧质量为 5 kg／套。燃烧时间考虑初期火灾时间：10 rain。可以计算燃烧总放热量 

为：1 575 kW。 

带人中庭着火公式，可以得到中庭顶部的烟气量为 72 400 m3／h。 

若考虑一半桌椅同时燃烧 ，带入计算公式 ，可以得到中庭顶部的烟气量为 68 000 m3／h。 

此计算排烟量要比规范要求的排烟量低接近一半。另一方面，从工程实际出发，实际可燃物的 

燃烧值可能要远低于计算所取燃烧值，这是 由于娱乐场所的桌子实际大多为玻璃桌子而并非木桌。 

因此 ，排烟量会进一步降低。 

作者的意图并非是要对规范的排烟量提出质疑，而是探讨在一些特殊工程中，按照规范规定的 

排烟量进行设计布置排烟系统明显不合理的情况下，是否作出一些特殊条文解释。 

当然 ，从另一角度出发 ，在一定情况下 ，排烟量越大，烟气填充中庭的速度越慢 ，而且烟气填充 

到中庭的最低位置也越高。这有利于火灾中中庭内的人员安全疏散 ；同时，排烟量越大，火灾后 ，中 

庭恢复初始能见度的时间越短。 

从规范的制定的背景出发 ，中庭排烟量的规定是参照国外的设计规范确定的，这就缺乏有力的 

理论基础和实验支持。而且 ，从国内外的研究情况看，中庭的机械排烟量如何进行量化确定的研究 

很少L3 J。因此 ，国内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

对于实际工程中常见的一些特殊小中庭，是否可以用较简单的方法进行计算。作者认为 ，小于 

12 m的中庭在火灾发生时，是否也可以按照换气次数进行排烟量的计算 ，由于这种 中庭顶部四周 

与室内的吊顶高度平齐 ，烟气上升过程中不会水平扩散，自然形成隔烟带，如图 1所示。 

按照上述情况，可以借用按照厂房事故排风的情况进行排烟量计算(当然 ，这需要火灾实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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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验证)，其排烟量可以参考 20次／h，风机最小排烟量可以参照 8．4．2．1的规定 ，最小排烟量不小 

于 7 2OO m3／h。 

图 1 小 于 12 m 的中庭 排 烟 

在高层建筑的正压送风问题上，经常可以遇到此类情况 ：在地下室 ，只有一个防烟前室 ，在地上 

部分，防烟前室均可进行自然排烟，按照《高规》规定： 

8．3．2 高层建筑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合用前室和消防电梯间前室的机械加压送风量应 由计 

算确定 ，或按表 8．3．2／1至表 8．3．2／4的规定确定。当计算值和本表不一致时，应按两者中较大值 

确定。 ‘ 

8．3．7．1 防烟楼梯间为 4o～50 Pa。 

8．3．7．2 前室、合用前室、消防电梯间前室、封闭避难层(间)为25～30 Pa。 

按照实际工程的调试看 ，其每层前室的正压送风量为 3 000 m3／h以下时，就能够达到高规规定 

的正压值，但是按照《高规》风量表的规定：最小送风量为 15 000 m3／h。也就是，只有一个前室正压 

送风的情况下，其最小的送风量也在 15 000 m3／h。按照此送风量 ，前室的压力将超过 50 Pa。 

另一方面看，在实际的工程的测试中，由于楼梯间的 自垂百叶无调节装置 ，有 的楼梯间的正压 

值超过了 120 Pa，但疏散门仍然可以较易打开(我们做了实验，叫了一个 l0岁小孩推 门，门依然被 

推开 )。 

因此，高规的规定应将特殊情况下的送风量和正压压力值作出说明。 

在有的高层建筑地下层，建筑高度大于7 m，如作为仓蓄式的大型建材超市等。按照《高规》的 

规定 ： 

5．1．6 设置排烟设施的走道、净高不超过 6．O0 m的房间，应采用挡烟垂壁 、隔墙或从顶棚下 

突出不小于 0．50 m的梁划分防烟分区。每个防烟分区的建筑面积不宜超过 5OO m2，且防烟分区不 

应跨越防火分区。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建筑高度大于了《高规》的需排烟的建筑高度要求，火灾条件下，排烟的作 

用只是将烟气在火灾完毕后的烟气排走 ，而不是在火灾发生的初期将烟气排走来保护人员的安全。 

因此，这种建筑仅仅可以考虑通风换气 即可 ，但是，某些地方消防局仍然要求设计院进行排烟设计， 

如果考虑排烟，其排烟量的确定还待规范确定。 

在《高规》的建筑篇里有下一条规定： 

5．2．7 设在高层建筑 内的 自动灭火系统 的设备室 、通风、空调机房 ，应采用耐火极 限不低于 

2．O0 h的隔墙，1．50 h的楼板和甲级防火门与其它部位隔开。 

某些设计院和审图机关按照倒推法认为，高层建筑 的承担地下通风系统的风机必须设置通风 

机房。我们按照实际火灾发生来考虑，通风排烟系统的目的仅仅是将火灾初期的烟气排走，如果到 

了火灾后期 ，通风系统的风管可能都已经燃损，不仅排烟已经不起作用，而且风机 的保护也得到威 

胁 ，火焰可以通过风管或风管进入风机房的穿墙洞 口进入风机房，设风机房来保护风机的意义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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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了，另一方面，风机的造价很低，用设风机房的目的来保护风机是得不赏失；而且从建设单位出 

发 ，采用吊装风机的 目的就是节约占地面积，如果采用了吊装风机而又去设置机房，是任何一个建 

设单位不情愿的。 

《高规》对防排烟的设计依据一般是只考虑一处火灾，不考虑两处同时火灾。但下列图2情况 

却经常出现。 

在通常情况下 ，若 防烟分 区 l发 

生火灾 ，由消 防中心控制挡烟设施启 

动 ，同时打开防烟分 区 l内的排烟风 

口，排烟风机启动，对防烟分区 l内的 

烟气进行排烟；若防烟分 区 2发生火 

灾，由消防中心控制挡烟设施启动，同 

时打开防烟分区 2内的排 烟风 口，排 

烟风机启动，对防烟分区 2内的烟气 

进行排烟。但是 ，由于我们的排 烟风 

口采用 的是电磁式的动作机构，只能 

启动一次，即一次动作。若排烟风 口是常闭的，风 口通过电信号开启后就不能在通过电信号关闭， 
‘

同理 ，常开风 口也不能关闭后重新打开，只能通过手动复位。在实际发生火灾过程 中，若排烟分区 

处发生火灾，而且排烟风管兼做排风风管的地下空间，排烟风 口是常开的情况下，消防中心根据烟 

感信号，依次关闭防烟分区 l、2的风 口，则火灾区就不能进行排烟了。若风 口是常闭的，则火灾排 

烟过程中 ，则可能造成每区的排烟量不够，无法达到设计排烟量 ，只能通过扩大排烟量来达到排烟 

要求。 

同理，如果在 4个防烟分区的地方发生火灾，其防排烟的控制就更复杂，如图 3所示。 

不管是《高规》条文还是地方消防局，都没有对防烟分区处的设施类型作出特殊规定，按照图 

2、3所示 ，防烟分区处即挡烟设施的两侧一定的范围内应规定不能放置任何可燃的物品。这对于 

火灾发生后的防排烟的控制是有利的。 

因此 ，由于实际火灾的发生有不可预计性，上述特殊情况的处理还待从事暖通空调 的工程、科 

研技术人员共同进行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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