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4　　　 给水排水　Vol1 33 　No11 　2007

关于病房中采用边墙型扩展覆盖喷头的思考
刘晓峰 　刘德军 　崔长起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 ,沈阳 　110003)

　　摘要 　结合工程实例 ,对病房设计中采用边墙型扩展覆盖喷头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通过对自

动喷水灭火系统计算的分析 ,指出影响流量的主要因素 ;介绍了改进系统管路的布置方式 ,以降低系

统的压力 ;最后提出了边墙型扩展覆盖喷头在实际应用中的注意事项。

关键词 　居室 　边墙型扩展覆盖喷头 　流量 　压力 　作用面积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以其优秀的灭火效果发展成

为当今世界应用广泛、性能可靠的消防灭火方式。

对灭火效果有重要影响的喷头也随着生产技术进步

及市场需求不断推陈出新。边墙型扩展覆盖喷头是

K = 115 的边墙型快速响应喷头 ,其布水曲线与普

通喷头不同 ,具有比普通喷头更大的保护面积。

某医院病房由于建筑专业室内无吊顶且安装吊

瓶滑道 ,同时兼顾美观需要 ,只能采用边墙型喷头。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84 —2005 ,

以下简称“喷规”) 对于边墙型扩展覆盖喷头做出了

相关规定 ,下文将结合工程实例 ,初步探讨边墙型扩

展覆盖喷头在布置和系统计算中的一些问题。

1 　喷头选型及布置

111 　喷头选型

“喷规”61113 条第 3 款 ,对于湿式系统喷头选

型规定“顶板为水平面的轻危险级、中危险级 Ⅰ级居

室和办公室 ,可采用边墙型喷头。”根据“喷规”附录

A ,医院属于中危险级Ⅰ级 ,如果医院的病房属于“居

室”,就可以采用边墙型喷头。“居室”的含义众说不

一 ,有人认为“居室”专指住宅 ,而宾馆的客房、公寓的

房间、医院的病房等都不属于“居室”。笔者认为“居

室”是指在“喷规”附录 A 中所列各个中危险级 Ⅰ级

场所的“有人居住的地方”,这样理解显然包括医院

的病房。这就确定了采用边墙型喷头的可能性。

112 　喷头的选用及布置方式

确定采用边墙型喷头后 ,可以选择边墙型标准

或扩展覆盖喷头。根据房间的尺寸 (见图 1) 可知 ,

该房间宽度已经超过单排标准喷头最大保护跨度

3 m (“喷规”表 711112 有相应规定) ,如果采用边墙

型标准喷头 ,无论纵向横向都要布置两排 ,这种方法

喷头数量多 ,流量大 ,不利装修 ,违背了采用侧墙喷

头以利美观的初衷 ,不够理想。

图 1 　病房喷头布置方式

如果选用边墙型扩展覆盖喷头 ,根据“喷规”

61116 条第 2 款 ,对宜采用快速响应喷头场所包括

“医院、疗养院的病房及治疗区域”,而边墙型扩展覆

盖喷头正是 K = 115 的快速响应喷头 ,从这个角度

看扩展覆盖喷头是适用的。但在喷头具体的选择和

布置上 ,边墙型扩展覆盖喷头尚未纳入国家标准《自

动喷水灭火系统洒水头性能要求和实验方法》( GB

5135 —95)的规定内容中 ,“喷规”关于此种喷头的设

计参数规定也不是很全面 ,其中 711113 条“边墙型

扩展覆盖喷头的最大保护跨度 ,配水支管上的喷头

间距 ,喷头与两侧端墙的距离 ,应按喷头工作压力下

能够喷湿对面墙和邻近端墙距溅水盘 112 m 高度下

的墙面确定 ,且保护面积内的喷水强度应符合本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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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表 51011 的规定。”仅从原则上规定了喷头布置时

的技术要求。因此设计人员若在设计中采用此种喷

头 ,只能依据上述规定及生产厂家提供的喷头洒水

曲线和保护面积等资料确定喷头布置方式及喷水强

度。图 1 中的 a 和 b 是两种布置方式。

图 1a 比 b 多 1 只喷头 ,能够产生更大的喷水强

度 ,但会增加系统的流量。由于房间前端梁的存在 ,

会有边墙喷头距梁太近 ,影响洒水分布 (扩展型喷头

的洒水曲线在接近末端跌落) ,所以必须在三角区域

内加设喷头。

图 1b 只采用 1 只扩展型喷头 ,如果喷水强度和覆

盖面积能满足要求 ,是最美观且对流量影响最小的方

案。三角区域是否需要追加喷头 ,应根据曲线判断梁

是否遮挡洒水分布而定。由图 1 可见 ,此病房由卫生

间端墙到前端窗口最远点 711 m ,开间4 m ,经查阅

没有发现国产厂家喷头的喷射距离能达到 7 m ,仅

有几家外国公司生产的边墙型扩展覆盖喷头的喷射

距离能达到 713 m ,宽度达到 419 m。图 2 为某公司

喷头喷洒曲线 ,表 1 为图 2 喷头喷湿墙面的数据。

图 2 　3 mm 玻璃泡 (135 °F/ 47 ℃和 155 °F/ 68 ℃)喷头喷洒曲线侧视

表 1 　图 2 所示喷头覆盖尺寸

覆盖尺寸

宽度/ m 喷远/ m

最小流量

/ L/ min

最小压力

/ MPa

曲线代号

(图 2 所示)

419 51 5 11317 0110 ④

419 61 1 12819 0113 ③

419 61 7 14012 0116 ②

419 71 3 15514 0119 ①

　　根据图 2 洒水曲线可知 ,若使喷头能达到期望

喷射距离 711 m ,并满足“喷规”711113 条的规定 ,只

能采用①号曲线。通过控制溅水盘与顶板的距离为

300 mm (“喷规”711114 条有规定) 能避免梁的遮

挡。建筑设计中 ,三角区域有与梁齐平的局部吊顶 ,

也就是不存在梁格 ,这会减小火灾热气流屏蔽的可

能 ,从而在曲线满足的条件下可以不设三角区的喷

头 ,所以决定采用图 1b 方式不加前端喷头。

从表 1 可知曲线 ①需要喷头最小工作压力 0119

MPa ,最小流量 15514 L/ min。喷头在病房内的净保

护面积为 2517 m2 ,校核一下喷水强度 15514/ 2517 =

6105 L/ (min ·m2 ) > 6 L/ (min ·m2 ) ,符合中危险Ⅰ

级的喷水强度要求 ,但是喷头需要的支持水压比较

大 ,因此整个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流量以及喷淋泵

的扬程都要综合考虑。

2 　带有扩展覆盖喷头对系统计算的影响

211 　对流量的影响

系统的设计流量应该为最不利点处作用面积内

喷头同时喷水的各喷头流量值累加 ,即

Q =
1

60 6
n

i = 1
qi (1)

式中 Q ———系统设计流量 ,L/ s ;

qi ———最不利点处作用面积内各喷头节点的流

量 ,L/ min ;

n ———最不利点处作用面积内的喷头数。

作用面积内每只喷头的流量为 :

q = K 10 P (2)

式中 q———喷头流量 ,L/ min ;

P ———喷头工作压力 ,MPa ;

K ———喷头流量系数。

将式(2)代入式(1)中 ,得

Q =
10

60 6
n

i =1
K Pi (3)

若作用面积处既采用了常规喷头又采用了扩展

覆盖喷头 ,设 x 只喷头 K = 80 , y 只喷头 K = 115

( n′= x + y) ,则式 (3)可整理为 :

Q =
10

60
80 6

x

i = 1
Pi + 115 6

y

i = 1

P′i
　
　

=
4 10

3 6
x

i =1
Pi +

23 10
12 6

y

i =1

P′i (4)

如果采用同一型号的喷头 ,设 n 只喷头 K = 80 ,

则式 (3)可整理为 :

Q =
4 10

3 6
n

i = 1

Pi (5)

由式 (4) 、式 (5)可见 , P 和 n (或 x , y) 是 Q 的决

定因素 ,通常认为使用 K = 115 的喷头一定会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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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使用 K = 80 喷头系统的流量大 ,其实重要的影响

不在于 K 值 ,虽然扩展覆盖的 K = 115 比常规 K =

80 流量大 ,但由于单只喷头保护面积大会使喷头数

量减少 (即在同一作用面积内 n > n′) ,只要喷水强

度没有太大变化 , Q 不会大幅增长 ;另一决定因素 P

与管路的布置方式有关 ,通常由于扩展喷头的压力

较大 ,会导致整个作用面积内喷头的压力加大。就

扩展喷头来说 6
y

i = 1
P′i 中 P′i 的压力固然很大 ,但是

y 值不大 ,整个喷水强度不会大幅增加 ,所以对 Q 的

影响就不大。就常规喷头来说 6
x

i = 1

Pi 中的 x 值不

变 (按“喷规”要求布置) ,但是 Pi 会增加 ,喷头的间

距不变、数量不变 ,就会导致喷水强度增加 , Q 相应

增加多少要看扩展喷头对 P i 影响究竟有多大。比

如 K = 115 与 K = 80 喷头串在一条管路上 ,而最远

的喷头恰是 K = 115 ,由于它需要的水压比较大 ,整

个作用面积从起点就开始压力升高 ,流量增大 ,计算

到 K = 80 时每段计算管路流量都很大、损失也很

大 ,后面的喷头压力增加很快 , Q 会大大增加 ;如果

最远的喷头是 K = 80 , 比如此次某医院的设计 (见

图 3) ,由于管路的最远端几排是 K = 80 喷头 ,并且

加大配水管的管径 ,即使边墙喷头作为最不利点 , K

= 80 喷头的工作压力也比接在 K = 115 喷头后面小

很多 , 6
x

i = 1
Pi 的影响就变小 ,可以控制 Q 的增幅。

图 3 　某医院喷头布置

　　如果无法在最远端先接常规喷头 ,条件允许可

以考虑把部分边墙式喷头用单独的管路连接起来在

作用面积末端会合 ,在计算时也可以降低 6
x

i = 1
Pi

的影响 ,控制 Q 的增幅 (见图 4) ,采用图 4b 的布置

方式会比图 4a 的方式入口压力小些。

212 　对扬程的影响

由于边墙型扩展覆盖喷头所需的支持水压比常

图 4 　某医院喷头布置二

规喷头大 ,在选择系统的最不利点喷头时要仔细

考察。

水泵扬程或系统入口的供水压力应按下式计算 :

H = 6 h + P0 + Z (6)

式中 H ———水泵扬程或系统入口的供水压力 ;

6 h ———管道沿程和局部水头损失的累计值 ;

Z ———最不利点处喷头与消防水池最低水位或

系统入口管水平中心线之间的高程差 ;

P0 ———最不利点处喷头的工作压力。

此医院最高 10 层 ,为设备层 ,采用下垂型标准

喷头 ;2～8 层为病房 ,由于采用边墙型扩展覆盖喷

头 ,其工作压力比普通喷头大 0109 MPa ,设备层与

8 层病房的高差也恰好为 9 m ,这意味着在计算过程

中式 (6)中的 P0 + Z 数值相同 , 6 h 的大小将会决

定扬程最不利点在哪层。经过计算最后发现由于管

路布置、管径选取等原因 ,还是设备层的 6 h 比较

大 ,所以采用根据设备层计算的 H 进行选泵。

213 　如何选取作用面积

“喷规”对于作用面积的选取除了 91112 条 ,目

前没有详细的、可指导操作的描述。为安全起见 ,此

次医院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在病房层选取使 Q 最

大的作用面积 ,在设备层选取使 H 最大的作用面

积。如果在一栋单体里可以分别有 Q 最不利点和

H 最不利点 ,那么“喷规”中的最不利点指的是哪个

呢 (术语符号里没解释) ? 假设只有一个最不利点

( Q 和 H 都是最不利的) ,通常作法见图 5 ,最高最远

处选作用面积 (实线框) 计算后得到 Q 值 ,如果火灾

并没在作用面积内发生 ,而是发生在虚线框的地方 ,

同样的作用面积 ,因为这些喷头的压力更大 ,流量更

大 ,岂不是上述计算的 Q 值偏小 ? 因为很有可能通

常计算方式得到的 Q 值是系统最小值 ,所以分别计



给水排水　Vol. 33 　No . 1 　2007 77　　　

　

高层普通住宅自动喷水灭火与消火栓系统合设系统探讨
贺 　安 　龙

(福州精业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福州 　350005)

　　摘要 　根据高层普通住宅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与消火栓系统分设与合设图式 ,探讨了住宅自动喷

水灭火系统的喷水强度及作用面积。对分设与合设系统进行了技术和经济比较 ,认为合设系统可

行、经济、合理。

关键词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室内消火栓系统 　分设系统 　合设系统 　管材

　　对于高度小于 100 m 的建筑 ,其地下室设有车

库、1～2 层为商场、3～32 层为住宅的一类高层建

筑 ,根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84 —2001 ,2005 年版 ,以下简称“喷规”) ,普通住

宅仅在走道设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因喷头少 (一般

2～5 只) ,独立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不经济 ,能否

与室内消火栓系统合用 ,为同行所关切。

1 　消防管道水力计算

为便于分析 ,选取高层住宅中常见的一种塔楼 ,

塔楼地下室均为车库 ,1～2 层为商场 ,3～32 层为住

宅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与消火栓系统分设与合设平

面见图 1 ,塔楼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与消火栓系统分

设与合设系统见图 2 ,为方便比较 ,需假定统一的供

水条件。

　　(1) 假定消防水泵及消防水池位于地下室 ,消

防水池最低水位 - 4. 8 m ;

(2) 水泵出口至最不利消防立管的计算长度为

30 m ,地下室消防环网总长度为 60 m ;

(3) 消防分区水平环网的计算长度为 10 m ,总

长度为 20 m ;

(4) 屋面水平环网的计算长度为 10 m ,总长度

为 20 m。

算压力最大区和最小区的流量 ,并以相应的统计公

式平衡二者在系统设计流量中所占的权重似乎更为

合理。

图 5 　只有一个最不利点的通常作法

3 　结语

边墙型扩展覆盖喷头更符合美观需要 ,拓宽了

设计人员对喷头的选择范围和布置形式 ,但是在设

计中还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

(1) 屋内的顶板要水平 ,防止有障碍物破坏洒

水分布或屏蔽烟气。
(2) 要根据喷头在最小工作压力下的流量选

配管径 , 配水管径可以适当放大以减小水头

损失。

　　(3) 流量及扬程要仔细计算 ,确保系统满足使

用要求。

由于边墙型扩展覆盖喷头的设置位置离房间

的最远点距离更大 ,虽然它属快速响应喷头 ,但火

灾热气流仍要聚集到一定的程度才能触及喷头 ,

所以在设计时不能没有限制地加大保护面积 (虽

然“喷规”没有限制最大保护面积和保护跨度的具

体数值) ,尽量做到既不影响受热灭火效果又满足

美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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