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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关于住宅消防若干问题探讨
张祥中

‘ 程宏伟

福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

福州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

福州

摘要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一 已正式施行
。

分析了规范对住宅 室 内消防给水

系统设计提 出的新设计要求
,

并对住宅消防给水设计中若干问题进行探讨
,

提出看法与实施建议
。

关键词 住宅 室内消火栓 干式消防竖管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一 。。 简称

版
“

建规
, ,

已于 年 月 日实施
。 “

建规
, ,

适用于 层及 层以下的居住建筑 包括设置商业

服务网点的居住建筑
。

住宅属于居住建筑之一
,

因

此 层及 层以下的住宅均在此适用范围内
。

版
“建规

”
若干新要求

需设室内消火栓的住宅场所

。 版
“

建规
” 一

条规定超过 层的住宅

应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
,

也可以理解为 一 层的住

宅必须按照
“

建规
”

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
,

而超过

层的住宅则应按照《高层 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一
,

年
,

简称
“

高规
”
设置室内消

防系统
。

版“
建规

”

条与《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 》 一
,

年
,

简称 版
“

建规
” 不 同

之处在于
,

版
“

建规
”不仅规定超过 层的单元式

住宅应设置室内消防给水系统
,

对超过 层的塔式

住宅
、

通廊式住宅
、

底层设置商业网点的单元式住宅

也要求设置室 内消防给水系统
。

对 比看出
,

版
“

建规
”

对住宅须设置室内消防给水系统方面的要求

有所放宽
,

对于 层或 层 以下的住宅
,

主要采取加

强被动防火措施和依靠外部扑灭其火灾的途径来解

决
,

未强调 自救和设室内消防系统
。

单元式
、

塔式住宅室内消火栓位置

单元式
、

塔式住宅的公共部位非常有限
,

除了底

层可能有的架空停车
、

附属用房
、

管理用房场所外
,

其余各层也就只有楼梯间了
。

版
“

建规 ”
中虽没

有明确规定住宅室内消火栓设置位置
,

但设计人员

通常做法都是把室内消火栓的位置设置在楼梯间的

休息平台上
,

大多采用栓箱合一
,

少数采用栓箱分

离
。

版
“

建规
”

肯定了这种设置方法的合理性
,

且

一

条明确了单元式
、

塔式住宅的消火栓宜设

置在楼梯间的首层和各层楼层休息平台上
。

住宅室内消火栓的布置

室内消火栓的布置
,

应保证每一个防火分区同

层有 支水枪的充实水柱同时到达任何部位
。

应注

意的是 版
“

建规
”

强调了
“

同一个防火分区
”

和
“

同

层
”
概念

。

因此是否可以理解为对于住宅来说
,

上层

或下层的消火栓就不可计人本层
,

必须是同层消火

栓的 支水枪的充实水柱同时到达任何部位
。

室内消防给水管道

版
“

建规 ,’
一

条规定室 内消火栓超过

个且室外消防用水量大于 时
,

其消防给

水管道应连成环状
,

且至少应有两条进水管与室外

管网或消防水泵连接
。

版
“

建规
”
强调了

“
环状

” ,

且住宅不作为特例
。

版
“

建规
” 一 层单元住宅

和不超过 户的通廊式住宅
,

其室内消防给水管道

可为枝状
,

进水管可采用一条的设计方法在上述条

件下不能再继续采用了
。

室内消防系统的类型

版
“

建规
”
对室内消防系统设计提出了一些

新的设计方法和思路
,

其中之一就是在确有困难时
,

可根据地区气候
、

水源等情况设置干式消防竖管或

湿式室内消火栓系统
。

设置干式消防系统的建筑

物
,

只设置管径 或 的干式消防竖管

和不带消火栓箱的 的室 内消火栓
。

对于单

元式
、

塔式住宅
,

消火栓可隔层设置或在楼梯间的休

息平台设置
。

干式消防竖管平时无水
,

火灾发生后

由消防车通过首层外墙接口 向室内干式消防竖管输

水
,

消防队员 自携水龙带驳接竖管的消火栓 口投人

扑救
。

该系统因平时无水
,

可不设置消防水箱
、

消防

给水排水 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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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
,

故节省投资
。

对比 版
“

建规
”
只有湿式室内

消火栓系统的要求
,

版
“

建规
”

增加了住宅消防系

统的方式
,

显得更为灵活
。

住宅宜设置灭火器或轻便消防水龙

版
“

建规
”

条规定
,

住宅宜设置灭火器

或轻便消防水龙
。

灭火器扑救建筑物内初期起火
,

经济有效
。

当发现住宅火情时
,

首先应考虑采用灭

火器进行扑救
。

灭火器的配置要求可根据《建筑灭

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
。

版
“

建规
”

对住宅设置灭火

器未作明确要求
。

大面积商业服务网点应设置轻便消防设施

建筑面积大于 的商业服务网点应设置

消防软管卷盘或轻便消防水龙
。

这条是 版
“

建

规
”
的要求

,

对于底层有较大面积商业服务网点的住

宅
,

需要特别注意
。

消防软管卷盘或轻便消防水龙

其消防水量可不计人室内消防用水量
。

对 版
“ 建规 ”

若干条文的看法与实施建议

住宅层数的确定

关于住宅层数的计算
,

在 版
“

建规
”

执行期间

存在不明确地方
。

如住宅底部架空层
、

储藏室是否

算层 复式单元
、

跃层是否算层 而有的当地消防部

门认可底部架空层
、

储藏室不计人层数
,

有的则不认

可
。

有的认可复式单元
、

跃层不计人层数
,

有的则不

认可
。

版
“

建规 ,’ 条注
,

建筑底部设置的

不超过 的自行车库
、

储藏室
、

敞开空间可不计

人建筑层数内
。

住宅顶部为 层一套的跃层
,

可按

层计
,

其他部位的跃层以及顶部多于 层一套的

跃层
,

应计人层数
。

条文说明解释关于顶部设有跃

层或底部设有不超过 的储藏室
、

自行车库等

可不计人建筑层数的计算是与《住宅设计规范 》

。。 一致的
,

对于住宅建筑中超过 的楼层
,

其

防火设计的层数确定按《住宅建筑规范 》

简称
“

住规
” 。 “

住规 ,’ 条注
,

当住宅和其他功

能空间处于同一建筑内时
,

应将住宅部分的层数与其

他功能空间的层数叠加计算建筑层数
。

当建筑中有

一层或若干层的层高超过 时
,

应对这些层按其高

度总和除以 进行层数折算
,

余数不足 时
,

多出部分不计人建筑层数 余数大于或等于

时
,

多出部分按 层计算
。

版
“

建规
”

住宅层数的

的规定与
“

住规
”要求不统一

。

如顶部为 层一套的

跃层
,

层高一般为 一
,

按
“

住规
”
要算 层

,

版
“

建规
, ,

算 层
。 “

住规
, ,

年 月 日起实施
,

规

范全部条文为强制性条文
。

笔者认为
,

版
“

建规
”

与
“

住规
”

的规定不统一时
,

是否应按
“

住规
”

的规定

执行
。

按层数确定住宅是否需设计消防给水系统时

应采用
“

住规
”
计算规定

。

设置干式消防竖管条件
。 版

“

建规 ,’
一

条规定
,

超过 层的住宅

应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
,

当确有困难时
,

可只设置干

式消防竖管和不带消火栓箱的 的室内消火

栓
。

该条文为强制性条文
,

但对确有困难的条件判

定不够明确
,

易造成设置消火栓系统的随意性
,

无法

掌握与控制
,

也使设计上依据无力
、

被动
,

且对今后

使用
、

维护产生不利影响
。

建议给出明确的规定和

判定条件
。

笔者认为湿式室内消防给水系统在住宅

建设的总投资中所 占比例不大
,

在通常情况下都均

应采用湿式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
。

室内消火栓 口径与用水量

版
“

建规 ”要 求
,

超过 层 的住宅应设 置

的室内消火栓
。

住宅室内消火栓用水量不小

于
。

依据《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

给水排水 简称
“

技术措施 ,’
,

多层建筑当室内消火

栓用水量小于 时
,

宜采用 的室内消火

栓
,

当设计用水量不小于 时
,

应采用

的室内消火栓
。

按照水力计算
,

如每支水枪最小流

量
,

是可以采用 口径
。 “

建规
”

应设

置 的室内消火栓的要求
,

是考虑消防队员 自

携水龙带的口径都是
,

统一 口径
,

有利于火场

灭火
。

此条文为强制性条文
,

必须严格执行
。

但采

用 的室内消火栓
,

若按每支水枪 丫 流量

计算
,

同时使用水枪数量 支
,

消防用水量至少要

才能保证 支水枪的充实水柱同时到达任何

部位
。

笔者认为住宅设置 室 内消火栓是可

行的
,

但应明确设计时应同时增加相应的用水量
,

才

能满足灭火的配置需要
。

双 口双阀型消火栓

版
“

建规 ,’
一

条规定单元式
、

塔式住宅

的消火栓宜设置在楼梯间的首层和各层楼层休息平

台上
,

当设 根消防竖管确有困难时
,

可设 根消防

竖管
,

但必须采用双 口双阀型消火栓
。

住宅楼梯间

给水排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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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小
,

开间多为 一
,

设 根消防竖管确实

有困难
。

常用方法是在楼层休息平台上设置单口 型

消火栓
,

一般情况下由上层休息平台和下层休息平

台各出一支水枪
,

可满足有两支水枪的充实水柱同

时到达任何部位的使用要求
。

版
“

建规
”

提出
“

必

须采用双 口双阀型消火栓
”的依据是什么 是为了

满足同层有两支水枪的充实水柱同时到达任何部

位 虽双 口双阀型消火栓满足两股水柱要求
,

但仍

出自同一立管
,

仍有不足之处
。

且
“

高规
”

允许 层

及 层以下单元式住宅
、

每层不超过 户
、

建筑面

积不超过 的塔式住宅采用双阀双 口 型消火

栓
。

版
“

建规
”

对 一 层住宅也做同样要求
,

似

乎太严格
,

与允许住宅设置干式消防竖管系统的做

法思路上有诧异
。

室内消防竖管直径

版
“

建规 ,’
一

条规定
,

室内消防竖管直

径不应小于
。

此条与
一

强制性条

文
,

消防竖管直径不应小于 有矛盾
。

对于消

防竖管最小直径是否应有统一的要求呢 住宅室内

消防用水量相同时
,

管径为何有不同要求呢 这是

一个困惑的问题
。

消防电梯前室消火栓

消防电梯间前室内应设置消火栓
。

消防电梯前

室消火栓有专用和兼用 种方式
。

所谓
“

专用 ”

指前

室消火栓只用于前室
, “

兼用 ”

指前室消火栓除了用于

前室
,

还用于前室以外其他部位的火灾扑救
。

专用还

是兼用
,

以前曾有不同看法
。 “

技术措施
”
明确规定

,

消防电梯前室应设置消火栓
,

且该消火栓可做为普通

室内消火栓使用并计算在布置数量范围内
, “

兼用
”

观

点得到统一
。

版
“

建规
”

条文说明
,

消防电梯间前室

的消火栓与其他消火栓一样
,

无特殊要求
,

但不计人

消火栓总数
,

即认为是
“

专用 ” 。

目前
,

业内普遍认为

前室消火栓宜为
“

兼用
” , “

高规
”

对前室消火栓专用

和兼用也不作具体规定
。

笔者认为 版
“

建规
”

宜

对消防电梯前室消火栓视为
“

兼用
” ,

不要强制要求
“

专用
” ,

这样可与
“

高规
” 、 “

技术措施 ”

保持一致
。

消防水泵接合器

消防水泵接合器可在消防车到达火灾现场后
,

通过水泵接合器向室 内消防给水管网供水
,

保证室

内消防用水的水量和水压 也可在室 内设置消防水

泵
,

水泵能启动
,

但水量不能完全满足火场实际用水

量
,

消防车的消防水泵通过水泵接合器和室 内消防

水泵共同向室 内给水管网供水
,

保证消防的水量和

水压
。

干式消防竖管系统
,

可在消防车到火场后
,

通

过水泵接合器向室 内干式消防竖管供水
,

满足火场

用水量
。

版
“

建规 ,’
一

条未强调住宅室 内

消火栓系统必须设置消防水泵接合器
。

笔者认为消

防水泵接合器的作用不可忽视
,

住宅室 内消火栓系

统最好还是要设消防水泵接合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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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省 全 面 建 设 节 水 型 社 会

一、

不十丫·十十·生下‘宁二

为加强水资源的节约和保护
,

全面建设节水型社会
,

江苏省出台了《关于加快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意见 》以下简

称
“

意见
” 。

要求到 。年
,

要创建一批节水型灌区
、

节水

型企业 单位
、

节水型社区和节水型城市
,

水资源利用效率

明显提高
,

全省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耗水量降低到 耐 万

元以下
,

单位工业增加值耗水量降低到 耐 万元以下
,

水

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 以上
,

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

比例控制在 以下
,

地下水超采面积比例控制在 以下
。

“

意见
”

特别要求要加大工业企业节水技术改造力度
,

启动了火电
、

化工
、

造纸
、

冶金
、

纺织
、

建材
、

食品
、

机械八大

高耗水行业的节水行动
。

江苏省要求八大高耗水行业要编

制企业节水实施方案
,

建立健全企业用水管理制度
,

加快企

业节水技术改造
,

大力创建节水型企业
,

建成一批
“

零
”

排放

示范企业和节水型工业园区
,

逐步实施区域用水总量控制
,

选择典型地区进行试点
,

制定区域用水总量节约奖励和超

总量补偿办法
,

以定额管理约束用水总量
,

促进用水效率

和效益的提高
,

力争到
“

十一五
”

期末
,

实现全省单位工业

增加值用水量较
“

十五
”

期末降低 的 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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