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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是工程建设中的重要环节，消防设计按规合理不仅影响建

设工程的投资效益和质量安全，直接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更对城市

建设、更新、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为了进一步规范、理清本市消防设计要求，提升一线设计、审查人员的技术

水平，上海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事务中心（以下简称市勘察设计管理中心）

收集了本市建设工程中设计单位和审查机构在施工图设计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易

发问题和通病，经过组织专业人员讨论，编写了《建筑设计质量问题案例分析手

册（三）》。希望通过介绍、明确规范要求，将此手册作为有益的工具书提供给

广大设计、审查人员，保障本市消防设计审查质量。

上海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事务中心

二〇二二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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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贯彻落实《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令第 51 号）、《上海市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管理实施办法》（沪住建规范〔2020〕

3 号）、《上海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办法（试行）》（沪住建规范

〔2020〕7 号）等文件精神，提高本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质量，市勘察设计

管理中心从设计质量问题治理入手，通过多次调研，总结了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

查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广泛征求有关专家意见，编制了《建筑设计质量问题案例

分析手册（三）----消防设计案例分册》。

本分册的编制立足于本市建筑工程消防设计中的实际问题和条文解释，结合

了市、区建设工程管理部门的消防答疑汇总、复函以及本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质

量检查情况，同时也借鉴了部分外地省市建筑消防设计技术指南和疑难问题解

答。在此基础上，针对本市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查过程中对标准规范的条文理解

不够清晰明确、把握标准不一、自由裁量偏大等情况，对部分条文的理解认识和

执行尺度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旨在帮助一线设计审查人员提高技术水平，避免同

类问题重复发生，为提升建筑工程消防设计质量起到积极作用。

本分册的编制得到了上海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施工图审查分会相关单位及

上海中森建筑工程审图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谨此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紧迫和编者水平有限，本分册难免存在不足和疏漏，希望设计人员

在实际工作中及时向上海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事务中心、上海市勘察设计行

业协会施工图审查分会反馈，以供后续修订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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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组： 王巧敏 孔爱民 冯学新 冯 蔚 田丽文 吴雪梅 吴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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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专业

一、建筑分类和耐火等级

1

【问题】关于《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5.1.3-2

条，目前公共建筑只针对高层建筑有规定，当多层建筑时是否要参照执行？

【答复】公共建筑的耐火等级应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2018 年版）第 5.1.3 条确定；若单、多层非重要公共建筑的耐火等级低于二

级，则其与周围建筑的防火间距需要满足规范要求。

2

【问题】租赁式公寓消防应按住宅还是公建？

【答复】

1）根据《住宅设计标准》DGJ08-20-2019，“住宅”的定义为“供家庭居住

使用的建筑”；

2）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有关规定，公寓

为非住宅类居住建筑；

3）“租赁式公寓”的概念属经营模式。根据《上海市租赁住房规划建设导

则》分为酒店式公寓、长租公寓和公寓式酒店，前者参照《住宅设计标准》

DGJ08-20，后二者参照《旅馆建筑设计规范》JGJ62。

【依据】

《住宅设计标准》DGJ08-20-2019 第 2.0.1 条。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表 5.1.1 注 2。

沪建房管联[2020]483 号《上海市租赁住房规划建设导则》第 2.0.1 条文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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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问题】关于实验室的火灾危险性物品的最大允许总量问题，例如：单体内

有 3间实验室需使用乙类气体，规范中的“最大允许总量”是指每间实验室的量，

还是 3间实验室的合计总量。

【答复】民用建筑实验室的火灾危险性物品的最大允许总量，可以按《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3.1.2 条计算，并应明确工艺设

计与建筑设计的界面，工艺设计作为建筑设计依据，梳理实际工况。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3.1.2 表条文说

明。

4

【问题】平屋面建筑高度为建筑屋顶完成面至室外地坪，若该平屋顶找坡后

最高点超过 24m，建筑按高层还是多层定性？

【答复】建筑高度应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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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规范中未规定平屋面完成面是按坡度最高点还是最低点，宜以最高点计

算建筑高度，也可按起坡起点与最高点的平均高度计算建筑高度。

5

【问题】退台式建筑的消防登高场地如何设置？

【答复】退台式建筑是指随着楼层的增加，建筑层周边或部分外轮廓逐渐向

内收缩一种建筑形式。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

第 7.2.1 条，高层建筑应设置消防登高场地。第 7.2.2-4 条中“建筑外墙”是指

最不利的外墙，针对退台式建筑，则是指高度超过 24m 有退台的一面。公共建筑

每层应按照规范要求设置消防救援窗，退台式建筑的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位置及

与建筑外墙之间距离应以不影响消防车救援、不影响消防救援窗有效性为原则。

高层住宅建筑中的内凹口（例如单元拼接时卫生间凹口）不受 7.2.1.4 条中

场地与建筑外墙的限制。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7.2.1 条、

7.2.4 条、7.2.5 条。

二、防火分区和层数

6

【问题】某建筑扩建，扩建部分与两个原有建筑贴临并连通，扩建部分防火

分区独立设置，扩建部分与原有建筑的消防设计应如何考虑？

【答复】改扩建部分均应执行现行防火规范。如果改扩建部分的消防系统、

安全疏散等都要利用原有建筑的，则原有建筑的消防系统、安全疏散等均应按现

行防火规范重新复核计算。属于特殊类装修工程的，应按照本市特殊类装修相关

规定执行。

【依据】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1.0.2 条。

沪住建规范[2020]3 号《上海市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管理实施办法》。

沪建建管[2021]849 号《本市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许可办事指南（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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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7

【问题】回字形、U形建筑，同一防火分区时，相对外墙防火间距是否不限？

是否需考虑竖向斜向不同楼层之间门窗洞口的防火间距要求，如需考虑，是否按

相对两翼最近门窗洞口不小于天井空间高度确定防火间距要求

【答复】回字形、U形建筑，属于同一防火分区时，其相对外墙的防火间距

可不限；属于不同防火分区时，其内转角两侧墙上的门、窗、洞口之间最近边缘

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4m，相对外墙水平间距一般不小于 6m。相对外墙如满足《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5.2.2 条有关防火墙设置要求，

其防火间距不限。如下图：

【依据】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5.2.2 条文说明、6.2.5

条。

18J811-1《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图示》第 5.2.2 条。

8

【问题】高层建筑的裙房是与建筑主体相连且建筑高度不大于 24m 的附属建

筑，此“相连”是否需要功能上连通？裙房与高层之间是否有防火间距要求，其

与两栋建筑贴邻时的防火间距有何差别？

【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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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裙房建筑与高层主体建筑直接相连，使用功能可不连通；

2）裙房与高层建筑主体为一幢建筑，消防设施应按统一标准考虑，应满足

不同防火分区防火间隔要求；对于回字形、U型建筑，同第 7条问题答复；

3）两栋建筑贴邻时的防火间距应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2018 年版）中表 5.2.2 规定执行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2.1.2 条、

5.2.2 条文说明。

9

【问题】建筑高度超过 250m 的新建酒店项目，需在楼层中设置空中大堂，

是否可以把该区域环形疏散走道纳入大堂之内？

【答复】建筑高度超过 250m 的民用建筑对人员疏散的可靠性要求高于一般

高层建筑，要求高层主体部分建筑核心筒周围应设置环形疏散走道，隔墙上的门

窗应采用乙级防火门窗，实质上是避免了大空间疏散方式。酒店空中大堂本质上

是一个房间，并非真正的大堂门厅，应按照房间的疏散要求接入环形走道。

【依据】《建筑高度大于 250 米民用建筑防火设计加强性技术要求（试行）》

第三条。

10

【问题】《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5.2.2 条允

许中庭与周围连通空间采用防火玻璃墙进行防火分隔，超过 250m 的超高层建筑

是否允许？

【答复】建筑高度大于 250m 的建筑，除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要

求外，尚应结合实际情况采取更加严格的防火措施。根据《建筑高度大于 250

米民用建筑防火设计加强性技术要求（试行）》，防火墙、防火隔墙不得采用防

火玻璃墙、防火卷帘替代。因此，建筑高度大于 250m 的民用建筑高层主体部分

（包括主体投影范围内的地下室）内设置中庭时，中庭与周围连通空间应采用防

火墙或防火隔墙进行防火分隔，其耐火极限应满足《建筑高度大于 250 米民用建

筑防火设计加强性技术要求（试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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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1.0.6 条。

《建筑高度大于 250 米民用建筑防火设计加强性技术要求（试行）》第三条

-6。

三、平面布置

11

【问题】采用类似公建平面布局形式（比如设置核心筒，各房间围绕核心筒

布局）的公租房，其消防设计是否应按公共建筑的消防设计标准去考虑？

【答复】原则上可根据《上海市租赁住房规划建设导则》判断。其他情况按

项目实际使用性质判别。可参考问题 2答复。

【依据】沪建房管联[2020]483 号《上海市租赁住房规划建设导则》第 2.0.1

条文说明。

12

【问题】建筑高度＞54m 的高层住宅，其正下方 1－3层配设社区老年人照

料中心社区学校养育托管点等用房，和高层住宅成组合建造的公共建筑。高层住

宅的消防电梯，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需要层层停靠。但下方 1－3层公共

建筑与高层住宅间需设不开门窗洞口的防火墙完全分隔。高层住宅的消防电梯是

否明确可不在1－3层停靠？同时1－3层公共建筑百人疏散计算指标按3层建筑

物 0.75m 取值？

【答复】

1）问题所述的高层住宅消防电梯可不在 1-3 层停靠。

2）住宅部分和非住宅部分的安全疏散、防火分区和室内消防设施配置，可

根据各自的建筑高度分别按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有关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的

规定执行；该建筑的其他防火设计应根据建筑的总高度和建筑规模按《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有关公共建筑的规定执行。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5.4.1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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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问题】消防电梯前室及防烟楼梯前室能否设置普通电梯？建筑首层的扩大

前室内是否可以设置普通电梯？

【答复】

1）除住宅建筑的楼梯间前室外，防烟楼梯间和前室内的墙上不应开设除疏

散门和送风口外的其他门、窗、洞口，不能设置普通电梯。

2）住宅建筑的楼梯间及前室内、公共建筑的消防电梯间前室和合用前室内，

可以设置普通电梯，但此电梯轿厢、井道、机房的防火性能应符合消防电梯要求，

且应在每层的电梯上采用醒目标志注明消防电梯和非消防电梯区别。

3）对于防烟楼梯间在首层难以直通室外，可以采用在首层将火灾危险性低

的门厅扩大到楼梯间的前室内，形成扩大的防烟楼梯间前室，扩大前室属于前室

的一种特殊类型。建筑首层扩大的楼梯间前室内不能设置普通电梯；建筑首层扩

大的消防电梯间前室和合用前室可以设置普通电梯，此电梯防火性能应符合消防

电梯关于轿厢的内部装修应采用不燃材料的要求。

【依据】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5.5.17-2 条、6.4.3-5

及条文说明、7.3.5-3 条。

18J811-1《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图示》第 7.3.5 条。

14

【问题】《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没有对丁类厂房内设置办公室、会议室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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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要求，是否认为就没有限制了？或者可以认为厂房内设置的办公休息室等

均应该是厂房配套使用的，不是配套就都不应该设置在一起？

【答复】

1）规范中未对丁类厂房内设置办公室、会议室等有限制；

2）厂房内的办公室、会议室、休息室应为本厂房配套服务。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3.3.5 条。

15

【问题】地下车库是否属于无窗房间？

【答复】根据《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无窗房间发生火灾时有几个

特点：火灾初起阶段不易被发觉，发现起火时，火势往往已经较大；室内的烟雾

和毒气不能及时排出；消防人员进行火情侦察和施救比较困难。正常情况下，地

下车库一般无上述情况，不属于无窗房间。

【依据】《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2017 第 4.0.8 条文说明。

16

【问题】《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第 5.5.17-4 条里说的营业厅，是多少面积

为定义？

【答复】《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营业厅的建筑面积”，既包括营业厅内

展示货架、柜台、走道等顾客参与购物的场所，也包括营业厅内的卫生间、楼梯

间、自动扶梯等的建筑面积。对于进行了严格的防火分隔，并且疏散时无需进入

营业厅内的仓储、设备房、工具间、办公室等，可不计入营业厅的建筑面积。现

行规范没有规定具体面积指标。

引申：

1）商店营业厅的人员密度应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表 5.5.21-2 取值；

2）商店建筑规模可按《商店建筑设计规范》JGJ48-2014 第 1.0.4 条判断；

3）根据住建设部第 51 号令《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

总建筑面积大于一万平方米的商场、市场属于特殊建设工程。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5.5.21 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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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7

【问题】关于住宅建筑中配套公建的定义：住宅建筑首层平面图中存在垃圾

房、变电所、文化活动室、养育托管点、消控室、生活服务网点、居委会等配套

公建，该类建筑是否定义为住宅与其他功能合建？

【答复】依据《城市居住地区和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设置标准》中规定设置

的公共服务设施，面积与规模等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商业服务网点”

的要求，可认同为“商业服务网点”。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2.1.4 条。

18

【问题】《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表述了多类人员密集场所，请问人员密集场

所的具体指标标准，如人员密度值等？

【答复】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七十三条：“人员密集场所”，是指公众

聚集场所，医院的门诊楼、病房楼，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和集体宿舍，

养老院，福利院，托儿所，幼儿园，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公共展览馆、博物馆

的展示厅，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和员工集体宿舍，旅游、宗教活动场

所等。

2）《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5.4.12 条文说明：

“人员密集场所”既包括我国《消防法》定义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包括会议厅等

人员密集的场所。

3）《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5.5.19 条文说明：

本条中“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主要指营业厅、观众厅，礼堂、电影院、剧院和

体育场馆的观众厅，公共娱乐场所中出入大厅、舞厅，候机（车、船）厅及医院

的门诊大厅等面积较大、同一时间聚集人数较多的场所。

4）《消防法》所表示的主要是建筑物整体的监管定性。在规范条文中，人

员密集场所应按规范条文所表述的要求执行，并应具体到建筑内部的使用空间，

https://gf.1190119.com/article-27250.htm
https://gf.1190119.com/article-272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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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符合人员密集场所规定的建筑物内部的所有房间都属于人员密集场

所，比如宾馆内的餐厅、会议厅及多功能厅属于人员密集场所，但客房、办公等

就不是。商场的营业厅属于人员密集场所，设备房、办公等不属。再如体育场馆

的观众厅、集散厅等观众聚集空间属于人员密集场所，但内部用房就不属于。设

计与审查时应客观加以分辨。

19

【问题】商场中的厨房防火措施应如何界定？

【答复】

1）除居住建筑中套内的厨房外，宿舍、公寓建筑中的公共厨房和其他建筑

内的厨房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防火隔墙与其他部位分隔，墙上的门、

窗应采用乙级防火门、窗，确有困难时，可采用防火卷帘；

2）餐饮场所的用餐区域、开放式食品加工区（含超市等）不应使用明火加

工食品；

3）无就餐区的饮料店、轻食店等，可视作商店营业厅。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6.2.3-5 条。

四、安全疏散和避难

20

【问题】蹦床公园、儿童培训、电竞场所、健身场所等新兴商业业态、职业

学校的实践基地（工业建筑）等，上述业态如何计算人数？学校无固定观众座位

的篮球场、网球场馆等人员密度如何计算？

【答复】

1）有固定座位等标明使用人数的建筑，应按照标定人数为基数计算配套设

施、疏散通道和楼梯及安全出口的宽度；

2）对无标定人数的建筑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或经调查分析确定合理的使

用人数，并应以此为基数计算配套设施、疏散通道和楼梯及安全出口的宽度。

【依据】《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2019 第 6.1.1 条、6.1.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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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问题】关于疏散人数的计算问题，除《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规定的以外，

医院门诊大厅如何确定人员数量？

【答复】可根据日门诊量、医院规模等参数，确定人员数量。

22

【问题】《饮食建筑设计标准》JGJ64-2017 第 4.1.3 条规定：“附建在商

业建筑中的饮食建筑，其防火分区划分和安全疏散人数计算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中商业建筑的相关规定执行。”但目前执行中仍

然沿用商业和餐饮分别计算人数，只有个别散布的轻餐饮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统算疏散人数。当施工图设计尚未确定餐饮招商情况时，如何计算人数？

【答复】附建在商业建筑中饮食建筑的疏散人数，应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中商业建筑的相关规定执行。当营业厅内设置餐饮场所时，防火分区的建筑面积

需要按照民用建筑的其他功能的防火分区要求划分，并要与其他商业营业厅进行

防火分隔。关于人数计算，见问题 20 答复。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5.3.4 条文

说明。

23

【问题】位于商业建筑中的儿童活动场所疏散距离是按商业疏散距离还是按

幼童的疏散距离执行？

【答复】《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规定的“儿童

活动场所”主要指设置在建筑内的儿童游乐厅、儿童乐园、儿童培训班、早教中

心等类似用途的场所。若儿童活动场所已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2018 年版）第 5.4.4 条规定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则其疏散距离

可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5.5.17 条有关商业建

筑要求确定。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1.0.4 条、

5.4.4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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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问题】地下汽车库每个防火分区设计中已有两个安全出口，但最远工作地

点至本区的安全出口距离已超过 60m，这种情况下能否允许向相邻防火分区加开

辅助疏散的甲级防火门，仅仅用于解决疏散距离的不足？

【答复】汽车库的防火分区面积、疏散距离等指标均比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相应的防火分区面积、疏散距离等指标放大，故对于汽车库来讲，

防火墙上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甲级防火门，不得作为有效安全出口。

【依据】《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50067-2014 第 6.0.2

条文说明。

25

【问题】地下室能否借用相邻防火分区疏散？

【答复】

1）地下设备用房防火分区可借用相邻防火分区以及相邻汽车库进行疏散；

2）地下车库疏散见问题 24 答复；

3）其他功能空间疏散按相应规范条文执行。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5.5.9 条。

26

【问题】住宅地下机动车库连通住宅楼梯间的通道穿越住宅地下室防火分

区，住宅地下室内的设备用房可否均向该通道开门，门为甲级防火门。

【答复】可以。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5.5.9 条。

27

【问题】行走距离是否考虑固定隔断和固定家具的影响。

【答复】疏散距离需考虑实体障碍物，应按绕行折线计算。

【依据】《商店建筑设计规范》JGJ48-2014 第 5.2.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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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问题】某中学的地下室下沉式广场（-18.3m）周边设置包括游泳馆、剧场、

篮球馆、大剧场、网球场等，下沉式广场为室外敞开空间，设直通室外地面的疏

散楼梯，可否认定为安全区，供地下二、地下一层很多防火分区的疏散？

【答复】可以。应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

第 6.4.12 条。

29

【问题】建筑高度超过 33m 的住宅建筑，开向首层扩大前室（合用前室）内

的户门，可否超过 3户。

【答复】不可以。扩大前室为前室的特殊形式，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建筑高度大于 33m 的住宅建筑应采用防烟楼梯间，户门不宜直接开向前室，确有

困难时，每层开向同一前室的户门不应大于 3樘且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5.5.27-3 条。

30

【问题】建筑内设置中庭时，中庭区域是按防火单元还是按防火分区考虑？

中庭区域的疏散是否应满足 5.5.9 要求？

【答复】现行规范尚无“防火单元”的明确定义，防火单元可理解为是防火

分区的一部分；建筑内设置中庭时，其防火分区的建筑面积应按上、下层相连通

的建筑面积叠加计算，划为一个分防火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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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庭区域无功能时，疏散距离需要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要求；

中庭区域有功能时，疏散距离、疏散宽度、安全出口数量等均应符合《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对防火分区的要求。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5.3.2 条。

31

【问题】月子会所应按哪种功能进行防火设计？

【答复】无治疗功能的休养性质月子会所应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有关旅

馆建筑的规定进行防火设计，考虑到产妇行动不便等因素，其疏散距离宜按医疗

建筑的病房部分的要求执行。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5.5.8 条文

说明。

32

【问题】建筑单体中，多数房间为电气类房间（面积占比约 70%），设自动

气体灭火系统，疏散走道（面积占比约 30%），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在上述情

况下，可否电气类房间内的疏散距离不增加 25%，而疏散走道部分的疏散距离增

加 25%？

【答复】可以仅疏散走道部分的疏散距离增加。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5.5.17 条。

33

【问题】开敞式办公区的疏散按建规正文要求直线距离满足 37.5m（设喷

淋），图集另有行走距离不大于 45m 要求，应以哪个距离为准？

【答复】

1）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观众厅、展览厅、多功能厅、餐厅、营业

厅等场所包括了开敞式办公区，其任一点至其最近出口的距离可为 37.5m；

2）根据《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行走距离不应大于 45m，适用于

建成后实际使用中的消防安全管理。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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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5.5.17 条文说明。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GBT40248-2021 第 8.3.3 条。

34

【问题】独栋别墅楼梯间做到敞开楼梯间设计要求，是否疏散距离可以只算

到楼梯间？

【答复】

1）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住宅疏散以户内任一点至直通疏散走道的

户门的直线距离计算（其中户内跃层楼梯疏散距离按其水平投影长度的 1.5 倍计

算）。

2）联排式、双拼式低层住宅及独栋别墅的疏散距离可算到楼梯间。楼梯间

及楼梯应满足以下要求：当采用套内开敞楼梯时，户内任一点到直通室外安全出

口的距离不应大于 30m（其中楼梯疏散距离按其水平投影长度的 1.50 倍计算）；

当采用敞开楼梯间，每层的疏散距离可算到楼梯间（该层平面内任一点到楼梯间

的距离不应大于 22m）；该楼梯地下与地上部分在首层可不作防火分隔；户内楼

梯的宽度可按《住宅设计标准》DGJ08-20-2019 关于套内楼梯的要求执行。

【依据】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5.5.29-3 条。

《住宅设计标准》DGJ08-20-2019 第 4.6.4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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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问题】三合一前室的首层门厅是否要 2个安全出口？

【答复】住宅建筑允许楼梯间的共用前室与消防电梯的前室合用，每个单元

每层（含首层）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2个。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5.5.25 条。

五、建筑构造

36

【问题】《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第 6.1.3 条规定“紧靠防火墙两侧的门窗洞

口之间最近边缘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2米，采取设置乙级防火窗等防止火灾水平

蔓延的措施时，该距离不限。”防止火灾水平蔓延的措施，除了条文解释中列举

的设置不可开启窗扇的乙级防火窗、火灾时可自动关闭的乙级防火窗、防火卷帘

或防火分隔水幕等，是否可以参照国标图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图示》，采用乙

级防火门也是可以的？第 6.1.4 条也有相同疑问。

【答复】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设置不可开启窗扇的乙级防火窗、火

灾时可自动关闭的乙级防火窗、防火卷帘或防火分隔水幕等，均可视为能防止火

灾水平蔓延的措施。但由于门在使用时需要开启，周边如有火灾蔓延，会对人员

安全造成伤害，不利于疏散。因此，应严格执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第 6.1.3

条，不包含门。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6.1.3 条文

说明、6.1.4 条文说明。

37

【问题】疏散门净宽不够或门完全打开后影响楼梯平台的有效宽度，该如何

控制？

【答复】

1）疏散门净宽度是指安装门后的通行宽度，门洞尺寸应考虑门扇、门框后

适度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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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向疏散楼梯或疏散楼梯间的门，当其完全开启时，不应减少楼梯平台

的有效宽度。

3）下图中所示的防火门 180 度开启方式，应谨慎采用。目前市场上满足这

种要求的产品极少，很难通过产品检验，需提供此类防火门的检验报告。

【依据】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6.4.11-3 条。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2019 第 6.11.9-5 条

18J811-1《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图示》第 5.5.18 条、5.5.30 条、6.4.1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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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问题】电气竖井、强电间、配电间防火门的等级怎么判定？

【答复】

1）电缆井、管道井的检查门应采用丙级防火门。

2）变配电室开向建筑内的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6.2.7、6.2.9-2

条。

39

【问题】消防进风百叶与利用首层疏散门做自然通风的地下室封闭楼梯间是

否有距离要求？

【答复】消防进风百叶与两侧门、窗、洞口最近边缘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1.0m，与室外楼梯距离应不小于 2.0m。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6.4.1、6.4.5

条。

40

【问题】高层公共建筑，电梯核心筒位于平面中心位置，地下楼梯出地面，

楼梯顶部需设置 1.0m²的可开启窗，设计有难度，于吊顶内设置水平向通风管道

是否可行？

【答复】一般可设置防火风道接至外墙开口，防火风道的构造、耐火极限等

性能及开口间距应同该楼梯间的标准。

41

【问题】

1）地下与地上部分共用楼梯间时，且楼梯间不靠外墙设置时，地下部分加

压送风的楼梯间是否可以不设置《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3.3.11 条要求的固定窗？

2）依据《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3.1.6 条，“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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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地下建筑（室）的封闭楼梯间不与地上楼梯间共用且地下仅为一层时，可

不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但首层应设置有效面积不小于 1.2m²的可开启外窗或

直通室外的疏散门。”当设计已按此条要求设置了直通室外的疏散门时，是否还

要按照《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3.2.1 条同时在地下、

半地下建筑（室）的楼梯间顶部最高处再设置 1.0m²可开启外窗？

【答复】

1）地下与地上部分楼梯间需分隔，地下楼梯间的固定窗应按规范要求设置，

参见暖通专业问题答复第 5条。

2）规范要求设置“可开启外窗或开口”，作为楼梯间，其最上层的外窗或

外门都可以认为是在该楼梯间的最高部位的开口。

42

【问题】屋面、无功能连廊、下沉广场按照现有规范只在条文说明中反映属

安全区域，但正式条文中没有。有否可以明确？

【答复】“室内安全区域”包括符合规范规定的避难层、避难走道等，“室

外安全区域”包括室外地面、符合疏散要求并具有直接到达地面设施的上人屋面、

平台以及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6.6.4 条要

求的天桥、连廊等。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2.1.14 条文

说明。

43

【问题】下沉广场只在地下商业超过 20000m²时作为防火分隔物出现，小于

20000m²的商业能否参照？

【答复】规范要求将总建筑面积大于 20000m²的地下或半地下商店分隔为多

个建筑面积不大于 20000m²的区域，原本小于 20000m²的商地下或半地下商店性

质相同，可以参照规范要求执行。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5.3.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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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灭火救援设施

44

【问题】《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7.1.2 条规

定必须设置环形消防车道的“占地 3000 ㎡的单、多层建筑”是否仅指商场、展

览建筑？

【答复】设置环形消防车道主要是便于对建筑规模较大、火灾危险性较大的

建筑实施灭火救援。只要占地面积大于 3000 ㎡的单、多层公共建筑均需按规范

要求设置环形消防车道。

45

【问题】除《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7.1.2 条

规定必须设置环形消防车道的单、多层建筑外，第 7.1.1 条亦明确街区内的道路

应考虑消防车道的通行。那么占地面积较大的多层民用建筑、公共建筑等是否需

设置穿过式消防通道？

【答复】《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7.1.1 条规

定了城镇街区及其道路布置与规划设计应考虑消防车通行与方便灭火救援的要

求，也规定了临街的大体量建筑物的消防车道设置要求。大体量建筑应按第

7.1.1 条要求设置穿过建筑物的消防车道。

46

【问题】城市道路是否可定义为消防车道？如是，建筑一侧的树木是否需要

移除？

【答复】城市道路如作为火灾时消防救援车通行的道路或火灾时消防救援车

需停靠进行救援，该道路与建筑间要保持足够的距离和净空，避免高大树木、架

空高压电力线、架空管廊等影响灭火救援作业。因此，应移除靠近建筑一侧的乔

木。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7.1.8 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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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7.1.9 条。

47

【问题】消防登高场地能否占用市政道路？

【答复】现有市政道路条件复杂，难以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消防登高

操作场地要求，不允许占用。

48

【问题】《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7.1.8 条明

确消防车道靠建筑外墙一侧的边缘距离建筑外墙不宜小于 5m，该条如何理解？

最小距离为多少？

【答复】为保证火灾时消防救援车的快速通行及云梯架设等救援需要，以此

确定消防车道靠建筑外墙一侧的边缘距离建筑外墙不宜小于 5m，如遇山坡地或

河道临空时，在保证通行及救援条件下可适当缩小。

49

【问题】紧急消防车道出入口处市政道路设置路缘石，场地内部和市政道路

有高差，该处是否需开设车辆进出道口？是否影响消防车出入？

【答复】紧急消防车道为火灾时消防救援车的出入口，该出入口应按机动车

出入口要求设置。

七、停车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

50

【问题】关于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的小区停车位是否也需要按照《汽车库、

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要求的停车场与建筑物最小防火间距 6m 来执行

呢？

【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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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50067-2014）中规定的

停车场是指专用于停放汽车的露天场地或构筑物，包括为不特定社会公众提供停

车服务的公共停车场，客车、公交车、货车等道路营运车辆的专用停车场，工程

车、环卫车等专用车辆的专用停车场等，不包括住宅小区内部设置的地面停车位。

2）有关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停车场建设，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23 号）等文件精神执行。

【依据】住建部网站政务咨询答疑。

51

【问题】《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50067-2014 第 5.2.6

条：防火墙或防火隔墙上不宜开设门、窗、洞口，当必须开设时，应设置甲级防

火门、窗、或耐火极限不低于 3.00h 的防火卷帘。

《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GBT51313-2018 第 6.1.5-3 条：每

个防火单元应采用耐火极限不小于 2.0h 的防火隔墙或防火卷帘、防火分隔水幕

等与其他防火单元和汽车库其他部位分隔。当采用防火分隔水幕时，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 的有关规定；第 6.1.5-4 条：

当防火隔墙上需开设相互连通的门时，应采用耐火等级不低于乙级的防火门。

两个规范对防火卷帘、防火门要求不一致，应按哪个执行？

【答复】防火单元和防火分区要求不同，应分别按照各自的要求执行。防火

单元是于防火分区的一部分，当电动汽车防火单元与汽车库防火分区边界重合处

的防火卷帘、防火门应按《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50067-2014

规定设置。

52

【问题】《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50067-2014 是针对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的防火规范，但安全疏散只有汽车库、修车库的要求，

未见停车场的疏散要求。

依据术语第 2.0.3 条停车场：“专用于停放由内燃机驱动且无轨道的客车、

货车、工程车等汽车的露天场地或构筑物”。对于设在露天构筑物及屋顶露台上

的停车场，是否应明确按“敞开式汽车库”执行汽车库疏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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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

1）当屋面停车场与室内停车库共用疏散坡道时，车库分类按泊位数量的限

值应将屋面停车数计入总泊位数内，但面积可以不计入车库的建筑面积内。这是

因为屋顶车辆与车库内的车辆是共用一个上下的车道，屋顶车辆发生火灾对汽车

库同样也会有影响，应作为汽车库的整体来考虑；

2）如在其建筑的屋顶上单独设置汽车坡道停车，可按露天停车场考虑；

3）设有构筑物的停车场、屋顶露台停车场非“敞开式汽车库”，无需执行

“敞开式汽车库”疏散要求。

【依据】《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50067-2014 第 3.0.1

条及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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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排水专业

1

【问题】建筑物下部地下室（非汽车库）室内、外消防用水量的取值如何确

定？

【答复】建筑物有地上、地下部分时，地上、地下部分分别计算建筑体积。

室外消火栓设计流量按《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表

3.3.2 分别取值，地下部分参照“地下建筑”项取值，二者取大值为该建筑的室

外消火栓设计流量；室内消火栓设计流量按该规范表 3.5.2 分别取值，地下部分

参照“地下建筑”项取值，二者取大值为该建筑的室内消火栓设计流量。

2

【问题】《民用建筑水灭火系统设计规程》DGJ08-94-2007 第 5.1.3 条注 2：

在同一条道路上从一根市政环状给水管网接入两根引入管，应在两根引入管之间

的市政给水管上加设阀门。问如何落实红线外市政环管上加阀门的要求？

【答复】施工图设计文件应注明该阀门加装须征得当地自来水公司同意。具

体由建设单位负责落实。

3

【问题】工程设计中消防供水需要二路市政环状管网供水。上海市中心区域

市政供水环状管网完善、供水水厂较多，故可以认为满足消防规范要求。问上海

郊区工程当满足市政环状供水时，是否可以认为满足市政消防供水的要求？

【答复】需根据郊区实际情况确认，当不满足时需设置消防水池。

【依据】《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第 4.2 条、4.3.1

条。

4

【问题】《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50015-2019 第 3.3.7 条规定：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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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给水管网的不同管段接出两路及两路以上至小区或建筑物，且与城镇给水管形

成连通管网的引入管上应设置倒流防止器；《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 第 5.1.12 条规定：消防水泵出水管处应设倒流防止器；《建筑给

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 第 3.3.8 条规定：从小区或建筑物内的生活饮

用水管道系统上接出消防用水管道时，在消防用水管道的起端应设倒流防止器。

问消防泵直接从室外环状给水管道吸水时，如何安全、合理设置倒流防止器？

【答复】城镇给水引入管入口和消防水泵出口应分别设置倒流防止器；其中

城镇给水引入管入口设置低阻力型倒流防止器，消防水泵出口设置带空气隔断的

倒流防止器。

【依据】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 第 3.3.7-1 条。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第 5.1.12-2 条。

5

【问题】消防水泵房能否与生产、生活水泵房布置在同一房间内？

【答复】消防水泵房与生活水泵房有条件应分开设置，如合并设置，水泵房

应符合消防水泵房的设置要求，在火灾情况下能确保工作和救援人员安全出入。

消防水泵房与生产水泵房应分开设置。

【依据】《民用建筑水灭火系统设计规程》DGJ08-94-2007 第 9.1.3 条。

6

【问题】水泵接合器 15~40m 范围内室外消火栓数量是否应满足其所对应的

室内消防水灭火系统的流量需求？

【答复】不需要，设置一个即可。

7

【问题】设有消防给水系统的地下室的消防排水总量如何确定？

【答复】地下室消防排水可根据建筑平面布置、标高划分消防排水区域，每

个排水区域消防排水泵的排水总量应大于火灾延续时间内室内消防给水一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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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灭火用水量减除地面允许积水水量（按不高于 150mm 计）除以火灾延续时间，

且应至少按不小于 10L/S 配置排水设施。电气用房、消防控制室等应采取保证不

能积水的措施。

【依据】《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第 9.2.1-2 条。

8

【问题】净空大于 8m 以上的重要物品展览建筑，预作用系统不适用的情况

下，问宜采用何种自动灭火系统？

【答复】按照上海市《展览建筑及布展设计防火规程》DGJ08-2173-2016 设

置。

9

【问题】《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第 6.2.1-3 条：

自动水灭火系统报警阀处的工作压力不应大于 1.60MPa；《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

计规范》GB50084-2017 第 8.0.1 条：配水管道的工作压力不应大于 1.2MPa。二

者是否有矛盾？

【答复】喷淋系统配水管道的工作压力不应大于 1.20MPa。

【依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2017 第 8.0.1 条。

10

【问题】装修工程中高位消防水箱的有效容积是否必须满足《消防给水及消

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第 5.2.1 条的规定？

【答复】

1）对于涉及消防设施变动的装修工程，不改变使用功能的，宜执行现行国

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不得低于现状消防安全水平。

2）如涉及整个建筑物的装修、改建，应按现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设计。

3）给排水专业“涉及消防设施变动”包括：“改动室内消火栓系统”是指

改动后造成系统的设计流量、设计压力或供水设施的改变；“改动自动喷水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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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是指改动后造成了系统的设计流量、设计压力或供水设施的改变，增加或

调整报警阀组、水流指示器等主要组件的设置；“改动气体灭火系统”是指系统

保护的防护区、保护对象的改变而造成灭火设计参数、灭火剂类型及用量、控制

方式等要求的变更。

【依据】沪建建管[2021]849 号《本市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许可办事指南

（2021 版）》。

11

【问题】《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8.3.9-8 条

规定：其他特殊重要设备室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并宜采用气体灭火系统。高层

建筑内以及设于基地地上或者地下室的变配电间及 KT 站、PT 站等是否属于该条

款中的“特殊重要设备室”？高层住宅建筑内的配电间是否需要按此条设置气体

灭火系统？

【答复】并非所有高层民用建筑内的变、配电室均为特殊重要设备室，尚应

根据变、配电室的火灾危险性及发生火灾后对生产、生活产生的影响程度加以区

分。目前本市与高层建筑结合建造的变、配电站所多采用干式变压器，火灾危险

性不大，建规最新修订版的征求意见稿中也删除了该条说明文字，应避免过度消

防。

对属于电力公司管辖范围的 KT 站、PT 站等，后期管理和运维工作由电力部

门负责的，尚应符合运维管理部门的要求。近期据电力公司运维管理部门反映，

气体灭火系统的日常维护较复杂，不建议采用气体灭火系统。



消防设计案例分册 V1.0

28

暖通专业

1

【问题】地下车库每个防烟分区的长边最大允许长度是否按 60m 确定？对于

不规则的防烟分区，其最长边如何定义？如果一台排烟风机担负车库的相邻 2

个防烟分区的排烟，其系统排烟量是否需按 2个防烟分区的排烟量之和计算？

【答复】宜按轴线长边不超过 60m 确定。系统排烟量不需要叠加。

【依据】《建筑防排烟系统设计标准》DGTJ08-88-2021 第 4.1.4 条条文说

明。

2

【问题】系统负担多个防烟分区排烟时，补风量是按整个系统排烟量还是按

排烟系统中排烟量最大的防烟分区？

【答复】补风系统应和排烟系统对应设置，联动开启或关闭。系统补风量与

系统排烟量相对应，补风口补风量与对应防烟分区排烟量对应。

【依据】《建筑防排烟系统设计标准》DGTJ08-88-2021 第 4.4.7 条。

3

【问题】《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3.2.1 条对于地

下楼梯间（室内外出入口高差不大于 10m 或 3 层以下）的适用性是否可以根据图

集 20K607《防排烟及暖通防火设计审查与安装》20K607 的审查要点执行。此外，

地下楼梯间首层直通室外的疏散门是否可以作为可开启外窗或开口。

【答复】按《建筑防排烟系统设计标准》DGTJ08-88-2021 第 3.1.8 条执行。

4

【问题】《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3.2.2 条：前室

采用自然通风方式时，独立前室、消防电梯前室可开启外窗或开口的面积不应小

于 2.0m²，共用前室、合用前室不应小于 3.0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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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此处“可开启外窗或开口的面积”如何定义，是指可开启外窗的有效面

积还是指窗户的洞口面积。

【答复】按《建筑防排烟系统设计标准》DGTJ08-88-2021 第 3.2.2 条执行。

5

【问题】《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3.3.11 条：设置

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尚应在其顶部设置不小于 1m²的

固定窗。

问：若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楼梯间位于建筑内部，即不靠外墙也不邻屋

顶，固定窗如何设置可以满足要求？

【答复】一般可设置防火风道接至外墙开口，在外墙开口处设固定窗；防火

风道的构造、耐火极限等性能应同该楼梯间的标准。相关的建筑、结构专业图纸

应表达清楚。

6

【问题】同一防火分区的消防补风系统的进风口（外墙）与排烟系统的排出

口（外墙）的最小间距要求是多少？对于自然排烟和自然补风的话两者的间距要

求又如何？

【答复】机械补风应按《建筑防排烟系统设计标准》DGTJ08-88-2021 第 4.4.3

条执行，自然补风规范没有要求。

7

【问题】《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4.6.7 条条文解

释：当室内净空高度大于 8m，且采用了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设计规范》GB50084 的有效喷淋灭火措施时，该火灾热释放速率也可以按有喷淋

取值。

问：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 的有效喷淋

灭火措施有哪些？是否包含消防炮灭火装置、自动射流灭火装置？

【答复】按《建筑防排烟系统设计标准》DGTJ08-88-2021 第 5.2.6 条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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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执行。

8

【问题】《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4.6.3-3 条：当

公共建筑仅需在走道或回廊设置排烟时……，或在走道两端（侧）均设置面积不

小于 2米的自然排烟窗（口）……。

问：此处“走道两侧”的具体定义是什么，如果两侧的排烟窗位于同一个方

向，是否满足要求。

【答复】可以同一侧，距离不小于走道的 2/3。

【依据】《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4.6.3-3 条。

9

【问题】《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4.3.3-1 条、第

4.4.12-2 条、第 4.6.9 条：在排烟口的设置高度及最小清晰高度的确定时，均

提到“走道、室内空间净高不大于 3m 的区域”。

问：其中空间净高不大于 3m 的区域是否包括走道。

【答复】包括走道。

10

【问题】《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8.5.2 条：

厂房或仓库的下列场所或部位应设置排烟设施：

1）人员或可燃物较多的丙类生产场所…..；

2）建筑面积大于 5000m²的丁类生产车间；

3）……其他厂房（仓库）内长度大于 40m 的疏散走道。

问题 1：是否只要用于丙类物质的生产场所均要设置排烟设施，与面积大小

无关？

问题 2：对于第 2款中的建筑面积是指丁类生产车间的总建筑面积，还是指

用于生产的单个车间面积？

问题 3：第 3条对于厂房内位于配套办公生活区的疏散走道是否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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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

1、指车间。

2、是指车间建筑面积。

3、配套办公生活区的疏散走道按 20m。

11

【问题】《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8.5.4 条：

地下或半地下建筑（室）、地上建筑内的无窗房间，当总建筑面积大于 200m²或

一个房间建筑面积大于 50m²，且经常有人停留或可燃物较多时，应设置排烟设

施。

问：此处的“总建筑面积”具体含义是什么，是指每一层中所有无窗房间（有

人停留或可燃物较多）的面积总和吗？对于一个大于 50m²但小于 200m²的无窗房

间被分割成若干个小于 50m²的房间，是否仍需考虑排烟设施。

【答复】是指无窗房间总面积。若干个小于 50m²的房间总面积小于 200m²

无需考虑排烟。

12

【问题】《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4.3.3-1 条：“走

道、室内空间净高不大于 3m 的区域的自然排烟窗（口）可设置在室内净高度的

1/2 以上。”

问：此时走道内的挡烟垂壁的下沿是否处于室内净高的 1/2 高度？还是按第

4.6.2 条的要求设置即可？

【答复】挡烟垂壁按《建筑防排烟系统设计标准》DGTJ08-88-2021 第 4.1.3

条的要求设置。

13

【问题】对于采用自然排烟方式所需自然排烟窗截面积的计算，是否采用《建

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公式 4.6.15 和表 4.6.3 两种方式均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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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按《建筑防排烟系统设计标准》DGTJ08-88-2021 第 5.2.13 条中的

公式计算。

14

【问题】《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4.4.8-4 条：“穿

越防火分区的排烟管道，其管道的耐火极限不应小于 1.00h”，是否指整个排烟

管道均要求耐火极限不小于 1h？

【答复】按《建筑防排烟系统设计标准》DGTJ08-88-2021 第 4.3.9 条执行。

15

【问题】所有风机房、排烟机房等原防火规范中为“室内机房”，但《建筑

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中只笼统地为“机房”，是否仍然为室

内？当设置在屋面时是否可以不完全在室内？

【答复】按《建筑防排烟系统设计标准》DGTJ08-88-2021 第 3.3.5-4 条执

行。

16

【问题】对于采用机械加压送风的楼梯间顶层设置可破拆固定窗，当楼梯间

位于核心筒无法对外开窗，需要加土建风道接至室外，有否考虑这种做法的可行

性和实际效果？

【答复】见问题 5答复。

17

【问题】《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3.1.3-2 条、第

3.2.1 条是否适用地下防烟楼梯间？

【答复】前者按《建筑防排烟系统设计标准》DGTJ08-88-2021 第 3.1.5-2

条执行；后者地下防烟楼梯间贴邻下沉式广场采用自然通风时也应满足《建筑防

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3.2.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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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问题】超 50m 的建筑，前室做了正压送风系统，但一层的前室有门直通室

外是否还必须设置正压送风口？

【答复】须设。

【依据】《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3.1.2。

19

【问题】《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4.3.4-1 条：厂

房“自然排烟窗要求应沿建筑物两条对边均匀设置”。

问：此要求是否可以有个前提范围，如对于建筑防烟分区面积不大（如 500m

²以下，进深较小）且层高较小的厂房是否必须还要按此要求？是否有具体量化

参数？

【答复】应按规范执行。

20

【问题】《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3.1.2 条，其中

高度指建筑高度，如有大于 50m 的公共建筑如在 1~3 层（低区层数不多）具有自

然通风条件的封闭楼梯间（或防烟楼梯间及前室），只负责相应 1~3 层疏散，那

此楼梯间（及前室）是否可以考虑自然通风？若可以，是否有具体量化参数？

【答复】如果不在主楼投影范围内，且不属于同一防火分区，可以采用自然

通风。

21

【问题】对于《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4.4.7 条的

“当排烟管道内壁为金属时，管道设计风速不应大于 20m/s”，这一条是针对排

烟总管而言的还是排烟支管内的排烟风速也要满足“不超过 20m/s”的要求，目

前关于这一条的理解设计和审图人员当中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答复】总管支管都按 20m/s 控制，支管按末端防烟分区所需排烟量计算风

速，总管按系统计算排烟量计算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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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问题】可燃物少、面积小于 100m²的办公建筑的中庭，排烟量是否可以小

于《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4.6.5 条的要求？

【答复】按《建筑防排烟系统设计标准》DGTJ08-88-2021 第 2.1.1 条执行。

23

【问题】对于地下楼梯间的固定窗设置、地下防烟楼梯间的自然通风要求、

消防补风系统的做法，能否参照《浙江省消防技术规范难点问题操作技术指南》

的规定执行？

【答复】按《建筑防排烟系统设计标准》DGTJ08-88-2021 执行。

24

【问题】地下二层的楼梯间，埋深不超过 10m，可否采用在首层设 2m²的可

开启外窗自然通风？

【答复】按《建筑防排烟系统设计标准》DGTJ08-88-2021 第 3.1.8 条执行。

25

【问题】地下一层、二层等的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或合用前

室），通过通风竖井或采光井比照地面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或合

用前室）采用自然通风措施时，通风竖井或采光井尺度要求是否应明确？还是仅

仅横截面满足地面自然通风面积要求？

【答复】按《建筑防排烟系统设计标准》DGTJ08-88-2021 第 3.2.6 条执行。

26

【问题】设备夹层、转换层是否需要考虑排烟？何时需要考虑？需要疏散设

计、排烟、喷淋、报警之类的？

【答复】规范未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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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问题】不同防火分区的排烟与补风系统，出地面的井百叶距离是否也要满

足平面距离 20m 要求？如地库排烟系统与单体加压送风系统，是否仅考虑一个防

火分区着火？

【答复】地下室仅考虑同一防火分区，地上按楼栋考虑。

28

【问题】关于风井合用时的风量计算方式。如地库两台不同防火分区的排风

兼排烟风机机房竖井合用，在根据风井尺寸的计算中，排风叠加根据风速要求推

出井道尺寸 A；排烟风量不叠加，只考虑一个防火分区着火，根据风速要求推出

井道尺寸 B；二者取大值，是否合理？

【答复】可以。

29

【问题】清晰高度以上部分是否可以包含在自然排烟窗面积之内？

【答复】大于 3m 按清晰高度以上，不大于 3m 按一半净高以上。

【依据】《建筑防排烟系统设计标准》DGTJ08-88-2021 第 4.2.3-1、5.2.1

条。

30

【问题】首层疏散楼梯间的扩大首层前室的外门（非防火门）是否可认作自

然通风方式时的外窗或开口？

【答复】扩大前室通向室外的疏散门面积是作为自然补风使用，不应计入开

窗面积中。

【依据】《建筑防排烟系统设计标准》DGTJ08-88-2021 第 3.2.3 条文说明。

31

【问题】地库一台风机负责两个防烟分区时，风机排烟量是否需要按各分区

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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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不需要叠加。

32

【问题】地库风机排烟量是否必须在查表值基础上再乘以 1.2 系数？

【答复】需要乘以系数。

【依据】《建筑防排烟系统设计标准》DGTJ08-88-2021 第 5.2.5 条文说明。

33

【问题】加压送风、消防补风与机械排烟室外百叶若不在同一朝向，例如一

个朝东，一个朝南，需按多少米距离控制？

【答复】按《建筑防排烟系统设计标准》DGTJ08-88-202 第 3.3.5 条文说明

执行。

34

【问题】对于地下房间，房间设置机械排烟，消防补风是否可以仅在该防火

分区走道内设置补风口？房间内是否要设置补风风口（房间面积小于 500m²）？

【答复】按《建筑防排烟系统设计标准》DGTJ08-88-2021 第 4.4.1 条及条

文说明执行。

35

【问题】采用虹桥区域供冷（热）的中央空调系统，是否必须设置新风？

【答复】应设新风，否则不能满足卫生要求。

【依据】《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GB50736-2012 第 3.0.6 条关于最小

新风量的设计规定。

36

【问题】塔楼高 48.8m，防烟楼梯间可否采用直灌式加压送风？如果可以，

是否需要两点式送风，还是直接顶灌一处送风就可以？

【答复】按《建筑防排烟系统设计标准》DGTJ08-88-2021 第 3.3.4 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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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两点送风。

37

【问题】公共场所内走道长度大于 20m，但最远处的门距离疏散出口小于

20m，是否仍需设置机械排烟设施？

【答复】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应设置。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8.5.3 条。

38

【问题】《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8.5.4 条：

地下或半地下建筑（室）、地上建筑内的无窗房间，当总建筑面积大于 200m²或

一个房间建筑面积大于 50m²，且经常有人停留或可燃物较多时，应设置排烟设

施。

问：此处的“总建筑面积”具体含义是什么，是指每一层中所有无窗房间（有

人停留或可燃物较多）的面积总和吗？对于一个大于 50m²但小于 200m²的无窗房

间被分割成若干个小于 50m²的房间，是否仍需考虑排烟设施。

【答复】是指无窗房间总面积。若干个小于 50m²的房间总面积小于 200m²

无需考虑排烟。

39

【问题】通风管道连续穿越两个设备间时，两个设备间之间的防火隔墙处是

否应设置防火阀?

【答复】应设置。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9.3.11 条。

40

【问题】上海市《建筑防排烟技术规程》DGTJ08-88-2006 中有关于采光带

的规定，但《建筑防排烟系统设计标准》DGTJ08-88-2021 中已取消。当前设计

中是否还能采用采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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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可设置可熔性采光带（窗）。根据《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GB51251-2017，可熔性采光带（窗）采用在 120°C〜150°C 能自行熔化且不产

生熔滴的材料制作，设置在建筑空间上部，用于排出火场中的烟和热，符合此定

性的可熔性采光带（窗）可按相关规定作为固定窗使用。设置可熔性采光带（窗）

的场所及部位，应在建筑专业平面图中标注该场所及部位的地面面积、可熔性采

光带（窗）的面积及设置高度。建筑内设置吊顶，不得影响可熔性采光带的有效

性。

【依据】《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2.1.18 条、4.1.4

条、4.3.7 条、4.4.1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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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专业

1

【问题】某特殊类装修项目，共 27 层的综合楼，原设计有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但没有消防电源监控系统和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现要对第一层、九层、十层

进行装修（为办公场所）。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要按现行 GB50116-2013《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要求，在装修改造范围内增加消防电源监控系统和电气

火灾监控系统？

（最后审查意见：要求 3个应急照明集中电源箱增加了消防电源监控，消防

电源监控器设置在大楼消控室。）

疑问：在装修范围内，只有 3个应急照明集中电源箱需要设置消防电源监控，

3个楼层配电箱因只改动个别配出之路，不便要求增加电气火灾监控，所以需要

设置消防电源监控和电气火灾监控的点位很少，设置后对整个单体的消防安全性

提升很有限，但不设置又不满足现行规范要求。是否可以不设置？

【答复】

1）对于涉及消防设施变动的装修工程，不改变使用功能的，宜执行现行国

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不得低于现状消防安全水平。

2）如涉及整个建筑物的装修、改建，应按现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设计。

3）电气专业“涉及消防设施变动”是指：改变消防用电负荷、供电方式，

新增消防用电设备，新增设备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联动，火灾报警系统组成、

联动控制的调整，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的电源及控制方式的改动。

【依据】沪建建管[2021]849 号《本市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许可办事指南

（2021 版）》。

2

【问题】配变电所或低压总配电间采用放射式供电至消防设备，其配电回路

断路器采用何种脱扣器比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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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应采用电磁（或单磁）脱扣器。对于突然断电比过负荷造成的损失

更大的线路，不应设置过负荷保护。

【依据】《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2019 第 7.6.3 条。

3

【问题】110 千伏变电站内 110kVGIS 室、10kV 配电装置室、二次设备室、

站用变压器室、电容器室除设置疏散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外，是否要设置消防备

用照明？

【答复】

1）《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不适用于 110 千伏变

电站；应按规范《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规范》GB50229-2019、《35kV~110kV

变电站设计规范》GB50059-2011 设计。

2）110kVGIS 室、10kV 配电装置室、二次设备室、站用变压器室、电容器室

除设置疏散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外，应设置备用照明。

3）备用照明灯具可采用正常照明灯具，在火灾时应保持正常的照度。

4）考虑到 110 千伏变电站内的工作照明电源来自于站内配电屏，配电屏已

采用双电源供电，因此符合消防备用照明的规定。

【依据】

《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规范》GB50229-2019 第 11.7.2 条。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09-2018 第 3.8.2-1 条。

4

【问题】大楼只进行几个楼层整体装修，原大楼无集中控制应急照明系统，

装修的楼层是否要执行《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09-2018

规范，增加集中控制应急照明系统。

【答复】同问题 1。

5

【问题】《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第 11.2.3 条线路敷

https://gf.1190119.com/list-1229.htm


消防设计案例分册 V1.0

41

设要求中未提及明敷线路要涂防火涂料，请问明敷线路采用金属管、可挠金属管

或金属封闭线槽保护时，是否要涂防火涂料？

【答复】不需要。但消防配电线路明敷时（包括敷设在吊顶内），应穿金属

管或采用封闭式金属槽盒保护，金属管、封闭式金属槽盒应采取防火保护措施。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10.1.10-1

条。

6

【问题】《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8.4.1-13 条，

未写明“喷淋系统”，是否可以理解为可以不设置火灾报警系统？

【答复】不需要设置消防报警系统。按该条规定，只有雨淋或预作用自动喷

水灭火系统，才需设置消防自动报警系统。

【依据】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8.4.1-13

条。

7

【问题】应急照明箱能否为火灾报警系统联动的防火卷帘门供电？能否为消

防阀门供电？是否除了应急照明、疏散照明其他负荷均不可以接入？

【答复】可以。应急照明双电源切换箱可以。

8

【问题】应《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10.3.1-5

条“人员密集的厂房内的生产场所及疏散走道”，此条文中的“人员密集的厂房”

应该如何界定？

【答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

产加工车间在同一时间容纳 30 人以上的，应认为是人员密集的厂房。

9

【问题】什么情况下需要做防火门监控系统？《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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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闭防火门监控，《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要求各防火门的开启、关闭及

故障状态信号应反馈至防火门监控器，此处的各防火门是否包括常闭防火门？

【答复】《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未要求常闭防

火门监控。

10

【问题】《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09-2018 第 3.8.1

条：“避难间（层）及配电室、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自备发电机房等发生

火灾时仍需工作、值守的区域应同时设置备用照明、疏散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此条文中的“配电室”是指变电站还是所有的配电间均属于该范畴，如住宅底部

配电间；防排烟机房在此条文中未列出，是否也需要设置疏散照明；

【答复】配电室是指变电站、配电间；防排烟机房应设置备用照明，但无需

设置疏散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10.3.3 条。

11

【问题】《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09-2018 第 3.1.6

条：“住宅建筑中，当灯具采用自带蓄电池供电方式时，消防应急照明可以兼做

日常照明”，如果住宅应急疏散照明采用集中电源系统时，是否允许消防应急照

明兼做日常照明？

【答复】在满足正常照明照度情况下，消防应急照明可以兼做日常照明。但

需注意，住宅建筑疏散走道、疏散楼梯间的疏散照明照度分别为不低于 1Lx、5Lx，

而住宅建筑的走道、楼梯间正常（日常）照明照度为不低于 50Lx，二者差距较

大。

12

【问题】《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10.1.8 条：

“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防烟和排烟机房的消防用电设备及消防电梯等的供

电，应在其配电线路的最末一级配电箱处设置自动切换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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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一部分设计图纸中，消防水泵房设置了双电源切换箱，由双切箱再放

射式供电给消火栓泵配电箱和喷淋泵配电箱，这样的的供电方式是否符合此条规

范要求的末端切换？

【答复】符合。

13

【问题】防排烟风机的双重电源或两路电源，在防火分区内的配电小间或电

气竖井内切换？防排烟风机是否适应在双切电源后采用树干式供电？

【答复】可以。各防火分区内的防排烟风机、消防排水泵、防火卷帘等可分

别由配电小间内的双电源切换箱放射式、树干式供电。建议，防排烟风机等消防

设备在双切电源后采用放射式供电。消防排水泵、防火卷帘可采用树干式供电。

【依据】《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2019 第 13.7.4-6 条。

14

【问题】为后端带有消防负荷且敷设垂直井道内时的 10kV~35kV 电缆，未采

用矿物绝缘，是否算违规？

【答复】不违规。可以采用耐火电缆。

【依据】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GB50217-2018 第 7.0.7 条。

《阻燃及耐火电缆塑料绝缘阻燃及耐火电缆分级和要求第 2部分：耐火电

缆》GA306.2-2007。

《城市配电网规划设计规范》GB50613-2010 第 6.1.6 条。

15

【问题】室外采用直埋的 10kV~35kV 电缆（直接直埋至贴近建筑外墙的变电

所内），仅采用耐火电缆，未采用矿物绝缘，是否判定违规？

【答复】不违规。室外直埋敷设也可采用普通铠装电缆。

【依据】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2019 第 8.7.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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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配电网规划设计规范》GB50613-2010 第 6.1.6 条。

16

【问题】应急照明设计采用平时节电点亮，断电转应急点亮模式时，非火灾

状态下断电，应急照明点亮时间应持续多久合适？是否在 0.5h 范围内均可？

【答复】不超过 0.5h 均可。

【依据】《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09-2018 第 3.2.4

条

17

【问题】备用照明是否需要另外独立设置一套灯具？

【答复】可采用同一套灯具布置。

【依据】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10.3.2 条、10.3.3

条。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2019 第 10.4.4 条。

18

【问题】建筑物内设置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为非集中报警和非控制中心报警

系统时，是否可以不设置应急广播？

【答复】可不设置。

【依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第 4.8.7 条。

19

【问题】当穿管敷设的电线是两根或单根时，其总截面积（包括外护层）与

导管内截面积的占比有没有最低限制？

【答复】占比应考虑散热、施工不损坏电线及绝缘条件，其余不受限制。

【依据】《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2019 第 8.3.3 条。

https://gf.1190119.com/list-12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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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问题】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中，关于加压送风口和加压送风机联动控制、常

闭排烟阀或排烟口、排烟风机、补风机的联动控制，《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

准》GB51251-2017 第 5.1.2-4、5.2.2-4、5.2.2-5 条等有相关规定。在实际设

计中，可否执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第 4.5.1-1、4.5.2-2

条等相关规定？

【答复】可以。根据《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5.1.1

条，应以《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的相关规定为准执行。

【依据】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5.1.1 条。

应急管理部四川消防研究所《关于咨询<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的复

函（2018 年 11 月 7 日）。

21

【问题】消防设施物联网系统在当前设计中如何落实？

【答复】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固定灭火系统和防烟排烟系统等消防设施

的单位应按照《消防设施物联网系统技术标准》DGTJ08-2251-2018 要求设置消

防设施物联网系统，并将监控信息实时传输至市消防大数据应用平台。包括：

1）大型商业综合体：建筑面积 5万平方米（含）以上的集购物、住宿、展

览、餐饮、文娱、交通枢纽等两种或两种以上功能于一体的城市商业综合体（不

包括住宅和写字楼部分的建筑面积）；

2）超高层建筑：建筑高度超过 100 米的公共建筑；

3）其他建筑：其他应当设置消防设施物联网系统的建筑。

建设单位应将消防设施物联网系统纳入项目建设，设计单位应按照相关要求

进行方案设计及施工图设计，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将消防设施物联网系统纳入施工

图设计文件审查范围。

【依据】

《上海市消防条例》（2020）第二十四条。

《上海市建筑消防设施管理规定》（2022）第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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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消规[2021]2 号《关于本市消防设施物联网系统联网工作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