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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1.1 关于本设计指南 

艾克利斯公司（Xtralis Pty Ltd.）编写的这个设计指南是为了提供一些技术资料，让大家在针对-
40°C (-40°F)至 18°C (65°F)[1] 的冷冻设施、冷藏设施及装卸台等各个场所进行 VESDA 防火解决方 

案的设计和说明时能够作为参考。 

与大多数常用的被动式火灾探测设备不同，VESDA 探测器可以在零度以下的环境中发挥效用，而不会

丧失其极早期烟雾探测报警的功能。因此，多年来 VESDA 系统已在冷库设施中广泛应用，并成为 FM

机构批准的唯一一个烟雾探测设备，可用于启动冷库设施灭火系统。 

在本设计指南中，我们讨论了相关的设计注意事项，提出了一些建议，以便用户能够获得 有效的

方式，在典型的冷库设施环境中按照设计进行 VESDA 解决方案的安装。 

重要注意事项：本设计指南中的信息，要与地方性建筑及防火规范和标准相结合。在其它区域性的

行业应用中，如果可以应用，也需符合规范和标准的要求。 

1.2 要点 

表 1 中所给出的重点设计注意事项仅为概括性内容，应与本设计指南中的其它信息及《VESDA 系统

设计指南》相结合。[2] 

表 1  –冷库设施中 VESDA 系统重点设计注意事项 

内容 重点设计注意事项 详细信息 

采样管的材质和绝缘性必须适于在低温条件下使用。 第 3.1、3.3 和 3.5 节 

采样管网上的所有接口都必须密封良好。 第 3.4、3.5 和 4.4 节 

采样空气决不能在冷库环境中经受零度以下巨大温差

的变化。 

第 3.5、4.1、4.2 和 4.3
节 

必须保持冷库设施的完整性，所有采样管在墙面的穿

孔处必须保证密封良好。 

第 3.4 节 

VESDA 探测器必须将采样空气排回被保护区。 第 5.3 节 

VESDA 采样

管 

仅在外部温度低于被保护区内温度的情况下使用集水

装置（排水管）。 

第 4.4 和 5.4 节 

不要将采样孔布置在临近冷库入口的位置。 第 3.2 和 4.3 节 采样孔 

不要直接在冷冻室的送风口处采样。 第 3.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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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续。 

内容 重点设计注意事项 详细信息 

必须将探测器安装在被保护区外面。 第 1.4 节 

探测器必须反向安装，以避免冷凝水经采样管网进

入探测器。 

第 3.4 和 4.4 节 

如果需要，可以对采样空气进行加热。但需要考虑

一种合适的方式。 

第 5.1 和 5.2 节 

VESDA 探测

器 

考虑是否需要备用电池。 第 5.5 节 

与预动作灭火

系统相集成 

将 VESDA 系统的安装与预作用水喷淋系统相集成。 第 5.6 节 

 

2. 背景信息 

2.1 冷库设施中火灾安全系统的注意事项 

根据 NFPA 公布的统计结果，[3]冷库设施中的主要火灾危险来源于下列因素： 

• 传送装置及其它运输设备的电气或机械故障； 

• 吊顶夹层中的电气设备、电缆及其它设备； 

• 照明系统； 

• 维修操作导致的发热； 

• 丢弃的烟头； 

• 人为纵火。 

 

由于冷库中有大量包装材料等塑料制品，火灾会产生大量有毒的腐蚀性烟雾，会对货物造成损害，

并危及人身安全。冷库中还有大量的易燃物品，诸如托盘架和极易燃的轻型夹板等冷库设施的结构

材料，也会使火灾从一个地方向其它地方迅速发展蔓延。表 2 给出了冷库设施中需要重点保护的区 

域。 

表2 – 需要重点保护的区域 

区域 重点 推荐 选择 

冷冻室/冷却室    

冷藏室    

车间及维修区    

被保护区下方的回风管道    

装卸台及周边区域    

办公及监控场所    

天花板/屋顶夹层    

货架中间    

 

如果要将预作用喷淋系统纳入防火系统，就可以按照我们在第 5.6 节中所讨论的方式，使用 VESDA
系统启动释放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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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性能化设计 

性能化设计的灵活性使用户能够根据各个独立的冷库环境的特殊要求量身定做适合的防火系统，根

据自身的商业特点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 

地方性的说明性规范和标准在传统上都对探测器的间距进行了规定。对于 VESDA 采样管，采样孔的

间距等同于传统探测器的间距。在以风险评估为基础的性能化设计方法中，每个安装方式都是按照

其特殊的环境条件进行评估的。这样，采样孔的间距和位置就可以按照被保护场所的特殊设计要求

很方便地进行修改。进行现场烟雾测试，对系统的响应情况进行评估，就能够确定适当的 VESDA 的

报警灵敏度。 

因为大多数国家都认可多个国际消防工程指导方针，因而可以在这些国家使用性能化设计的概念，

这些指导方针如下列所示： 

• International Fire Engineering Guidelines（国际消防工程指导方针）（2005 版）[4] 

• 英国标准 BS 7974[5] 

• SFPE Engineering Guide to Performance-Based Fire Protection 
（SFPE 性能化防火工程指导方针）[6] 

 

这个备选的防火解决方案可以满足地方性的和国家级的针对建筑物和生命安全而制定的规范和标 

准。对环境风险及性能化要求的评估，尤其是针对无尘室的评估，必须作为设计过程的一部分来进

行。 

可以使用下列标准风险管理概念对冷库设施进行评估： 

• AS/NZS 4360, 1999[7] 
• SFPE Handbook Third Edition, 2002（SFPE 防火工程手册第三版）[8] 

 

注意：SFPE 标准官方指导方针中“性能化设计概论”[9]同样是很好的资源，可供权力机构参考，对

冷库设施所使用的 VESDA 系统进行评估。  

2.3 重点设计注意事项 

本设计指南认为，下列温度范围所对应的不同区域需要进行保护： 

• 冷冻设施：-40°C — -15°C (-40°F — 5°F) 
• 冷冻室：-9°C — 2°C (16°F — 36°F) 
• 冷藏设施及装卸台：0°C — 18°C (32°F — 65°F) 
 

警告：决不能将 VESDA 探测器安装在低于零度的环境中。 

在针对冷库设施进行 VESDA 烟雾探测系统的设计和说明时，应考虑下列问题： 

1. 需要的防火级别以及希望如何进行消防安全管理？ 

2. 采样管网是否密封良好，保证了系统的完整性？ 

3. 采样管在冷库中会经受什么样的温度和湿度条件，在其它被保护区会经受什么样的环境条件，

探测器自身又会经受什么样的环境条件？ 

4. 被保护区的用途是否会因为要求或营运需要发生变化？例如，将冷冻设施改成冷藏场所。 

5. 被保护区内、入口处和装卸台等区域的气流特性如何？ 

6. 对采样管绝缘性的要求？ 

7. 周期性除霜及相关的冷凝现象对防火有哪些影响？ 

8. 采样管网内外发生冷凝现象的可能性有多大？ 

9. 被保护区内货架的构造和配置如何？ 

10. 墙面和吊顶保温层的密封情况如何？ 

11. 防火系统中是否包含了预作用灭火系统，如果有，它是如何与 VESDA 系统相连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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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为什么要使用 VESDA 烟雾探测器 

多年来，VESDA 吸气式烟雾探测系统（ASD）已被广泛用于保护冷库设施。目前，在低温条件下使

用的大多数防火技术都不能提供早期探测报警，且容易被铲车等设备损坏。VESDA 探测器的极早期

报警功能意味着它能够探测初级（阴燃）火灾，而初级火灾能够导致财产损毁、业务彻底中断并危

及人身安全。VESDA 系统的设计非常灵活，可以将 VESDA 系统作为预作用灭火系统（包括气体灭

火和水喷淋系统）的自动激发装置。 

冷库设施中日常所储存的各种物品很多都属于易燃品，加上这种环境中气流很强，空气非常干燥，

火灾的危险性就大大增加了。火灾会在纸板、塑料包装、油性材料、食品原材料以及木制货盘之间

迅速蔓延。所以，越早探测到火灾隐患的存在越好。 

冷冻或冷藏设施中储存的货物有很多是容易腐烂变质的，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防止温度的升高，

这一点非常重要。发生火灾时，火焰产生的热量或因冷库系统停止运行而导致温度上升，都会使库

存货物变质和利润的损失。在此类环境中，即便是初级火灾，如果不能尽早探测并采取措施，也会

导致巨大的损失。库存货物长时间暴露在低浓度的烟雾中也会被污染。 

优良的系统设计能够充分发挥 VESDA 系统的其它优越性，其性能将十分可靠，不会受冷凝现象或冷

冻室产生的强气流的影响。 

很多国际性的规范和标准已经意识到了其它传统探测技术在低温环境下的局限性，于是在其规定中

反对在环境温度低于 0°C (32°F)时使用传统探测设备[10]。线性感温电缆允许在冷库环境中使用， 

但感温电缆容易被铲车和其它常用工作流程损坏。而 VESDA 探测器是安装在被保护区外面，只有采

样管网暴露在零度以下的环境中。采样管布置在吊顶下面或吊顶夹层内，不容易被损坏。 

注意：与 FM 机构对 VESDA 系统的认证不同，线性感温电缆早已明确可以用于启动预作用灭火装

置，但它不能提供极早期的烟雾探测报警，而极早期报警能够避免灭火系统的释放。 

3. 设计高效的防火系统 

特定的被保护区因用途不同，需求也会不同，本节将有针对性地介绍设计的方法。 

重要注意事项：在所有采样管网的设计中都要使用 ASPIRE2TM软件的 新版，VESDA 采样管网模

型设计程序。 

 

3.1 采样管材质 

采样管的材质要根据安装场所而定。例如，安装在吊顶上的采样管可以使用适合低温环境和温度经

常波动的内部环境的较长采样管。这样的采样管有 HFT 无卤素、耐火、耐高温塑料，ABS 塑料以及 

HDPE 高密度聚乙烯塑料等。表 3 中列出了适用的采样管材质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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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 采样管材质的性质及应用建议[11-14]。 

材质 运行温度 热涨冷缩 应用建议 

PVC -18°C (-40 — 120°F) 每 10m、每 10°C：7.0 mm 

(每 32.8ft、每 18°F：0.28”) 

-18°C (0°F)以上 

HFT -40 — 140°C  

(-40 — 284°F) 

每 10m、每 10°C：7.0 mm 

(每 32.8 ft、每 18°F：0.28”) 

-40°C (-40°F)以上 

ABS -40 — 80°C  

(-40 — 176°F) 
每 10m、每 10°C：10.1 mm 

(每 32.8 ft、每 18°F：0.4”) 

-40°C (-40°F)以上 

CPVC -18 — 94°C 

(0 — 201°F) 

每 10m、每 10°C：6.7 mm 

(每 32.8 ft、每 18°F：0.26”) 

-20°C (0°F)以上 

PE-80 -50 — 60°C 

(-58 — 140°F) 

每 10m、每 10°C：20 mm 

(每 32.8 ft、每 18°F：0.79”) 

-50°C (-58°F)以上 

PE-100 -50 — 60°C 

(-58 — 140°F) 
每 10m、每 10°C：13 mm 

(每 32.8 ft、每 18°F：0.52”) 

-50°C (-58°F)以上 

 

使用 HDPE[14]这样的连续、半柔性材质的采样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减少采样管的接口。 

3.2 采样管及采样孔的分布 

各种国际性的规范和标准都针对不同的气流速率、吊顶高度及建筑物结构等对探测点间距或 大覆

盖面积等做出了详细规定。为了符合这些说明性的规定，VESDA 的采样孔要布置在传统单个烟雾探

测器同样的位置。或者参考当地的规范，采样管和采样孔的分布也可以按照性能化设计的要求来确

定。 

注意：对于 FM 机构的认证，在冷库中，VESDA 采样孔的分布可以依照 新版的 FM8-29 数据表及

备 

忘录 0805[1, 15]中对感温探测器的说明。 

采样孔的位置通常以下面的格栅覆盖图的形式来表示(图 1)。字母 X 代表根据当地规范和标准的要求 

设定的采样孔间距。 

 

图 1 – VESDA 采样孔格栅覆盖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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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冷库中，根据除霜工作的效率和频率，入口处会出现结冰现象。在这种环境中，如果 VESDA
的采样孔太靠近入口的位置就会被冰堵塞。这是很常见的现象，但只要设定适当的系统气流故障阈

值，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通过下列方式就能够消除采样孔堵塞的影响： 

• 按照当地规范和标准中的法律规定确定采样管上距入口处 近的采样孔位置； 

• 在靠近入口的位置采用局部货架内采样的方式。结冰现象通常发生在过道上方的吊顶处，很少发

生在货架中间； 

• 将 VESDA 的采样管远离冷冻室送风气流途经的路线。 

 

注意：采样孔直径必须大于 3mm。 

参考上面的格栅覆盖图 (图 1)，若要获得 佳的空气采样性能，有 2 种备选的采样管网分布设计 

方法： 

1. 如图所示，可以将采样管沿着被保护区内吊顶布置(图 2)。这种技术能够 大限度地减少采样

管穿插墙面或吊顶的次数，可以在大多数实际情况下应用。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安装完毕后

才能在采样管上钻孔。 

2. 如图所示，可以将采样管安装在被保护区外面，利用直径较小的毛细采样管 (外径 16mm (3/4 
in) ) 穿过吊顶保温层进入被保护区 (图 3)，进行采样。这个方法中，每根毛细采样管都要 

穿过一次吊顶保温层，采样管的接口也会比较多。所有的穿插点都要充分密封，避免因入口处

空气潮湿或冷凝而发生结冰现象。只有冷库中有吊顶夹层时才会使用这个方法。毛细采样管的

长度应尽可能短，建议在 4m (13ft)以内。同时，在安装过程中必须对毛细采样管周边进行密 

封处理。 

 

 

图2 – 安装在吊顶上的 VESDA 采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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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 毛细管采样示例 

注意：建议由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墙面穿孔和密封等操作。  

3.3 采样管的保温 

如果需要对采样管进行保温处理，可以使用 Armaflex 或类似的材料。Armaflex 保温材料的温度范围

在-40°C (-40°F) — 105°C (221°F)，密度为 88—105 kg/m3，非常柔软。对于在内侧钻孔的一根 

25mm (0.98”) 的采样管，9mm (0.35”)厚的保温层就足够了。  

3.4 采样管穿孔的密封 

采样管穿过墙面或吊顶保温层的位置必须使用固体（聚氨酯泡沫）和/或软性材料（胶合树脂）进行

适当的密封。如下图所示，为了提高气密性，在穿孔处还应使用密封防护套和/或保温防护套。 (图
4)。如需更加详细的指导，请向当地墙板供应商咨询。 

 

图4 – 采样管穿孔处使用保温防护套和排水管的示例

 

为了避免在穿孔处发生冷凝现象，如图所示，从被保护区出来的采样管必须进行保温处理 (图 4)。可

以使用集水装置收集采样管表面的凝结水。 

3.5 弥补采样管伸缩的影响 

由于温度变化，采样管会有热涨冷缩现象，因此在吊顶上固定 VESDA 采样管的卡夹决不能限制采样

管的纵向移动。在先安装采样管网然后起用冷库的情况下，这一点尤其重要。例如，根据热膨胀系 

数，温度每降低 10°C (50°F)，ABS 材质的采样管会收缩 0.1%。这相当于 40m(131.2ft)长的采样管

收 

缩 40mm (1.57 inch) 的长度。如果采样管所在环境的温度高出了预期的运行温度，这种收缩就会导 

致采样管各部分之间连接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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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表 3 中给出了各种常用采样管材质的热膨胀系数。 

为了避免采样管连接的断裂，就需要为整个采样管的伸缩留有余地。 

如图所示，应使用鞍形管托或支形夹将 VESDA 采样管固定在吊顶上。(图 5) 

 

鞍形管托 支形夹 

 

弹簧管卡 (UK) 

图5 – 采样管网支撑示例 

支形夹是通过粘性胶贴附着在吊顶上的，是首选的固定方式，如果需要，也可以用螺丝固定在吊顶

上。支形夹的设计为采样管的热涨冷缩留出了一定的空间。 

为了进一步降低采样管连接断裂的可能性，固定夹决不能在紧邻采样管接口处安装。此外，管夹必

须距采样管末端至少 300mm，这样采样管的收缩就不会导致末端帽的脱落。 

3.6 货架的保护 

在多数情况下，只需将 VESDA 采样管网安装在吊顶上。但如下图所示，也可以将采样管沿着冷库的

货架进行安装 (图 6)。 

图6 – 货架间采样示例 

 

如果可能，货架间的采样管应根据采样管在货架上的安装高度穿过墙面进入保护区。  

注意：不建议在货架采样方式中使用毛细管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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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保护吊顶夹层 

电缆和冷库的控制设备常常被放置在吊顶夹层内，因而这里潜在火灾危险性很高。一些地方性规范

和标准中规定，吊顶夹层的保护必须包含在整个防火系统中。 

按照前面提供的格栅覆盖图 (图 1) 和下图 (图 7)，参照当地的规范和标准，就可以确定采样孔的 

间距。 

图7 – 吊顶夹层采样示例 

 

保护吊顶夹层的 VESDA 探测器的必须按照独立的防火分区进行设置。吊顶夹层内的采样管决不能进

入其它区域，吊顶夹层内的探测器也不能同时监测吊顶夹层外的区域。 

 

3.8 需要保护的其它区域 

对于冷库库区以外的其它区域，控制、监控、装卸及办公区等，参考当地的相关规范和标准后，采

样孔的间距及采样管网的布局与《VESDA 系统设计指南》中普通办公环境中的设计方法一致[2]。可

以对探测器的灵敏度进行调整，以符合用户对性能的要求。 

注意：放置制冷控制设备和支持设备的区域应考虑使用高灵敏度烟雾探测，如果这些区域遭到烟雾

或火灾的破坏将导致业务的中断。  

 

4. 防止冷凝和结晶 

4.1 降温的影响 

当气温下降到露点以下时，就会发生冷凝现象。其结果是形成水珠（若露点高于 0°C (32°F)） 

或结冰（若露点低于 0°C (32°F)）[16]。VESDA 采样管内部不大会发生冷凝现象，只有采样空气来 

自温度较高的区域，沿采样管传送时经过温度较低区域时才会发生冷凝现象。在采样管的外表面上

可能会发生冷凝现象，这是可以容忍的。 

进行系统设计期间，应根据下列标准对所有需要保护的区域进行分类： 

• 被保护区的用途如果发生改变，其温度和湿度将随之发生变化，例如，冷冻室改为冷藏室。 

• 查看空气温度、采样管周围环境和采样管表面温度，判断整个采样管网可能发生冷凝的位置。 

• 采样管网的气密性，包括探测器排气管。 

• 采样管和采样孔与被保护区出入口以及制冷装置送风空气途经路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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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采样管外表面的冷凝现象 

穿过保温层的采样管或毛细管在离开冷藏区域、进入环境温度较高区域（吊顶夹层或其它非低温区

域）时，采样管的外表面就很可能会发生冷凝现象。在这些区域，采样管表面的温度决定了是形成

水珠还是结冰。如下图所示，可以使用排水管收集液体，避免水珠溅落在吊顶保温层上 (图 8)。 

注意：排水管的容量必须足够大，允许在正常的水分蒸发速度下避免冷凝水溢出。 

 

 

图8 – 排水管示例 

 

4.3 采样管外表面的结晶现象 

如下图所示，接近冷库入口位置的采样管外表面偶尔会发生结冰现象 (图 9)。这种结冰现象很正常， 

只要不将采样孔布置在采样管上易受此类因素影响的位置而被堵塞，就不会对 VESDA 系统的运行造

成不利影响。应在离冷库入口处 近的采样孔处喷洒硅树脂以防止结冰。 

图9 – 接近冷库入口处采样管外表面结冰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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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采样管内部的冷凝现象 

被保护区外采样管内部发生冷凝的情况很少发生。但在被保护区的用途改变和/或季节性温度变化 

时，就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例如，冷冻库(-9°C, 16°F)改成了冷藏库(8°C, 46°F)，在冬季，气温下 

降到 8°C (46°F)以下，在冷藏库外的采样管就可能会在内部发生冷凝现象。 

可以通过下列方法确保采样管内的冷凝水不会进入探测器： 

• 如图所示，将探测器反向安装，采样管从下面接入探测器 (图 2)。 

• 安装排水管，在后面 5.4 节的内容中将做介绍。 

 

4.5 采样管内部的结晶现象 

为了 大限度地降低采样管内部结冰堵塞的可能性，不应在采样管各部分的连接处使用 90°的弯头。

如需使采样管的走向由水平转向垂直，或由垂直转向水平，应使用大半径弯管。 

冷冻室送风口处的温度比其它地方的温度低几度，所以，为了防止结冰堵塞采样孔，采样管决不能

直接安装在冷冻室送风管道气流经过的路线上。如果这样做，当被保护区内温度较高的空气进入温

度较低的采样管时，就会导致结晶现象。如图所示，若由于实际原因不能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采

样管就必须进行保温处理(图 10)。  

 

图10 – 对直接位于冷冻室送风气流路线的采样管进行保温处理示例 
（上面的设计正确，下面的设计不正确） 

 

重要注意事项：采样管决不能从温度较高的区域进入温度较低的区域。在冷冻室、冷藏室、吊顶夹

层和办公区域应分别安装不同的 VESDA 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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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装注意事项 

5.1 采样空气的加温处理 

为了获得 佳的探测效果且便于维护，必须将 VESDA 探测器安装在零度以上的环境中。在低温环境

中采集的空气样品到达探测器之前，我们可以在采样管从温度较低的被保护区中出来后增加其长 

度，就能够很容易地对采样空气进行加温处理。采样管外温度较高的空气在接近探测器的这段距离

上可以对采样管内温度较低的采样空气进行加温。通常，只需增加一小段采样管。 

下列图表 (图 11 — 图 13)中给出了多种常用采样管及不同气流速率范围条件下，将采样空气的温度

提 

高到适当的数值采样管需要增加长度的保守估算。所有计算是在假定环境温度恒定为 20°C (68°F)、 

整个采样管的表面温度为 4°C (39°F)的基础上进行的。 

 

图11 –使采样空气得到适当加温，ABS 采样管需要增加长度的估算 
 

 

图12 – 使采样空气得到适当加温，铜质采样管需要增加长度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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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 使采样空气得到适当加温，PE-80/PE-100 采样管需要增加长度的估
算 

 

5.2 加热带 

在某些极端的环境条件下，需要给空气加温，但空间有限不能增加采样管长度，且外部环境温度变

化剧烈，那么就可能需要使用加热带对采样空气进行加温。但艾克利斯公司（Xtralis Pty Ltd.） 不建

议使用加 

热带，因为 FM 机构尚未认可这种方法。 

重要注意事项：附录中给出了使采样空气得到适当加温，铜制采样管及加热带长度的估算。此部分

内容用于提供普通信息，而非应用指南。用户必须向具备资格的工程技术人员咨询加热带的正确应

用方法。 

 

5.3 排气处理 

如下图所示，必须将 VESDA 探测器排出的空气送回采样区域。(图 14) 

穿过墙面 

 

穿过吊顶 

图14 – 将排出空气送回采样区域示例 

 

如果 VESDA 探测器发生一段时间的断电停机，这种闭合式的回路可以防止温暖、潮湿的空气因压差

而通过探测器的排气管进入冷库。压差还会导致烦人的气流故障。 

排气管应尽可能短，且排气管穿过墙面进入被保护区的位置必须密封良好。 

重要注意事项：在系统断电或拆下探测器进行维护时，所有的进气管和排气管都必须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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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排水管 

排水管并非 VESDA 烟雾探测系统所必需的配件。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只有在环境条件会发生巨大变

化可能导致采样管内部发生冷凝现象时才需要使用。下面是排水管示例。(图 15) 

图15 – 排水管示例 

 

安装排水管时需要使用 T 型管接头，连接进入反向安装的探测器的采样管。水会汇集到 T 型管接头

向下分支上的截止阀处。管路的清晰部分可以使维修人员确定积水的情况，在水积聚到与主采样管

的交汇处之前打开停止阀放出积水。可以安装末端帽代替截止阀。如果长时间没有发生冷凝现象，

就可以拆除截止阀。 

重要注意事项：一旦积水排干净了，排水管的截止阀和末端帽就必须马上回复原位，采样管处于开

放状态会影响气流状态。 

 

5.5 与预作用水喷淋系统相集成 

如果安装有水喷淋系统，用户可以使用 VESDA 烟雾探测系统启动预作用水喷淋系统。为了启动预作

用水喷淋系统，即使在货架中安装了水喷淋装置，VESDA 系统通常也不会采用货架采样的方式。但

需要参考 0805 号备忘录[15]获取进一步的详细信息。 

下面概括说明了 VESDA 与预作用水喷淋系统相集成的步骤： 

1. 使用 ASPIRE2 软件设计采样管网，并确认允许的采样空气 大传输时间。根据 FM 认证，在

其 新的 FM8-29 数据表和 08-05 备忘录中规定，在冷库中安装 VESDA 时，采样孔间距等应

与感 

温探测器的间距相同[1, 15]。 

2. 在吊顶上安装 VESDA 采样管网的方法如下图所示：(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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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 在吊顶上布置 VESDA 采样管网和水喷淋
头示例 

 

3. 设置适合的 VESDA 的“警告”报警阈值，进行早期探测和处置。 

4. 设置适合的 VESDA 的“火警 1”报警阈值，如表 4 所示，用于启动预作用水喷淋系统。 

注意：可以对继电器进行设置，设定这两个报警阈值。 

表 4 中的烟雾阈值是绝对值，所以必须考虑环境的背景烟雾浓度。所有的数值均为建议值，实际值

需要根据各个场所的环境条件（换气率、货架高度等）来确定。在应用任何一个数值之前，必须进

行调试测试，以确定系统的性能（参考 6.2 节的内容）。 

VESDA 的“火警 1”报警会使该防火分区内的所有水喷淋阀进入预备状态。 

表4 – VESDA 火灾报警阈值设置指南[17] 

场所规模 小型设施 
< 500 m2  
(5400 sq.ft) 

中等规模设施 
500 – 1000 m2 
(5400 – 10800 
sq.ft) 

大型设施 
1000 – 1500 m2 
(10800 – 16200 
sq.ft) 

超大型设施 
>1500 m2  
(16200 sq.ft) 

火警 (常规高度 

10 m (30 ft) 或低

于 10 m) 

2% obs/m  
(0.61% obs/ft) 

2% obs/m  
(0.61% obs/ft) 

1.5% obs/m 
(0.46% obs/ft) 

1% obs/m  
(0.31% obs/ft) 

火警(吊顶高度较

高，超过 
10 m (30 ft)) 

1.5% obs/m  
(0.46% obs/ft) 

1.5% obs/m  
(0.46% obs/ft) 

1% obs/m  
(0.31% obs/ft) 

1% obs/m  
(0.31% obs/ft) 

每个区域允许的

采样空气 大传

输时间(s) 

阅读下面的注意

事项并参考当地

规范。 

110 11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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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对于小型设施，允许的采样空气 大传输时间取决于吊顶高度 H，它等于 

0.14H – 0.8H + 80。如果不能达到允许的采样空气 大传输时间，就需要在该区域增加探测器的 

数量。如果实际传输时间接近允许的 大传输时间，就需要考虑将火灾报警阈值降低 

10-20%加以补偿。吊顶高度的限制是针对 FM 认证的。请记住，还需要参考当地的规范和标准， 

了解其对采样空气传输时间的要求。 

 

5.6 备用电池 

使用 VESDA 系统启动预作用灭火系统时，如果发生断电事故，必须有第二个电源能够使用。这个电

源要能够为单个 VESDA 探测器提供 90 个小时的电力供应。获得认证的可以自动释放预作用喷淋系

统或水幕喷淋系统的火灾报警控制器必须能够提供 90 小时的备用电源及 10 分钟的电能以运行喷淋

系统和报警，VESDA 探测器对备用电源的要求与这个情况是相符合的。[17] 

如果 VESDA 系统单独作为极早期烟雾探测报警来使用，就需要参考当地的规范和标准，了解对备用

电源的要求。 

 

6. 其它需要考虑的事项 

6.1 VESDA 系统的运行 

对于新的冷库来说，建议在进行冷库的调试时给 VESDA 系统通电运行。这样，探测器就可以逐渐调

整，适应逐渐降低的采样空气的温度。 

现有冷库改造时，建议首先安装冷库内的采样管网，并将采样管网在被保护区内外交界处封闭。这

可以防止被保护区外的潮湿空气进入被保护区内。当冷库外部采样管网与 VESDA 探测器安装并连接

后可将采样管网的封闭解除。 

注意：可能需要在探测器周围加装围栏，保护探测器不会因天气或机械原因被损坏。 

 

6.2 系统调试 

VESDA 系统安装完毕后，可以使用 ASPIRE2 采样管设计模型软件程序来确认系统的性能和采样管

网的完整性。我们可以在 ASPIRE2 程序中将采样温度设定在某个数值范围内，以确定每个防火分区

的采样空气的传输时间。应适当地采用计算出的烟雾传输时间。随后，可以进行烟雾测试，以检验

系统在烟雾探测及启动预作用灭火系统方面的性能。 

 

6.3 保养及维护 

应根据当地规范、标准以及《VESDA 系统设计指南》关于维护的章节中所做的说明对 VESDA 系统

进行保养和维护 [2]。 

可以根据结冰的速度确定检查采样管的频率，确保采样孔不会被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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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录 – 加热带 

有几种可供选择的加热方法，包括水热交换器、电加热带或使采样管进入温度已达到 5–10°C 
(41-50°F) 的区域等。但首选电加热带，因为安装简便。下面(图 17)是采样管安装加热带的示例。 

如果采样管表面温度超过 30°C (86°F)，就需要进行隔热处理。 

图17 – 加装加热带给采样管加温的示例 

 

可以使用 Raychem 的 5BTV2-CT 或 3BTV1-CR 加热带。 

下列图表是对采样空气加温所需铜制采样管及加热带长度的估算。计算是在假定由于保温层的存在

可以忽略环境温度的影响、整个铜制采样管的表面温度为 35°C (95°F)且加热带环绕的间距为 

100 mm (4”)的基础上进行的。 

 

图18 – 加热带所对应的铜制采样管长度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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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 加热带长度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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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系统设计规定建议的免责 

艾克利斯公司（Xtralis Pty Ltd.）所提供关于系统设计的建议，仅指出了一些所应考虑的 

事项，以满足所述常见应用环境需要，获得 佳解决方案。  

在一些情况下，所提供的系统设计建议可能并不符合特定应用环境中遇到的特殊条件，艾克利斯公

司（Xtralis Pty Ltd.）并没有进行任何调查，也不保证所提供的建议能够满足所有特定的应用。对于

系统设计，艾克利斯公司（Xtralis Pty Ltd.）不保证所提建议的适用性和效能。艾克利斯公司

（Xtralis Pty Ltd.）并没有针对系统设计对所提建议就是否符合适用规范及标准进行评估，也没有进

行任何测试以评估所提系统设计建议是否适当。任何人或机构获取或使用所提供的系统设计建议，

需自费使系统设计建议符合政府法律、法规和强制执行的暂行规定、标准、议事程序，以及由任何

有权对执行系统设计建议施加影响的司法或其他权力机构颁布的指令性和指导性文件。 

必须严格按照艾克利斯公司（Xtralis Pty Ltd.）所提供的一般条款和技术文件安装、配置和使用艾克

利斯公司（Xtralis Pty Ltd.）的产品。除了一般条款，艾克利斯公司（Xtralis Pty Ltd.）对所提供的系

统设计建议的效能或采用系统建议时所使用的产品不承担任何责任。您承认已经阅读了那些条款，

并对那些条款表示认同。 

在本文件或与本系统设计建议有关的口头的文件中艾克利斯公司（Xtralis Pty Ltd.）所提供的情况、

图像或陈述等都不可作为法律陈述、承诺或保证。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艾克利斯公司（Xtralis Pty Ltd.）拒绝对不管因何种原因导致的间接的和相关

的损害承担责任。本条款中，“相关损害”应包括但不仅限于利润和商业信誉的损失或类似的财务

损失，或第三方花费的或因第三方的原因花费的款项。 

系统设计指南建议是专为使用艾克利斯公司（Xtralis Pty Ltd.）产品的系统设计而提供的技术文件。

如未事先得到艾克利斯公司（Xtralis Pty Ltd.）的书面许可，不得对本系统设计建议的任何部分进行

复制。所有此类系统设计建议或文件的版权和相关知识产权均归艾克利斯公司（Xtralis Pty Ltd.）所

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