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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专业问题答复

编号：20250407-建筑-0001

1. 问题名称

关于重庆轨道交通四号线西延伸段工程嘉州路站直通室外安

全出口认定的问题。

2. 问题的具体内容

（1）专业：建筑

（2）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地铁设计防火标准》GB51298-2018 第 2.0.1 条。

（3）问题描述

嘉州路站位于对市政景观要求极高的红锦大道，为减少附属

地面亭对景观的影响，本站安全出口取消地面亭采用敞口的形式

设置。防烟楼梯间顶部和室外通过一段敞口的通道+梯道的形式

进行衔接。该通道仅供人员事故时疏散，属于安全出口的一部分

且顶部直达室外，不经过其他非轨道区域，不设置影响人员疏散

的物体和可燃物。

请问：该安全出口是否可认定为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

安全出口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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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出口剖面图

3. 问题答复

该楼梯间出口门要经过较狭长的地下通道到达室外，不满足

直通室外的规范界定，不能直接认定为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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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专业问题答复

编号：20250407-建筑-0002

1. 问题名称

关于跨座式单轨有人值守设备区是否需要直通室外的安全出

口和是否可利用开往轨行区的疏散口作为安全出口的问题。

2. 问题的具体内容

（1）专业：建筑

（2）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跨座式单轨交通设计标准》GB/T50458-2022 第 22.2.19 条、

第 22.2.8条、第 22.2.9条。

（3）问题描述

问题 1：地上车站，有人值守设备区位于站台下夹层且标高

与轨行区相同，是否可将开往轨行区的疏散口作为安全出口？

问题 2：根据《跨座式单轨交通设计标准》GB/T50458-2022

第 22.2.8条、第 22.2.9 条。第 22.2.9 条明确规定跨座式单轨地下

车站有人值守的设备管理区内每个防火分区安全出口的数量不应

少于两个，并至少应有一个安全出口直通站外空间；但第 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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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地上车站对于有人值守设备区并无相关规定。结合问题 1 地上

车站的有人值守设备区是否可以将通向站台的疏散口作为第一安

全出口，将通向轨行区的疏散口作为第二安全出口？

3. 问题答复

问题 1 答复：根据《跨座式单轨交通设计标准》GB/T50458-

2022 第 22.2.19 条，地上车站的有人值守设备区可将开往轨行区

的疏散口作为安全出口。

问题 2 答复：《跨座式单轨交通设计标准》GB/T50458-2022

第 22.2.8条未对地上车站有人值守设备区内每个防火分区安全出

口的数量做相关规定，其每个防火分区安全出口的设计应参照《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第 5.5.9 条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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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专业问题答复

编号：20250407-建筑-0003

1. 问题名称

关于汽车库出入口坡道是否计入防火分区的问题。

2. 问题的具体内容

（1）专业：建筑

（2）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重庆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技术疑难问答》第 1.0.13 条。

（3）问题描述

如下图所示，黄色框区域为车库出入口外，与市政道路相接

的汽车坡道。此处的市政道路为下穿车道，即市政道路及汽车坡

道的上部有顶盖。请问此汽车坡道是否计入车库防火分区，或在

车库出入口处采取防火卷帘等分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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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问题答复

设计应先界定车库范围，车库防火分区面积应为车库外围护

结构范围内的面积，问题中车库与非车库区域应采取防火分隔措

施。车库范围外与市政道路处于同一空间的车库连接通道应满足

下穿市政道路相关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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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专业问题答复

编号：20250407-建筑-0004

1. 问题名称

关于不同功能之间防火分区分隔是否可采用防火卷帘的问题。

2. 问题的具体内容

（1）专业：建筑

（2）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第 4.1.1 条

（3）问题描述

如下图所示，填充区域为车库，与小区公共门厅为地下一层

组合建造，同一建筑中不同的建筑功能之间防火墙上的开口，是

否可采用防火卷帘进行分隔？

3. 问题答复

图示公共门厅区域、车库应按不同防火分区进行防火分隔设

计。规范未明确禁止同一建筑中车库与其他防火分区间防火墙上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17089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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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防火卷帘进行分隔。使用防火卷帘进行防火分隔的应满《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6.5.3 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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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专业问题答复

编号：20250407-建筑-0005

1. 问题名称

关于建筑与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之间距离的问题。

2. 问题的具体内容

（1）专业：建筑

（2）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第 3.4.6 条。

（3）问题描述

如下图所示，住宅设计有两层挑高的绿化平台，建筑与消防

车登高操作场地之间距离是算至绿化平台外边（L2），还是计算

至建筑主体外墙边（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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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问题答复

上图所示，住宅设置的两层挑高绿化平台相当于建筑开敞阳

台，属于建筑外轮廓边线，建筑与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之间距离

可算至该绿化平台外边缘（即 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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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专业问题答复

编号：20250512-建筑-0001

1. 问题名称

关于多层公共建筑消防车道长度、回车场的问题。

2. 问题的具体内容

（1）专业：建筑

（2）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第 3.4.3 条。

（3）问题描述

项目为一个坡地建筑，教学楼扩建，定性为一栋多层公共建

筑。建筑以 288.00 为首层，玫红色部分建筑 288.00 地面以上 6

层，地下 3 层；橙色部分建筑室外标高为 279.00~280.00，地面以

上建筑高度 20 米，埋地 1 层。总建筑面积 1.2 万方。

问题 1：建筑占地面积未超过 3000 平，以 288.0 为首层，消

防车道设置在上图玫红色标识出，长度未达到建筑长边要求，对

应《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第 3.4.3 条，是否可行？

问题 2：消防回车场采用建筑门厅内退，架空高度大于 4 米

的空间作为消防回车场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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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问题答复

问题 1 答复：扩建部分与原建筑能否定义为一栋多层公共建

筑的相关分隔措施应明确，否则应按建筑整体的最低室外地坪起

算建筑高度。

当满足多层公共建筑定性（两部分建筑分别计算消防高度）

的情况下，设计在 288标高消防车道已覆盖本次扩建部分长边，

且城市道路 280标高车道也可以覆盖整个建筑长边，满足《建筑

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第 3.4.3 条。

问题 2 答复：当回车场平面尺寸、净高、承受荷载、转弯半

径等均应满足规范相关要求时，建筑架空区域设置消防车道回车

场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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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专业问题答复

编号：20250512-建筑-0002

1. 问题名称

关于防烟楼梯间设定的问题。

2. 问题的具体内容

（1）专业：建筑

（2）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第 7.1.10条。

（3）问题描述

问题 1：建筑负二层三面可直通室外，负三层为地下室，实

际埋深不超过 3 米，根据《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第 7.1.10条规定，项目西北角的楼梯，是否可不设置防烟楼梯间？

问题 2：楼梯间的地上地下部分是否可在负二层（279.0标高）

分隔，并直通室外？

3. 问题答复

问题 1 答复：《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实施指南

第 7.1.10条明确：地下、半地下建筑的疏散楼梯间应根据其实际

服务区域的埋深确定相应的防烟性能。设计应根据具体情况研究

确定楼梯间形式，并完善相关的防火分隔措施。

问题 2 答复：根据其实际服务区域需要，楼梯间的地上地下

部分可在负二层（279.0 标高）分隔，并直通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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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专业问题答复

编号：20250512-建筑-0003

1. 问题名称

关于超高层是否执行公消办〔2017〕317号文的问题。

2. 问题的具体内容

（1）专业：建筑

（2）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关于征求<建筑高度大于 250米民用建筑 加强性防火技术

要求>意见的通知》公消办〔2017〕317号；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3）问题描述

.问题 1：超高层公建及住宅的组合建筑，建筑总高度超过 200

米，接近 250米，但小于 250米的情况下（如下图），是否应按

《建筑高度大于 250米民用建筑加强性防火技术要求》的条文执

行？若需要按此文件执行，是所有条文均应执行？还是仅执行其

中几条即可（哪几条必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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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超高层建筑在顶层局部升高，当高出部分层数超过

一层时，整栋建筑的消防救援场地是否可以设计成（满足一个长

边的长度或大于周边长度的 1/4 即可，如下图），布置位置不正

对建筑的长边？

3. 问题答复

问题 1 答复：公消办〔2017〕317号文适用于建筑高度大于 2

50m 的民用建筑高层主体部分（包括主体投影范围内的地下室）

的防火设计，建筑高度不大于 250m 的建筑不需要强制执行公消

办〔2017〕317号文。

问题 2 答复：《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第 3.4.6

条，高层建筑应至少沿其一条长边设置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问

题图示消防救援场地设置位置有误，与裙房重叠后长度不满足一

条长边长度要求，且完全未设置于建筑长边，不能满足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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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专业问题答复

编号：20250512-建筑-0004

1. 问题名称

关于在场地南北高差近 5 米情况下且设有环形消防车道情况

下，消防车道是否还要遵循大于 220米设进入场地的问题。

2. 问题的具体内容

（1）专业：建筑

（2）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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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及第 7.1.4 条。

（3）问题描述

如附图:本项目位于重庆彭水新城，共分两栋（1#楼商业综合

体、2#楼住宅），建筑层数-1F/3F，地上总高 14.4m，地下 5m，

总高不超过根据 24m，属于多层建筑。因受地势影响，本项目是

典型的坡地建筑，东西北三面与南面有近 5m 高差，1#A 楼（商

业）因设置下沉式天井，无法在内部设置消防车道进入，故而采

用在西北南三侧设置市政消防车道，东侧采用应急消防车道局部

进入的方式来解决无法形成消防车道环形的要求。《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第 7.1.1 条中该项目属于除

受环境地理条件限制，没办法设置穿过建筑物的消防车道。根据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第 7.1.1 条该

项目属于确有困难，固只设置有环形消防车道，不设进入天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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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车道。

3. 问题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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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明确当建筑物沿街道部分的长度大于 150m 或总长度大于 220

m 时，应设置穿过建筑物的消防车道。确有困难时，应设置环形

消防车道。

设计仍应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7.1.4 条，有封闭内院或天井的建筑物，当内院或天井的

短边长度大于 24m 时，当该建筑物沿街时，应设置连通街道和内

院的人行通道（可利用楼梯间），其间距不宜大于 8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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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专业问题答复

编号：20250512-建筑-0005

1. 问题名称

关于商业街天井（天井宽度 6-30 米)两侧开敞式的外走廊或

阳台在计算疏散人数、宽度时可否按半面积计算的问题。

2. 问题的具体内容

（1）专业：建筑

（2）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技术疑难问答》第 1.0.4 条。

（3）问题描述

如附图，根据重庆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技术疑难问答》

第 1.0.4 条的答复，开敞式的外走廊或阳台，可不计入防火分区的

建筑面积，但应按其建筑面积计算疏散人数、宽度，其疏散距离

应满足规范要求。根据上述条文，本项目商业街的疏散走廊为开

敞式阳台或露台，而且规划及房测计算面积时已按半面积计算，

固在计算疏散人数、宽度时也按半面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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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问题答复

根据《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第 4.1.2 条及重庆

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技术疑难问答》第 1.0.4 条的相关规定，

商业街开敞式的外走廊或阳台在计算防火分区面积时可不计入，

但应按其建筑面积计算疏散人数和疏散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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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专业问题答复

编号：20250512-建筑-0006

1. 问题名称

关于医疗建筑门诊药房（包含摆药区和取药窗口）外围防火

分隔能否使用防火卷帘的问题。

2. 问题的具体内容

（1）专业：建筑

（2）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第 4.1.3-3 条。

（3）问题描述

医疗建筑门诊药房摆药区和取药窗口之间存在自动发药机，二

者无法切分，能否在区域取药窗口外围设置防火卷帘，将发药窗

口和摆药区纳入一个区域进行防火分隔，满足 2h 防火分隔要求。

如下图：

3. 问题答复



- 24 -

根据《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 4.1.3-3 条及《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6.2.2 条的相关规

定，该综合药房整体作为医疗建筑中的储藏间功能时，应采用耐

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防火隔墙与其他场所或部位分隔，规定要

求在防火隔墙上尽量不开设门窗洞口，墙上必须设置的门窗应采

用防火门、防火窗，不允许采用防火卷帘的形式进行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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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专业问题答复

编号：20250512-建筑-0007

1. 问题名称

关于某产业园项目首层大厅外门直接开向室外凹门廊空间，

该室外空间尺度满足何种条件可定义为安全区的问题。

2. 问题的具体内容

（1）专业：建筑

（2）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5.5.1

条。

（3）问题描述

建筑首层大厅南侧出入口位于主体轮廓以内，通过首层室外凹

门廊连通室外见天区域。其首层外门距建筑外轮廓 9.0m，凹门廊

宽 7.5m，净高为 5.15m，该空间是否满足认定为首层安全区的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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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问题答复

当安全出口在建筑首层通过凹廊、骑楼、敞廊等形式进行疏

散时，这类部位的开口净高度不小于进深时，其安全出口可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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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直通室外要求。

安全出口所在的凹廊、骑楼、敞廊首层面宽范围内可设置门

窗，但应与安全出口之间满足规范间距要求。

安全出口通行的进深范围内，两侧隔墙应满足疏散走道防火

设计要求。不同功能建筑在该部位另有规范要求时，应从其规定。

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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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专业问题答复

编号：20250512-建筑-0008

1. 问题名称

关于防火规范中“贴邻”和“相邻”名词区别的问题。

2. 问题的具体内容

（1）专业：建筑

（2）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3.3.5

条。

（3）问题描述

关于防火规范中“贴邻”和“相邻”名词是否可如下理解？

贴邻是一栋建筑，2 种功能房间之间用一堵墙隔开；相邻是两栋

建筑，建筑之间用双墙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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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问题答复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中所指贴

邻，应理解为相互间没有距离。一是指建筑与建筑贴邻，即两栋

建筑完全相贴，表现形式多为双墙设缝，如间距不限时的相邻建

筑即为贴邻；二是指一栋建筑内的功能贴邻，可为满足要求的单

墙或楼板，如《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

第 5.4.13条，布置在民用建筑内的柴油发电机房不应布置在人员

密集场所的上一层、下一层或贴邻。

相邻，应理解为可能贴邻也可能有一定间隔距离。一是指两

栋建筑之间没有别的建筑物，如《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2014（2018 年版）第 5.2.2-3 条相邻两座高度相同的一、二级耐

火等级建筑中相邻任一侧外墙为防火墙，屋顶的耐火极限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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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h 时，其防火间距不限；再如《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

6-2014（2018年版）第 2.1.21 条，防火间距定义：防止着火建筑

在一定时间内引燃相邻建筑，便于消防扑救的间隔距离；二是指

一栋建筑内的功能相邻，如《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2018 年版）第 5.4.5 条，医院和疗养院的病房楼内相邻护理单

元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防火隔墙分隔；再如《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第 5.5.2 条，建筑

内的安全出口和疏散门应分散布置，且建筑内每个防火分区或一

个防火分区的每个楼层、每个住宅单元每层相邻两个安全出口以

及每个房间相邻两个疏散门最近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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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专业问题答复

编号：20250512-建筑-0009

1. 问题名称

关于防火墙是否可采用轻质防火墙的问题。

2. 问题的具体内容

（1）专业：建筑

（2）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6.1.1

条；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实施指南

第 6.1.1 条；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实施指南第 6.1.2 条。

（3）问题描述

实际项目中有很多立体仓库，单层层高 22 米，防火墙能否设

置为轻质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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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问题答复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第 6.1.2 条中指出，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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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墙任一侧的建筑结构或构件以及物体受火作用发生破坏或倒塌

并作用到防火墙时，防火墙应仍能阻止火灾蔓延至防火墙的另一

侧。

防火墙自身的结构安全是保证其发挥作用的基础，本条规定

了防火墙的基本性能要求。防火墙一般为自承重墙体，符合要求

的承重墙也可以用作防火墙。防火墙的厚度、高度、内部构造以

及与周围结构之间的连接，应能保证其在任意一侧受到侧向压力

或水平拉力作用时，均不会发生破坏或垮塌。

轻质防火墙通常无法满足以上要求，如有创新性的技术方法

和措施应进行论证并符合《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第 1.0.8 条中有关性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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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专业问题答复

编号：20250512-建筑-0010

1. 问题名称

关于地下车库防火墙上的防火卷帘耐火极限的问题。

2. 问题的具体内容

（1）专业：建筑

（2）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50067-2014

第 5.2.6 条、第 5.2.7 条；

（3）问题描述

根据上述第 5.2.7 条规定，地下车库内设置在防火墙上（车道

处）的防火卷帘是否仅满足耐火完整性 3h即可？还是必须要满足

耐火极限 3h？

3. 问题答复

当车道上的防火卷帘处于两个防火分区间的防火墙上时，应

满足耐火极限不低于 3.00h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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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构专业问题答复

编号：20250408-结构-0001

1. 问题名称

关于一、二级耐火等级单层厂房（仓库）的柱，其耐火极限

的问题。

2. 问题的具体内容

（1）专业：结构

（2）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3.2.10

条。

（3）问题描述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3.2.10

条“一、二级耐火等级单层厂房（仓库）的柱，不应低于 2.50h

和 2.00h。”该条文规定的柱耐火极限低于 5.1.2 条的规定。《建

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中缺少该条文。

在《建筑防火通用规范》执行后，一、二级耐火等级单层厂

房（仓库）的柱的耐火极限是否可以继续执行《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3.2.10 条。

3. 问题答复

可以继续执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3.2.10条。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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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耐火等级定义上和《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保持一

致。《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并未明确耐火极限时间，

因此《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第 3.2.10

条仍然有效。



- 37 -

2 结构专业问题答复

编号：20250513-结构-0001

1. 问题名称

关于商业观光钢结构电梯是否可以使用膨胀型防火涂料的

问题。

2. 问题的具体内容

（1）专业：结构

（2）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51249-2017 第 4.1.3 条第 2

款。

（3）问题描述

《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51249-2017 第 4.1.3 条第 2

款“设计耐火极限大于 1.50h 的构件，不宜选用膨胀型防火涂料。”

由于非膨胀涂料的外观较差，商业的观光钢结构电梯，钢柱耐火

极限时间为 3 小时，是否可以采用膨胀型防火涂料。

3. 问题答复

在观光钢结构电梯中可以采用耐久性、耐老化性能好的膨胀

型涂料。

《钢结构防火涂料应用技术规程》T/CECS24-2020第 3.2.4

条文“除钢管混凝土柱外，设计耐火极限大于 2.00h的构件，应

选用非膨胀型钢结构防火涂料或环氧类膨胀型钢结构防火涂料”。

在《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51249-2017 第 4.1.2 条的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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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中有少数膨胀型涂料产品能满足设计耐火极限 3h的钢构件

的防火保护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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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给排水专业问题答复

编号：20250409-给排水-0001

1. 问题名称

关于“丙类高层厂房（面粉厂）喷淋系统的设置及用水量”

的问题。

2. 问题的具体内容

（1）专业：给排水

（2）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2017 第 5.0.1 条、

第 5.0.2 条。

（3）问题描述

一栋丙类高层厂房（面粉厂），按要求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

系统，但该厂房有一个从一楼贯穿到楼顶的吊物洞和毛麦仓，如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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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按照最大净空高度超过 18m考虑，但规范并无超过 18m

的相关设计参数；该丙类厂房应设置哪种自动灭火系统以及设计

流量怎么取值?

3. 问题答复

根据《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第 8.1.8 条第 5 款、第

12 款，《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版）第 1.0.2

条，《粮食立筒库设计规范》LS8001-2007 第 8.1.5 条要求，毛麦

仓（筒仓）内不得设置任何形式的消防给水系统（包括自动喷水

灭火系统）；吊物洞为货物运输竖向通道（类似于货梯竖向井道），

可不设置喷头，但吊物洞在每层的开口部位应采取防火隔断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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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给排水专业问题答复

编号：20250409-给排水-0002

1. 问题名称

关于室外消火栓设置的问题。

2. 问题的具体内容

（1）专业：建筑

（2）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第 7.3.1 条、第 7.3.4 条；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7-2022 第 3.0.4 条。

（3）问题描述

建筑专业开放总图时，只显示是道路红线，具体车站建成前

道路是否实现规划无法确定，致使给排水专业在设置室外消火栓

时就存在如下疑惑，到底是按照距离既有道路边设置消火栓还是

按照道路红线边，目前做法不一。图示黑色粗线范围道路实施时

限不明，设置在位置图示 1 位置，距离 3 号口距离超 40 米（约

42 米），但规范要求是不宜超 40 米。设置在图示 2 位置距离满

足，但是不在现状路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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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下，室外消火栓如何设置比较合理？

3. 问题答复

根据《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第 7.

3.1 条、第 7.2.6 条、第 7.3.4 条，《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

6-2022 第 3.0.4 条，室外消火栓应布置在消防车易于接近的人行

道和绿地等处。本项目的室外消火栓应布置在既有道路边，不宜

布置在规划道路红线边，也可利用距离出入口 40m 以内的市政消

火栓。

室外消火栓在项目无现状道路时，应结合规划道路位置布置；

有现状道路时，应结合现状道路位置布置。有条件的，可根据规

划道路位置预设室外消火栓，但该室外消火栓在规划道路建成前

且与现状道路边的距离不满足规范要求时，不应计入项目可用的

室外消火栓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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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给排水专业问题答复

编号：20250409-给排水-0003

1. 问题名称

关于灭火器配置的问题。

2. 问题的具体内容

（1）专业：给排水

（2）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第 5.2.1 条、第

5.2.4 条；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10.0.1 条。

（3）问题描述

目前地铁车站，有很多房间电压是超的，房间面积也比较大，

例如：35Kv 开关柜室，高压控制室等房间。房间内不增设灭火器，

无法满足建筑灭火器配置规范的距离要求，增加零星配置灭火器，

又不满足消防设施通用规范要求。

请问如遇到类似问题，灭火器如何配置比较合理。

3. 问题答复

根据《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第 8.1.1 条、《地

铁设计防火标准》GB51298-2018 第 7.4.3 条、《消防设施通用规

范》GB55036-2022 第 10.0.1 条第 5 款、《手提式灭火器》GB43

51-2023 第 9.2.3.3 条和《推车式灭火器》GB8109-2023 第 9.2.5.3

条要求，地铁车站的 35Kv 开关柜室，高压控制室等房间应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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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器。

带电设备电压超过 1kV且灭火时不能断电的场所不应使用灭

火器带电扑救，是确保消防救援人员安全的现场操作规程，设计

阶段应按照规范布置灭火器，并应（在设计图纸上）明确上述规

定。

提示：根据渝公消发〔2000〕194 号文，灭火器应由建筑专

业布置；另外，根据《重庆市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编制技术

规定》（2024 版）第 3.2.3.10 条第 6）款和第 3.2.4.15 条第 15）

款，灭火器由建筑专业布置。

（灭火器电绝缘性能的操作要求：对于标识适用于 E 类火的

灭火器，应标注“警告-仅适用于 1m 以外对低压不超过 1KV 的

带电设备灭火”；对于不具有电绝缘性能的灭火器，应标注“警

告-不适用于带电设备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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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给排水专业问题答复

编号：20250514-给排水-0001

1. 问题名称

关于总建筑面积大于 3000 ㎡且局部设置集中空气调节系统

的单、多层公共建筑，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尺度问题。

2. 问题的具体内容

（1）专业：给排水

（2）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8.3.4.

3 条；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第 8.1.9.7 条。

（3）问题描述

案例 1：S 总＞3000 ㎡；S 集中空调＜3000 ㎡；且 S 分体空

调＞＞S 集中空调。比如某多层教学楼，教室及办公室设置分体

空调，一层食堂或多功能厅局部设置了多联机+新风系统；又比

如某多层办公楼，办公室设置分体空调，一层入户大堂或顶层大

会议室局部设置多联机+新风系统；但集中空调的面积都很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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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极端情况仅 100~200 ㎡）。如下图所示：

案例 1 问题：是否要求设置自动灭火系统？

（一般审查过程中，认为该案例未达到规范条款描述的火灾

危险性程度，不要求上自动灭火系统。）

案例 2：S 总＞3000 ㎡；S 集中空调＞3000 ㎡。如下图所示：

案例 2 问题：仅集中空调区域设置自动灭火系统，还是整栋

建筑都需要设置自动灭火系统。

尤其是上图第二种情况，设置集中空调的区域和设置分体空

调的区域在平面上及竖向上完全脱开，但是中间采用连廊连接，

且建筑整体定义为一栋楼。是否需要整栋建筑都需要设置自动灭

火系统，或是在采用何种分隔措施的前提下，可只在集中空调区

域设置自动灭火系统。

案例 3：S 总＞3000 ㎡；S 集中空调＞3000 ㎡；但设置集中

空调的区域分隔在不同楼层。比如某多层办公楼，办公室设置分

体空调，一层入户大堂和顶层大会议室局部设置多联机+新风系

统。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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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 问题：是否需要设置自动灭火系统？

如是，仅集中空调区域设置自动灭火系统，还是整栋建筑都

需要设置自动灭火系统。

案例 4：S 总＞3000 ㎡；S 集中空调＞3000 ㎡；但设置集中

空调的区域分隔在不同防火分区，且每个防火分区面积都不超 30

00 ㎡。比如某单层办公楼群，每个设置集中空调的办公区均为 2

500 ㎡，但是中间采用连廊连接，且建筑整体定义为一栋楼。如

下图所示：

案例 4 问题：是否需要设置自动灭火系统。

案例 5：S 总＞3000 ㎡；S 集中空调＜3000 ㎡；且 S 集中空

调＞＞S 分体空调。比如某多层办公楼，办公室绝大部分设置集

中空调，但只在一层局部抠出几间办公室做分体空调，将集中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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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的面积控制在 3000 ㎡以内。如下图所示：

案例 5 问题：是否要求设置自动灭火系统？

（一般审查过程中，不接受此类“钻空子”的做法，均要求

设置自动灭火系统。建议明确一个合理的比例，如 S 总＞3000㎡；

S 集中空调＜3000 ㎡；且 S 集中空调＜S 总的 1/3 或 1/2时，认为

该建筑以分体空调为主，可按案例 1 的结论执行。）

案例 6：S 总＞3000 ㎡；S 集中空调＞3000 ㎡；且集中空调

分楼层设置。比如某多层办公楼，建筑总面积大于 3000 m2，集

中空调按各层独立设置，各层由满足安全通道要求的防烟楼梯间

连接。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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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 问题：是否要求设置自动灭火系统？

案例 7：S 总＞3000 ㎡；S 集中空调＞3000 ㎡；但设置集中

空调的区域分隔在不同防火分区，且每个防火分区面积都不超 30

00 ㎡。比如某多层公共建筑，建筑总面积 3850m2，体积 126645

m3，5 层，每个防火分区面积不超过 2500m2，（GB50016-2014

第 5.3.1 条，一、二级单多层民用建筑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为 2500m2），集中空调在各自防火分区设置。

案例 7 问题：集中空调未穿越防火分区，独立疏散，是否可

不设置喷淋？

如可不设，独立疏散、安全通道需达到什么标准？

3. 问题答复

总建筑面积大于 3000㎡且局部设置具有送回风道（管）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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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空气调节系统（以下简称集中空调系统）的单、多层公共建筑，

设置集中空调系统的单个防火分区的建筑面积超过 3000 ㎡或多

个防火分区（包括同层或不同层布置）的建筑面积之和超过 3000

㎡时，在集中空调系统所属的防火分区内，均应设置自动灭火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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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给排水专业问题答复

编号：20250514-给排水-0002

1. 问题名称

关于扶梯底部设置喷头的问题。

2. 问题的具体内容

（1）专业：给排水

（2）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8.3.3

条。

（3）问题描述

关于《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8.

3.3 条第 2 款中的“自动扶梯底部”该如何理解，是否理解为仅在

自动扶梯最底层（有地面处）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喷头，一类

高层公共建筑（如 24m 以上部分任一楼层建筑面积大于 1000m2

的商店）的自动扶梯是否需要全部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喷头。

3. 问题答复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8.3.3

条第 2 款中的自动扶梯底部是指最底层的自动扶梯底部。高层公

共建筑可仅在最底层的自动扶梯底部设置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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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气专业问题答复

编号：20250410-电气-0001

1. 问题名称

关于既有建筑（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筑总面积大于 3000

㎡的商场）改造项目，既有建筑未设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对既

有建筑局部改造项目新增配电箱是否增设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的问

题。

2. 问题的具体内容

（1）专业：电气

（2）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2019 第 13.2.2 条；

《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

《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

（3）问题描述

建筑由一期一类高层民用建筑（2000 年 8 月完成施工图）、

二期一类高层民用建筑（2002年 6 月完成施工图）、三期轨道交

通车站（2003 年 7 月完成施工图）组成，且建筑内商场总建筑面

积大于 3000㎡，建筑既有系统未设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且建筑

建设时无相关规范要求设置电气火灾监控。现电气仅针对建筑、

装修、系统设备局部（涉及车站、商场）调整改造配套的动力照

明施设。

做法如下：改造不增设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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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疑问：

（1）轨道交通项目既有车站未设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既有

车站非消防负荷配电箱约 30台（此 30台不属于改造范围）。但

既有车站局部改造项目中，改造范围中需新增 3 台配电箱，此 3

台配电箱是否有必要增设一套独立的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2）既有建筑商业（商业面积大于 3000 ㎡）未设置电气火

灾监控系统，商业部分非消防负荷配电箱约 35台（此 35台不属

于改造范围）。既有建筑商业局部改造项目中，改造范围中需新

增 4 台配电箱有，此 4 台配电箱是有有必要设置一套独立的电气

火灾监控系统。

3. 问题答复

既有建筑改造的消防设计，在有条件时应执行现行标准；当

条件不具备、执行现行规范确有困难时，既有建筑改造后的消防

安全性能或消防安全水平不应低于原建造时的标准或原建造时的

消防安全性能或消防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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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气专业问题答复

编号：20250410-电气-0002

1. 问题名称

关于地铁区间隧道内射流风机双电源切换箱设置位置的问题。

2. 问题的具体内容

（1）专业：电气

（2）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地铁设计防火标准》GB51298-2018 第 11.1.3条；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第 10.1.6条。

（3）问题描述

地铁运营单位认为地铁区间射流风机双电源切换箱设置在就

地（区间隧道内）不便于检修维护，需要地铁停运后才能进入区

间检修；如果区间火灾时，区间射流风机双电源控制箱控制选择

开关在就地状态，风机无法启动。因此要求把区间射流风机双电

源切换箱设置在车站站台层靠近风机的端部位置，风机就地设置

按钮箱控制。实际风机位置距离车站站台层靠近风机的端部位置

好几百米。请问以下几个解决方案，哪个可行。

方案一：区间射流风机双电源控制箱设置在车站站台层设备

区端部面向轨行区的走廊，区间风机就地设置就地按钮。双电源

控制箱采用内衬岩棉隔热保护措施。布置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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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双电源控制箱在车站站台层，操作维护方便，节约电

缆，投资小。

缺点：双电源控制箱离风机太远，供电可靠性较低。

方案二：区间射流风机双电源控制箱设置在车站站台层设备

区端部专用电井或配电间内，专用电井或配电间不划如站台设备

区防火分区，认为专用电井或配电间内与区间轨行区为同一防火

区域。区间风机就地设置就地按钮。布置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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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双电源控制箱在车站站台层，有独立房间保护，操作

维护方便，节约电缆，投资较小。

缺点：双电源控制箱离风机太远，供电可靠性较低。

方案三：区间射流风机双电源控制箱设置在区间隧道内区间

风机旁。双电源控制箱采用内衬岩棉隔热保护措施。

优点：双电源控制箱离风机近，供电可靠性高。

缺点：双电源控制箱在区间隧道，操作维护不方便，只有停

运后才能检修，如果双电源控制箱选择开关没打到自动，运营期

间无法启风机。电缆用量大，可能需要多根电缆并接，投资大。

3. 问题答复

根据《地铁设计防火标准》GB51298-2018第 11.1.3条及其条

文说明，方案一、二适用于负荷距离同侧双电源自切柜较近时；

方案三适用于供电距离较长（一般大于 100m）时，双电源在负

荷末端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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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气专业问题答复

编号：20250410-电气-0003

1. 问题名称

关于应急照明双切箱采用配电干线穿越不同防火分区 T接配

电的问题。

2. 问题的具体内容

（1）专业：电气

（2）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10.1.7

条；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2019 第 13.7.15 条。

（3）问题描述

地铁车站站厅站台层消防应急照明电源采用配电干线 T接供

电，配电干线因为地铁项目特殊性，由站厅层（防火分区 1）穿

越至站台层（防火分区 2）配电干线穿越多个防火分区且存在跨

楼层的情况。

①《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10.

1.7 条“消防配电干线宜按防火分区划分，消防配电支线不宜穿越

防火分区”，非强条。《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2019

第 13.7.15条“消防应急照明电源供电应符合下列规定：2 当楼层

有多个防火分区时，宜由楼层配电室或变电所引双回路电源树干

式为各防火分区内的疏散照明双电源配电箱供电。”地铁车站层

https://gf.cabr-fire.com/list-12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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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较少，在发生火灾时，各层各防火分区都执行火灾工况，与民

建楼层有多个防火分区的情况类似。《民用电气设计标准》实施

日期为 2020 年 8 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实施日期为 2018 年

5 月。

②地铁车站应急照明双切箱配电干线 T 接配电，各双切箱进

行开关采用断路器保护、配电干线采用矿物绝缘电缆敷设于消防

专用桥架内，可保证配电可靠性且配线形式相对简单、性价比高。

③目前其他城市在建或刚开通地铁线路车站应急照明双切箱

也采用配电干线 T 接配电形式，如西安 8 号线、青岛 5/9 号线、

厦门 6/9号线、成都 13 号线、合肥 9 号线、杭州 15 号线等。

问题：地铁车站各层应急照明双切箱采用配电干线穿越不同

防火分区 T 接配电是否满足规范的要求，是否需要采用双总箱放

射式配电至各防火分区的形式。

3. 问题答复

图示做法（从建筑总配电室配出供电干线 T 接为每个防火分

区应急照明双电源切换箱供电）满足规范的要求。



- 60 -

4 电气专业问题答复

编号：20250515-电气-0001

1. 问题名称

关于消防控制室设置楼层的问题。

2. 问题的具体内容

（1）专业：电气

（2）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第 4.1.8 条；

《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

《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

（3）问题描述

对于坡地建筑，能否将消防控制室设在能直通室外的二层及

以上或地下二层及以下？

3. 问题答复

对于坡地建筑，可将符合规范规定的具有安全疏散、消防救

援条件的与室外场地相接、设置有直通室外安全出口的楼层视为

首层，消防控制设置在该首层或其下一层满足《建筑防火通用规

范》GB55037-2022 第 4.1.8 条要求；消防控制室设于该首层的下

一层时，疏散门应直通安全出口并疏散至该首层的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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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气专业问题答复

编号：20250515-电气-0002

1. 问题名称

关于空调机房、消防水泵房等设有配电柜和控制柜的动力机

房能否设置在积水场所正下方的问题。

2. 问题的具体内容

（1）专业：电气

（2）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GB55024-2022 第 2.0.3 条；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2022 第 3.0.12条；

《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

（3）问题描述

问题 1：当动力机房配电柜和控制柜防护等级不低于 IP55时，

是否可以放在经常积水场所的直接下一层？

问题 2：《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GB55024-2022第 2.

03 条是要求设备用房不设在经常积水场所的直接下一层，其条文

说明已明确是避免对电气设备造成影响，当动力机房位于经常积

水场所的直接下一层、仅配电柜和控制柜避开经常积水场所的正

下方是否可行？

问题 3：除消防水泵房的动力机房位于经常积水场所的直接

下一层、配电柜和控制柜避开了经常积水场所，其防护等级是否

有必要不低于 I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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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问题答复

问题 1 答复：可以，但动力机房配电柜和控制柜安装时应采

取避免被渗漏水淹的措施。

问题 2 答复：不可行。

问题 3 答复：设有配电柜和控制柜的动力机房尽量避免设于

经常积水场所的直接下一层；当不可避免时可设置双层楼板，但

双层楼板之间应能解决维护维修及排水问题；当确有困难动力机

用房设于经常积水场所的直接下一层时，可通过提高机用房内配

电柜和控制柜的防护等级、柜体安装时采取防水淹措施来避免对

电气设备造成影响，除有规定外其防护等级不低于 I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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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气专业问题答复

编号：20250515-电气-0003

1. 问题名称

关于室外疏散楼梯是否设置楼层标志灯的问题。

2. 问题的具体内容

（1）专业：电气

（2）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09-2018

第 3.2.10条。

（3）问题描述

室外疏散楼梯是否需要设置楼层标志灯，以便人员准确识别

其所在楼层的位置。

3. 问题答复

室外疏散楼梯可不设置楼层标志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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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气专业问题答复

编号：20250515-电气-0004

1. 问题名称

关于新版《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GB17945-2024

中标志灯规格如何与《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51309-2018 对应的问题。

2. 问题的具体内容

（1）专业：电气

（2）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09-2018

第 3.2.1 条；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GB 17945-2024 附录 B 表

B.6。

（3）问题描述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GB17945-2024附录 B表 B.

6标志灯具的产品代码表，灯具规格栏将标志灯具按照标志边长 L

划分为四类，如上表；《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GB179

45-2010 附录 C 表 C.2 产品代码表，灯具规格除了有罗马数字 I~I

V 的分类，同时也明确了其分别对应属于小型、中型、大型、特

大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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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GB17945-2024版中灯具

规格仅有罗马数字 I~IV 的分类，没有对应小型、中型、大型、特

大型。因此《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GB17945-2024 版无

法与现行《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09-20

18 规范灯具型号对应。

可否认为《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GB17945-2024

中灯具规格 I~IV 型灯具分别对应《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技术标准》GB51309-2018 中的小型、中型、大型、特大型灯具？

3. 问题答复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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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气专业问题答复

编号：20250515-电气-0005

1. 问题名称

关于高度大于 150m 的民用建筑的消防用电负荷等级的确定

及其供电路由的问题。

2. 问题的具体内容

（1）专业：电气

（2）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第 10.1.1条。

（3）问题描述

本项目位于重庆市渝中区，地下为车库（共 6 层），地上分

为裙楼和塔楼；裙楼的 LG 层、L1-L3 层为商业、L4-L7 层为地上

车库；塔楼为 2 栋一类高层住宅：R5#楼 8-39 层，建筑高度 147

米（从 L1 层地坪即±000 起算）；R6#楼 8-67 层，建筑高度 242.

1 米（从 L1 层地坪即±000 起算）。裙房和塔楼为高层住宅与高

层商业、高层车库组合建造，整体定性是一类高层公共建筑；R6

#楼和裙楼是组合建筑，为一栋楼；R5#、R6#楼为两栋楼。位置

关系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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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本项目的所有消防用电（塔楼、裙楼、车库）均属

于特级负荷，还是仅指 R6#楼（建筑高度大于 150m）的消防用电

属于特级负荷？

问题 2：对于消防特级负荷的供电路由，本项目拟设置 2 个

电井，其中 1 个电井敷设消防设备主用电源的线缆，另一个电井

敷设消防设备应急电源的线缆，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3. 问题答复

问题 1 答复：本项目为 R6#楼及裙房服务的消防用电属于特

级负荷。

问题 2 答复：电井设置方案满足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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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暖通专业问题答复

编号：20250411-暖通-0001

1. 问题名称

关于地下排烟房间补风的问题。

2. 问题的具体内容

（1）专业：暖通

（2）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2022 第 11.3.6条。

（3）问题描述

问题 1：吊一层大于 50m2的 K 歌包房均设有机械排烟，包房

与走道设置普通门，可否利用普通门从直通室外的门厅和走道补

风？

当排烟包房与走道采用防火隔墙、设置防火门时，可否利用相

邻隔墙的防火风口从直通室外的门厅和走道补风？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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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负一层大于 50m2的 K 歌包房均设有机械排烟，包房

与走道的防火隔墙设置防火门，走道和门厅设置了机械补风，排

烟包房可否利用相邻隔墙的防火百叶从设置机械补风的门厅和走

道补风？

3. 问题答复

依据《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2022第 11.3.6 条要求，

设置排烟系统的场所应能直接从室外引入空气补风。

问题 1 答复：采用普通门的情况：公共区域设有直接取自室

外的补风时，该防火分区内的地下排烟房间，可以通过与此公共

区域相邻隔墙的普通门进行补风。

问题 2 答复：设置防火隔墙的情况：当排烟房间与公共区域

设置有防火隔墙和防火门，应优先在各排烟房间直接设置补风。

确有困难时，当公共区域设有直接取自室外的补风时（机械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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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补风），该防火分区内面积小于 100m2的地下排烟房间，可以

通过与此公共区域相邻防火隔墙的防火风口进行补风，防火门不

能用于补风。采用防火风口补风，应进行论证，且防火风口不应

影响房间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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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暖通专业问题答复

编号：20250516-暖通-0001

1. 问题名称

关于住宅三合一前室采用自然通风的问题。

2. 问题的具体内容

（1）专业：暖通

（2）涉及的规范名称及条文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3.1.3 条条

文说明。

（3）问题描述

住宅项目，均为地上 20 层地下 2 层的一类高层住宅楼，平面

布局为两梯两户，其三合一前室采用了自然通风设计见下图。主

要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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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专业方面：

重庆市属于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均降水量丰富，日照时间较

少，本项目用地距离长江北岸不到 1km，而项目性质特殊，小区

入住居民来自全国各地，因此在住宅建筑的方案设计中注重通风

效果，避免本地的潮湿气候对住户生活带来干扰。如果前室采用

机械送风系统，前室外窗需设计成不能开启的固定窗才能保证送

风系统工作时具备正压环境。就日常使用情况下，能够自然开窗

通风的住宅公共区域能提高更好的使用舒适度。

另外一方面，该前室内设计有两个楼梯间门、两个户门、两

个电梯门、两个水电井道门、两个大面积的窗口，从实际使用角

度来看，由于开口较多，难于保证火灾时送风系统能达到设计要

求的余压。但是采用自然通风的话，两侧开窗洞口正对形成对流

风，开窗面积足够大，可以迅速排出火灾时从户门侵入前室的少

量烟气，在满足前室通风舒适性的同时，保障了前室的排烟性能。

暖通专业方面：

依据《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3.1.3

条的条文解释：“共用前室与消防电梯前室合用时宜采用机械加

压送风方式的防烟系统。”规范用词为“宜”，其意为：当自然

通风可确保前室和楼梯间安全性时，并非必须采用机械加压送风

的防烟方式。

本建筑为高度不大于 100m 的居住建筑，剪刀楼梯间的共用

前室与消防电梯前室合用，设计参考了国标图集 15K606《建筑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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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第 18 页 3.1.3 条图示 2c（如下图所示）

本项目的三合一前室左右两侧均设置有效面积不小于 3m2的

常开窗口，空气对流通畅，自然通风性能优良，能及时快速地排

除可能从户门侵入前室的烟气，防止烟气侵入楼梯间，确保前室

的安全性。

前室两侧均设置有效面积不小于 3m2的常开窗口，提升了建

筑整体的通风效果，提升了公共活动区域的通风舒适度。如果改

为机械加压送风，前室的外窗就只能设置为固定窗，浪费良好的

自然通风条件，影响前室通风效果及人员舒适度。

综上所述，设计单位认为本项目的三合一前室采用自然通风

能确保前室的防烟安全性

3. 问题答复

对重庆大多数地区而言，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常年处于少

风、微风气象条件，在建筑荷载、通风排烟的设计中，风向、风

压的影响比较小。基于自然通风的简单易行的优点，在重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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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条件下更宜采用自然通风系统。

综合以上因素，建筑高度小于或等于 50m 的公共建筑、工业

建筑和建筑高度小于或等于 100m的住宅建筑,其共用前室与消防

电梯前室合用的“三合一前室”，当前室内两个不同朝向分别设

置有效面积不小于 3.0m2的可开启外窗时（包括如问题附图所示，

可开启外窗分别位于同一朝向、被其他空间隔断的两端外墙上），

该“三合一前室”可采用自然通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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