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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依据

规范名称 编号

《实用供热空调设计手册》 2008 版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2012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43-2016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 GB 50738-2011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GB51251-2017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15K606

《通风管道技术规程》 JGJ/T141-2017

《建筑通风与排烟系统用防火阀门》 GB15930-2007

《防排烟系统设备及附件选用及安装》 07k103-2

《薄钢板法兰风管制作与安装》 07K133

《金属、非金属风管支吊架（含抗震支架）》 19K112

《空调通风管道的加固》 14K118

《防火、抗爆、泄爆板建筑构造》 19CJ60-5

《防排烟及暖通防火设计审查与安装》 20K607

二、防排烟风管施工技术指南

2.1  风管耐火等级

① 防排烟系统应采用管道送风， 且不应采用土建风道，管道应采用不燃材料制作且内壁

光滑, 同时管道要满足一定的耐火极限要求。管道耐火极限应符合设计及相关规定，耐火极限 

的判定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通风管道耐火试验方法》 GB/T17428 的测试方法。



表 2.1-1 排烟风管耐火极限表
系统

区域
管井内衬 房间吊顶

车库/设备用

房
室内明装 走道吊顶 穿防火分区

0.5h 0.5h 0.5h 1.0h 1.0h 1.0h

排烟系统

表 2.1-2 正压风管耐火极限表
系统

区域
管井内衬 管井合用 室内明装 吊顶暗装

正压 0.5h 1.0h 1.0h 0.5h



系统

表 2.1-3 补风管耐火极限表
系统

区域
非穿防火区 穿防火分区

0.5h 1.5h

补风

系统

② 风管穿过防火隔墙、楼板和防火墙时，穿越处风管上的防火阀、排烟防火阀两侧各 

2m 范围内的风管耐火极限不应低于该防火分隔体的耐火极限。（《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 版）第 6.3.5 条，本条为强条）

③ 风管耐火极限包括耐火完整性和耐火隔热性要求，不经过隔热处理的镀锌钢板在耐火 

隔热性上是不满足耐火极限要求的（有单位对镀锌钢板风管的耐火极限进行了委托送检，耐 

火完整性可达 1 小时），因此钢板风管不可单独做为耐火风管使用（几个歧义点在本节后注解



中予以说明）。钢板风管一般采用外包岩棉或岩棉加防火板的形式满足不同时间的耐火极限。

表 2.1-3 常见风管耐火极限处理方式
材料

组合
大样图 适用范围及说明

钢板

+

岩棉

+

防火板

1 、耐火极限超过 

1h 区域如：穿越防火隔 

墙、楼板和防火墙处防 

火阀或排烟防火阀两

侧 各两米范围内的风

管的 防火措施。

2 、防火措施如设 

计有明确做法须按设

计 要求实施。设计如

无明 确做法可参考本

图，但 必须取得设计院

同意。 （有施工单位

采用 9mm 厚 防 火 板 

+50mm 容 重 100Kg/m3 岩

棉进行耐火 极限委托送

检可满足 2h 耐火极限） 

)



钢板

+

离心玻璃棉

1 、耐火极限 0.5h 

区域， 如车库、独立管井 

内、吊顶内。防火措施如 

设计有明确做法须按

设 计要求实施。设计

如无 明确做法可参考

本图， 离 心玻璃棉采

用 40mm 厚，容重 

48Kg/m3。

2 、耐火极限 1h区 

域，如穿越防火分区的 

风管， 防火措施应按设 

计具体做法实施，如无 

具体做法可参考本图

离 心玻璃棉采用 60mm

厚， 容重 64Kg/m3，但必须

取 得设计院书面同意。（

该 做法有施工单位进

行耐 火极限委托送检

，可满 足 1h耐火极限）

玻镁复合风 

管（新型材 

料）

1 、耐火极限 2 小 时

及以下区域

2 、使用较少



镁质高晶板 

风管（新型 

材料）

1 、耐火极限 2 小 时

及以下区域

2 、使用较少

高分子微孔 

发泡风（新 

型材料）

1、耐火极限 1 小 时

及以下区域

2、使用较少

注： 1、风管无论采取何种耐火措施， 都应有国家防火建筑材料质量监督中心出具的耐火极限检测报 

告，且现场实际做法应与报告中描述一致。

2、争议点 1：车库和无可燃物的吊顶内排烟风管是否需要做耐火(隔热）处理？根据《建筑防烟排烟 系

统技术标准》 GB51251-2017 第 4.4.8 条的条文解释：对于风管的耐火极限的判定必须依据《通风管道耐 火试

验方法》GB/T17428 的测试方法，当耐火完整性和隔热性同时达到时， 方能视作符合要求。 按此条   文，

车库和无可燃物吊顶内排烟风管应做耐火（隔热）措施；但第 4.4.9 条的条文规范解释：为防止排 烟管本

身的高温引燃吊顶中的可燃物，排烟风管应采取隔热措施， 并与可燃物保持不小于 150mm 的距离。 由此条文

似乎可以理解为，当吊顶区域无可燃物时，排烟风管不需要进行耐火（隔热） 处理。但是排烟风 管在排烟

时风管如无隔热措施，势必向周围大量散热会对周围逃生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具体无文献给出建 议）。目

前一些工程在无可燃物的吊顶内， 排烟风管直接采用镀锌钢板风管不做任何隔热措施，大部分车 库内排烟

风管（不穿越防火分区时） 也直接采用镀锌钢板风管不做任何隔热措施。从使用功能出发， 本指 南建议这

些区域排烟管道采取相应隔热措施。如直接采用镀锌钢板风管而不采取任何隔热措施， 需得到设 计院及当

地消防验收单位认可。

3、争议点 2：管井内防排烟风管是否需要做耐火（隔热） 处理？排烟风管或正压送风风管不共井设置 

时，耐火极限要求为 0.5h，按风管耐火极限要求应做隔热处理，但是风井的墙体同样有耐火极限要求，从 

使用功能角度考虑风管再做隔热处理似无必要；但是正压送风如和其他管道共井则必须采取隔热措施（规 

范对这种情况要求正压送风管耐火极限为 1h)，试想如果排烟风管和正压送风管共井， 而二者均不做隔热 处

理， 一旦发生火灾排烟风管工作时的高温势必会传递给正压送风风管，可能使正压送风系统防火阀关  闭，

导致整个逃生楼梯正压失效。

2.2  风管连接形式

① 各种材质风管连接详见 JGJ/T141-2017  《通风管道技术规程》。

② 排烟风管采用钢板材质时应采用角钢法兰连接或焊接连接。

③ 防排烟风管的密封垫料应采用不燃材料。

表 2.2-1 风管法兰及螺栓规格
风管直径 D 或风管长边尺寸 B(mm) 法兰角钢规格（mm) 螺栓规格

D(B) ≦630 25×3 M6



630<D(B) ≦1500 30×3

1500<D(B) ≦2500 40×4
M8

2500<D(B) ≦4000 50×5 M10

注： 1、争议点（1）薄钢板法兰风管是否能用于排烟系统？GB51251-2017《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 

准》对于薄钢板法兰风管有如下规定：6.3.1 第 4 条：无法兰连接风管的薄钢板法兰高度及连接应按本标 准

表 6.3.1 的规定执行； 6.3.4 第 2 条： 排烟风管法兰垫片应为不燃材料，薄钢板法兰风管应该采用螺栓 连接。

此上述两条规定， 薄钢板法兰可采用螺栓连接，但目前施工工艺中， 并无此种连接工艺， 因此排烟 系统应

采用角钢法兰连接方式。

2、目前工程上使用的密封垫料 9501 为阻燃材料， 非不燃材料。可使用符合GB 8624-2012  《建筑材料 及

制品燃烧性能分级》燃烧性能不燃A1级的硅纤垫片（硅钛合金、硅玻钛金等）作为密封垫料。

2.3  风管规格

通风管道的规格，对于金属风管以外径或外边长为标注尺寸，非金属风管以内径或内边 

长为标注尺寸。

2.3.1  矩形风管标准规格

表 2.3-1 矩形风管标准规格
长边(mm)×短边(mm)

120×120 250×250 500×200 630×630 1000×630 1600×630

160×120 320×160 500×250 800×320 1000×800 1600×800

160×160 320×200 500×320 800×400 1000×1000 1600×1000

200×120 320×250 500×400 800×500 1250×400 1600×1250

200×160 320×320 500×500 800×630 1250×500 2000×800

200×200 400×200 630×250 800×800 1250×630 2000×1000

250×120 400×250 630×320 1000×320 1250×800 2000×1250

250×160 400×320 630×400 1000×400 1250×1000

250×200 400×400 630×500 1000×500 1600×500

注：本指南只列出矩形风管标准尺寸，圆形风管标准尺寸详见《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43-2016

2.3.2  矩形风管非标准规格

建筑受到层高吊顶高度影响无法采用标准尺寸，可使用“钢板非标准矩形风管规格”，且 

长短边之比一般不宜大于 4。

表 2.3-2 钢板非标准矩形风管标准规格
长边(mm)×短边(mm) 长边(mm)×短边(mm)

320×120 630×200 1000×320 2000×500

400×120 800×200 1250×320 2000×630

400×160 800×250 1600×400



500×160 1000×250

注：在风管尺寸较大，如层高裕量较大时，在满足风管截面积的前提下，可以优化风管长短边比例， 

减小长边规格， 进而采用厚度更经济的镀锌钢板， 节约造价（金属风管厚度按 GB50243-2016《通风与空 

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相关条款选择）。

2.4  风管支架

当水平悬吊的主、干风管长度超过 20m 时，应设置防止摆动的固定点，每个系统不应该 

小于 1 个。

支、吊架不应设置在风口、检查口处以及阀门、自控机构的操作部位，且距风口不应小 

于 200mm。

支、吊架距风管末端不应大于 1000mm，距水平弯头的起弯点间距不应大于 500mm,设在 支

管上的支吊架距干管不应大于 1200mm。

消声弯头或边长直径大于 1250mm 的弯头、三通等应设置独立支、吊架。 

支架材料选型及做法详见图集 19K112

⑤抗震设防烈度为 6 度及 6 度以上地区的建筑机电工程（给水排水、供暖、通风、空  调

、燃气、热力、电力、通讯、消防等）必须进行抗震设计，抗震支架安装位置应与系统支 架

安装位置综合考虑。（抗震支架载荷计算包括管线重力载荷）

2.5  风管加固

矩形风管边长大于或等于 630mm、保温风管边长大于或等于 800mm,其管段长度大于   

1250mm 或低压风管面积单边面积大于 1.2 ㎡, 中、高压风管单边面积大于 1.0 ㎡时，均应采取 加

固措施。边长小于或等于 800 的风管家采用压筋加固。

圆形风管（不包括螺旋风管）直径大于或等于 800mm,且其管段长度大于 1250mm 或总 表

面积大于 4 ㎡时，均应采取加固措施。

2.5.1 金属矩形风管加固

金属风管主要分为外加固及内支撑，外加固包括角钢加固、折角加固、 Z 形加固、槽形 

加固等，内支撑包括螺杆内支撑、套管内支撑、扁钢内支撑等

表 2.5-1 金属风管加固形式选用

加固形式
适用范围（a、b、L 分别为风管短边、长边、管段长度，单位

为 mm)

外加固
角钢加

固
角钢外加固

b≦4000 的低压风管

b≦4000 且 L≦1250 的中、高压风管



角钢加固框 b≦4000 且 L>1250 的中、高压风管

折角加固 b≦1600 的低、中压风管

Z 形加固 b≦2000 的低、中压风管

槽形加固 1 b≦1600 的低、中压风管

槽形加固 2 b≦2000 的低、中压风管

外加固大样图

螺杆内支撑 b≦3000 的低压风管

套管内支撑 b≦3000 且 L≦1250 的中、高压风管

扁钢内支撑 （a>630mm 时， 宜采用外加固形式）

内支撑

内支撑大样图

注：当中、高压风管 L>1250mm 时， 必须采用角钢加固框。

2.5.2  外加固

表 2.5-2 低压系统矩形风管外加固参数选用表（mm)

风管长边 b 上行：风管管长 L   下行：横向条数×纵向条数

1200<L≦2000
800<b≦1000

1 ×0

960<L≦1250
1000<b≦1250

0×1

750<L≦1500
1250<b≦1600

0×1



600<L≦1200 1200<L≦1800
1600<b≦2000

0×1 0×2

960<L≦1440
2000<b≦2500

0×2

800<L≦1200 1200<L≦1600

2500<b≦3000 0×3

1 × 1（*）

3 00 0 < b≦ 3500
680<L≦1000 1000<L≦1350

0×2 0×3

900<L≦1200 1200<L≦1500
3500<b≦4000

0×3 0×4

注： 1、工程中薄钢板一卷宽度为 1250mm,则风管一节长L为 1160~1250mm，本表只列出L在 1160~1250 区

间段，外加固选型；其他风管长度区间外加固选型详见图集 14K118(P8~18)。
2、（*）为推荐优先采用方式。

3、当L  ≥b,宜采用横向加固；当L≦b，宜采用纵向加固。

4、短边a其所在面的加固参数参照表中相应边长的加固参数选取。

表 2.5-3 中、高压系统矩形风管外加固参数选用表（mm)

风管长边 b 上行：风管管长 L   下行：横向条数×纵向条数

1000<L≦1250800<b≦1000

1 ×0

800<L≦1250
1000<b≦1250

0×1

625<L≦1500
1250<b≦1600

0×1

1000<L≦1250
1600<b≦2000

0×2

800<L≦1200 1200<L≦1600
2000<b≦2500

0×2 框 1 × 1

1000<L≦1250
2500<b≦3000

0×3

3000<b≦3500 857<L≦1250

0×2



0×3

1000<L≦1250
3500<b≦4000

0×4

注： 1、工程中薄钢板一卷宽度为 1250mm,则风管一节长L为 1160~1250mm，本表只列出L在 1160~1250 区

间段，外加固选型；其他风管长度区间外加固选型详见图集 14K118(P8~9)。
2、当L  ≥b,宜采用横向加固；当L≦b，宜采用纵向加固

3、短边a其所在面的加固参数参照表中相应边长的加固参数选取

图 2.5-1 矩形风外加固示意图

外加固 0×1 示意图 外加固 0×1 示意图

外加固框 1×0 示意图
外加固框 1 × 1 示意图

注：其他形式加固示意图，详见图集 14K118(P10~18)

表 2.5-4 直角矩形外加固参数选用表（mm)
风管长边 b ≤1000 1000<L≦1250

横向框数×纵向框数 框 1 ×0 框 1 ×0
低压系统

夹角（°） 45 45

横向框数×纵向框数 框 1 ×0 框 2×0
中、高压系统

夹角（°） 45 30

弯头外加固框 2×0 示意图 弯头外加固框 2×1 示意图



注：弯头宜采用角钢外加固形式

2.5.3  内支撑

表 2.5-5 低压系统矩形风管内支撑加固点数
风管长边 b（mm) 风管管长 L(mm) 横向点数*纵向点数

800<b≦1000 1200<L≦1750 1 × 1

1000<b≦1250 960<L≦1750 1 × 1

1250<b≦1600 750<L≦1750 1 × 1

1600<b≦2000 600<L≦1750 2×1

2000<b≦2500 480<L≦1440 2×1

2500<b≦3000 400<L≦1600 3×1

表 2.5-6 中、高压系统矩形风管内支撑加固点数
风管长边 b（mm) 风管管长 L(mm) 横向点数*纵向点数

1000 1000<L≦1250 1 × 1

1000<b≦1250 800<L≦1250 1 × 1

1250<b≦1600 625<L≦1250 1 × 1

1600<b≦2000 500<L≦1250 2×1

2000<b≦2500 400<L≦1250 2×1

2500<b≦3000 330<L≦1250 3×1

内支撑 2×1 示意图 内支撑 1×2 示意图

其他内支撑形式详见图集 14K118(P50~52)



2.5.4  金属圆形风管加固

图 2.5-2 金属圆形风管加固
名称 大样图

圆形风 

管加固

说明

1、加固框的固定： 采用Φ4 镀锌铆钉锚固，其间距不大于 220mm

2、加固框防腐：暗装风管，刷防锈漆两遍；对于明装风管，刷防锈漆两遍后刷 

面漆两遍。

表 2.5-7 圆形风管加固框规格及允许最大间距（mm)
圆形风管直径 D 角钢规格 允许最大间距

630<b≦1250 L30×4 1000

1250<b≦1600 L40×4 800

1600<b≦2000 L40×4 600

2.5.5 非金属风管加固

详见图集 14K118  《空调通风管道的加固》

2.6  风管管件

2.6.1 风管变径

图 2.6-1 风管变径示意图
矩形双面偏变径 矩形单面偏变径

说明：  θ宜小于 60° 说明：  θ宜小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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