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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国二级注册消防工程师

《消防安全案例分析》

精讲课

主讲人：池老师

考点分布

第七章消防设施设置

考点 1消防水泵接合器设置范围

考点 2室内消火栓系统设置范围

考点 3自动灭火系统设置范围

考点 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置范围

考点 5防烟排烟设施设置范围

考点 6消防电气设置要求

前言

本章内容规定了建筑设置消防给水、自动灭火、火灾自动报警、防烟与排烟系统的基本

范围。消防设施部分的详细内容在后续课程会详细展开，本章内容均源自《建规》，因此，

该部分内容在消防考试当中会以民用建筑防火这道大题中考查大家。

本章内容记忆量较大，在民用建筑大题直接考查分值 0-4 分左右，除重点掌握内容外，

其他了解即可。

考点 1:水泵接合器

考点 1消防水泵接合器设置范围

【建规】8.1.3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水喷雾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和固定消防炮灭火

系统等系统以及下列建筑的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应设置消防水泵接合器：

1超过 5 层的公共建筑；

2超过4层的厂房或仓库；

3其他高层建筑；

4超过2层或建筑面积大于10000m²的地下建筑（室）。

考点 2:室内消火栓

考点 2室内消火栓系统设置范围

【建规】8.2.1 下列建筑或场所应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

1建筑占地面积大于 300m²的厂房和仓库；

2高层公共建筑和建筑高度大于 21m 的住宅建筑；注：建筑高度不大于 27m 的住宅建筑，

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确有困难时，可只设置干式消防竖管和不带消火栓箱的DN65的室内消火栓。

3 体积大于 5000m³的车站、码头、机场的候车（船、机）建筑、展览建筑、商店建筑、

旅馆建筑、医疗建筑、老年人照料设施和图书馆建筑等单、多层建筑；

4特等、甲等剧场，超过 800 个座位的其他等级的剧场和电影院等以及超过 1200 个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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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礼堂、体育馆等单、多层建筑；

5建筑高度大于 15m 或体积大于 10000m³的办公建筑、教学建筑和其他单、多层民用建筑。

【建规】8.2.4人员密集的公共建筑、建筑高度大于100m的建筑和建筑面积大于200m²的商

业服务网点内应设置消防软管卷盘或轻便消防水龙。高层住宅建筑的户内宜配置轻便消防水龙。

老年人照料设施内应设置与室内供水系统直接连接的消防软管卷盘，消防软管卷盘的设

置间距不应大于 30.0m。

考点 3:自动灭火系统

考点 3自动灭火系统设置范围

【建规】8.3.3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和不宜用水保护或灭火的场所外，下列高层民用建筑

或场所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并宜采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1一类高层公共建筑（除游泳池、溜冰场外）及其地下、半地下室；

2二类高层公共建筑及其地下、半地下室的公共活动用房、走道、办公室和旅馆的客房、

可燃物品库房、自动扶梯底部；

3高层民用建筑内的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4建筑高度大于 100m 的住宅建筑。

【建规】8.3.4 下列单、多层民用建筑或场所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并宜采用自动喷水

灭火系统：

1 特等、甲等剧场，超过 1500 个座位的其他等级的剧场，超过 2000 个座位的会堂或礼

堂，超过 3000 个座位的体育馆，超过 5000 人的体育场的室内人员休息室与器材间等；

2任一层建筑面积大于 1500m²或总建筑面积大于 3000m²的展览、商店、餐饮和旅馆建筑

以及医院中同样建筑规模的病房楼、门诊楼和手术部；

3设置送回风道（管）的集中空气调节系统且总建筑面积大于 3000m²的办公建筑等；

4藏书量超过 50 万册的图书馆；

5大、中型幼儿园，老年人照料设施；

6总建筑面积大于 500m²的地下或半地下商店；

7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或地上四层及以上楼层的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除游泳场所外），

设置在首层、二层和三层且任一层建筑面积大于 300m²的地上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除游

泳场所外）。

考点 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考点 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置范围

【建规】8.4.1 下列建筑或场所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任一层建筑面积大于 1500m²或总建筑面积大于 3000m²的制鞋、制衣、玩具、电子等类

似用途的厂房；

2每座占地面积大于 1000m²的棉、毛、丝、麻、化纤及其制品的仓库，占地面积大于 500m

²或总建筑面积大于 1000m²的卷烟仓库；

3任一层建筑面积大于 1500m²或总建筑面积大于 3000m²的商店、展览、财贸金融、客运

和货运等类似用途的建筑，总建筑面积大于 500m²的地下或半地下商店；

4图书或文物的珍藏库，每座藏书超过 50 万册的图书馆，重要的档案馆；

5 地市级及以上广播电视建筑、邮政建筑、电信建筑，城市或区域性电力、交通和防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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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指挥调度建筑；

6 特等、甲等剧场，座位数超过 1500 个的其他等级的剧场或电影院，座位数超过 2000

个的会堂或礼堂，座位数超过 3000 个的体育馆；

7 大、中型幼儿园的儿童用房等场所，老年人照料设施，任一层建筑面积大于1500m²或总建

筑面积大于 3000m²的疗养院的病房楼、旅馆建筑和其他儿童活动场所，不少于 200 床位的医

院门诊楼、病房楼和手术部等；

8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9净高大于2.6m且可燃物较多的技术夹层，净高大于0.8m且有可燃物的闷顶或吊顶内；

10 电子信息系统的主机房及其控制室、记录介质库，特殊贵重或火灾危险性大的机器、

仪表、仪器设备室、贵重物品库房；

11二类高层公共建筑内建筑面积大于50m²的可燃物品库房和建筑面积大于500m²的营业厅；

12 其他一类高层公共建筑；

13 设置机械排烟、防烟系统、雨淋或预作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固定消防水炮灭火系统、

气体灭火系统等需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锁动作的场所或部位。

注：

①老年人照料设施中的老年人用房及其公共走道，均应设置火灾探测器和声警报装置或

消防广播。

②幼儿园规模分为：

大型：10-12 个班；

中型：6-9 个班；

小型：5 个班及以下；

小班 20-25 人，中班 26-30 人，大班 31-35 人。

摘自《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 39-87

考点 5:防烟排烟设施

考点 5防烟排烟设施设置范围

【建规】8.5.1 建筑的下列场所或部位应设置防烟设施：

1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

2消防电梯间前室或合用前室；

3 避难走道的前室、避难层（间）。建筑高度不大于 50m 的公共建筑、厂房、仓库和建

筑高度不大于 100m 的住宅建筑，当其防烟楼梯间的前室或合用前室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楼

梯间可不设置防烟系统：

1前室或合用前室采用敞开的阳台、凹廊；

2 前室或合用前室具有不同朝向的可开启外窗，且可开启外窗的面积满足自然排烟口的

面积要求。

【建规】8.5.3 民用建筑的下列场所或部位应设置排烟设施：

1设置在一、二、三层且房间建筑面积大于 100m²的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设置在四层

及以上楼层、地下或半地下的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2中庭；

3公共建筑内建筑面积大于 100m²且经常有人停留的地上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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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共建筑内建筑面积大于 300m²且可燃物较多的地上房间；

5建筑内长度大于 20m 的疏散走道。

【建规】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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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点 6:消防电气

考点 6消防电气设置要求

【建规】10.1.1 下列建筑物的消防用电应按一级负荷供电：

1建筑高度大于 50m 的乙、丙类厂房和丙类仓库；

2一类高层民用建筑。

10.1.5 建筑内消防应急照明和灯光疏散指示标志的备用电源的连续供电时间应符合下列

规定：

1建筑高度大于 100m 的民用建筑，不应小于 1.50h；

2 医疗建筑、老年人照料设施、总建筑面积大于 100000m²的公共建筑和总建筑面积大于

20000m²的地下、半地下建筑，不应少于 1.00h；

3 其他建筑，不应少于 0.50h。

【建规】10.1.6 消防用电设备应采用专用的供电回路，当建筑内的生产、生活用电被切

断时，应仍能保证消防用电。

备用消防电源的供电时间和容量，应满足该建筑火灾延续时间内各消防用电设备的要求。

10.1.8 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防烟和排烟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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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规】10.3.1 除建筑高度小于 27m 的住宅建筑外，民用建筑、厂房和丙类仓库的下列

部位应设置疏散照明：

1 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消防电梯间的前室或合用前室、避难走道、避难

层（间）；

2观众厅、展览厅、多功能厅和建筑面积大于 200m²的营业厅、餐厅、演播室等人员密集

的场所；

3建筑面积大于 100m²的地下或半地下公共活动场所；

4公共建筑内的疏散走道；

5人员密集的厂房内的生产场所及疏散走道。

【建规】10.3.6 下列建筑或场所应在疏散走道和主要疏散路径的地面上增设能保持视觉

连续的灯光疏散指示标志或蓄光疏散指示标志：

1总建筑面积大于 8000m²的展览建筑；

2总建筑面积大于 5000m²的地上商店；

3总建筑面积大于 500m²的地下或半地下商店；

4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5座位数超过 1500 个的电影院、剧场，座位数超过 3000 个的体育馆、会堂或礼堂；

6 车站、码头建筑和民用机场航站楼中建筑面积大于 3000m²的候车、候船厅和航站楼的

公共区。

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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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1消防水泵接合器设置范围

考点 2室内消火栓系统设置范围

考点 3自动灭火系统设置范围

考点 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置范围

考点 5防烟排烟设施设置范围

考点 6消防电气设置要求

下节预览

第二篇工业建筑防火

第一章生产和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 ⭐
第二章建筑分类和耐火等级⭐ ⭐ ⭐
第三章总平面布局和平面布置⭐ ⭐ ⭐
第四章防火分区与分隔⭐ ⭐ ⭐
第五章安全疏散⭐ ⭐ ⭐
第六章建筑防爆⭐ ⭐
案例背景

高层综合楼防火案例分析

某一级耐火等级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东西长 100m，南北宽 40m，地上部分 31 层，一至

六层是商业中心，层高均为 4.1m；十六层为避难层，其他层为办公区域，各层层高为 3m；南

侧设置主出入口，室内设计地面±0.00m，室外设计地面-0.45m，地下二层与室外设计地面高

差 9.6m；在东西两侧设置登高操作场地，在登高操作场地对应的每个建筑立面上每层设置 2

个救援窗。

案例背景

主体建筑一至六层每层划分为 1 个防火分区，设置 2 座防烟楼梯间；一至三层经营各类

服饰美妆等，四层经营儿童服饰及母婴用品，在四层设有 200m²的亲子乐园；五、六层设有

KTV 和电影院，各厅室及不同功能区域之间采用 2.0h 耐火极限的防火隔墙、2.0h 耐火极限的

不燃性楼板和乙级防火门分隔。办公区域每层划分为 2 个防火分区。

案例背景

地下共 2 层，每层建筑面积 5000m²，地下一层设置建筑面积为 4000m²商场、500m²的网

吧（平均分为 2 个房间，隔墙上开设乙级防火门连通）和 500m²的设备用房（包含液化石油

气常压燃气锅炉房、风机房、弱电机房），不同功能之间均采用防火墙划分为独立的防火分

区，商业区采用防火墙分隔为 A、B 两个防火分区，A 防火分区的一个出口利用防火墙上 3.6m

的甲级防火门通过 B区疏散，同时有一部直通室外的楼梯作为安全出口；地下二层为汽车库、

消防水泵房和消防控制室，汽车库面积 4500m²，设计停车位 300 个，按要求划分了防火分区，

汽车库设置了 2部供人员疏散的敞开楼梯间。

案例背景

地下部分商业区全部采用不燃难燃材料装修。该建筑采用岩棉作为外墙外保温系统（无

空腔）的保温材料进行建筑节能保温，在建筑首层设置 10mm，其他层 5mm 的防护层；上人屋

面板采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EPS 板），并设置 5mm 的防护层，屋面与外墙之间未设置防

火隔离带进行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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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建筑按国家标准设置了相应的消防设施，其他设计均符合国家标准。

题目及答案

根据以上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计算该建筑的建筑高度，并确定其建筑分类。

2.指出该建筑在总平面布局存在的问题，并简述理由。

3.指出该建筑在平面布置与防火分隔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简述理由。

4.指出该建筑在防火分区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简述理由。

5.指出该建筑在安全疏散与避难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简述理由。

6.判断该建筑在外保温方面是否存在问题，并说明理由。

知识点及依据

（一）建筑高度和建筑分类

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 年版）的规定，建筑屋面为坡屋面

时，建筑高度应为建筑室外设计地面至其檐口与屋脊的平均高度；建筑屋面为平屋面（包括

有女儿墙的平屋面）时，建筑高度应为建筑室外设计地面至其屋面面层的高度；同一座建筑

有多种形式的屋面时，建筑高度应按上述方法分别计算后，取其中最大值；对于台阶式地坪，

当位于不同高程地坪上的同一建筑之间有防火墙分隔，各自有符合规范规定的安全出口，且

可沿建筑的两个长边设置贯通式或尽头式消防车道时，可分别计算各自的建筑高度，否则，

应按其中建筑高度最大者确定该建筑的建筑高度；局部突出屋顶的隙望塔、冷却塔、水箱间、

知识点及依据

微波天线间或设施、电梯机房、排风和排烟机房以及楼梯出口小间等辅助用房占屋面面

积不大于 1/4 者，可不计入建筑高度；对于住宅建筑，设置在底部且室内高度不大于 2.2m 的

自行车库、储藏室、敞开空间，室内外高差或建筑的地下或半地下室的顶板面高出室外设计

地面的高度不大于 1.5m 的部分，可不计入建筑高度。

该建筑高度为 100.05m；建筑高度大于 100m 的民用建筑，其楼板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2.00h。按照建筑高度和使用功能进行分类，该建筑为一类高层公共建筑。

知识点及依据

（二）平面布置

（1）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和儿童游乐厅等儿童活动场所宜设置在独立的建筑内，

且不应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当采用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时，不应超过 3 层；采用三级

耐火等级的建筑时，不应超过 2 层；采用四级耐火等级的建筑时，应为单层；确需设置在其

他民用建筑内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设置在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应布置在首层、二层或三层；

2）设置在三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应布置在首层或二层；

3）设置在四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应布置在首层；

知识点及依据

4）设置在高层建筑内时，应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

5）设置在单、多层建筑内时，宜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

（2）剧场、电影院、礼堂宜设置在独立的建筑内；采用三级耐火等级建筑时，不应超过

2 层；确需设置在其他民用建筑内时，至少应设置 1 个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并应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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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防火隔墙和甲级防火门与其他区域分隔。设置在一、二级耐火等

级的建筑内时，观众厅宜布置在首层、二层或三层；确需布置在四层及以上楼层时，一个厅、

室的疏散门不应少于 2 个，且每个观众厅的建筑面积不宜大于 400m²。

知识点及依据

（3）燃油或燃气锅炉、油浸变压器、充有可燃油的高压电容器和多油开关等，宜设置在

建筑外的专用房间内；确需贴邻民用建筑布置时，应采用防火墙与所贴邻的建筑分隔，且不

应贴邻人员密集场所，该专用房间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确需布置在民用建筑内时，不

应布置在人员密集场所的上一层、下一层或贴邻，并应设置在首层或地下一层的靠外墙部位，

但常（负）压燃油或燃气锅炉可设置在地下二层或屋顶上。设置在屋顶上的常（负）压燃气

锅炉，距离通向屋面的安全出口不应小于 6m。采用相对密度（与空气密度的比值）不小于 0.75

的可燃气体为燃料的锅炉，不得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

知识点及依据

（4）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需要联动控制消防设备的建筑（群）应设置消防控制室。

消防控制室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单独建造的消防控制室，其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2）附设在建筑内的消防控制室，宜设置在建筑内首层或地下一层，并宜布置在靠外墙部位；

3）不应设置在电磁场干扰较强及其他可能影响消防控制设备正常工作的房间附近；

4）疏散门应直通室外或安全出口。

该建筑中儿童活动场所设置在四层不符要求，电影院未按要求设置甲级防火门，液化石

油气密度比空气大不应在地下一层使用，消防控制室不应设置在地下二层。

知识点及依据

（三）防火分区

（1）该建筑为一类高层公共建筑，地上各层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均为 1500m²,

地下一层设备用房区域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为 1000m²,地下一层物业管理用房区域

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为 500m²。建筑内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

建筑面积可按上述规定增加 1.0 倍；局部设置时，增加面积可按该局部面积的 1.0 倍计算。

（2）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内的营业厅、展览厅，当设置自动灭火系统和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并采用不燃或难燃装修材料时，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适当增加，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知识点及依据

1）设置在高层建筑内时，不应大于 4000m²。

2）设置在单层建筑内或仅设置在多层建筑的首层内时，不应大于 10000m²。当营业厅、

展览厅同时设置在多层民用建筑的首层及其他楼层时，考虑到涉及多个楼层的疏散和火灾蔓

延危险，其地上楼层内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应为 2500m²；当建筑内设置自动灭火系

统时，其地上楼层内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应为 5000m²；当建筑内局部设置自动灭火

系统时，其地上楼层内防火分区的增加面积可按该局部面积的 1.0 倍计算。

3）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时，不应大于 2000m²。

该建筑地上部分没有全部采用不燃或难燃装修材料，一至六层均应按不大于 3000m²至少

划分为 2 个防火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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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及依据

（四）安全疏散

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 年版）的规定，该建筑的安全疏散

应符合下列要求：

（1）一、二级耐火等级公共建筑内的安全出口全部直通室外确有困难的防火分区，可利

用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甲级防火门作为安全出口，但应符合下列要求：

1）利用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甲级防火门作为安全出口时，应采用防火墙与相邻防火分区

进行分隔；

2）建筑面积大于 1000m²的防火分区，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2 个；建筑面积不

大于 1000m²的防火分区，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1个；

知识点及依据

3）该防火分区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疏散净宽度不应大于其按规范规定计算所需疏散总净

宽度的 30%，建筑各层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总净宽度不应小于按照规范规定计算所需疏散总

净宽度。

（2）高层公共建筑的疏散楼梯，当分散设置确有困难且从任一疏散门至最近疏散楼梯间

入口的距离不大于 10m 时，可采用剪刀楼梯间，但应符合下列规定：

1）楼梯间应为防烟楼梯间；

2）梯段之间应设置耐火极限不低于 1.00h 的防火隔墙；

3）楼梯间的前室应分别设置。

知识点及依据

（3）公共建筑内房间的疏散门数量应经计算确定且不应少于 2个。除托儿所、幼儿园、

老年人照料设施、医疗建筑、教学建筑内位于走道尽端的房间外，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房间

可设置 1 个疏散门：位于两个安全出口之间或袋形走道两侧的房间，对于托儿所、幼儿园、

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面积不大于 50m²；对于医疗建筑、教学建筑，建筑面积不大于 75m²；

对于其他建筑或场所，建筑面积不大于 120m²。

（4）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内疏散门或安全出口不少于 2个的观众厅、展览厅、多功能

厅、餐厅、营业厅等，其室内任一点至最近疏散门或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 30m；当

疏散门不能直

知识点及依据

通室外地面或疏散楼梯间时，应采用长度不大于 10m 的疏散走道通至最近的安全出口。

当该场所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室内任一点至最近安全出口的安全疏散距离可分别增加25%。

（5）建筑高度大于 100m 的公共建筑，应设置避难层（间）。第一个避难层（间）的楼

地面至灭火救援场地地面的高度不应大于 50m，两个避难层（间）之间的高度不宜大于 50m。

（6）除室内无车道且无人员停留的机械式汽车库外，汽车库、修车库内每个防火分区的

人员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2 个，Ⅳ类汽车库和Ⅲ、Ⅳ类修车库可设置 1 个。建筑高度大于 32m

的高层汽车库、室内地面与室外出入口地坪的高差大于 10m 的地下汽车库应采用防烟楼梯间，

其他汽车库、修车库应采用封闭楼梯间。

知识点及依据

（7）民用建筑和厂房建筑内的疏散门，应采用向疏散方向开启的平开门，不应采用推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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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卷帘门、吊门、转门和折叠门。除甲、乙类生产车间外，人数不超过 60 人且每樘门的平

均疏散人数不超过 30 人的房间，其疏散门的开启方向不限。

该建筑 A 防火分区建筑面积大于 1000m²，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2 个；十六层为

避难层其楼地面至灭火救援场地地面的高度大于 50m，不符合要求；汽车库为Ⅱ类汽车库，

需要设置 4个防烟楼梯间。

知识点及依据

（五）救援场地和入口

（1）高层建筑应至少沿一个长边或周边长度的 1/4 且不小于一个长边长度的底边连续布

置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该范围内的裙房进深不应大于 4m。建筑高度不大于 50m 的建筑，连

续布置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确有困难时，可间隔布置，但间隔距离不宜大于 30m，且消防车

登高操作场地的总长度仍应符合上述规定。

（2）建筑物与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相对应的范围内，应设置直通室外的楼梯或直通楼梯

间的入口。

（3）厂房、仓库、公共建筑的外墙应在每层的适当位置设置可供消防救援人员进入的窗口。

知识点及依据

（4）供消防救援人员进入的窗口的净高度和净宽度均不应小于 1.0m，下沿距室内地面

不宜大于 1.2m，间距不宜大于 20m 且每个防火分区不应少于 2个，设置位置应与消防车登高

操作场地相对应。窗口的玻璃应易于破碎，并应设置可在室外易于识别的明显标志。

该建筑登高操作场地应连续布置且长度不少于一个长边。

知识点及依据

（六）外墙保温

（1）设置人员密集场所的建筑，其外墙外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 A 级。

（2）与基层墙体、装饰层之间无空腔的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其保温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住宅建筑建筑高度大于 100m 时，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 A级；建筑高度大于 27m，

但不大于 100m 时，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 B1 级；建筑高度不大于 27m 时，保温材料

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 B2 级。

知识点及依据

2）除住宅建筑和设置人员密集场所的建筑外，建筑高度大于 50m 时，保温材料的燃烧性

能应为 A 级；建筑高度大于 24m，但不大于 50m 时，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 B1 级；建

筑高度不大于 24m 时，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 B2 级。

（3）建筑的外墙外保温系统应采用不燃材料在其表面设置防护层，防护层应将保温材料

完全包覆。

知识点及依据

（4）建筑的屋面外保温系统，当屋面板的耐火极限不低于 1.00h 时，保温材料的燃烧性

能不应低于 B2 级；当屋面板的耐火极限低于 1.00h 时，不应低于 B1 级。采用 B1、B2 级保温

材料的外保温系统应采用不燃材料作防护层，防护层的厚度不应小于 10mm。当建筑的屋面和

外墙外保温系统均采用 B1、B2 级保温材料时，屋面与外墙之间应采用宽度不小于 500mm 的不

燃材料设置防火隔离带进行分隔。

该建筑屋面板保温层设置 5mm 的防护层不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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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及答案

【参考答案】

1.计算该建筑的建筑高度，并确定其建筑分类。

答：（1）建筑高度：（6×4.1+25×3）+0.45=100.05m。

（2）属于一类高层公共建筑。

2.指出该建筑在总平面布局存在的问题，并简述理由。

答：（1）在东西两侧设置登高操作场地存在问题；

理由：东西两侧总长度 80m，高层建筑应至少沿一个长边或周边长度的 1/4 且不小于一

个长边长度的底边连续布置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长度不符合要求；且建筑高度大于 50m 的

建筑不能间隔布置。

题目及答案

（2）在登高操作场地对应的建筑立面上每层设置 2 个救援窗存在问题；

理由：供消防救援人员进入的窗口布置间距不宜大于20m，且每个防火分区不应少于2个。

（3）建筑物与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相对应的范围内未设置直通室外的楼梯或入口存在问题。

理由：应设置直通室外的楼梯或直通楼梯间的入口。

题目及答案

3.指出该建筑在平面布置与防火分隔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简述理由。

答：（1）在四层处设有不大于 200m²的亲子乐园存在问题；

理由：儿童游乐厅等儿童活动场所设置在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应布置在首层、

二层或三层；

（2）电影院各厅室之间采用 2.0h 的防火隔墙和乙级防火门分隔存在问题；

理由：剧场、电影院、礼堂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防火隔墙和甲级防火门与其

他区域分隔。

题目及答案

（3）地下一层设置液化石油气常压燃气锅炉房存在问题；

理由：采用相对密度（与空气密度的比值）不小于 0.75 的可燃气体为燃料的锅炉，不得

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液化石油气密度比空气大；且锅炉房不能贴临人员密集场所。

（4）地下二层设置消防控制室存在问题；

理由：附设在建筑内的消防控制室，宜设置在建筑内首层或地下一层，并宜布置在靠外

墙部位。

题目及答案

4.指出该建筑在防火分区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简述理由。

答：（1）主体建筑一至四层为商场，每层划分为 1 个防火分区存在问题；

理由：本建筑地上部分的商业区顶棚、墙面采用矿棉板，地面采用硬 PVC 塑料地板，其

他部位装修均按照国家最低标准执行，家具包布等装饰会存在可燃材料。所以应按不大于

3000m²划分为 2个防火分区。

（2）五、六层设有 KTV 和电影院，每层划分为 1 个防火分区存在问题；

理由：高层民用建筑一个防火分区面积最大 1500m²，设自喷增加一倍，该建筑每层 4000m

²至少划分 2 个防火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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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及答案

5.指出该建筑在安全疏散与避难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简述理由。

答：（1）六层电影院未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存在问题；

理由：电影院设置在其他民用建筑内时，至少应设置 1 部独立的疏散楼梯。

（2）A 防火分区利用防火墙上 3.6m 的甲级防火门通过 B 区疏散，同时有一部直通室外

的楼梯作为安全出口，存在问题；

理由：建筑面积大于 1000m²的防火分区，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2 个。

题目及答案

（3）十六层为避难层存在问题；

理由：第一个避难层（间）的楼地面至灭火救援场地地面的高度不应大于 50m，所以应

该设置在十五层。

（4）汽车库设置了 2 部供人员疏散的敞开楼梯间存在问题；

理由：该汽车库为Ⅱ类汽车库，每个防火分区的人员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2 个且需要划分

为 2 个防火分区，所以需要 4个防烟楼梯间。

题目及答案

6.判断该建筑在外保温方面是否存在问题，并说明理由。

答：（1）采用岩棉作为外墙外保温系统（无空腔）的保温材料进行建筑节能保温没有问题；

理由：设置人员密集场所的建筑及建筑高度大于 50m 公共建筑，其外墙外保温材料的燃

烧性能应为 A 级，岩棉属于 A级材料。

（2）外保温系统在建筑首层设置 10mm，其他层 5mm 的防护层没有问题；

理由：采用 A 级保温材料时只需要设置防护层，厚度不限。

（3）上人屋面板采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EPS 板）没有问题；

理由：当屋面板的耐火极限不低于 1.00h 时，屋面外保温系统保温材料不应低于 B2 级，

该建筑一级耐火等级，上人屋面板耐火极限不低于 1.5h。

题目及答案

（4）屋面板保温层设置 5mm 的防护层存在问题；

理由：采用 B1、B2 级保温材料的外保温系统应采用不燃材料作防护层，防护层的厚度不

应小于 10mm。

（5）屋面与外墙之间未设置防火隔离带进行分隔没有问题；

理由：当屋面和外墙外保温系统均采用 B1、B2 级保温材料时，需要用宽度不小于 500mm

的不燃材料设置防火隔离带进行分隔，本建筑外墙为 A 级材料。

案例背景

一类高层综合楼防火案例

某综合楼，地上 12 层，局部 13 层，地下三层。首层室内地坪标高为±0.000m，室外地

坪标高为-0.300m，屋顶为平屋面。首层高 4.5m，其他各层层高均为 4.0m，顶层建筑面积 200m

²，其他各层建筑面积均为2000m²。建筑楼板、梁和柱的耐火极限分别为1.50h、2.00h和 2.50h。

该综合楼 1 到 3 层为商场，由 200m²的中庭上下连通，中庭与周围连通空间的防火分隔

采用耐火完整性 2.00h 的非隔热性防火玻璃墙；4 层电影院，共四个厅，其中最大的一个厅

建筑面积为 700m²，其他三个厅均为 400m²，顶棚采用轻钢龙骨加纸面石膏板，墙面采用矿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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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声板，地面采用 PVC 卷材地板；

案例背景

5 层 KTV，其中最大的包间 250m²，4 个中包间面积均为 80m²，其他房间面积均小于 50m

²，其内部装修顶棚和墙面均采用玻璃棉装饰吸声板，地面采用木地板氯纶地毯；6层分为跆

拳道培训机构和拉丁舞培训机构，对 3 岁以上儿童进行招生；7到 12 层为办公楼，办公室采

用木龙骨加纸面石膏板做吊顶；13 层为风机、电梯机房等设备间。

地下一层是超市、地下二层其中 1400m²是超市，超市上下层之间用自动扶梯相连，做了

防火分隔。

案例背景

地下二层其余部分是设备用房，单独化划分了防火分区，其中布置消防控制室、变压器

室、柴油发电机房和消防水泵房等，各设备室均采用甲级防火门。地下三层是汽车库。

该建筑设置了 1 部消防电梯，从地下二层直通至顶层；在地上三层以上每层设有消防救

援窗。该建筑防火设计的其他事项均符合国家标准。

题目及答案

根据以上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该综合楼的建筑高度是多少？写出计算过程。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分为哪类？

2.指出该建筑在结构耐火方面的问题，并简述理由。

3.该建筑地下和地上至少划分几个防火分区，说明理由。指出该建筑防火分隔方面的问

题，并简述理由。

4.指出该高层建筑在平面布置方面的问题，并简述理由。

5.分别计算地下一层和地下二层疏散楼梯的最小总净宽度，并确定地下安全出口的总净宽度。

6.指出该建筑在装修和灭火救援设施方面的问题，并简述理由。

知识点及依据

（一）建筑高度的计算

（1）本案例综合楼建筑高度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建筑屋面为坡屋面时，建筑高度应为建筑室外设计地面至其檐口与屋脊的平均高度。

2）建筑屋面为平屋面（包括有女儿墙的平屋面）时，建筑高度应为建筑室外设计地面至

其屋面面层的高度。

3）同一座建筑有多种形式的屋面时，建筑高度应按上述方法分别计算后，取其中最大值。

4）对于台阶式地坪，当位于不同高程地坪上的同一建筑之间有防火墙分隔，各自有符合

规范规定的安全出口，且可沿建筑的两

知识点及依据

个长边设置贯通式或尽头式消防车道时，可分别计算各自的建筑高度。否则，应按其中

建筑高度最大者确定该建筑的建筑高度。

5）局部突出屋顶的瞭望塔、冷却塔、水箱间、微波天线间或设施、电梯机房、排风和排

烟机房以及楼梯出口小间等辅助用房占屋面面积不大于 1/4 者，可不计入建筑高度。

该建筑的建筑高度=0.3+4.5+4.0×11=48.8m。

知识点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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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筑分类和耐火构件

（1）民用建筑根据其建筑高度和层数可分为单、多层民用建筑和高层民用建筑。高层民

用建筑根据其建筑高度、使用功能和楼层的建筑面积可分为一类和二类。

民用建筑的分类应符合表 1-2-1 的规定。

知识点及依据

名

称

高层民用建筑
单、多层民用建筑

一类 二类

住

宅

建

筑

建筑高度大于 54m 的住宅建筑(包括

设置商业服务网点的住宅建筑)

建筑高度大于 27m，但不

大于 54m 的住宅建筑(包

括设置商业服务网点的

住宅建筑)

建筑高度不大于 27m

的住宅建筑(包括设

置商业服务网点的

住宅建筑)

公

共

建

筑

1.建筑高度大于 50m 的公共建筑；

2.建筑高度 24m 以上部分任一楼层建

筑面积大于 1000m²的商店、展览、电

信、邮政、财贸金融建筑和其他多种

功能组合的建筑；

3 医疗建筑、重要公共建筑、独立建

造的老年人照料设施。

4.省级及以上的广播电视和防灾指

挥调度建筑、网局级和省级电力调度

建筑；

5.藏书超过 100 万册的图书馆、书库

除一类高层公共建筑外

的其他高层公共建筑

1.建筑高度大于 24m

的单层公共建筑；

2.建筑高度不大于

24m 的其他公共建筑

知识点及依据

注：1.宿舍、公寓等非住宅类居住建筑的防火要求，应符合本规范有关公共建筑的规定；

2.除规范另有规定外，裙房的防火要求应符合本规范有关高层民用建筑的规定。

该综合楼高度为 48.8m，属于一类高层公共建筑。

知识点及依据

（2）民用建筑的耐火等级可分为一、二、三、四级。除规范另有规定外，不同耐火等级

建筑相应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不应低于表 1-2-2 的规定。

知识点及依据

构件名称
耐火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墙

防火墙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3.00

承重墙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2.50 不燃性 2.00 难燃性 0.50

非承重外墙 不燃性 1.00 不燃性 1.00 不燃性 0.50 可燃性

楼梯间和前室的墙，

电梯井的墙，住宅建筑

单元之间的墙和分户墙

不燃性 2.00 不燃性 2.00 不燃性 1.50 难燃性 0.5

疏散走道两侧的隔墙 不燃性 1.00 不燃性 1.00 难燃性 0.50 难燃性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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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隔墙 不燃性 0.75 不燃性 0.50 难燃性 0.50 难燃性 0.25

柱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2.50 不燃性 2.00 难燃性 0.50

梁 不燃性 2.00 不燃性 1.50 不燃性 1.00 难燃性 0.50

楼板 不燃性 1.50 不燃性 1.00 不燃性 0.50 可燃性

屋顶承重构件 不燃性 1.50 不燃性 1.00 可燃性 0.50 可燃性

疏散楼梯 不燃性 1.50 不燃性 1.00 不燃性 0.50 可燃性

吊顶（包括吊顶格栅） 不燃性 0.25 难燃性 0.25 难燃性 0.15 可燃性

知识点及依据

（3）民用建筑的耐火等级应根据其建筑高度、使用功能、重要性和火灾扑救难度等确定，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地下或半地下建筑（室）和一类高层建筑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一级；

2）单、多层重要公共建筑和二类高层建筑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4）建筑高度大于 100m 的民用建筑，其楼板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2.00h。

（5）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的上人平屋顶，其屋面板的耐火极限分别不应低于1.50h和1.00h。

知识点及依据

（6）二级耐火等级建筑内采用难燃性墙体的房间隔墙，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0.75h；当

房间的建筑面积不大于 100m²时，房间隔墙可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0.50h 的难燃性墙体或耐

火极限不低于 0.30h 的不燃性墙体。

（7）二级耐火等级多层住宅建筑内采用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的楼板，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0.75h。

该综合楼为一类高层公共建筑，耐火等级不低于一级，其柱耐火极限不应低于二级 3.00h。

知识点及依据

（三）综合楼的防火分区

（1）除规范另有规定外，案例中综合楼建筑的允许建筑高度或层数、防火分区最大允许

建筑面积应符合表 1-2-3 的规定。

注：1.表中规定的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当建筑内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可按本

表的规定增加 1.0 倍；局部设置时，防火分区的增加面积可按该局部面积的 1.0 倍计算。

2.裙房与高层建筑主体之间设置防火墙时，裙房的防火分区可按单、多层建筑的要求确定。

知识点及依据

表 1-2-3 不同耐火等级建筑的允许建筑高度或层数、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名称
耐火等

级

允许建筑高度或

层数

防火分区的

最大允许建

筑面积（m²）

备注

高层民用建筑
一、二

级

根据第一节建筑

分类确定
1500 对于体育馆、剧场的观众厅，防

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

适当增加。
单、多层民用

建筑

一、二

级

根据第一节建筑

分类确定
2500

三级 5 层 1200 —

四级 2 层 600 —

地下或半地下 一级 — 500 设备用房的防火分区最大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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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室） 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1000m²。

知识点及依据

（2）建筑内设置自动扶梯、敞开楼梯等上、下层相连通的开口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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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叠加计算后的建筑面积大于规范规定时，应

划分防火分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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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叠加计算后的建筑面积大于规范规定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与周围连通空间应进行防火分隔：采用防火隔墙时，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1.00h；采

用防火玻璃墙时，其耐火隔热性和耐火完整性不应低于 1.00h，采用耐火完整性不低于 1.00h

的非隔热性防火玻璃墙时，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进行保护；采用防火卷帘时，

知识点及依据

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3.00h，并应符合规范规定；与中庭相连通的门、窗，应采用火灾

时能自行关闭的甲级防火门、窗。

（4）设在建筑物内的汽车库（包括屋顶停车场）、修车库与其他部位之间，应采用防火

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不燃性楼板分隔。

该综合楼地上部分防火分区面积不大于 1500m²，地下部分不大于 500m²，设自动灭火系

统时防火分区面积可增加一倍。

知识点及依据

（四）平面布置

（1）歌舞厅、录像厅、夜总会、卡拉 OK 厅（含具有卡拉 OK 功能的餐厅）、游艺厅（含

电子游艺厅）、桑拿浴室（不包括洗浴部分）、网吧等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不含剧场、

电影院）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不应布置在地下二层及以下楼层；

2）宜布置在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内的首层、二层或三层的靠外墙部位；

3）不宜布置在袋形走道的两侧或尽端；

4）确需布置在地下一层时，地下一层的地面与室外出入口地坪的

知识点及依据

高差不应大于 10m；

5）确需布置在地下或四层及以上楼层时，一个厅、室的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200m²；

6）厅、室之间及与建筑的其他部位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防火隔墙和

1.00h 的不燃性楼板分隔，设置在厅、室墙上的门和该场所与建筑内其他部位相通的门均应

采用乙级防火门。

知识点及依据

（2）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和儿童游乐厅等儿童活动场所宜设置在独立的建筑内，

且不应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当采用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时，不应超过 3 层；采用三级

耐火等级的建筑时，不应超过 2 层；采用四级耐火等级的建筑时，应为单层；确需设置在其

他民用建筑内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设置在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应布置在首层、二层或三层；

2）设置在三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应布置在首层或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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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置在四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应布置在首层；

4）设置在高层建筑内时，应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

知识点及依据

5）设置在单、多层建筑内时，宜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

该综合楼中儿童场所只能在地上建筑内，且不应设在四层及以上楼层。

知识点及依据

（3）剧场、电影院、礼堂宜设置在独立的建筑内；采用三级耐火等级建筑时，不应超过

2 层；确需设置在其他民用建筑内时，至少应设置 1 个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1）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防火隔墙和甲级防火门与其他区域分隔。

2）设置在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观众厅宜布置在首层、二层或三层；确需布置

在四层及以上楼层时，一个厅、室的疏散门不应少于 2 个，且每个观众厅的建筑面积不宜大

于 400m²。

3）设置在三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不应布置在三层及以上楼层。

知识点及依据

4）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时，宜设置在地下一层，不应设置在地下三层及以下楼层。

5）设置在高层建筑内时，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及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等自动灭火系统。

知识点及依据

（4）布置在民用建筑内的柴油发电机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宜布置在首层或地下一、二层。

2）不应布置在人员密集场所的上一层、下一层或贴邻。

3）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防火隔墙和 1.50h 的不燃性楼板与其他部位分隔，门

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4）机房内设置储油间时，其总储存量不应大于 1m³，储油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3.00h

的防火隔墙与发电机间分隔；确需在防火隔墙上开门时，应设置甲级防火门。

5）应设置火灾报警装置。

6）应设置与柴油发电机容量和建筑规模相适应的灭火设施，当建筑内其他部位设置自动

喷水灭火系统时，机房内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知识点及依据

（5）燃油或燃气锅炉、油浸变压器、充有可燃油的高压电容器和多油开关等，宜设置在

建筑外的专用房间内；确需贴邻民用建筑布置时，应采用防火墙与所贴邻的建筑分隔，且不

应贴邻人员密集场所，该专用房间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确需布置在民用建筑内时，不

应布置在人员密集场所的上一层、下一层或贴邻，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燃油或燃气锅炉房、变压器室应设置在首层或地下一层的靠外墙部位，但常（负）压

燃油或燃气锅炉可设置在地下二层或屋顶上。设置在屋顶上的常（负）压燃气锅炉，距离通

向屋面的安全出口不应小于 6m。采用相对密度（与空气密度的比值）不小于 0.75 的可燃气

体为燃料的锅炉，不得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

知识点及依据

2）锅炉房、变压器室的疏散门均应直通室外或安全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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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锅炉房、变压器室等与其他部位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防火隔墙和 1.50h

的不燃性楼板分隔。在隔墙和楼板上不应开设洞口，确需在隔墙上设置门、窗时，应采用甲

级防火门、窗。

4）变压器室之间、变压器室与配电室之间，应设置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防火隔墙。

5）油浸变压器、多油开关室、高压电容器室，应设置防止油品流散的设施。油浸变压器

下面应设置能储存变压器全部油量的事故储油设施。

知识点及依据

6）应设置火灾报警装置。

7）应设置与锅炉、变压器、电容器和多油开关等的容量及建筑规模相适应的灭火设施，

当建筑内其他部位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知识点及依据

（6）消防控制室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单独建造的消防控制室，其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2）附设在建筑内的消防控制室，宜设置在建筑内首层或地下一层，并宜布置在靠外墙部位；

3）不应设置在电磁场干扰较强及其他可能影响消防控制设备正常工作的房间附近；

4）疏散门应直通室外或安全出口。

5）消防控制室内的设备构成及其对建筑消防设施的控制与显示功能以及向远程监控系统

传输相关信息的功能

知识点及依据

（五）安全疏散

（1）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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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m。

（2）每个防火分区或一个防火分区的每个楼层，其安全出口的数量应经计算确定，且不

应少于 2 个。

（3）除剧场、电影院、礼堂、体育馆外的其他公共建筑，其房间疏散门、安全出口、疏

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各自总净宽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知识点及依据

1）每层的房间疏散门、安全出口、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各自总净宽度，应根据疏散人

数按每 100 人的最小疏散净宽度根据计算确定。当每层疏散人数不等时，疏散楼梯的总净宽

度可分层计算，地上建筑内下层楼梯的总净宽度应按该层及以上疏散人数最多一层的人数计

算；地下建筑内上层楼梯的总净宽度应按该层及以下疏散人数最多一层的人数计算。

2）每层的房间疏散门、安全出口、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每 100 人最小疏散

3）地下或半地下人员密集的厅、室和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其房间疏散门、安全出口、

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各自总净宽度，应根据疏散人数按每 100 人不小于 1.00m 计算确定。

知识点及依据

（4）首层外门的总净宽度应按该建筑疏散人数最多一层的人数计算确定，不供其他楼层

人员疏散的外门，可按本层的疏散人数计算确定。

（5）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中录像厅的疏散人数，应根据厅、室的建筑面积按不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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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人/m²计算；其他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的疏散人数，应根据厅、室的建筑面积按不小于

0.5 人/m²计算。

（6）商店的疏散人数应按每层营业厅的建筑面积乘以表 1-2-4 规定的人员密度计算。对

于建材商店、家具和灯饰展示建筑，其人员密度可按表 1-2-4 规定值的 30%确定。

知识点及依据

表 1-2-4 商店营业厅内的人员密度（人/m²）

楼层位置 地下第二层 地下第一层
地上第一、第

二层
地上第三层

地上第四层

及以上各层

人员密度 0.56 0.60 0.43~0.60 0.39~0.54 0.30~0.42

注：确定人员密度值时，应考虑商店的建筑规模，当建筑规模较小（比如营业厅的建筑

面积小于 3000m²）时宜取上限值，当建筑规模较大时，可取下限值。当一座商店建筑内设置

有多种商业用途时，考虑到不同用途区域可能会随经营状况或经营者的变化而变化，尽管部

分区域可能用于家具、建材经销等类似用途，但人员密度仍需要按照该建筑的主要商业用途

来确定，不能再按照上述方法折减。

知识点及依据

（六）高层民用建筑内部装修

高层民用建筑内部各部位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不应低于本规范表 1-2-5 的规定。

表 1-2-5 高层民用建筑內部各部位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

序

号
建筑物及场所

建 筑

规

模 、

性质

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级

顶

棚

墙

面

地

面

隔

断

固

定

家

具

装饰织物

其 他

装 饰

材料

窗

帘

帷

幕

床

罩

家

具

包

布

1

候机楼的候机大厅、

贵宾候机室、售票厅、

商店、餐饮场所等

- A A B1 B1 B1 B1 - - - B1

知识点及依据

2

汽车站、火车站、轮

船 客 运 站 的 候 车

（船）室、商店、餐

饮场所等

建筑面积＞10000m² A A B1 B1 B1 B1 B2

建筑面积≤10000m² A B1 B1 B1 B1 B1 B2

3

观众厅、会议室、多

功能厅、等候厅等

每 个 厅 建 筑 面

积>400m²
A A B1 B1 B1 B1 B1 -- B1 B1

每个厅建筑面积≤

400m²
A B1 B1 B1 B2 B1 B1 -- B1 B1

4 商店的营业厅
每层建筑面积>1500m

² 或 总 建 筑 面
A B1 B1 B1 B1 B1 B1 -- B1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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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3000m²

每 层 建 筑 面 积 ≤

1500m²或总建筑面积

≤3000m²

A B1 B1 B1 B2 B1 B2 -- B2 B2

知识点及依据

5
宾馆、饭店的客房及公共

活动用房等

一类建筑 A B1 B1 B1 B2 B1 -- B1 B2 B1

二类建筑 A B1 B1 B1 B2 B2 -- B2 B2 B2

6
养老院、托儿所、幼儿园、

居住及活动场所
-- A A B1 B1 B2 B1 -- B2 B2 B1

7
医院病房区、诊疗区手术

区
-- A A B1 B1 B2 B1 B1 -- B2 B1

8 教学场所、教学试验场所 -- A B1 B2 B2 B2 B1 B1 B1 B2

9

纪念馆、展览馆、博物馆、

图书馆、档案馆、资料馆

等的公众活动场所

一类建筑 A B1 B1 B1 B2 B1 B1 -- B1 B1

二类建筑 A B1 B1 B1 B2 B1 B2 -- B2 B2

10 餐饮场所 -- A B1 B1 B1 B2 B1 -- -- B1 B2

11 办公场所
一类建筑 A B1 B1 B1 B2 B1 B1 -- B1 B1

二类建筑 A B1 B1 B1 B2 B1 B2 -- B2 B2

知识点及依据

12
存放文物、纪念展览物品、重要图书、

档案资料的场所
A A B1 B1 B2 B1 -- -- B1 B2

13 歌舞娱乐游艺场所 A B1 B1 B1 B1 B1 B1 B1 B1 B1

14
A、B 级电子信息系统机房及装有重要

机器仪器的房间
A A B1 B1 B1 B1 B1 -- B1 B1

15 住宅 -- A B1 B1 B1 B2 B1 -- B1 B2 B1

注：除规范规定的特殊场所和规范表 1-2-5 中序号为 12～14 规定的部位外，以及大于

400m²的观众厅、会议厅和 100m 以上的高层民用建筑外，当设有火灾自动报警装置和自动灭

火系统时，除顶棚外，其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可在表 1-2-5 规定的基础上降低一级。

知识点及依据

该购物中心为高层建筑，其内部装修根据表格取值，KTV 属于歌舞娱乐游艺场所，其装

修材料燃烧性能按表格要求执行，不应降级。

知识点及依据

（七）灭火救援设施

（1）公共建筑的外墙应在每层的适当位置设置可供消防救援人员进入的窗口。供消防救

援人员进入的窗口的净高度和净宽度均不应小于 1.0m，下沿距室内地面不宜大于 1.2m，间距

不宜大于 20m 且每个防火分区不应少于 2 个，设置位置应与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相对应。窗

口的玻璃应易于破碎，并应设置可在室外易于识别的明显标志。

（2）下列建筑应设置消防电梯：

1）建筑高度大于 33m 的住宅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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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及依据

2）一类高层公共建筑和建筑高度大于 32m 的二类高层公共建筑、5层及以上且总建筑面

积大于 3000m²（包括设置在其他建筑内五层及以上楼层）的老年人照料设施；

3）设置消防电梯的建筑的地下或半地下室，埋深大于 10m 且总建筑面积大于 3000m²的

其他地下或半地下建筑（室）。

该建筑属于一类高层公共建筑，应设置消防电梯。

题目及答案

【参考答案】

1.该综合楼的建筑高度是多少？写出计算过程。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分为哪类？

答：（1）200÷2000=1/10＜1/4，所以 13 层不计入建筑高度。

建筑高度=0.3+4.5+4.0×11=48.8m。

（2）是一类高层公共建筑。

题目及答案

2.指出该建筑在结构耐火方面的问题，并简述理由。

答：（1）问题：柱 2.50h。理由：一级耐火等级建筑柱不应低于 3.00h。

（2）问题：办公室采用木龙骨加纸面石膏板做吊顶。

理由：木龙骨加纸面石膏板是难燃性吊顶，一级耐火等级建筑吊顶应为不燃性。

（3）问题：地下停车库楼板 1.50h。理由：不应低于 2.00h。

题目及答案

3.该建筑地下和地上至少划分几个防火分区，说明理由。指出该建筑防火分隔方面的问

题，并简述理由。

答：（1）地上每层划分一个防火分区。理由：高层建筑每个防火分区面积不大于 1500m

²，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增加一倍 3000m²＞2000m²。

（2）地下一层划分两个防火分区。理由：地下每个防火分区面积不大于 500m²，设自动

喷水灭火系统增加一倍 1000m²。

（3）地下二层划分三个防火分区。理由：1400m²超市划分两个防火分区，每个防火分区

不大于 1000m²。设备用房划分一个防火分区 600m²＜1000m²。

题目及答案

（4）地下三层划分一个防火分区。理由：地下汽车停车库防火分区面积不大于 2000m²，

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增加一倍。

（5）问题：中庭与周围连通空间的防火分隔采用耐火完整性2.00h的非隔热性防火玻璃墙。

理由：应采用隔热性防火玻璃墙，采用非隔热性防火玻璃墙时，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

统进行保护

（6）问题：地下三层与地下二层间的分隔楼板耐火等级极限 1.50h。

理由：不应低于 2.00h。

题目及答案

4.指出该高层建筑在平面布置方面的问题，并简述理由。

答：（1）问题：4 层电影院最大厅 700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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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每个厅室的面积不大于 400m²。

（2）问题：5 层为 KTV，其中最大的包间为 250m²。

理由：每个厅室的面积不大于 200m²。

（3）问题：6 层分为跆拳道培训机构和拉丁舞培训机构，对 3岁以上儿童进行招生。

理由：儿童活动场所不应设在四层及四层以上楼层。

（4）问题：地下二层，布置消防控制室、变压器室和柴油发电机房。

理由：消防控制室放在首层或地下一层靠外墙部位。变压器室和柴油发电机房避开人密

集场所的上、下层或贴邻。

题目及答案

5.分别计算地下一层和地下二层疏散楼梯的最小总净宽度，并确定地下安全出口的总净宽度。

答：地下一层总净宽度=2000×0.60×1/100=12m。

地下二层总净宽度=1400×0.56×1/100=7.84m。

地下安全出口的总净宽度为 12m。

题目及答案

6.指出该建筑在装修和灭火救援设施方面的问题，并简述理由。答：（1）问题：电影院

最大一个厅建筑面积 700m²，墙面采用矿棉吸声板，地面采用 PVC 卷材地板。

理由：矿棉吸声板是 B1 级、PVC 卷材地板是 B2 级。观众厅建筑面积大于 400m²，墙面应

采用 A级、地面应采用 B1 级。

（2）问题：KTV 顶棚采用玻璃棉装饰吸声板，地面采用木地板氯纶地毯。

理由：玻璃棉装饰吸声板是 B1 级、木地板氯纶地毯是 B2 级。高层 KTV 顶棚应采用 A 级、

地面应采用 B1 级材料。

题目及答案

（3）问题：消防电梯从地下二层直通至顶层。

理由：设置消防电梯的建筑的地下应设置消防电梯，地下三层停车场也应设置。

（4）问题：在地上三层以上每层设有消防救援窗。

理由：公共建筑的外墙应在每层的适当位置设置可供消防救援人员进入的窗口。

考点分布

第二篇工业建筑防火

第一章生产和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 ⭐
第二章建筑分类和耐火等级⭐ ⭐ ⭐
第三章总平面布局和平面布置⭐ ⭐ ⭐
第四章防火分区与分隔⭐ ⭐ ⭐
第五章安全疏散⭐ ⭐ ⭐
第六章建筑防爆⭐ ⭐
第一章生产和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考点 1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考点 2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导学

为什么要进行生产和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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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便于对不同火灾危险性生产场所和储存物品场所进行分类管控，在保证消防安全

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管控措施：防火分隔物、安全疏散设施、防爆泄压设施、自动灭火设备、防烟排烟和火

灾报警设备等等。

工业建筑防火设计主线：生产或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越高的建筑，火灾蔓延速度越快，

需要采用更加安全的建筑结构形式，提高建筑耐火等级。另外，建筑层数低，面积小，更加

有利于消防灭火救援。因此，生产或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决定了该建筑的耐火等级、建筑

层数和建筑面积（占地面积）。

火灾危险性、耐火等级、建筑层数（高度）也决定了防火间距、平面布置、防火分区、

安全疏散等。

评定物质火灾危险性的主要指标

1、评定气体火灾危险性的主要指标

爆炸极限和自燃点是评定可燃气体火灾危险性的主要指标。爆炸浓度极限范围越大，爆

炸下限越低，危险性越大。自燃点越低，危险性越大。

爆炸下限＜10%—甲类；

爆炸下限≥10%—乙类。

评定物质火灾危险性的主要指标

2、评定液体火灾危险性的主要指标

闪点是评定可燃液体火灾危险性的主要指标。闪点越低，危险性越大。

类型 指标 甲类 乙类 丙类

液体 闪点 （-∞，28） 【28，60） 【60，+∞）

评定物质火灾危险性的主要指标

3、评定固体火灾危险性的主要指标

熔点和燃点是评定固体火灾危险性的主要指标。熔点低的固体易蒸发或气化，燃点较低，

燃烧速度较快，危险性越大。

类型 指标 甲类、乙类 丙类 丁类 戊类

固体 熔点和燃点

自燃物质、遇

水燃烧爆炸

物质、爆炸性

物质

可燃 难燃 不燃

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原则：1、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分类要看整个生产过程中的每个环节是否有引起火灾的可能

性，并按其中最危险的物质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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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虑生产设备类型，工艺条件及环境条件对危险性类别的影响。

考点 1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1、甲类 1-7 项火灾危险性特征及分类举例

1.闪点小于 28℃的液

体

1.闪点小于 28℃的油品和有机溶剂的提炼、回收或洗涤部位及其泵

房，橡胶制品的涂胶和胶浆部位，二硫化碳的粗馏、精馏工段及其

应用部位，青霉素提炼部位，原料药厂的非纳西丁车间的烃化、回

收及电感精馏部位，皂素车间的抽提、结晶及过滤部位，冰片精制

部位，农药厂乐果厂房，敌敌畏的合成厂房、磺化法糖精厂房，氯

乙醇厂房，环氧乙烷、环氧丙烷工段，苯酚厂房的硫化、蒸馏部位，

焦化厂吡啶工段，胶片厂片基厂房，汽油加铅室，甲醇、乙醇、丙

酮、丁酮异丙醇、醋酸乙酯、苯等的合成或精制厂房，集成电路工

厂的化学清洗间（使用闪点小于 28℃的液体），植物油加工厂的浸

出车间；白酒液态法酿酒车间、酒精蒸馏塔，酒精度为38度及以上的

勾兑车间、灌装车间、酒泵房；白兰地蒸馏车间、勾兑车间、灌装车间、

酒泵房

2.爆炸下限小于 10%的

气体

2.乙炔站，氢气站，石油气体分馏（或分离）厂房，氯乙烯厂房，

乙烯聚合厂房，天然气、石油伴生气、矿井气、水煤气（主要成分

一氧化碳、氢气）或焦炉煤气（主要成分氢气、甲烷和少量一氧化

碳）的净化（如脱硫）厂房压缩机室及鼓风机室，液化石油气罐瓶

间，丁二烯及其聚合厂房，醋酸乙烯厂房，电解水或电解食盐厂房，

环己酮厂房，乙基苯和苯乙烯厂房，化肥厂的氢氮气压缩厂房，半

导体材料厂使用氢气的拉晶车间，硅烷热分解室

3.常温下能自行分解或

在空气中氧化即能导致

迅速自燃或爆炸的物质

3.硝化棉厂房及其应用部位，赛璐珞厂房，黄磷制备厂房及其应用

部位，三乙基铝厂房，染化厂某些能自行分解的重氮化合物生产，

甲胺厂房，丙烯腈厂房

4.常温下受到水或空气

中水蒸气的作用，能产

生可燃气体并引起燃烧

或爆炸的物质

4.金属钠、钾加工房及其应用部位，聚乙烯厂房的一氯二乙基铝部

位、三氯化磷厂房，多晶硅车间三氯氢硅部位，五氧化二磷厂房

5.遇酸、受热、撞击、

摩擦、催化，以及遇有

机物或硫黄等易燃的无

机物，极易引起燃烧或

爆炸的强氧化剂

5.氯酸钠、氯酸钾厂房及其应用部位，过氧化氢厂房，过氧化钠、

过氧化钾厂房，次氯酸钙厂房（漂白粉的主要成分）

6.受撞击、摩擦或与氧

化剂、有机物接触时能

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6.赤磷制备厂房及其应用部位，五硫化二磷厂房及其应用部位

7.在密闭设备内操作温

度不小于物质本身自燃
7.洗涤剂厂房石蜡裂解部位，冰醋酸裂解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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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类 1-6 项火灾危险性特征及分类举例

1.闪点不小于 28℃，但小

于 60℃的液体

1.闪点不小于 28℃，但小于 60℃的油品和有机溶剂的提炼、回收、

洗涤部位及其泵房，松节油或松香蒸馏厂房及其应用部位，醋酸

酐精馏厂房，己内酰胺厂房，甲酚厂房，氯丙醇厂房，樟脑油提

取部位，环氧氯丙烷厂房，松针油精制部位，煤油灌桶间

2.爆炸下限不小于 10%的

气体

2.—氧化碳压缩机室及净化部位，发生炉煤气或鼓风炉煤气净化

部位，氨压缩机房

3.不属于甲类的氧化剂
3.发烟硫酸或发烟硝酸浓缩部位，高锰酸钾厂房，重铬酸钠（红

钒钠）厂房

4.不属于甲类的易燃固

体
4.樟脑或松香提炼厂房，硫黄回收厂房，焦化厂精萘厂房

5.助燃气体 5.氧气站，空分厂房

6.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

混合物的浮游状态的粉

尘、纤维，闪点不小 60℃

的液体雾滴

6.铝粉或镁粉厂房，金属制品拋光部位，煤粉厂房，面粉厂的碾

磨部位，活性炭制造及再生厂房，谷物筒仓工作塔，亚麻厂的除

尘器和过滤器室

2、丙类 1、2 项火灾危险性特征及分类举例

1.闪点不

小 于

60℃的液

体

1.闪点不小于 60℃的油品和有机液体的提炼、回收工段及其抽送泵房，香料厂的

松油醇部位和乙酸松油脂部位，苯甲酸厂房，苯乙酮厂房，焦化厂焦油厂房，甘

油、桐油的制备厂房，油浸变压器室，机器油或变压油灌桶间，柴油灌桶间，润

滑油再生部位，配电室（每台装油量大于 60 kg 的设备），沥青加工厂房，植物

油加工厂的精炼部位

2.可燃固

体

2.煤、焦炭、油母页岩的筛分、转运工段和栈桥或储仓，木工厂房，竹、藤加工

厂房，橡胶制品的压延、成型和硫化厂房，针织品厂房，纺织、印染、化纤生产

的干燥部位，服装加工厂房，棉花加工和打包厂房，造纸厂备料、干燥厂房，印

染厂成品厂房，麻纺厂粗加工厂房，谷物加工房，卷烟厂的切丝、卷制、包装厂

房，印刷厂的印刷厂房，毛涤厂选毛厂房，电视机、收音机装配厂房，显像管厂

装配工段烧枪间，磁带装配厂房，集成电路工厂的氧化扩散间、光刻间，泡沫塑

料厂的发泡、成型、印片压花部位，饲料加工厂房，畜（禽）屠宰、分割及加工

车间、鱼加工车

4、丁类 1-3 项火灾危险性特征及分类举例

1.对不燃烧物质进行加工，

并在高温或熔化状态下经常

产生强辐射热、火花或火焰

的生产

1.金属冶炼、锻造、铆焊、热扎、铸造、热处理厂房

2.利用气体、液体、固体作

为燃料或将气体、液体进行

燃烧作他用的各种生产

2.锅炉房，玻璃原料熔化厂房，灯丝烧拉部位，保温瓶胆厂房，

陶瓷制品的烘干、烧成厂房，蒸汽机车库，石灰焙烧厂房，电

石炉部位，耐火材料烧成部位，转炉厂房，硫酸车间焙烧部位，

电极煅烧工段配电室（每台装油量不大于 60kg 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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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常温下使用或加工难燃烧

物质的生产

3.难燃铝塑料材料的加工厂房，酚醛泡沫塑料的加工厂房，印

染厂的漂炼部位，化纤厂后加工润湿部位

5、戊类火灾危险性特征及分类举例

常温下使

用或加工

不燃烧物

质的生产

制砖车间，石棉加工车间，卷扬机室，不燃液体的泵房和阀门室，不燃液体的净

化处理工段，金属（镁合金除外）冷加工车间，电动车库，钙镁磷肥车间（焙烧

炉除外），造纸厂或化学纤维厂的浆粕蒸煮工段，仪表、器械或车辆装配车间，

氟利昂厂房，水泥厂的轮窑厂房，加气混凝土厂的材料准备、构件制作厂房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单一的或者多种火灾危险性共存的情况，下面我们一一的

展开论述：

单一火灾危险性厂房的火灾危险性判别：

1、同一种物质在生产和储存中的火灾危险性判别：

生产的火灾危险性 类别 储存的火灾危险性 类别

次氯酸钙厂房 甲 5 漂白粉 乙 3

石蜡裂解部位 甲 7 石蜡储存 丙 1

冰醋酸裂解厂房 甲 7 冰醋酸储存 乙 1

漆布、油布、油纸等

积热自燃物质的生产
丙 2

漆布、油布、油纸等

积热自燃物质的储存
乙 6

面粉碾磨部位 乙 6 袋装面粉的储存 丙 2

白兰地生产车间 甲 1 白兰地成品库 丙 1

赛璐珞厂房 甲 3 赛璐珞板（片） 乙 4

钢材冶炼、锻造等热

处理
丁 1 钢材储存 戊

2、同一种物质在不同生产工艺下的火灾危险性判别：

生产工艺 类别 生产工艺 类别

植物油加工厂浸出车间 甲 1 植物油加工厂精炼车间 丙 1

化纤生产干燥部位 丙 1 化纤厂后加工润湿部位 丁 3

烧砖车间 丁 1 制砖车间 戊

钢材冶炼、锻造 丁 1 钢材冷处理 戊

橡胶制品的涂胶和胶浆部位 甲 1 橡胶制品的压延、成型和硫化厂房 丙 2

3、同一种物质用量不同的火灾危险性判别：

配电室内每台装油量＞60kg 的设备——丙 1

配电室内每台装油量≤60kg 的设备——丁 2

4、同一工厂的不同工段的火灾危险性判别：

焦化厂的吡啶工段、精萘厂房、焦油厂房分别为甲、乙、丙类

化纤厂的干燥部位、后加工润湿部位、浆粨蒸煮工段分别为丙、丁、戊类

有多种火灾危险性厂房的火灾危险性判别：

1.同一座厂房或厂房的任一防火分区内有不同火灾危险性生产时，火灾危险性类别应按

火灾危险性较大的部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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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种火灾危险性厂房的火灾危险性判别：

2.当生产过程中使用或产生易燃、可燃物的量较少不足以构成爆炸或火灾危险时，可按

实际情况确定（了解）

火灾危险

性类别
火灾危险特征 举例

最大允许量

与房间容积的比值 总量

甲类

1.闪点小于 28℃的液体 汽油、丙酮、乙醚 0.004L/m³ 100L

2.爆炸下限小于 10%的气体
乙炔、氢、甲烷、乙

烯、硫化氢
1L/m³ 25m³

乙类
1.闪点大于等于 28℃至

60℃的液体
煤油、松节油 0.02L/m³ 200L

有多种火灾危险性厂房的火灾危险性判别：

3.当符合下述条件之一时，可按火灾危险性较小的部分确定：（1）火灾危险性较大的生

产部分占本层或本防火分区建筑面积的比例小于 5%或丁、戊类厂房内的油漆工段小于 10%，

且发生火灾事故时不足以蔓延至其他部位或火灾危险性较大的生产部分采取了有效的防火措施；

有多种火灾危险性厂房的火灾危险性判别：

（2）丁、戊类厂房内的油漆工段，当采用封闭喷漆工艺，封闭喷漆空间内保持负压、油

漆工段设置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或自动抑爆系统，且油漆工段占所在防火分区建筑面积的

比例不大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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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厂房分类 一般情况下，按火灾危险性较大的部分确定

所有厂房
①火灾危险性较大的生产部分占本层

或本防火分区建筑面积的比例小于 5%

②发生火灾事故时不足以蔓延至

其他部位或火灾危险性较大的生

产部分采取了有效的防火措施丁、戊类产房内 ①油漆工段小于 10%

丁、戊类厂房的

油漆工段

①采用封闭喷漆工艺

②封闭喷漆空间内保持负压

③油漆工段设置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或自动抑爆系统

④油漆工段占所在防火分区建筑面积的比例不大于 20%

有多种火灾危险性厂房的火灾危险性判别：

4.设置自动灭火系统对厂房火灾危险性的判别：

思考：某谷物加工厂房，地上2层，层高4m，二级耐火等级。每层建筑面积5000m²，在厂房

二层西南靠墙位置设有干式除尘器室，其建筑面积 220m²，相关建筑防火设计符合国家标准。

问：设置自喷或者不设置自喷，对该厂房的火灾危险性是否有影响？

分析：谷物加工厂房为丙类，不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防火分区最大面积为4000m²，220÷

4000×100%=5.5%，此时该厂房火灾危险性为乙类；

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防火分区最大面积为 5000m²，220÷5000×100%=4.4%，此时该

厂房火灾危险性为丙类。

结论：设置自动灭火系统后，不仅影响防火分区的大小，还能影响厂房的火灾危险性。

回顾

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1、评定物质火灾危险性的主要指标

2、各项火灾危险性特征及分类举例

3、单一火灾危险性厂房的火灾危险性判别：

4、有多种火灾危险性厂房的火灾危险性判别：

下节预览

考点 2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1、储存物品火灾危险性特征及分类举例

2、储存物品火灾危险性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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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分布

第一章生产和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考点 1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考点 2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储存物品火灾危险性分类

考点 2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1、储存物品火灾危险性特征及分类举例

2、储存物品火灾危险性判别

储存物品火灾危险性分类

①甲类 1-6 项火灾危险性特征及分类举例

1.闪点小于 28℃的液体

1.己烷、戊烷，石脑油（粗汽油），环戊烷，

二硫化碳，苯、甲苯，甲醇、乙醇，乙醚，甲

酸甲酯、醋酸甲酯、硝酸乙酯，汽油，丙酮，

丙烯，酒精度为 38 度以上的白酒

2.爆炸下限小于 10%的气体，受到水或空气中

水蒸气的作用能产生爆炸下限小于 10%气体

的固体物质

2.乙炔，氢，甲烷，乙烯、丙烯、丁二烯，环

氧乙烷，水煤气，硫化氢，氯乙烯，液化石油

气，碳化钙（电石），碳化铝

3.常温下能自行分解或在空气中氧化能导致

迅速自燃或爆炸的物质

3.硝化棉，硝化纤维胶片，喷漆棉，火胶棉，

赛璐珞棉，黄磷

4.常温下受到水或空气中水蒸气的作用能产

生可燃气体并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4.金属钾、钠、锂、钙、锶，氢化锂、氢化钠，

四氢化锂铝

5.遇酸、受热、撞击、摩擦以及遇有机物或硫

黄等易燃的无机物，极易引起燃烧或爆炸的强

氧化剂

5.氯酸钾、氯酸钠、过氧化钾、过氧化钠，硝

酸铵

6.受撞击、摩擦或与氧化剂、有机物接触时能

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6.赤磷，五硫化二磷，三硫化二磷

甲类物质总结：

a.表中的所有烷类；

b.表中的活泼金属；

c.表中的所有苯类；

d.表中的所有氢化物类；

e.表中的带“磷”物质

f.表中的过氧化物质

g.表中的氯酸类

h.表中成“棉”状态的危险物质

②乙类 1-6 项火灾危险性特征及分类举例

1.闪点不小于 28℃，但小于 60℃的液体

1.煤油，松节油，丁烯醇、异戊醇，丁醚，醋酸

丁酯、硝酸戊酯，乙酰丙酮，环己胺，溶剂油，

冰醋酸（乙酸），樟脑油，甲酸（蚁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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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爆炸下限不小于 10%的气体 2.氨气、一氧化碳

3.不属于甲类的氧化剂
3.硝酸铜，铬酸，亚硝酸钾，重铬酸钠，铬酸钾，

硝酸，硝酸汞、硝酸钴，发烟硫酸，漂白粉

4.不属于甲类的易燃固体
4.硫黄，镁粉，铝粉，赛璐珞板（片），樟脑，

萘，生松香，硝化纤维漆布，硝化纤维色片

5.助燃气体 5.氧气，氟气，液氯

6.常温下与空气接触能缓慢氧化，积热不

散引起自燃的物品

6.漆布及其制品，油布及其制品，油纸及其制品，

油绸及其制品

乙类物质总结：

a.可燃气体只有氨气和 CO；

b.除硝酸铵为甲类，其他硝酸盐都是乙类；

c.带“樟脑”的，“松”类；

d.表中的列出的金属粉末类；

e.表中的带“布”、“纸”物质；

③丙类 1、2 项火灾危险性特征及分类举例

1.闪点不小于

60℃的液体

1.动物油、植物油，沥青，蜡，润滑油、机油、重油，闪点不小于 60℃的柴

油，糖醛，白兰地成品库

2.可燃固体

2.化学、人造纤维及其织物，纸张，棉、毛、丝、麻及其织物，谷物，面粉，

粒径不小于 2 mm 的工业成型硫黄，天然橡胶及其制品，竹、木及其制品，

中药材，电视机、收录机等电子产品，计算机房已录数据的磁盘储存间，冷

库中的鱼、肉间

④丁、戊类火灾危险性特征及分类举例

难燃烧

物品
自熄性塑料及其制品，酚醛泡沫塑料及其制品，水泥刨花板

不燃烧

物品

钢材、铝材、玻璃及其制品，搪瓷制品、陶瓷制品，不燃气体，玻璃棉、岩棉、陶

瓷棉、硅酸铝纤维、矿棉，石膏及其无纸制品，水泥、石、膨胀珍珠岩

2、储存物品火灾危险性判别

原则：同一座仓库或仓库的任一防火分区内储存不同火灾危险性物品时，仓库或防火分

区的火灾危险性应按火灾危险性最大的物品确定。

特例：丁类、戊类储存物品仓库的火灾危险性，当可燃包装重量大于物品本身重量的 1

／4 或可燃包装体积大于物品本身体积的 1／2 时，应按丙类确定。

思考：某瓷器仓库，内部储存的每件瓷器均采用纸屑和木箱包装，每件总重量为 10kg，

包装物重量为 2kg，判断该仓库的火灾危险性。

易混淆储存物品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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