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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程按照 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规程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规程由深圳市公安局消防监督管理局提出并解释。

本规程主要起草单位：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公安局消防监督管理局。

本规程参与起草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陈湘生、刘跃红、刘文、姚斌、龙育才、朱荣添、王刚、董雪玮、胡隆华、

荣路清、李元洲、郭志葵、余蔚然、高奔、朱斌、刘力、左剑、肖远强、王浩波、纪杰、蒋亚强、陈

阳娟、赖雪龙、张迪。

本规程参与起草人：张宁、刘伊江、杨宁、叶丽娟、李新文、沈哲强、陈春辉、吴永芳、白雪

梅、周艳艳、罗曼、常欣、李英波、刘国祝、余保红、汪海、李海博、李艺、黄建辉。

本规程主要审核人：林茂德、肖民、谢卓浩、霍然、廖光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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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车站消防系统验收评定规程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FAS）

3.2 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BAS)

本规程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地铁地下车站的消防安全系统验收评定，地面站、高

架站、区间隧道以及车辆段、停车场不在本规程的范围内。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地铁设计规范

城市轨道交通技术规范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气体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线型光纤感温火灾探测器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设计、施工及验收规范

挡烟垂壁

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评定规程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包含地铁火灾报警、消防控制等监视地铁火灾灾情及联动控制消防设备，为地铁防火救

灾工作进行自动化管理的系统。

对地铁建筑物内的环境与空气调节、通风、给排水、照明、乘客导向、自动扶梯及电梯、

屏蔽门、防淹门等建筑设备和系统进行集中监视、控制和管理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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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规定

4.1  一般规定

4.1.1

4.1.2

4.1.3

4.1.4

4.2  验收评定方法

4.2.1  

4.2.2  

4.2.3

4.2.4

）

）

）

4.2.5

4.2.6 

地铁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后投入使用前，应由建设单位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提出申请，

并提交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竣工图纸、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等资料。

地铁建筑工程的消防验收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组织实施，建设、施工、设计、监理

等单位予以配合。

消防验收的内容包括资料审查、现场抽样检查及功能测试。资料审查合格后，方可

进行现场抽样检查及功能测试。

消防验收情况应在附录 《地铁消防验收记录表》中如实记载。

现场抽样检查及功能测试应按照先子项评定，后单项评定的程序进行，最后进行综

合评定。

子项应按其在消防安全中的重要程度分为 （关键项目）、 （主要项目）两类，子

项的类别在附录 《地铁消防验收记录表》中列出。

子项判定时，遇有下列情况时可判定为合格：

）有距离、宽度、长度、面积等数值要求的子项，其测量数值误差不超过 ，且不影

响正常使用的。

）抽查非 类项的子项，有 处不合格的，可再抽查 处，均合格的。

）子项名称为系统功能的，系统主要功能满足设计文件要求并能正常实现的，评定为

合格。

子项判定时，遇有下列情况之一应判定为不合格：

消防产品经现场判定不合格的；

未提供燃烧性能等级合格资料或经核对与资料审查不符的；

未按照消防设计文件施工，造成子项内容缺少或与设计文件严重不符的。

单项的验收内容如附录 所列。

单项的判定分为合格、不合格。该单项中全部子项都合格或存在不超两个 类项子

项不合格时，判定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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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5.   建筑总平面及平面布置

5.1  防火分区和防烟分区

5.2  防火分隔

5.2.1

5.2.2

5.2.3

5.2.4

综合评定：所有单项评定结果均合格的，综合评定该地铁站验收合格，否则为不合

格。

防火分区和防烟分区的划分应符合规范或地铁消防设计审核图纸要求。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核对总平面图纸、防火分区与防烟分区的面积，现场检查分区位置、防火墙

设置和挡烟垂壁安装部位。

防火墙、隔墙和楼板的设置应符合地铁消防设计审核图纸要求；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核对消防设计审核图纸并现场检查。

对于有风管穿过的防火墙、隔墙或楼板，应设预埋管或防护套管，其钢板厚度不应

小于 。

验收类别：防火墙为 类；隔墙和楼板为 类。

验收方法：核对消防设计，检查墙体的材料和完整性，以及被穿越墙体和楼板的封堵材

料及密封状况。

地铁站中的电缆井、管道井和电梯井等，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节的要求。

验收类别：电缆井为 类，管道井、电梯井为 类。

验收方法：核对消防设计，检查封堵情况及分隔措施。

防火门和防火卷帘的选型、数量、布置和耐火极限，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节要求。应当提供国家法定消防产品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国家消防产品

认证机构颁发的产品型式认可证书。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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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1）

2）

5.3  防烟分隔

5.3.1

a）  

b）  

c）  

d）  

5.3.2

5.3.3 

核对消防设计审核图纸，检查防火门和防火卷帘的位置；

按自动、手动及机械等控制方式逐项进行测试；

对提供的国家法定消防产品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国家消防产品认证机构颁

发的产品型式认可证书进行审查和核对，并进行一致性检查。

地铁车站内局部采用防火卷帘进行分隔时，防火卷帘的宽度应根据两个防火分区的

分界线长度确定：

分界线长度 以下的，防火卷帘宽度不应超过 ；

分界线长度 以上的，防火卷帘宽度不应超过分界线长度的 ，且不应超过

。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核对消防设计审核图纸，检查防火卷帘的位置及数量，现场检查防火卷帘的

运行状况。

采用镂空式吊顶且满足以下要求时，挡烟垂壁可设置在吊顶内，且其下沿距排烟口

的高度不小于 ：

每个防烟分区的吊顶镂空率不应低于 ；

横向中心线挡烟垂壁两侧 范围内不得采用实板；

镂空部分的短边尺寸（或直径）不宜小于 ；当采用均匀钢丝网状镂空吊顶时，网

格最短边长度不小于 ；

对于实板间隔吊顶，当短边长度大于 时应设置不小于 的间隔。

其它情况下，挡烟垂壁应设置在吊顶下方，且其下沿距吊顶的高度不应小于 。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现场测量分隔体的高度。

挡烟垂壁应符合《挡烟垂壁》 的规定，采用不低于 级的不燃材料制作，耐

火极限不应小于 。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现场测量挡烟垂壁的高度和检查挡烟垂壁的材质，抽检率不小于 。

若采用卷帘式挡烟垂壁，卷帘式挡烟垂壁必须能自动下降至挡烟垂壁的工作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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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在消防控制中心检查其能否正常工作。

吊顶的高度、吊顶形式和镂空率应符合消防设计审核图纸要求。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抽查率不低于 ，核对消防设计审核图纸。

地铁站机械排烟系统的运行模式宜在接到火灾模式指令后 内从正常模式转变为

火灾工况的运行模式。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在消防控制中心检查通风空调系统的运行模式能否按规定进行转换，并现场

检查火灾工况是否正常运行，必要时采用模拟火灾工况进行测试（按附录 热烟测试操作方

法说明检测）。

地下车站站台、站厅火灾时的排烟量，应以一个防烟分区的建筑面积按 ·

计算，当排烟设备负担两个或两个以上防烟分区排烟时，应以最大防烟分区的建筑面积按

· 计算，排烟口的风速不宜大于 。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核对图纸并现场抽查检测，抽查率不低于 ，抽查的排烟口数不得少于

个，检测排烟口风速及排烟风机的风量是否满足规定（按附录 风量和风速的测量方法检

测）。

地铁站台和站厅应设置补风系统。当设置机械补风系统时，其补风量不宜小于排烟

量的 。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抽查率不低于 ，抽查的送风口数不得少于 个，风量检测。

5.4  吊顶

6.   防烟排烟系统

6.1  机械排烟

6.1.1

6.1.2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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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243 4.2

A

10% 5

6.1.4

6.1.5 

6.2  机械防烟

6.2.1

6.2.2 

6.3  风管与风阀

6.3.1

地铁车站公共区内的排烟口宜均匀设置，其间距应符合规范要求，其中设置于楼梯

口附近的排烟口距楼梯口挡烟垂壁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设置于站台两端的排烟口距该

端的屏蔽门端门不应大于 。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现场抽查测量，抽查率不低于 。

地铁车站台（厅）内用于排烟的风口位置应尽量布置在顶部。当采用镂空式吊顶且

满足 、 、 、 条的要求时，该风口应设置在吊顶内，其高度应高于挡烟垂壁的下

沿；其它情况下，排烟风口高度应和吊顶齐平。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抽查率不低于 ，抽查的排烟口数不得少于 个，检测排烟口的设置形式

是否满足规定。

地铁车站某层站台发生火灾时，应保证上层到起火层的楼梯和扶梯口处，沿楼梯斜

面方向最小断面处具有不小于 的流向起火层的风速。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开启起火层上层的送风和起火层的排烟，对每个扶梯口进行风速测试。

若同时开启非起火层的送风系统和起火层的排烟系统无法保证楼梯口和扶梯口的向

下风速小于 ，则可打开起火层端部滑动门并启动隧道风机排烟，测试楼梯口或扶梯口

是否达到 向下风速的要求。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现场测量，开启隧道风机排烟，测试相关楼梯口和扶梯口的风速。

排烟风管的主体、框架及固定材料、密封材料必须为不燃材料，其厚度应符合《通

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节的规定，风管与穿墙导管的封堵材料必须

为不燃材料，排烟管道应采取隔热防火措施。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抽检，抽检比例不小于 ，件数不少于 件。



SZDB/Z 74—2013

7

4.2

B

5%

B

  30s

A

20% 5

A

  

A

1 8

B

6.3.2

6.3.3 

6.3.4

7.   安全疏散

7.1  安全出口

7.2  疏散通道和疏散距离

7.2.1

7.2.2

送风与排烟系统的风管允许漏风量应符合《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节的规定。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抽检，按抽检率 进行漏风量测试。

风管的安装高度和风管净高应符合消防设计审核图纸要求。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测量风管安装高度，核对消防设计审核图纸。

防火阀的安装方向和位置应正确，并保证在 内关闭。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抽查率不低于 ，不得少于 件，尺量、观察和动作测试。

安全出口的位置、数量和宽度的设计应符合地铁消防设计审核图纸要求。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核对消防设计审核图纸，检查安全出口的位置，检查门的形式、开启方向和

疏散指示标志，核算和测量出口的宽度。

地铁站台和站厅内的疏散通道及疏散距离设计应符合消防设计审核图纸要求。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核对消防设计审核图纸，测量疏散通道宽度，及地铁站台和站厅内任意一点

距最近安全出口的距离。

地铁站台和站厅内的室内坡道的坡度最大不应超过 ： ，同时坡道上应设置防滑措

施。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现场测量室内坡道的坡度，检查是否具有防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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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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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7.2.4

7.3  自动扶梯与疏散楼梯间

7.3.1

7.3.2

7.3.3

7.3.4

地铁站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的门厅，其顶棚、墙面和地面的装修材料应为 或

级。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对提供的国家法定消防产品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国家消防产品认证机

构颁发的产品型式认可证书进行审查和核对，并进行一致性检查。

附设于设备及管理用房的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距离不得超过 ，位于近端封闭的

通道两侧或近端的房间，其最大距离不得超过上述距离的 。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核对图纸，现场测量疏散出入通道的长度。

疏散楼梯间的数量、形式、墙体、净宽度、角度应符合消防设计审核图纸要求。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核对消防设计审核图纸，根据设计的参数核算楼梯间净宽度以及角度，检查

楼梯间的位置以及防滑处理，检查门的形式、开启方向和闭门设施，测量楼梯扶手内壁净宽

度。

自动扶梯的数量、形式、净宽度、角度应符合消防设计审核图纸要求。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核对消防设计，根据设计的参数核算自动扶梯的净宽度以及角度，检查自动

扶梯的防滑处理以及相关人员保护措施，测量扶梯净宽度。

楼梯间的墙体、面积和防烟形式的设计应符合地铁消防设计审核图纸要求。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核对消防设计，检查门的形式、开启方向、闭门设施、消火栓和应急照明等，

测量面积和自然排烟时的开窗面积。

经人工确认火灾后，车站控制室应保证下行自动扶梯在火灾确认后 内完成反转上

行过程，接收并显示其运行信号。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按照远程与现场控制两种方式，检查自动扶梯的升降、运行时间及反馈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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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疏散指示

a）

b）

8.   消防供水与灭火系统

8.1  消防给水系统

8.1.1  消防供水设施

1）

2）

a）

b)

8.1.2 消防给水管道

1）

2）

8.1.3  消防泵及控制设备

1）

地铁站内疏散指示标志的设计应符合规范或消防设计审核图纸要求。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

核对消防设计，检查安装位置和高度；

对提供的国家法定消防产品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国家消防产品认证机构颁

发的产品型式认可证书进行审查和核对，并进行一致性检查。

消防供水设施应符合地铁消防设计审核图纸要求；

消防供水的补水管的管径应符合地铁消防设计审核图纸要求。

验收类别：消防供水设施为 类；消防供水的补水管为 类。

验收方法：

查验消防水池竣工图核对水池有效容积，根据设计图纸现场核对补水管管径和数

量，核查自动补水装置功能；

依照设计图纸现场核对消防水池的水位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地下车站的消防给水应设计为环形管网；

地下区间上下行线各设置一根消防给水管，在车站端部和车站环状管网连接。车

站与区间连通管处应设置手动 电动阀门。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根据消防设计审核图纸现场核对。

消防水泵 包括备用泵、稳压泵、喷淋泵 的流量、扬程、配载功率应符合地铁消

防设计审核图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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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157 19.2

A

  

GB50261

A

  

  

2）

a）

b)

c)

d)

8.2  水灭火系统

8.2.1  室内消火栓

a）

b)

c)

8.2.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a）

b)

消防供水设备应当提供国家法定消防产品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验收类别：消防水泵为 类；消防供水设备为 类。

验收方法：

核对消防供水设备铭牌、消防泵铭牌和阀门的设置是否符合设计图纸和产品型式

检验检测报告的要求；

核对消防泵数量、吸水管的设置、出水管的设置是否符合地铁消防设计审核图纸要

求；

依据供水设备的检测报告和产品型式认可证书，对供水设备进行一致性检查；

  消防泵控制设备手动、自动、远程测试。

室内消火栓的设置应符合《地铁设计规范》 中 节的规定。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

对照竣工图核对消火栓数量、位置及是否设置启泵按钮；

连接水带水枪，并打开阀门，按下启泵按钮，现场测试消防泵能否正常启动及消火

栓按钮信号灯是否正常。

具备实际测试条件的，应进行实际测试，根据建筑室内消火栓用水量在系统的最不

利点处测试充实水柱。

若地铁站中装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则其应符合《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的规定。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

对照设计图纸核对报警阀组和水流指示器的安装设置情况；

查验铭牌和阀门的设置是否符合设计图纸和产品型式检验检测报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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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263 GB50140

A

GB 50016

A

A

30%

c)

d)

e)

8.3  其他灭火系统

9.   消防电源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9.1  消防电源

a）

b）

c）

d）

9.2  火灾探测器

9.2.1

依照设计图纸、施工单位出具的消防设施检测报告审查报警阀组和水流指示器的功

能；

抽查喷头和末端泄水装置的安装情况和选型，审查地铁消防工程的施工（或检测）

单位调试检测所出具的检测报告；

审查竣工图纸核对喷头和末端泄水装置数量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地铁工程中的气体灭火系统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气体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的规定执行。地铁工程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的

规定配置灭火器。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查验铭牌是否符合设计图纸和产品型式检验检测报告的要求。

地铁消防电源的设置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的规定。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

根据设计的负荷等级查验建设单位提供的消防电源竣工资料或供电方案；

模拟交流电源断电，检验消防备用电源的切换投入程序，并按设计程序实测自动

投入或人为投入的时间；

核算消防设施的最大负载，核实主备电源容量是否满足负荷要求；

现场抽查电气线路的敷设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

地铁站火灾探测器的选型及布置应和设计图纸一致。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

每类场所的抽检率不低于 ，核对地铁消防审核设计图纸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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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9.2.2

a)

b) 

c) 

d)

e)  

9.3  手动报警按钮

9.4  应急广播

9.4.1

9.4.2

a）

b）

c）

火灾探测器的功能测试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

烟 温感探测器抽测率不低于 ，但不少于 个，每个防火分区均应抽测不少于

个。

感温光纤应加温测试，每台主机抽测数量不少于 处。

电气火灾探测器应抽测报警功能和复位功能，数量不少于 个。

必要时现场采用热烟测试（按附录 热烟测试操作方法说明检测），进行火灾响应

试验。

人为设置短路及开路故障，进行故障报警试验。

手动报警按钮基本功能应正常。手动报警功能应能与消防电话和FAS系统联动。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现场核对资料，核对手动报警按钮的设置位置、安装高度及安装间距，测试

手动报警按钮是否能正常工作。

地铁车站内应设置火灾应急广播，应急广播可与通信系统的公共广播合用，当地铁

出现异常情况时，公共广播系统应能迅速切换到应急广播状况。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现场检验专用通信系统转为应急指挥通信系统的可靠性，测定转换完成所需

的时间。

火灾应急广播扬声器的数量应能保证从一个防火分区的任何部位到最近一个扬声器

的距离不大于 。疏散通道内最后一个扬声器至通道末端的距离不应大于 。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

每类场所的抽检率不低于 ，尺量；

模拟火灾报警信号，检验是否能够强制转入火灾应急广播功能，利用话筒直接播

放火灾应急广播，以及监视扩音机工作状态等功能；

使用数字声压计，测量各防火分区内距离火灾警报装置最远点背景噪音与火灾警

报的声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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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FAS BAS

  BAS FAS

BAS

  BAS FAS

A

30s

  FAS BAS BAS 

9.5  应急照明

9.5.1

9.5.2

9.6  FAS和BAS系统的联动控制

1）

2）

3）

a）

b）

地铁站事故状态下应急照明电源应满足 供电需要。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对提供的国家法定消防产品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国家消防产品认证机

构颁发的产品型式认可证书进行审查和核对，并现场检查供电时间是否满足要求。

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灯应采用耐火型的低烟无卤电缆。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对提供的国家法定消防产品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国家消防产品认证机

构颁发的产品型式认可证书进行审查和核对，并抽样进行一致性检查。

应能可靠地与 系统进行联动控制，联动控制的功能包括：

系统应通过通信接口获得 系统火灾模式指令联动控制防排烟设备；

系统应能进行模式优先级判断，优先启动火灾模式；

系统接收到 系统的控制命令后，其通风空调系统应能可靠地从正常运行

模式转换为火灾运行模式。

验收类别： 类。

验收方法：

现场检查输出联动控制信号的延时时间及受控设备启动方式，联动控制信号的延

时时间应不大于 。

现场测试 与 系统是否能可靠实现联动控制， 系统是否能响应并执行

火灾工况的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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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地铁消防验收记录表

地铁工程消防验收基本情况记录表

工 程 名 称 工程地点 检查日期

建设单位名称 负 责 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工  程  概  况

工程类别 使用性质 占地面积（m2） 建筑面积（m2） 层数 建筑高度（m） 火灾危险性类别

序号 名  称 评定结论
消防验收基本情况和综合评定结论：

主责承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1 □消防验收资料审查

2 □建筑总平面及平面布置

3 □防烟排烟系统

4 □安全疏散

5 □消防供水与灭火系统

6 □消防电源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单位类别 单位名称 项目负责人签名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验收检查人员（签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注：“□”用于选择，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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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验收记录（一）
年    月   日

单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检查/抽查部位
及数量

验收情况
重要
程度

子项
评定

单项
评定

风亭设置

防火间距

地面出入口

防火分区

防烟分区

耐火等级

防火墙、防火门、防火卷帘

防烟分隔设施

吊顶、墙面、地面材料

其他

系统组件、风机设置

系统功能（热烟试验）

挡烟垂壁

排烟口风速、排烟量

楼梯口风速

站厅、站台层转换试验

风管保温材料

其他

消防验收人员：                                                   建设单位负责人：                                        

建筑总平面及平

面布置

防烟排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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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A

B

A

A

A

/ / A

A

B

A

A

验收记录（二）
年    月   日

单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检查/抽查部位
及数量

验收情况
重要
程度

子项
评定

单项
评定

站厅、站台层疏散出口

楼梯间、疏散走道

自动扶梯

疏散指示标志

其他

消防水池

水泵及管网

室内栓

自动喷水 水喷雾 水幕

气体灭火系统

其他灭火系统

建筑灭火器型号、数量

建筑灭火器灭火级别

其他

消防验收人员：                                                   建设单位负责人：                                        

安全疏散

消防供水与灭火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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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A

A

A

A

B

A

FAS BAS A

A

验收记录（三）
年    月   日

单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检查/抽查部位
及数量

验收情况
重要
程度

子项
评定

单项
评定

消防电源

备用发电机

系统组件

系统功能

应急广播

应急照明电源

应急照明电缆

车控室（消防控制室）设置

和 系统的联动控制

火灾模式试验

其他

消防验收人员：                                                   建设单位负责人：                                        

消防电源与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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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热烟测试操作方法说明

B.1

B.2

B.3

热烟测试主要适用于防排烟系统的消防验收，由公安消防部门的验收人员根据现场具

体情况决定是否采用热烟测试。

气体燃烧器的组成

燃烧器采用模块化设计，燃烧器单元是其运输和使用的基本单位。每个燃烧器单元由进

气口、进气阀、导管、排式喷嘴、遮罩、预混腔、预混喷嘴、框架、外框等几部份组成。石

油气由软管经由进气口引入导管，之后分流进入排式喷嘴。在排式喷嘴上等距分布有一排喷

嘴，液化气从每个喷嘴喷出，卷吸外部的空气，一同上升进入预混腔，形成预混可燃气体，

并从预混腔顶部的喷嘴喷出。在预混喷嘴外点火，即可形成稳定燃烧的火焰。遮罩安装在预

混腔下部，将火焰同排式喷嘴喷出的石油气隔开，以防止蹿火。支架起到了固定整套装备，

加强强度，便于搬运的作用，导管、排式喷嘴、遮罩、预混腔、预混喷嘴都固定在支架上。

而支架上述这些装置安装在外框内部，收到外框的保护。外框上打孔，并且在外框下部安装

有底脚，使得空气可以由下部和侧部补入，保证装置内部燃烧的正常进行。在试验中，视所

需功率的大小，决定采用燃烧器单元的数量。

预混喷嘴

排式喷嘴

进气口
导管

遮罩
外框

框架

图 气体燃烧装置剖面

气体燃烧器的布置和气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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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图 热烟测试模拟火源系统构成图

石油气由钢瓶引出，经过减压阀，通过总阀，经由软管引入控制箱。控制箱内部含有压

力表一块，用于监控石油气压力变化情况，有一阀门安装在压力表支管上，可以将压力表同

主管隔离。控制箱内将一路气体输入分为两路气体输出，分别安装两个流量计，以监控流量

变化情况。控制箱的两个输出端通过软管连接两个燃烧器单元。

在应用燃烧器时，首先将减压阀安装在气瓶上，拧紧固定螺栓。

将燃烧器置于指定位置，使用软管连接气瓶减压阀、控制箱、燃烧器单元。

各个软管接口使用管卡进行紧固。管卡应扎在接口中部，用螺丝刀旋紧螺丝后，使用扳

手继续旋紧，保证用手旋转软管时，软管不会转动。

燃烧器的点燃和熄灭

点火由两人负责进行。一人持点火枪点火，另一人控制石油气供给。在使用多个燃烧器

单元时，应进行编号，以免发生错误。

点火前，将控制箱入口阀门、控制箱压力表阀门关闭，开启控制箱出口阀门、燃烧器单

元阀门，将流量计节流阀调至最大。

控制员打开液化气瓶总阀，呼叫：“ 、 号燃烧器点火准备。”

点火员点燃点火枪，贴近燃烧器，呼叫：“点火准备好。”点火员应和燃烧器保持适当

距离。

控制员呼叫：“点火。”同时逐渐开启控制箱入口阀供气。

燃烧器点燃。控制员打开压力表阀观测压力，并利用流量计节流阀调整流量。

在点燃多个燃烧器时，重复操作，逐次点燃每个控制箱对应的燃烧器单元。

熄火一人操作即可。

在熄火时，迅速旋紧液化气瓶总阀即可。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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熄火后，应关闭控制箱进入口阀门和压力表阀门。

加烟装置的使用

发烟支架在使用时应放置在气体燃烧器侧边，出口正对燃烧器方向。应尽量使挡烟罩的

边缘相切于燃烧器羽流的边缘。

发烟操作在气体燃烧器点火后进行。操作方式视发烟方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采用烟幕弹发烟

利用烟幕弹发烟需要两人操作。一人引发烟幕弹，另一人利用长柄钳夹持烟幕弹放置在

发烟架上。

烟幕弹在引发前应去掉包装，打开上盖，由长柄钳夹持，放置在地面。

引发时负责人员戴手套，一手抓住烟幕弹侧面按在地面上，另一手迅速拉出引信。

引发后负责夹持的人员迅速将烟幕弹放置在发烟支架的托架上。

在烟幕弹即将耗尽时引发并添加下一颗烟幕弹。

采用烟饼发烟

烟饼由长柄钳夹持，利用燃烧器火焰点燃，放置在发烟支架的托架上。

加入的第一块烟饼平放，第二块烟饼斜靠在第一块烟饼上，剩下烟饼依次倾斜稀疏堆叠

在前一块烟饼上。

在已添加的烟饼耗尽之前，应及时加以补充。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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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风量和风速测量方法

C.1

C.2

扶梯口的风速测量应采取多点平均的方法，测量的位置应当在楼扶梯口横截面最小处，

如图 ，在风速达到稳定时，取竖直方向上均匀分布的至少六个测量点进行测量， 以上

应至少包括四个测点。采用式 求取测量值的平均值：

式中， 为平均速度；

为各类测点的速度；

为测点个数。

测量点

图 楼梯或扶梯口测量位置示意图

单个排烟口或送风口的风速的测量亦采用多点平均的方法，如图 ，将排烟口或送风口

分为大致相等的 个部分，其中测点 代表排烟口（送风口）角的风速平均值，测点 代表排

烟口（送风口）边的风速平均值，测点 代表排烟口（送风口）中心的风速。采用式 求取

排烟口（送风口）的平均风速，采用式 求取单个排烟口（送风口）的风量，其中 为单个

排烟口（送风口）的面积：

式中， 为平均速度；

Nv v v v v v N

v v v v

Q v A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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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类测点的速度；

为排烟口（送风口）的面积；

为排烟口（送风口）的风量。

A

Q

图 2  送风口或排烟口测量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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