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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the field of architecture in China has also been developed rapidly. 
Combined with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raditional industries, it can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the industry, inject more 
fresh vitality, and form a new industrial form. Fire-fighting desig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xisting building reconstruction,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summarizes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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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的科技发展越来越快，中国建筑领域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结合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传统行业，可以促进行业的推陈出
新，注入更多的新鲜活力，并形成新的产业形态。既有建筑改建中消防设计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不过其依然存在不少问题，
论文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总结相应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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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阶段 , 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快，从而开始了新的产业

结构调整趋势。此次的既有建筑改造与闲置厂房改造都有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既要考虑它们改造后的建筑使用功能改变，

还要考虑怎样科学处理其中存在的消防安全问题，让既有建

筑的改建工程发展得又快又好，这是我们现在必须重视的

难点。

2 既有建筑改建中消防设计存在的问题分析

既有建筑改建对社会资源进行整合与再利用，成功改变

了经济增长形式。既有建筑经过改建，加入了休闲娱乐、餐饮、

商业及酒店服务等功能性服务项目，且其性能复杂又和之前

的使用性质有所区分，应修改调整建筑之前的平面布局、消

防设施等。但当前一些设计单位在消防设计上理解不够透彻，

没有针对性地了解既有建筑之前的状况，所以不能切实履行

自己的职责，导致既有建筑改建工程消防设计出现质量漏洞，

引发了一系列的消防设计缺陷。

2.1 判定既有建筑的原有耐火等级不准确

一旦无法正确判定既有建筑里面楼板、梁柱与屋顶承重

的耐火极限，就容易出现建筑自身耐火等级的判定失误，影

响到安全疏散设计、建筑防火分区划分与消防设施的布局等。

现在，部分设计企业没有足够的责任意识，不了解建筑之前

的构件布局，只是通过经验判断就认为只要是钢筋混凝土结

构的建筑耐火等级都会超过二级，但实际上也会有偏差。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大多数多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楼板多

是选择的预制混凝土板，其耐火极限是按照钢筋保护层的厚

度来区分的，根本达不到二级耐火等级要求的一个小时耐火

极限。同时，因为部分老建筑封顶早，建筑结构也有些老化

与破损，部分建筑的构件没有足够的筋量，其保护层在风化

后已经不具备防火保护与承载功能，而且楼板厚度也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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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构件的耐火性能。同时，部分建筑的钢构件尽管使用

的是钢结构防火涂料，可因为保护层的脱落以及防火涂料的

老化，也失去了原本的耐火作用。这些都是不利于建筑构件

耐火极限的情况，因此需先正确判断建筑构件的耐火等级，

由设计企业认真勘察建筑以前的结构与构件情况，再综合判

定 [1]。

2.2 既有建筑改建消防设计前期准备不充分

设计既有建筑改建消防需先多角度了解建筑原有的消防

设施，并分析改造前后的功能，还要严格围绕已有的消防规

范来设计，同时控制建筑改建消防的设计规范尺度。例如，

在计算防火分区面积中除去卫生间的辅助空间面积，最后和

图纸之间的误差是没有办法进行补救的。房间名称一旦缺失，

消防就无法实际落实到每个建筑物内部构造中。建筑改建消

防设计图纸由于设计者问题，没有标注房间名称，无法复原

具体的事项，模糊了消防设计细节 [2]。

2.3 既有建筑改建消防设计中的消防问题

调查研究表明，设计建筑改建消防时不少设计公司对总

平面图有着理解偏差，觉得已有建筑的改造与总平面无关，

这是不正确的想法。由于建筑改造时，建筑类型与使用功能

都会有所变化，室外建筑消防设计也是按照功能变化而调整

的。中国建筑领域不少企业的消防设计总平面图里只有建筑

主体的平面设计，该问题需要引起整个行业的重视。

2.4 既有建筑改建消防设计消防解决效率低

中国建筑领域的发展很快，不少企业都在激烈的竞争中。

部分建筑公司一再看重建筑施工改建设计要快速出图，却不

重视施工的现实问题。特别是建筑改建阶段，不关注消防的

设计问题，只看建筑改建速度，会增加设计人员的压力，从

而干扰到对施工细节的判断，很可能导致施工的安全隐患，

对这个行业发展而言绝对不是一件好事，还会出现更多的问

题，而且也缺乏相应的解决措施，这是建筑改建消防设计中

十分不科学的现象 [3]。

2.5 既有建筑改建消防设计缺乏节能环保理念

目前，中国有关部门正在大力推进环境整改，节能减排

作为建筑领域的新兴原则，却在设计建筑改建和实际的施工

材料消耗量产生了很大的偏差。建筑改建中的消防设计，材

料还是存在高消耗的现象，像建筑外墙体的保温材料，不少

公司还是用的高能耗材料，不少已严重超标，严重破坏了环境。

2.6 既有建筑改建消防设计建筑物密集度高

消防设计在建筑施工改建设计中十分关键。建筑的高度

与密集程度愈发严重，疏散人群变得很难，怎样在建筑改建

设计中做好消防预防与人群疏散通道现在已是迫在眉睫的问

题。其中，消防和建筑物的安全使用以及居民的生命财产息

息相关，部分建筑施工改建设计中依然有不少消防设计漏洞，

由于其设计较为复杂，对实际施工材料的要求较多，增加了

设计难度。既有建筑自身也有一定的建筑架构形式，因此对

于消防设计也是在它自己已经具备的基础之上，分析存在的

消防设计问题，并总结相应的解决办法。既有建筑物因为特

殊的建筑集群形式，大部分较为集中，居住人群非常密集，

这就降低了居民的疏散性，不符合基本的消防设计规范。

2.7 既有建筑物消防设计的防火间距与消防车道不

合理

既有建筑物因为本身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居民住宅十

分贴合，因此之前的消防法规缺乏完善的规章制度。还有一

些既有建筑物没有消防审核，始终是隐患的状态。同时，一

些既有建筑物的地理区域特别，在市中心的繁华地带，它们

在刚设计时往往更加看重其整体外形与实用性原则，而不重

视建筑物的消防性能，所以它们内部就会存在防火间距不合

理的问题。

3 既有建筑改建中消防设计的问题的解决办法

加强控制既有建筑改造工程设计的质量，提升工程设计

水平，对既有建筑改造工程来说非常关键。所以，我们应分

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为既有建筑

改造提供科学、合理的方法。

3.1 正确判定既有建筑的耐火等级

首先，观察既有建筑原来的建筑构件情况，判断有没有

因年代影响出现风化变质等问题，或是建筑改变使用性能后，

其耐火等级是否有所改变。还应严格把控建筑耐火的等级判

定，通常是应超过二级，尤其是建筑内部的关键构件，更应

严格按照标准执行。其次，注意构件的保护层有无脱落或变

质，相应的予以保护或加固，并结合增设混凝土砂浆层的防

火保护措施，根据规范标准配合构件钢筋的保护层厚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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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检验钢结构的防火涂料质量，并测试开裂与脱落的程度，

判断防火涂料除是否具备耐火性能 [4]。

3.2 正确处理既有建筑和其它建筑的防火间距

防火间距指两栋建筑物间，能够有利于火灾扑救、安全

疏散人员的必要间距。审批时经常会有建筑群内部建筑间防

火间距不够等情况，因此根据建筑物实际情况结合现行《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中有关民用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的相关规

定，合理解决建筑间间距不足的问题。合理调整既有建筑的

使用布局，审核时注意环形消防车道与消防登高面的问题，

便于日后有利于火灾扑救。

3.3 重新核算疏散距离与疏散宽度

建筑安全疏散设计具体是按照建筑物性质、火灾危险程

度、人员规模与附近环境等综合判定的。既有建筑特别是一

些旧的工业建筑，因为里面有着较大空间，以及很长的疏散

距离，许多指数都无法满足基本条件。尤其是一些医疗建筑、

教学建筑、儿童及老年人建筑、歌舞娱乐场所等既有建筑在

改造时，应严格规定疏散距离、安全出口、疏散走道宽度等，

这是强制性的技术要求 [5]。

3.4 合理布局消防设备

既有建筑改造后需按照不同的建筑类别、使用功能等科

学安排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防给水系统、防排烟系统等。

第一，落实消防水源。不少既有建筑因为距离新建已经

过去很长时间，地理条件落后，缺乏对应的市政水源，自然

也就无法有效落实。如果缺乏消防用水，建筑就不能实现自

动灭火，无法在最短时间内扑灭火灾，导致火势的迅速蔓延。

第二，确定室内外的消防用水量。部分既有建筑尽管离

市政水源距离不远，可进水总管较小，不符合室内外消防的

用水量要求，那么应增加市政进水管径或安排消防水池。

第三，需严格根据有关消防技术标准，按照场所性质、

火灾危险程度等科学安排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与自动喷水灭火

系统，还应安排安全出口标志与应急照明等设施。

3.5 采取防排烟措施

对既有建筑物进行改造过程中需严格布置排烟设施，具

体包括机械排烟与自然排烟两种方式，还应计算排烟口的大

小与间距等，并按照不同场所设置排烟设施。同时，对一些

防烟楼梯间、避难走道等都应设置防烟系统。使用机械加压

送风时，应计算确定送风风机的风量。还要尽可能符合走廊

到前室再到楼梯间的压力分布状况，在采用自然通风方式时，

就需要确保自然通风窗符合标准 [6]。

4 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对城市建筑的

规划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相关设计公司应不断创

新设计理念，调整建筑规划方向，与时俱进地满足群众的住

房需求。在建筑设计规划中，既有建筑的改建是十分重要的，

尽管还存在些许问题，但都在不断完善。正确的既有建筑消

防改建设计不但可以确保既有建筑的改建的质量，还能给我

们提供优质的建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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