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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防排烟是建筑消防设计中的重要一环，如果防排烟存在问题，会对今后建筑物使用造成严重隐患，所以在进

行建筑消防检测过程中会格外注重防排烟方面的检测。本文通过对防排烟系统基本情况的介绍，对建筑消防检测中的

防排烟问题进行分析，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改进建议，期望能够达到有效提高建筑防排烟质量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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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排烟系统包括排烟系统以及防烟系统两部分，能

够在有效防止烟气进入疏散通道的同时，确保能够将烟

气顺利排到建筑外，帮助人员安全撤离。保证建筑消防

安全是实施消防安全检测的主要目的，在进行检测过程

中，需要对各部分进行全面检测，尤其需要做好防排烟系

统检测工作，以便有效提高整体建筑安全性［１］。

一、防排烟系统

建筑物防排烟系统主要包括防烟系统以及排烟系统

两部分，机械防排烟系统包括机械加压防烟系统以及机

械排烟系统，是建筑消防检测重点内容（如表１所示）。

表１　机械防排烟系统组成

机械防排烟系统

机械加压防烟 机械排烟

机械加压防烟系统能够确保疏散通道不存在浓烟问

题，会在火灾发生时自动发挥功能，通过实施加压送风的

方式，确保疏散通道以及楼梯间等部位不会出现过度浓

烟状况。机械排烟系统会通过对风扇等一系列工具，完

成建筑内部烟气向外部的排放，可以实现对内部烟气的

有效处理，确保烟气浓度能够被快速控制在合理范围之

内，减少人员伤亡问题。根据以往案例研究发现，浓烟不

仅会对救援人员施救工作产生严重干扰，同时还会因为

人员吸入过量气体而导致其身体受到伤害，严重者会造

成人员窒息死亡，因此科学进行防排烟系统建设和改进

极为重要。

二、防排烟系统问题

（一）自然排烟系统设计不合理

如果建筑物自然排烟系统没有进行科学规划，会直

接造成火灾事故影响加剧的状况，容易引发严重安全事

故，造成排烟系统运行不畅问题。一般在进行建筑物规

划过程中，会将建筑物外窗作为自然通道进行排烟应用，

强调在进行外窗设计时，需要满足相关排烟要求，需要针

对排烟的具体需要做出相应规划设计［2］。

（二）机械排烟系统设计不合理

一般情况下，设计人员会通过加压送风装置，确保排

烟功能能够有效提高，但此种设计模式并不能够达到预

期状态，而这也表明设计人员缺乏消防安全监督检查领

域相关知识，没有科学进行整体机械排烟系统的设计，监

理及施工安装技术人员对设计图纸也没有进行科学严谨

审核，导致后期使用出现不良问题。在检测过程当中，往

往出现排烟口距顶面距离超过600ｍｍ安装的情况。

（三）空间压力设计不合理

空间压力会对疏散通道防排烟安全产生重要作用，

如果出现过大或者过小问题，都会对整体系统使用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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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干扰。压力过大产生原因相对较为复杂，如果在进

行空间风量设计时存在设计过大情况，或者在风机型号

上选择没有与实际需求进行对比分析，均有可能会造成

压力过大状况，从而导致疏散通道上的疏散门不能有效

开启，使疏散人员不能快速逃生。而压力过小问题产生

原因主要以楼梯前室风压设计过小和楼梯间风压设计

过小两种为主。压力过小会导致烟气进入前室、楼梯

间、避难层（间）等空间，使疏散人员面临有毒烟气窒息

的危险［3］。

三、问题解决策略

（一）自然排烟系统设计优化

针对自然排烟系统设计不合理问题，需要根据建筑

工程消防设计具体要求，在消防电梯前室以及其他区域

展开外窗装置设计。在进行外窗设置过程中，需要按照

消防规范要求，保证其开启面积能够在2．5平方米以上，

前室类型外窗的设计整体开启面积需要超过 3．5平方

米。在进行防烟系统楼梯间外窗设计过程中，要按照每

隔六层进行外窗安置的频率进行整体外窗设置，保证此

部分外窗开启面积能够超过 2．5平方米。如果建筑物

的室内空间高度在１１米以下，则需要通过设置天窗系

统的方式，按照朝外开启模式进行外窗设计，保证在发

生火灾时，外窗能够起到自然排烟效果。在实际检测工

作中，存在封闭式玻璃幕墙，无可开启排烟窗的情况；存

在电动排烟窗长期缺少维护，以至于检测或火灾时无法

打开的情况；存在排烟窗手动开启装置位置过高，无法

操作的情况。

（二）机械排烟系统设计优化

在对机械排烟系统进行设计过程中，需要合理进行

加压送风装置的送风量设计，应通过对计算机系统的应

用，展开模拟分析，确定最佳送风量。由于加压送风装置

整体运行和风管装置漏风有着密切关联，所以在进行设

计时，还需要对系统漏风参数进行充分考量。如果建筑

楼梯部分为剪刀结构，会通过设计一个楼梯区域风量数

值的方法，配合设计风洞规格，保证能够满足风扇风流气

量要求。需用做好建筑避难层的处理，按照其非开放式

结构，合理提升空气整体流畅程度，通过配备单独运行机

械式排烟加压装置的方式，做好空气调节。设计人员需

要保证能够做好避难层的设置，确保不会造成封闭空间

空气不流通的情况［４］。

（三）空间压力设计优化

针对空间压力涉及不合理问题，需要结合压力过大

和过小产生的具体原因，有针对性展开设计优化。在对

空间压力过大问题进行处理时，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设

计：对空间风量设计进行严格控制，按照规定要求，展开

最大风量设计，保证整体设计能够与实际空间等各项情

况相符，不会出现风量设计过大问题；做好风机型号选

择，保证地下设计以及楼梯间地上设计等能够使用同一

加压送风井；如果存在地下楼层相对较少的情况，需要通

过设置余压阀以及电控旁通阀等装置，利用压力传感器

自动进行风压以及旁通阀开关的控制，做好余压阀泄压

处理，对空间压力过大问题进行妥善处置。

在对空间压力过小问题进行处理过程中，需要做好

以下设计优化：对土建风井密封度进行严格控制，保证整

体施工操作规范性，确保不会出现气流泄漏问题；对各项

设施进行严格检查，做好需要拆除设施的处理，对竖井堵

塞问题进行严格处置，保证不会出现竖井垃圾堆积的情

况；严格控制前室和楼梯间防火门间隙，对风机型号进行

科学选择，保证风阀能够顺利打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

防止出现失灵或者生锈情况，保证其能够始终处于正常

运转状态；通过使用金属风道，保证空间压力能够得到有

效控制，不会出现前室风压过小的状况。在完成整体空

间压力部分的设计之后，需要联合消防部门、甲方、监理

方、施工方对空间压力基本情况进行检查，在确定其不会

对防排风系统使用造成不良干扰之后，才能够展开其他

部分的施工［5］。

（四）注重专业化人才培养

诸多现场问题均是由于设计人员、监理人员、施工安

装技术人员综合素养没有达到要求所造成的。虽然我国

已经加大了对相关人才的培养力度，行业高水平人才也

层出不穷，但还是存在专业化人才数量有限的问题，还需

要进一步加大对专业化人才的培养力度。需要针对防排

烟问题具体情况以及建筑消防检测实际要求，制定出较

为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按照消防安全核心内容对人才

展开专业化培训。可以通过组织人才参与交流培训的

方式，由专家负责为人才答疑解惑，帮助其明确自身不

足，不断提高自身专业技能和设计水平。同时，根据防

排烟系统类型，为人才提供针对性培训，帮助其掌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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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补风以及机械等各方面防排烟系统的设计、施工要

点，以便保证整体防排烟系统的设计及施工质量，确保

防烟和排烟效果均能够达到设计要求。通过合理进行

培训和不断组织人员参与交流的方式，帮助人员不断提

高自身综合实力，保证人员能够针对防排烟问题做出针

对性改进，不断对整体消防系统进行优化，以便为建筑

的安全使用奠定良好基础，从根源上解决防排烟系统各

方面问题［6］。

（五）保证房屋建筑设计合理性

在对专业人才进行培养的同时，还需要对整体房屋

设计合理性进行充分考量，要通过将房屋建筑设计和防

排烟系统设计有效结合在一起的方式，确保防排烟系统

的设计合理性，保证其能够在建筑火灾事故中发挥出更

大作用。在进行建筑设计阶段，要将消防安全问题考虑

到整体建筑设计之中，要对火灾发生之后的整体疏散以

及排烟等各项情况进行充分考量，做好防火防烟通道设

计，并且设置配套安全消防装置，保证整体建筑设计合理

性，以便为防排烟系统的设计奠定良好基础。在进行房

屋设计过程中，需要做好结构防火材料、保温材料、装饰

装修材料的选择。需要对楼梯间以及其他部分空间进行

科学设计，方便后续防排烟系统设置，应通过构建模型的

方式对空间设计以及布局情况进行反复对比分析，确定

在火灾发生之后的整体布局设计是否合理，通过反复调

整的方式保证隔离火灾区域以及其他部分区域的设置合

理性，确保防排烟系统整体设置能够更加科学，最大限度

降低火灾所造成的损失。

（六）合理设计风道和风口

排烟系统使用和风道以及风口设置合理性有密切关

联，在进行建筑尤其是高层建筑设计时，需要格外注重风

道和风口设计，保证防排烟系统整体使用能够达到理想

状态。在进行设计过程中，需要保证风道密封性以及风

口位置设计合理性，应在排烟口正上方位置完成进风口

的设置，保证建筑内部浓烟能够和外部空气进行有效流

通，利用两者之间气压差，确保浓烟和有毒气体能够顺利

排放到外部。在进行风道密封性设计时，需要考虑建筑

整体内压力，应保证在设计过程中不会出现风道漏风情

况，严格控制风道混凝土板质量，保证其密封性能够达到

标准要求。在对建筑内气密性差问题进行解决过程中，

需要在建筑内部设置风机，通过增加送风量的方式，保证

建筑内部气体流动质量，确保在火灾发生时浓烟能够快

速经由排烟口排放到外部。消防部门也需要根据自身经

验和专业知识，对整体建筑消防部分的设计予以指导，要

做好风道以及风口设计审查，并且帮助有关单位做好调

整和改进工作，可以通过在现场进行实际指导的方式，帮

助建筑内部消防系统建设，保证防排烟系统以及其他部

分消防系统建设均能够达到预期状态，确保在火灾发生

时发挥出相应作用［7］。

结语

鉴于防排烟系统对于整体建筑物安全使用的重要

性，在进行消防安全检测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加大对防

排烟系统的检测力度，应针对防排烟系统存在问题，制

定出较为合理的解决方案，确保能从设计阶段开始合理

进行各部分系统规划和设置，保证各项系统设计问题以

及其他方面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通过科学进行防

排烟系统应用，为整体建筑使用提供安全保障，确保在

意外发生时系统能够正确发挥作用，最大限度保证人员

安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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