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学研究与实用·2025� 第6卷�第4期

193

建筑防火设计在民用住宅建筑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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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筑防火设计在民用住宅建筑设计中占据核心地位。现代民用住宅火灾具有蔓延速度快、疏散难度大等

特点，风险因素涉及建筑布局、结构材料、消防设施及居民意识等。防火设计通过科学规划防火墙、优化建筑结构、

完善安全疏散与消防给水系统，确保住宅在火灾中的安全性能。这些措施共同构成民用住宅建筑防火设计的综合体

系，有效预防火灾发生，降低火灾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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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民用住宅建筑的安全问题

日益凸显。火灾作为威胁住宅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其

预防和应对成为建筑设计的重点。建筑防火设计旨在通

过科学的规划和布局，提升住宅在火灾中的自我保护能

力。本文将从火灾特点与风险因素出发，探讨建筑防火

设计在民用住宅建筑设计中的具体应用，以期为住宅安

全提供有力保障。

1 建筑防火设计的重要性

现代民用建筑，特别是高层住宅建筑，因其居住密

集、功能多元的特性，成为了防火安全领域的重要关注

点。这类建筑在火灾发生时，火势往往迅速蔓延，并伴

随着烟雾弥漫，极大地增加了人员疏散的难度。高层住

宅的建筑结构复杂，逃生路径相对较长，使得居民在火

灾中的生存风险显著提升。在此背景下，建筑防火设计

在民用住宅建筑设计中显得尤为关键。科学的防火设计

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要求，更是对居民生命安全的深切关

怀。通过合理的防火设计，可以降低火灾的发生概率，

并在火灾发生时有效控制火势的蔓延，为居民争取到更

多的逃生时间和机会。防火设计涉及建筑材料的选用、

建筑结构的布局、消防设施的配备以及疏散通道的规划

等多个方面。选用具有优良防火性能的建筑材料，在源

头上减少火灾的隐患；合理的建筑结构布局，形成有效

的防火分隔，阻止火势的蔓延；完善的消防设施，在火

灾发生时迅速启动，为灭火和救援提供有力支持；而畅

通的疏散通道，是确保居民安全撤离的生命线。因此，

建筑防火设计是对建筑安全性的基本要求，更是对居民

生命财产安全的深度保障。在民用住宅建筑设计中，防

火设计是确保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基石，因此须给予高

度重视。每个设计细节都需严格遵循安全标准，确保住

宅不仅具备出色的居住舒适度，更具备无可挑剔的安全

性能。

2 民用住宅火灾特点与风险因素分析

2.1  火灾特点
（1）起火因素具有多样性。电气故障是引发民用住

宅火灾的关键因素。如电线长期使用后绝缘性能下降，

在高湿度环境或频繁的电流冲击下，老化的电线极易发

生短路，瞬间产生高温电火花，引燃周围的易燃物。过

载现象也颇为常见，现代家庭电器数量众多，若同时使

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如空调、电暖器、微波炉等，超出

了电线的额定载流量，就会使电线发热，最终引发火

灾。从实际案例数据来看，因电气故障引发的住宅火灾

占比可达35%左右。用火不慎同样不可小觑，厨房烹饪
时，若人离开灶台导致食用油过度加热起火，或是燃气

阀门未关紧泄漏后遇明火，都引发火灾。吸烟引发的火

灾也时有发生，未熄灭的烟头掉落在沙发、床铺等易燃

物上，缓慢阴燃后逐渐发展成明火。住宅装修中大量使

用的易燃可燃材料，如木质地板、壁纸、聚氨酯泡沫保

温材料等，它们的存在增加了火灾发生的几率，这类因

素在住宅火灾起因中的占比约为30%。（2）火灾蔓延
速度快。民用住宅内部空间紧凑，装修和家具分布密

集。火灾发生时，火焰和热量能沿着室内装饰材料迅速

扩散。如一些易燃的窗帘、地毯等，会在短时间内被引

燃，火势迅速扩大。通风管道在火灾中犹如“烟囱”，

热空气和火焰会顺着管道快速蔓延至其他房间。楼梯间

由于上下贯通且缺少有效防火分隔设施时，火势会沿着

楼梯迅速向上或向下蹿升。据火灾模拟实验表明，在相

同火源强度下，民用住宅火灾蔓延至整层的时间比工业

建筑平均快25%左右，这无疑提升了火灾的危险性，给扑
救工作带来巨大挑战，也使人员疏散的时间更为紧迫。

（3）人员疏散困难重重。民用住宅的疏散通道通常较
为狭窄，尤其是老式住宅，楼梯宽度有限，难以满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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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时疏散的需求。疏散指示标志可能因维护不善而模

糊不清，在火灾浓烟环境下，居民难以凭借其快速找到

安全出口。应急照明系统若出现故障，疏散通道会陷入

黑暗，居民在慌乱中容易迷失方向。且居民大多未接受

过系统的火灾应急培训，面对火灾时缺乏冷静应对的能

力，无法高效有序地进行疏散。如某起典型住宅火灾事

故中，由于疏散通道被杂物堵塞，居民在疏散过程中相

互拥挤、推搡，导致疏散速度极慢，许多人被困在楼道

内，最终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1]。

2.2  风险因素
民用住宅火灾的风险因素众多，其中建筑布局与结

构、消防设施配备以及居民消防安全意识是三个主要方

面。不合理的建筑布局，如建筑密度过高、防火间距

不足，极易导致火灾迅速蔓延至相邻建筑，形成连锁反

应。建筑结构材料的耐火性能同样关键。若采用易燃的

钢结构或未进行充分防火处理的木结构，这些材料在火

灾中易失去承载能力，进而引发建筑坍塌，严重威胁人

员安全。通过对比不同结构建筑在火灾中的表现，不难

发现，耐火性能优异的建筑材料和结构设计能够显著降

低火灾造成的损害。消防设施配备不足也是民用住宅火

灾风险的重要因素。部分住宅存在消防设施缺失或不完

善的情况，如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缺失、消防给水系统故

障频发、灭火器配备数量不足或过期失效等。这些问题

导致火灾初期无法及时发现和扑救，小火往往因此酿成

大灾。据统计，因消防设施问题导致的火灾扩大案例不

在少数，教训深刻。居民消防安全意识淡薄同样不容忽

视。由于缺乏必要的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和火灾应急演

练，许多居民对火灾预防和自救方法知之甚少。随意堆

放易燃物品、堵塞疏散通道、不熟悉消防器材使用等行

为习惯，无疑增加了住宅火灾发生的风险和危害程度。

通过问卷调查或社区火灾隐患排查结果，我们清晰地看

到，提升居民消防安全意识已成为当务之急。

3 建筑防火设计在民用住宅建筑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3.1  防火墙的设计与运用
（1）防火墙材料的抉择和厚度设定是构建有效防火

墙的根基。材料的耐火性能直接决定了防火墙在火灾中

的表现。像耐火砖、钢筋混凝土等材料，具备出色的耐

高温特性和结构稳定性，在火灾高温炙烤下不易变形、

损毁，从而能有效阻挡火势蔓延。对防火墙厚度的确

定，并非随意为之，而是要综合考量多方面因素。建筑

的规模大小、层数高低以及所在区域的火灾风险等级等

都在考量范围内。一般来说，规模宏大、层数较多的住

宅建筑，其防火墙需更厚才能承受更大的火灾冲击力。

如高层住宅建筑为抵御强烈的火势和高温，防火墙厚度

需达200毫米以上，而相对低矮的多层住宅，厚度也不应
低于150毫米，以此确保在火灾肆虐时，防火墙能坚如磐
石，为人员疏散赢得充足时间。（2）防火墙的洞口管控
是其防火效能的关键保障。在建筑建设伊始，防火墙应

保持完整无缺，严禁随意开设各类洞口。因为这些洞口

就如同防火墙上的“薄弱环节”，哪怕是微小的缝隙，

都成为火灾蔓延的“绿色通道”。即便在建筑后续使用

中有特殊功能需求而不得不开设洞口，比如因设备安装

需开设管道洞口，也须采用严格且专业的防火封堵技术

与材料。如使用防火岩棉、防火膨胀密封胶等对洞口进

行密实填充与密封处理，确保其防火性能与墙体其他部

位无异。对于设置的门窗洞口，应配备符合相应耐火等

级标准的防火门窗，如甲级防火门窗能在火灾中坚持1.2
小时以上不被破坏，乙级能坚持0.9小时以上，丙级能坚
持0.6小时以上，且这些防火门窗应具备自动关闭功能，
防止火灾期间火焰与浓烟突破防线，维护防火墙整体的

防火完整性[2]。

3.2  建筑结构防火设计
建筑结构防火设计是民用住宅建筑防火安全的核

心。在建筑材料选择方面，须严格遵循防火性能要求。

防火墙应采用不燃材料，确保在火灾中保持稳定，有

效阻止火势蔓延。保温隔热材料也应具备优异的防火性

能，以减少火灾对建筑的破坏。不同部位的建筑材料需

满足特定的耐火极限要求，这要求设计者在选择材料

时，需综合考虑建筑功能、防火分区以及材料的性能、

成本和环保性。如对易燃区域，应选用高耐火极限的材

料，而对于非易燃区域，可适当放宽要求，但仍需确保

材料具有一定的防火性能。防火分区的划分是建筑结构

防火设计的另一关键环节。其原则和方法需根据建筑面

积、楼层高度、使用功能等多种因素综合确定。防火分

区的大小和分隔方式应科学合理，既能有效控制火灾蔓

延，又能满足建筑使用需求。防火墙、防火卷帘、防火

门等分隔设施应得到有效利用，通过合理的布局和设

置，形成有效的防火屏障。建筑平面图示例可清晰地展

示防火分区的划分效果，帮助设计者直观理解防火分区

在控制火灾蔓延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科学而精细的防

火分区设计，我们有效地划分并控制火灾蔓延的范围，

从而提升民用住宅建筑的防火安全性能。这一科学而精

细的防火分区设计策略，显著增强了建筑在火灾中的自我

保护能力，有效遏制了火势的蔓延，还为居民在紧急情况

下提供了更为安全、可靠的疏散通道和避难空间，为他们

的生命安全构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坚实屏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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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安全疏散设计
在民用住宅建筑的安全疏散设计中，疏散楼梯与通

道设计。疏散楼梯分为敞开楼梯间、封闭楼梯间和防烟

楼梯间。敞开楼梯间适用于层数较少且火灾风险较低的

住宅，如四层及以下住宅，其与周围空间直接连通，构

造相对简单。封闭楼梯间用于十一层及以下住宅，四周

有墙体封闭，门为乙级防火门，能一定程度阻挡火势烟

雾。防烟楼梯间用于建筑高度超33米住宅，设有前室或
与消防电梯合用前室以缓冲烟雾。疏散楼梯数量依建筑

规模确定，一般每层至少两部。宽度方面，住宅疏散楼

梯最小宽度不宜小于1.1米，坡度不超45度，扶手高度约
0.9米。疏散通道布局应简洁流畅，宽度不小于1.2米，
转弯半径要保证救援设备通行。常见错误有楼梯宽度不

足、通道被占，改进需依规范设计并加强维护。疏散指

示与应急照明系统。疏散指示标志应置于疏散通道墙面

或地面，间距不超20米，亮度在烟雾中清晰可见，不低
于1勒克斯。应急照明系统覆盖楼梯、通道等关键部位，
亮度不低于5勒克斯。供电可采用应急电源或自带蓄电
池，自带蓄电池灯具断电后应持续工作90分钟以上。实
地测试与模拟演练显示，部分老旧住宅指示标志老化、

照明系统供电时长不够等问题会降低疏散速度甚至致人

员迷失。所以需定期检查维护，确保其在火灾时有效引

导人员疏散[4]。

3.4  消防给水系统的完善
在民用住宅建筑设计中，消防给水系统的构建至关

重要，它直接关系到火灾发生时能否迅速有效地提供灭

火水源。为确保消防给水系统的安全、稳定与可靠，我

们应倾向于采用那些既经济又合理的供水方式。其中，

减压阀消防供水方式凭借其独特的优势，成为众多选择

中的佼佼者。减压阀消防供水方式的设计相对简洁明

了，这降低了系统的复杂性和造价成本，还为后续的操

作与管理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实际应用中，该方式能

够确保消防用水在压力稳定的前提下，顺畅地输送到各

个消防点，为火灾初期的扑救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鉴于减压阀消防供水方式的诸多优点，我们在民用建筑

的消防给水系统设计中，应优先考虑并尽量采用这种供

水方式。通过科学的规划和合理的布局，我们确保消防

给水系统在火灾发生时能够迅速响应，为居民的生命财

产安全提供坚实的保障。消防给水系统的优化与完善是

民用住宅建筑防火设计中的重要环节。在民用住宅建筑

消防领域，消防给水系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理应

深入且全面地研究与探索那些更为经济、合理并且高效

的供水途径。通过对各类供水新技术、新设备以及新策

略的钻研，综合考量成本控制、资源利用效率以及实际

运行效果等多方面因素。以此持续地提升消防给水系统

在水量供应、水压稳定、可靠性保障等方面的整体性

能，从而为广大民用住宅建筑的安全、稳定使用筑牢坚

实无比的基础[5]。

结语

综上所述，建筑防火设计是民用住宅建筑安全的重

要基石。通过科学合理地运用防火墙、优化建筑结构、

完善安全疏散和消防给水系统，我们可以显著提升住宅

的防火性能。综上所述，建筑防火设计在民用住宅建筑

设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未来，随着科技的日新月

异与设计的精益求精，建筑防火设计将在更大程度上保

障居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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