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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山子车辆段上盖物业开发消防设计

高锡钰� 张崇磊� 冯� 波� 时庆南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济南设计院��山东�济南��250000

摘� 要：通过杏山子车辆段上盖物业开发项目，深入研究车辆段上盖物业开发消防设计，提出从总体规划到具体

措施应注意的重点、要点，为以后类似项目提供借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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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杏山子车辆段设置在徐州市城市轨道交通�号线一期工程线路西端。基地位于徐州市龟山东路以西，徐萧

公路南侧，华山以北，龟山以西的地块内，总征地约����公顷。规划用地紧邻徐州市老城区，靠近云龙湖风景区，地

理位置优越，周边地块基本规划为居住用地，，由于徐州地铁�号线的引入，该区域地块价值极具开发潜力，杏山子

车辆段上盖物业开发对节约城市用地资源和提升区域品质有积极作用。

图1��杏山子车辆段用地规划鸟瞰图

1��项目概况

该项目分为�大地块，�、�、�地块为落地开发用地，�、(、)地块为车辆段用地，*地块为轨道交通高架车站用

地；�地块主要建筑有食堂、行车公寓、综合楼、物资总库，总建筑面积���万㎡；)地块为咽喉区，并穿插布置一些

配套设备用房及生产辅助用房，主要有易燃品库、调机及工程车库、蓄电池间等；(地块分为盖上、盖下两部分，盖

下主要有运用库、检修库、环控机房、空压机间及供电车间、架空区域等，建筑面积���万㎡，盖上进行物业开发，主

要功能为汽车库、住宅及配套物业用房，总建筑面积��万㎡。

图2��杏山子车辆段用地分区示意图

(块以车辆段地面层为±�����，在空间上形成了三部分功能，分别为±�����～�����P标高为车辆段功能（检修库

局部为±�����～������标高），�����P～������P标高为配套小汽车库（检修库局部除外）�������P以上为住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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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上盖平台共设计了��栋住宅，其中高层��栋（��层，主要分布在运用库上部及站场区上部）、多层�栋（�层，主

要分布在检修库较小柱网区域，检修库其他区域布置了集中绿地）。车辆段厂房楼顶与上盖平台之间局部设置配套汽

车库，车库面积约���万平方米。

2��消防设计

徐州地铁�号线车辆基地上盖物业开发消防设计，从分析上盖开发范围、上盖业态、基地周边市政规划条件及地

块规划情况入手，制定整体消防设计的基本原则，统筹规划车辆段和上盖开发总平面布置，结合市政道路、地铁站位

选择合理的出入口位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车辆段消防设计和物业开发消防设计。

�����总体消防设计

总体规划主要思路：根据建设用地规划的条件、特点，在保证在车辆段功能的基础上，做好车辆段与物业开发区

域的分隔，不同区域的出入口设置位置分配合理互不干扰。杏山子车辆段物业开发采用的是白地开发与车辆段上盖相

结合的形式，规划地块内除车辆段用地外，西侧剩余部分用作白地开发，主要规划居住小区、幼儿园、小学、邻里中

心等人员较密集的配套功能建筑，白地开发用地内的功能性建筑与车辆段上盖物业开发共用，用地北侧的地上地铁车

站将白地开发与上盖开发通过高架通道、楼梯及电梯有机联系起来，在减小上盖开发区域人员孤岛感的同时，又兼顾

到人员的疏散。车辆段用地与白地物业开发用地之间设置了一条次级城市道路与两端规划市政道路之间连通，主要用

于整个规划用地内不同功能地块分隔和各自出入口接入。

盖下不设置人员密集型办公场所及火灾危险性较高的厂房仓库，盖上不设置幼儿园等人员密集场所。车辆段基地

设有两个出入口，分别外接城市道路。主出入口接入西侧规划道路（与落地开发小区共用），该道路与车辆段同步建

设；次出入口接入北侧泉润大道。上盖物业开发区域在平台����P平台高度设置两条坡道分别接入北侧泉润大道和西

侧规划道路，并在平台不同方向设置人员专用疏散楼梯。

图3� 杏山子车辆段上盖物业开发剖面关系示意图

盖上与盖下供电系统分开设置。盖上车辆段与盖下物业开发消防控制系统分别独立设置，并具备信息互通功能。

盖下车辆段与盖上物业开发消防给水系统分别设置。盖下风井与盖上完全分隔，盖下运用库和检修库设置顶部紧急排

烟排热口。紧急排烟排热口、通风口、排烟口、补风口按丁戊类厂房与盖上相应民用建筑的防火间距控制距离��@。

�����车辆段消防设计

�������消防通道

盖下运用库、检修库等均设置了环形消防车道，盖下消防车道与车辆段内其他区域消防车道在不同方向连通，运

用库、检修库中部还设置了进入式消防通道与室外环形消防车道相连。

�������建筑耐火等级

车辆段物业开发盖下建筑单体耐火等级为一级。主要结构构件及盖上盖下分隔楼板耐火极限适当提高。参照香港

《耐火结构守则》梁、板达到以下标准时，可满足耐火极限�K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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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杏山子车辆段盖下建筑主要结构构件耐火极限表

构件名称 钢筋混凝土楼板 钢筋混凝土梁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板 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梁

构件最小尺寸PP
����

保护层厚度��

���

保护层厚度��

����

保护层厚度��

���

保护层厚度��

实际耐火极限 �K �K �K �K

构造做法
保护层内应布置直径为�PP的钢丝，中心间距不超过���毫米的金属拉网或钢丝网，或中心距不超过���

毫米的连续排列的联网，钢筋含量不少于���公斤�平方米，距构件表面不超过��毫米。

�������火灾危险性分类

杏山子车辆段盖下共设四个单体，其中运用库为戊类厂房，检修库为丁类厂房，环控机房为戊类厂房，空压机间

及供电车间为丁类厂房。

�������防火分区

各单体建筑按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节或���节要求，并结合各单体建筑平面及使用功能分

区划分防火分区。厂房内不同使用功能的区域单独划分防火分区，人员办公区域集中设置在靠近室外安全区域附近，

并划分独立防火分区。

�������安全疏散

运用库西侧直接面向室外空间，北侧、东侧盖下开敞，检修库西、南侧直接面向室外空间，东侧盖下开敞，均可

直接对外疏散。运用库及检修库主库区受轨道及列车的阻隔，实际最远疏散距离分别为���P、���P。库间消防通道

与其他部位采用防火墙、防火门分隔，上部间隔开口，开口率约��%，顶部自然排烟，空间高度净高约�P，也可作为

辅助疏散使用。

盖下厂房的安全疏散按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节“厂房的安全疏散”相关要求进行设计。

安全出入口均分散布置，每个防火分区或一个防火分区内的每个楼层，其安全出口的数量经计算确定，且不少于�

个。厂房内任一点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按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条要求设计。

�������灭火系统

盖下车辆段与盖上物业开发消防给水系统分别设置。从市政公路城市给水管网引入�路水源至综合楼地下消防水

池处，供应车辆段的生活及消防用水，引入管上设总水表计量，并设防回流污染止回阀��@。�

盖下车辆段消防水池及消防泵房设置在车辆段综合楼地下室内，消防水池有效容积����P�，喷淋系统及消火栓系

统共用消防水池、稳压设备。

根据《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本工程最大室外消防用水量��/�6，室外消火栓给水管

网单独设置，并在消防水泵房设置专用消防水泵；综合楼屋面设高位水箱稳压，室外消防管网布置成环，环网上适当

位置设室外消火栓，按间距不大于���米设置。

运用库、检修库等房屋根据规范要求设室内消火栓水消防系统；盖下运用库、盖下空间高度不超过��P检修库部

分设置湿式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综合检修库高大空间（层高����P大跨部分）按中危�,�级设置标准型大空间智能主动喷

水灭火系统。

各房屋根据现行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的要求配置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单个灭火器配置场所内的灭火器不应

少于�具，每个设置点的灭火器不宜多于�具。

�������电气

①�动力照明

动力照明消防电源采用双电源供电，并在配电线路的最末一级配电箱处设置自动切换装置。消防电缆采用矿物绝

缘电缆，应急照明采用集中(36或单灯带蓄电池方式。在变电所���N9低压柜处切除非消防电源。并且设置电气火灾监

控系统及消防电源监控系统进一步保证供电系统的安全，减少火灾安全隐患。

②�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6设计应遵循国家“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严格执行国家和行业有关规范和标准。

在车辆段综合楼消防值班室内设置�套图形工作站、�套火灾报警控制器、�套消防电话主机、�套消防联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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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一套消防广播主机。常规房间设置智能型光电感烟探测器（房间高度不得超过��P）、智能型光电感温探测器

（房间高度不得超过�米）。在运用库、检修库及盖下无建筑区域（设消防联动模式的区域）设有吸气式极早期感烟

探测器。

)�6对消防泵和专用防烟、排烟风机等消防专用设备除设自动控制外，还设有手动控制方式。在车辆段综合楼消

防值班室消防联动控制盘上设消防设备手动控制装置，实现消防设备的手动控制。

对于平时用于送、排风，火灾时执行防排烟任务的设备，由��6系统直接操作控制，火灾时)�6系统向��6系统

发出指令来实现联动控制，)�6指令具备优先权。

车辆段盖上物业与盖下车辆段独立设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两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间设置硬线接口，接口位置在车辆

段综合楼消防控制室)�6模块箱处，两系统互传火灾报警信息及联动模式信息、消防动作完成信息等。此外车辆段盖

上物业需在车辆段消防控制室设置一部消防电话分机。物业开发的消防控制中心只能对物业开发作消防控制，车辆段

的消防控制中心只能对车辆段作消防控制，从而有效的提高消防能力。

�������防排烟

车辆段运用库、检修库及盖下无建筑物区域均设置机械排烟系统，提高车辆段的防火性能；

盖下车辆段按����㎡划分防烟分区，尽量加大挡烟垂壁的高度，形成较大的储烟仓。运用库和检修库之间盖下消

防通道（开口率��%）、盖下咽喉区、盖下试车线部分采用自然排烟。运用库、检修库设置机械排烟系统，采用大型

防烟风机平时低速运行通风换气，火灾时高速运行机械排烟。系统排烟量按不小于��P����P���K�计，自然补风。盖下

运用库和检修库设置顶部紧急排烟排热口��@。

运用库和检修库办公区面积大于���P�的房间和长度超过��米的内走道均设置防排烟措施，机械排烟量按不小于

��P���P���K�计。

运用库和检修库综合办公楼不满足自然防烟条件的楼梯间及其前室（或合用前室）、消防电梯前室均设置机械加

压送风系统。前室（合用前室）加压送风采用远控多叶送风口，加压送风口连锁启动加压送风机；火灾后由消防控制

中心电动关闭加压风机，多叶加压送风口就地手动复位。

机械排烟系统中排烟口至最远点水平距离不得�超过��米，排烟风机入口处设置�����排烟防火阀。

管道和设备的保温材料、消声材料和粘结剂应为不燃�级材料或难燃��级材料。穿过防火墙和变形缝的风管两侧

各�米范围内应采用不燃材料及其粘结剂。

所有穿越空调机房、风机房和设备机房的风管，每层水平管与立管的交接处，穿越防火分隔物的风管均设置����

防火阀或防火调节阀��@。

排烟分区划分与火灾报警、消防联动系统对应，实现联动控制。

�����物业开发消防设计

�������消防车道设置

盖上高层住宅沿建筑长边设置了消防车道，尽端式道路设置了��P;��P的回车场，消防车道宽�P，弯半径均为

��P，净高均大于�P。该部分消防道路负责车辆段盖上部分建筑的火灾救援。

�������盖上物业开发消防设计

物业开发的消防控制中心设在二层盖上的物业配套一层平面内，有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

二层盖上物业配套一层内设����P�消防水池和消防水泵房�专供物业消防使用。

物业开发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保护对象均按一级设计，消防用电均按一级负荷要求供电。

上二层平台上住宅和配套设施将二层平台面作为室外地面，按《建筑防火设计规范》*�����������设计，二层平

台上设室外消防给水系统。二层平台上每栋高层住宅的一个长边设消防登高面，沿消防登高面，二层平台上为安全疏散

面。二层平台上运用库、检修库的竖井与高层住宅（高度小于��米）间距均大于��米，与多层住宅的间距均大于��米。

一层平台汽车库依据《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设计。汽车库分为��个防火分区，

汽车库内设自动喷淋灭火系统和机械排烟系统，防火分区小于����㎡，每个防火分区至少有二个的安全出口。安全出

口为通过室内封闭楼梯向盖上二层平台疏散。汽车库设有三个汽车出入口。一层平台汽车库按地下汽车库设置防排烟

系统，提高汽车库防火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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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徐州杏山子车辆段上盖物业开发项目，从规划阶段便以消防安全问题作为研究重点，以预防手段为主，

将车辆段人员密集的公共建筑及危险性较高的车辆段生产类建筑设置在上盖开发区域外，确保盖上、盖下人身及财产

安全。车辆段出入口、盖上物业开发区域出入口独立且分散布置，保证灾情发生时人员及时疏散和救援措施及时顺利

开展。并根据消防部门专家评审意见，深入优化消防设计，将盖下车辆段和上盖物业开发完全分隔，各项系统独立设

置。目前车辆段部分已完成验收并投入使用，为后续类似工程消防设计提供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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