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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校建筑设计中安全设计多方面简析

胡小芳
酉墨（北京）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北京�100015

摘�要：中小学校建筑作为未成年人学习的主要场所，其安全性设计至关重要，作为设计师的我们，愿意做一名

安全守护者，在学校建设的初期，为孩子们设计出安全、可靠的校园。本文从安全角度出发，结合以往参加设计的中

小学校建筑设计的经验，对安全要点进行探讨，旨在提高学校的安全性，保障师生的学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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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教育理念的更新，中小学校

的功能性和舒适性越来越受到关注。然而，在追求功能

多样化和环境舒适化的同时，学校建筑的安全性不容忽

视。特别是在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频发的背景下，如何

从设计源头上提升中小学教学楼的安全性，成为建筑设

计师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1��中小学校建筑安全功能设计的重要性

中小学校作为未成年人成长的摇篮，其建筑安全功

能设计至关重要。中小学校的建设应为学生身心健康发

育和学习创造良好环境，应满足国家有关校园安全的规

定。安全设计包括防火、防灾、安防设施、通行安全、

环境安全等方面的设计。安全功能设计是中小学校建筑

设计的核心要素之一。它涉及到建筑选址、结构的稳定

性、疏散通道的畅通性、环境设施的安全性等多个方

面。一旦在这些环节上出现疏忽，就可能导致不可预见

的后果，甚至引发严重的安全事故。从自然灾害的防范

到人为事故的预防，都需要通过科学、合理的安全设计

来加以应对。这不仅要求设计师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还需要他们运用专业知识，结合实际情况，精心

打造出一个既安全又舒适的校园环境。我们必须充分认

识到中小学校建筑安全功能设计的重要性，将其视为一

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争取做好安全守护者。

2��中小学校建筑设计的安全性原则

2.1  预防为主
中小学校建筑设计的安全性原则首要的就是“预防

为主”。这一原则意味着在建筑设计阶段，就需要提前

预见并应对可能存在的各种安全隐患。设计师需要通

过深入细致的前期调研，了解学校所在地的自然环境、

地质条件、气候特点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从而为科学

合理的设计提供依据。在布局上，应避免形成安全隐患

的死角，确保每个角落都在监控和管理的范围内。通过

合理的功能分区，将教学区、运动区、生活区等有序组

织，减少不同活动之间的干扰和冲突。参与设计的北京

市第十六中学改扩建工程，总建筑面积4.47万平方米，整
个场地被一条南北向的消防道路和一条东西向消防道路

将场地分为4个区，东南侧为教学区，东北侧为运动区，
西南侧为行政办公区，西北侧为生活区，结合现状综合

楼的位置，合理的分区，减少区与区之间的相互干扰，

增加孩子们的安全保障。在设计上，应注重细节处理，

从材料选择、结构形式、到设备配置等各个环节，都应

考虑其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1]。

例如，选择无毒无害的环保材料，避免室内空气污染；

采用抗震、抗风等性能优越的结构形式，提高建筑的稳

定性；配置齐全的安全设施，如消防器材、应急照明

等，以备不时之需。

2.2  结构安全
中小学校建筑设计的安全性原则中，结构安全是不

容忽视的核心要素。建筑结构作为建筑的骨架，其稳固

性和可靠性直接关系到建筑的整体安全性。特别是在

面对自然灾害，如地震、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以及

人为因素，如意外碰撞、恶意破坏等情况下，建筑结构

必须能够承受住这些外力的冲击。为了实现结构安全，

中小学校建筑设计应采用科学合理的结构形式和构造方

法，确保建筑材料的质量和强度符合标准要求。同时，

设计过程中还应充分考虑建筑所在地的地质条件、气候

环境等自然因素，以及使用功能、人员密集度等社会因

素，对结构进行精细化设计和优化。通过设计和施工阶

段的严格把控设计和施工质量，避免潜在的安全隐患，

确保建筑在使用过程中的结构安全性，为师生提供一个

安全、稳定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2.3  安全疏散
中小学校建筑设计的安全性原则中，安全疏散是至

关重要的一环。考虑到学校作为人员密集场所，尤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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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情况下，如何迅速且有序地疏散师生，直接关系到

每个人的生命安全。因此，在建筑设计时，必须确保每

个楼层、每个教室、甚至每个角落都设置有明确、醒目

的疏散指示标志。同时，疏散通道和楼梯的宽度、坡度

等都应符合相关安全标准，确保在紧急情况下人员能够

快速通过。此外，为了避免在疏散过程中发生拥挤、踩

踏等次生事故，建筑设计还应考虑设置多个疏散口，并

合理规划每个疏散口的位置和数量。只有确保在紧急情

况下能够快速、安全地疏散人员，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

人员伤亡，保障师生的生命安全。

2.4  环境安全
中小学校建筑设计的安全性原则中，环境安全同样

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校园环境是师生日常学习、生

活的重要场所，其安全性直接关系到师生的身体健康

和心理健康。为了确保环境安全，中小学校建筑设计应

严格遵循无害化原则，坚决避免使用有毒有害的建筑材

料。在选择建筑材料时，应优先考虑环保、无毒、低挥

发的产品，从源头上保障室内空气质量。同时，室外环

境安全也不容忽视。校园内的绿化、景观等设计应合

理，避免使用可能引起过敏或有害的植物。运动场地、

游乐设施等也应符合安全标准，确保学生在使用过程中

不会发生意外伤害[2]。此外，建筑设计还应充分考虑自然

通风和采光，减少室内空气污染和细菌滋生。最后，学

校建筑的环境设计应考虑到防滑、防摔、防撞、防攀爬

等因素，特别是在操场、楼梯、走廊等公共区域，应采

取有效措施降低意外伤害的风险。

3��中小学校建筑设计的安全要点

3.1  总体规划与布局
中小学校建筑设计的安全要点中，总体规划与布局

是确保学校安全的首要环节。在总体规划上，学校建筑

的选址至关重要。为了避免自然灾害的潜在威胁，学校

应远离地震断裂带、洪涝灾害易发区以及其他可能引发

地质灾害的危险地带。这样的选址策略能够从根本上降

低学校面临自然灾害的风险，保障师生的生命安全。除

了选址安全，校园内各功能区域的布局也是总体规划中

的关键部分。一个科学合理的布局不仅能够提高学校的

运行效率，还能在紧急情况下保障师生的安全疏散。教

学区、运动区、生活区等应相对独立，互不干扰，以确

保学生在进行不同活动时能够拥有足够的安全空间。将

教学区设置在相对安静的区域，以便于学生专注学习；

运动区则应远离教学区，以减少运动噪音对课堂的干

扰。同时，生活区应靠近教学区，方便学生在课间休息

时回宿舍或餐厅。这样的布局不仅提高了学校的整体运

行效率，还为学生创造了一个安全、舒适、有序的学习

环境。在细节规划上，设计师还需要考虑诸多安全因

素。例如，校园的交通流线应清晰明确，避免人车混行

带来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和紧急疏散通道应保持畅通

无阻，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疏散师生；校园内的

绿化和景观设置也应符合安全要求，避免使用有毒有害

的植物或设置过于陡峭的坡地等。

3.2  建筑结构设计
中小学校建筑设计的安全要点中，建筑结构设计占

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确保学校在地震等自然灾害

中的安全，建筑结构应采用抗震性能好的材料和形式。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以其出色的抗震性能和稳定性，

被广泛应用于学校建筑设计中。这种结构能够有效地抵

御地震力的冲击。在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应充分考虑地

震力的传递路径和节点的抗震性能。通过精确的计算和

模拟分析，确定结构的薄弱环节，并采取相应的加固措

施，确保结构的整体性和稳定性。此外，节点的抗震设

计也是至关重要的，它关系到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变形

能力和耗能能力。学校应当按照不低于重点设防类的要

求采取抗震设防措施，位于高烈度设防地区、地震重点

监视防御区的新建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用隔

震减震等技术，保证发生本区域设防地震时能够满足正

常使用要求。正在参与设计的北京市朝阳区某中小学校

设计，方案于2019年取得教育局确认，该时期方案未进
行减隔震设计，现重新启动施工图设计，并将施工。在

进行多轮探讨做减震还是隔震的会议中，最终采用增加

隔震层的做法，虽然成本增加很多，但是既保护中小学

校的建筑安全性，又保护原设计方案的。除了抗震设

计，防火设计也是建筑结构设计中的重要一环。因此，

在建筑结构设计中，合理选择防火材料和构造方式。例

如，使用不燃或难燃的建筑材料，设置防火墙、防火门

等分隔设施，以阻止火势的蔓延。[3]

3.3  疏散通道与出口设计
在中小学校建筑设计中，疏散通道与出口的设计是

关乎生命安全的重要环节。为了确保在紧急情况下师生

能够迅速、有序地撤离，学校建筑的疏散通道和出口必

须保持畅通无阻。这意味着，无论任何时候，通道和出

口都不能被堵塞或锁闭，而应始终保持开放状态。为了

满足这一要求，疏散通道和出口的宽度和数量都必须符

合相关规范的要求。从建筑的使用功能、人员密度以及

可能面临的紧急情况等因素入手，将建筑划分为若干个

防火分区，每个防火分区设置不少于2个安全出入口，且
满足疏散人数的宽度需求。除了数量和宽度，疏散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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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出口的位置和布局也是设计时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

它们应均匀分布在建筑的各个部分，确保每个角落的人

员都能够快速到达。同时，明显的疏散指示标志也是不

可或缺的。这些标志应设置在显眼的位置，如门口、走

廊交叉口等，以便在紧急情况下为人们提供明确的疏散

方向。此外，设置室外安全集结点也是疏散设计中的重

要一环。这些集结点应远离建筑物，确保在紧急情况下

人员能够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同时，它们也应便于学

校在紧急情况下快速集结和清点人数，以便及时了解和

掌握人员的疏散情况。通过保持通道和出口的畅通无

阻、设置足够数量和宽度的安全出口、配备明显的疏散

指示标志以及设置室外安全集结点等措施，可以为学校

师生的生命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3.4  室内环境与安全设施设计
在中小学校建筑设计中，室内环境与安全设施的设

计同样不容忽视，它们直接关系到师生的健康与安全。

首先，室内装修材料的选择应严格遵循环保标准。在选

择装修材料时，必须避免甲醛等有害物质超标。设计阶

段和施工阶段共同把关，选择无毒、无害、无污染的环

保材料，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健康、舒适的学习环境。其

次，安全设施的配备也是保障学校安全的重要一环。完

善的消防设施能够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下发挥至关重要的

作用。灭火器、烟雾报警器等设备应定期检查、维护和

更新，确保其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再者，教室的通风

和采光设计也是关乎室内环境的重要因素。良好的通风

设施可以有效地排除室内的污浊空气，减少病菌的滋生

和传播。而充足的自然采光则有助于减少学生的视觉疲

劳，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4]。因此，在教室设计中，应注

重通风口和窗户的布局，确保每个角落都能获得新鲜的

空气和充足的光线。中小学校建筑设计的室内环境与安

全设施设计是一项系统而细致的工作。

3.5  室外环境与安全保障设计
一个安全、有序的室外环境，对于师生的日常活动

和学习生活至关重要。第一，校园围墙作为学校的第一

道防线，其设置应合理且牢固。围墙的高度和材质应能

够有效防止外来人员随意攀爬或翻越，从而维护校园内

部的安全和秩序。同时，围墙上还可以设置监控摄像头

和报警系统，进一步增强校园的安全防范能力。第二，

室外运动场地是学生们进行体育锻炼和课外活动的重要

场所。为了确保运动安全，运动场地应铺设防滑、耐磨

的材料。例如，篮球场、足球场等可以选用专业的运动

地坪材料，不仅具有良好的防滑性能，还能有效减少运

动伤害的发生。此外，运动场地的周边也应设置安全护

栏或网，防止球类等运动器材飞出场地伤人。第三，校

园内的安全标识和警示牌也是室外环境与安全保障设计

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标识和警示牌应设置在显眼的位

置，如路口、楼梯口、危险区域等，以提醒师生注意安

全。例如，“小心地滑”、“禁止攀爬”等警示语可以

提醒师生注意自身行为，避免发生意外事故。第四，校

园内的交通规划也是室外环境安全保障的重要方面。校

园内的道路应设置合理，车辆和行人应分道而行。同

时，应设置明显的交通标志和标线，规范师生的交通行

为。对于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停放，也应规划专门的停

车区域，确保停车有序、不影响交通。通过这些措施的

实施，可以为师生营造一个安全、有序、舒适的室外学

习环境。

结语

本文从安全视角出发，对中小学校建筑设计的设计

要点进行多方面分析。为提高学校建筑的安全性，建议

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结构安全性、疏散安全性和环

境安全性等原则，并结合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的设计措

施。同时，建议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力度，确保学校建筑

设计符合规范要求，为师生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学习

环境。作为设计师的我们，除了苟且的生活，也有诗和

远方，用我们的设计知识，“强壮”我们的设计，做孩

子们的安全守护者，也做社会的安全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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