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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

市轨道交通在扩大城市外延、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方面，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在碳中和发展的背景下，

快捷出行、绿色出行，使得城市轨道交通逐渐成为城市

交通的首选方式。近年来随着城市轨道交通客流的逐步

上升，地下车站的消防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车站通

风防排烟的设计对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大作

用。根据近年来施工图审查中遇到的通风防排烟问题，

与大家探讨，以便更好的开展后续施工图设计。

2 施工图审查中常见问题探讨

2.1  排烟风机与排烟防火阀连锁、联动的问题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2017）

第4.4.6条的规定[2] “排烟风机应满足280℃时连续工作
30min的要求，排烟风机应与风机入口处的排烟防火阀连
锁，当该阀关闭时，排烟风机应能停止运转”；第5.2.2
条第5款的规定“排烟防火阀在280℃时应自行关闭，并
应连锁关闭排烟风机和补风机”。

《防排烟及暖通防火设计审查与安装》（20K607）对
“烟标”第5.2.2条的解释，仅要求排烟风机入口防火阀
与风机连锁，未提及系统管路上的其他排烟防火阀，对

管路上的其他排烟防火阀是否与风机进行连锁或联动控

制并未明确。特别是车站公共区大系统排烟系统排烟干

管要穿越设备区，设置的排烟防火阀较多，按规范只要

求风机入口的排烟防火阀与排烟风机连锁，若干管上其

他排烟防火阀熔断关闭，风机继续运转的必要性不大，

且可能造成火灾蔓延的风险。因此建议在规范后续的修

编中进一步明确除了风机入口处的排烟防火阀熔断关闭

连锁关闭排烟风机外，其他干管上设置的排烟防火阀熔

断关闭后也应联动关闭排烟风机。

2.2  通风空调机房及设备管理区走道排烟设置问题

《地铁设计规范》（GB 50157-2013）第28.4.3条规定[3]：

同一个防火分区内的地下车站设备与管理用房的总面积

超过200m2，或面积超过50m2且经常有人停留的单个房

间，应设置排烟措施。条文解释中明确了当通风、空调

机房、冷冻机房面积超过200m2时，排烟系统单独设置，

其面积不计入总面积；若面积不超过200m2时，因其内

部平时无人经常停留，其面积同样不计入总面积即同一

个防火分区内的地下车站设备与管理用房的总面积超过

200m2的规定。

《地铁设计防火标准》（GB 51298-2018）第8.1.1条
第2款的规定[4]：同一个防火分区内总建筑面积大于200m2

的地下车站设备管理区，地下单个建筑面积大于50m2且

经常有人停留或可燃物较多的房间，应设置排烟措施。

第8.2.5条第6款规定，建筑面积小于或等于50m2且需要

机械排烟的房间，其排烟口可设置在相邻走道内。条文

解释未对通风、空调机房、冷冻机房的排烟措施做过多

阐述。

针对上述内容，存在两个疑问：

（1）《地铁设计防火标准》（GB51298）是否认定通
风、空调机房、冷冻机房属于有人经常停留或可燃物较

多的房间，所以应该设置排烟措施。

图纸审查过程中注意到，对于建筑面积大于50 m2小

于100 m2通风空调机房，不仅要满足《建筑防烟排烟系

统技术标准》（GB 51251）第4.6.3条第1款防烟分区最小
排烟量不小于15000m3的规定，同时要满足《地铁设计防

火标准》（GB 51298）第8.2.6条第3款同一防烟分区补风
口水平距离排烟口不应小于10m的规定，在具体的实施
工程中显得比较局促；同时也使得通风空调机房送风兼

补风的风机容量配置偏大，导致成本增加。而相应的民

用公共建筑工程、铁路工程均未考虑建筑面积小于200m2

通风、空调机房、冷冻机房的排烟，因此建筑面积小于

城市轨道交通施工图审查中常见排烟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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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m2的城市轨道交通通风、空调机房、冷冻机房是否必

须设置排烟措施值得进一步探讨。

（2）《地铁设计防火标准》（GB51298）第8.2.5条第
6款规定，建筑面积小于或等于50m2且需要机械排烟的房

间，排烟口可设置在相邻走道内。而这类房间（小于50㎡
的非气灭房间）需要排烟的前提是同一个防火分区内地下

车站设备管理区总建筑面积大于200m2。若前提条件不成

立，走道排烟量的计算方法是明确的，即按照《建筑防

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第4.6.3条第3款的
规定：设备管理区内走道排烟量不小于13000m3/h确定。
若前提条件成立，则设备管理区内走道排烟量参照：

1）走道负担最大一个设备管理区房间的排烟量，由
于房间面积均小于50m2，排烟量《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

术标准》（GB 51251）第4.6.3条第1款：建筑空间净高小
于或等于6m的场所，其排烟量应按不小于60m3/（h.m2）

计算，且取值不小于15000m3/h。对空间净高大于6m的场
所，其排烟量参照该规范第4.6.3条第2款、4.4.6～4.6.13
条规定计算确定。2）《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第4.6.3条第3款：设备管理区内走道排烟量不小于
13000m3/h；3）当地消防的有关规定。
取三者中最大值作为设备管理区走道排烟量。从而

避免排烟系统设置过大或过小，给后续消防审查及整改

带来困难。

2.3  站台公共区设置集中排烟口的问题
《地铁设计防火标准》（GB 51298-2018）第8.1.3条

第2款的规定：当对站台公共区进行排烟时，应能防止烟
气进入站厅、地下区间、换乘通道等邻近区域。第8.2.3
条第3款的规定：车站公共区发生火灾，驶向该站的列车
需要越站时，应联动关闭全封闭站台门。而当城市轨道

交通采用闭式或开闭式系统时，站台区候车区域与车站

区间相互贯通，此时的组织气流应能防止烟气进入车站

相邻区间，并要求列车减速过站，以降低活塞风对车站

烟气扩散的影响。

根据6辆编组的标准车站，一般楼扶梯口开口的面积
为约为40m2（楼扶梯两侧封闭），为了满足站厅到站台

的楼梯或扶梯口处具有不小于1.5m/s的向下气流，对应的
排烟量为60m3/s。
标准车站站厅公共区面积约为1650 m2、站台公共区

面积约为1250 m2，总排烟量为27.5 m3/s，由分别设置在
车站左、右端通风空调机房内的排烟排烟风机负担。为

满足火灾工况站厅到站台的楼梯或扶梯口处不小于1.5m/s
的向下气流，需要的辅助排烟量为32.5m3/s。该排烟量常
规做法由车站两端的排热风机负担，两台排热风机的风

量为40m3/s。集中排烟管通过站台区域的排热小室内接支
管到站台公共区，通过风阀转换完成站台公共区火灾工

况下的辅助排烟任务，从而避免开启封闭式站台门。

在目前在施工图审查中发现，即使站台区域设置了

集中排烟管，在站台公共区发生火灾时还是开启封闭式

站台门两端的滑动门。结合开通线路对站厅到站台的楼

梯或扶梯口风速的测试情况看，站台公共区仅设置集中

排烟管的方案，由于风量较小、门体或风道漏风、障碍

物对气流的阻挡等因素，存在楼扶梯口风速不达标的风

险，因此需要开启封闭式站台门两端的滑动门，利用隧

道风机（TVF）辅助排烟的措施，以备不时之需。这种
做法不仅增加了站台区域管线实施的困难，增加工程费

用，而且导致系统设置过于复杂。

站台公共区发生火灾时，不设置站台集中排烟口，

仅开启封闭站台门两端的滑动门，充分利用隧道风机

（TVF）辅助排烟，由于排烟量很大（车站左右两端分
别设置两台，单台风机容量60m3/s），可以满足标准对
楼扶梯口风速的要求。该模式烟气虽然会进入车站轨行

区，但车站轨行区并不属于区间范围，与《地铁设计防

火标准》（GB 51298-2018）第8.1.3条第2款的规定并不
矛盾。因此，推荐采用开启封闭站台门两端的滑动门，

利用隧道风机（TVF）辅助排烟的方案，不再设置集中排
烟口，同时为了保证人员疏散的安全性，开启后站台门

门体上方设置声光报警，以简化系统，提高楼扶梯口风

速的保证率。为保证该模式的有效性，在进行模拟计算

中，具体的计算流程如下：

图1 模拟计算流程

在进行模拟与计算过程中，针对排烟与产生的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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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等进行模拟计算，从而分析烟气的实际排放情况。在

进行模拟检验的过程中，可通过CAD/CAE软件生成网格
文件，并将其转化为可识别的网格文件，具体操作流程

如下：

图2 网格文件操作流程

通过网格文件模拟操作处理后，可生成模拟图形，

对排烟效果进行模拟分析。在进行模拟分析中，其排烟

口的整体结构的模拟如下：

图3 站台公共区设置集中排烟口模拟

通过对排烟口进行模拟设定，其具有一定的实践应

用价值，可提高排烟控制水平。

3 小结

通过以上对相关问题的探讨，得到以下结论：

1）排烟风机应与风机入口处的排烟防火阀连锁，当
该阀关闭时，排烟风机应能停止运转。除风机出入口出

的排烟防火阀外，系统上设置的其他排烟防火阀熔断关闭

后也应联动关闭排烟风机，从而避免火灾范围的蔓延。

2）对于建筑面积小于200m2通风、空调机房、冷冻

机房建议不设置排烟实施；对建筑小于或等于50m2且需

要机械排烟的非气体灭火房间，应结合设备管理区面积

之和是否大于200 m2进行判定。

3）为了满足站台公共区排烟工况下站厅到站台楼扶

梯口部具有不小于1.5m/s的向下气流，建议不再设置站
台集中排烟口，由车站站务人员结合列车的位置，向车

站控室值班人员发信号，开启封闭式站台门两端的滑

动门，开启后站台门门体上方设置声光报警，利用隧道

风机（TVF）辅助排烟的措施，提高楼扶梯口风速的保
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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