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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商务区消防专项规划研究

覃�雪�张玉玉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北京�100089

摘�要：本文基于“十四五”中提出的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全面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的需要，研究针对中央商务

区的消防专项规划方法，补足现存不足，以南方某城市中央商务区作为案例，探讨针对城市重点区域的消防规划编制，

增强城市整体消防能力，提高消防工作科技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实现“传统消防”向“智慧消防”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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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保障人

民生命安全，全面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的需要。随着

中央商务区各种功能和人才聚集度日益增加，各种国际

性的大型公共建筑和公共活动空间逐步落地，其对消防

安全的需求也提升到了国际化水平，传统城市消防系统

已经不能满足面向国际化的中央商务区的消防及应急救

援需求。加强商务区本身的灾害防御能力，避免和降低

重大火灾事故的发生和国际影响，保证商务区的正常运

行十分必要。本文以南方某城市中央商务区作为案例，

探讨针对城市重点区域的消防规划编制。

2��中央商务区的消防风险及难点

中央商务区人口密度、建筑密度、容积率等非常

大，地上、地下空间丰富，对于消防扑救带来很大困

难，因此CBD的规划更要重视消防问题。
2.1  起火原因多、火灾荷载大
中央商务区大量使用各种用电设备，供暖设备等

等，各种管线密集，用电量极大，漏电、短路现象不可

能完全杜绝，容易形成起火源。新型装饰材料和新设备

被广泛使用，会造成火势迅速蔓延。还有大型商业建筑

内商品储存量大，可燃物多，如服装、被褥商品等，极

易造成火灾并引起立体燃烧。

2.2  疏散困难，很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
建筑密集，人员密集，发生火灾时的混乱因素多，

疏散难度大，而所占比例极高的超高层建筑中，由于层

数多，人员比较集中，电梯在火灾产生时无法使用，使

垂直疏散距离长，步行楼梯出现拥挤，而且如果有烟火

侵入楼梯间，会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

2.3  火灾扑救难度大
中央商务区对地上和地下空间都得到了充分利用，

本次规划CBD地上最高建筑达到了120米，目前最先进的

消防车扑救高度为50米左右，只能采用直升飞机扑救，
但能力有限。地下建筑发生火灾时，由于火灾产生的烟

气排放困难，能见度低，造成消防人员对火灾位置、火

灾形势判断难度加大，使火灾不易扑救。

2.4  自然灾害增加救援难度
本次规划CBD受地理位置影响，经常会有台风经

过，消防规划还包括对应急抢险救援任务，通过分析台

风灾害的特点加强台风灾害应急救援。

3��火灾扑救中存在的问题

3.1  消防设施不足，影响救援效率
现状消火栓间距大，布置不足，给水管未完全形成

环状供水体系，导致局部地区水量小，压力低，且敷设过

长，不满足消防水压。消防车道存在多处占道停车情况。

现状消防疏散场地以公园广场及绿地为主，数量较

少，服务规模不足，无法涵盖规划范围大部分地区，没

有利用学校、大型体育场、集中绿地等公共空间。

存在盲区、盲点，甚至信号中断等情况，消防通讯

网络无法覆盖。

3.2  消防站规模、数量不足，消防装备不完善
现状消防站数量偏少，用地规模不足、消防装备不

完善，部分消防站辖区远大于消防站辖区范围标准，部

分用地超出消防站5分钟可达距离，不能满足商务区发展
需求。微型消防站布局不足，无法在火情第一时间及时

处理。

4��火灾风险现状评估

4.1  评价指标体系
从城市区域环境、火灾危害、防护能力三个方面着

手，根据中心城区消防规划相关现状调研资料、图纸及

统计数据，筛选出相应的评估指标，进行各项缓冲区分

析并综合加权叠加，形成火灾风险评价。

本次选取了用地性质、绿地率、建筑密度、容积

率、建筑高度、危险源数量、给水网距离、消防站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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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距离等主要影响因子，设置指标权重，导入GIS分
析，对中央商务区风险等级进行重点评估。对于片区现

状多为空地、棚户改造或已拆待建用地，综合考虑按照

规划用地的指标纳入权重指标。

表1��中央商务区火灾风险评估指标权重表

城市
消防
安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说明

规划城市特征指标
（0.49）

用地性质（0.12）
建筑密度（0.12）
建筑高度（0.15）
容积率（0.17）
绿地率(0.05)

建筑年代（0.12） 各规划地块内建筑的建筑年代

旅游资源（0.02） 每个地块内旅游资源分布数量（个）。（大型公园等）

火灾危险指标（0.2）
超高层建筑（0.12） 各规划地块内高层建筑数量（栋）

地下建筑（0.12） 各规划地块内拥有地下空间的建筑数量（座）

重点危险源（0.3） 距离加油加气站等危险源场所的距离

消防抗灾指标（0.31）
消防出警时间（0.28） 到达火灾发生点的消防响应时间

室外庇护场所（0.1） 各规划地块内拥有室外庇护场所的数量（个）。

消防供水能力（0.2） 距离给水网的距离

4.2  评价结果
对城市区域环境因子分析，得出城市区域火灾风险

主要集中的片区；对火灾危害因子分析，得出城市大型

火灾危害区主要集中的片区；对防护能力（抗灾能力）

因子分析，得出城市防护能力较弱的地区。

风险等级主要分为四个等级，从一级至四级分别对

应低风险到高风险。通过叠加计算，一级风险区多分布

在公园绿地上，几乎没有建筑物或火灾危险源；二级风

险区多分布在低密度、建筑高度30米以下的地区，多为
2000年以后的建筑，耐火等级高，火灾隐患数量较少；
三级风险区多分布在建筑高度30米以上，也有一定数量
的超高层建筑与地下人行廊道，地下建筑面积较大，有

一定火灾隐患。四级风险区主要集中在加油加气站周边

及商业金融用地，建筑密度高，人口密度大，多为超高

层建筑，人员混杂，具有较高火灾风险。

5��中央商务区消防专项规划实践

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坚

持实际情况与中央商务区城市发展目标两者兼顾的原

则，探讨如何高起点、高标准地编制消防规划，搭建国

内一流的消防安全体系。

5.1  优化消防站点建设
普通消防站分为一级普通消防站、二级普通消防站

和小型普通消防站，结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城市

建成区内因土地资源紧缺，设置二级消防站确有困难的

场所或者区域，应当设置小型消防站。

考虑商务区用地条件紧张等因素，建议提升站点容

积率，降低绿地率，满足消防站使用功能，必要时可结

合公共安全抢险救援训练基地开展消防训练。

调整部分消防站责任辖区范围，按照一级消防站责

任分区不大于7km²；二级消防站责任分区不大于4km²
进行控制。对现状和规划消防站重新进行响应时间分

析，保证规划范围中央商务区5分钟全覆盖（含1分钟准
备时间）。

图1��消防责任分区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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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消防响应时间分析图

5.2  完善消防安全布局
划分重点消防地区，实现分类分区重点管控，将不同

安全系数的用地设置成5类重点消防地区。消防地区具体分
类为：A类重点消防地区，以工业用地、仓储用地、易燃易
爆场所及含有危险品为主的消防地区；B类重点消防地区，
以超高层建筑为主以及其他高风险评估用地的重点消防地

区；C类重点消防地区，以商务、商业、居住、产业配套设
施用地为主的消防地区；D类重点消防地区，以市政公用设
施用地、地下空间和对外交通设施用地为主的消防地区；E
类重点消防地区，公园、广场用地为主的消防地区。

5.3  增加微型消防站
按照救早、灭小和“1分钟到场确认火警”、“3分

钟到场”扑救初起火灾为目标建立重点单位微型消防

站。采用一、二、三级微型消防站联防的模式，配置不

同级别微型消防站，覆盖所有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当消

防安全重点单位较为密集时，可选取一处建设一类微型

消防站，其他单位采用二级、三级消防站。

建议每个社区都配备微型消防站，街道内各社区依

托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平台划分灭火单元，每个灭火单

元建议设置微型消防站。

微型消防站应具备值班备勤、器材存放等业务功

能，可与消防控制室合用，人员可以与物业人员、单位

安保人员兼顾，落实24小时巡查，进行消防人员备案。
按照“谁建设谁管理”，推动落实各单位主体消防安全

责任，发挥社会应急力量有序参与应急处置。

5.4  提高消防设施配备
（1）提升消防装备。新建消防站按标准进行装备配

置，已建消防站根据最新消防级别，按要求对缺口装备进

行补齐。重点增加超高层消防装备，如举高喷射消防车、

消防无人机等。为了对消防应急救援的快速响应，对消防

站内部通信装备进行补充，利用无人机、卫星电话等先进

设备，提升智慧消防水平，增强应对突发情况的反应能

力。（2）补充直升机救援。建议建筑高度大于100m，且
标准层建筑面积超过1000m2的公共建筑，在屋顶设置直

升机停机坪或供直升机救助的设施。实现直升机45分钟响
应，单点覆盖半径约100公里，应对突发重大危险情况。
（3）完善消防设施配备。规划设置危险品运输路线远离
建筑、人口密集区域，设置运输时间为0-6点，白天不进
行危险品的运输。对易燃易爆及危险设置与道路、与建筑

的安全距离，降低CBD火灾安全隐患。对配套管线和水
压进行设置，保障消防供水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消火栓沿

路进行补齐，基本控制在100-120米一个，重点地区80米
一个（4）完善防灾避难。以主次干道作为人员疏散和物
资运输的主要救援通道。消防疏散、避难场所与抗震防灾

避难场所共用，应急避护场所划分为三个等级，中心避难

场所、固定避难场所、紧急避难场所。对于火灾来说，灾

前有效疏散期及应急处置时长在0.5-5小时之间，通常属
于短期避难，可能采用的避难场所以紧急、固定避难场

所为主。（5）搭建智慧消防平台。积极构建智慧消防体
系，利用等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提高“消”与

“防”的监督与管理水平。可借力商务区智慧基础设施，

搭建智慧消防平台。增强消防灭火救援能力。

结语

城市消防规划是建立完善有效的城市消防安全体系

的重要依据，对于城市重点区域，逐步建立消防法制健

全、基础设施完善、技术转备良好、体制合理、保障

有力、适应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特点的城市消防安全体

系，是城市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对促进城市经济建

设和社会进步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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