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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通空调工程设计 
， 常见问题 

中元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 陈钦益☆ 

摘要 通过对施工图审查工作进行总结，指出了暖通空调和防火防排烟设计中存在的问 

题及防火规范本身的一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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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图审查工作是指对施工图 

中涉及公共利益、公众安全、工程建 

设强制性标准的内容进行审查。该 

项工作的开展可以促使设计人员提 

高设计水平，对保证工程质量十分有 

益。在笔者进行的审查工作中，发现 

几乎所有工程设计都不同程度地存 

在一些问题，其中以防火防排烟问题 

居多；另外还发现防火规范本身尚不 

完善，有些条文存在歧义，对一些设 

计中遇到的问题未提及或交代不清。 

现将发现的问题整理出来供大家参 

考，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1 供暖设计 

1．1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 

居住建筑部分)))JGJ 26_。95(以下简 

称《节能标准》)第 4．1．3条规定“在 

采暖期室外平 均温度 为 一0．1～ 
-

6．0℃的地区，楼梯问不采暖时，楼 

梯问隔墙和户门应采取保温措施；在 
-- 6．0℃ 以下地 区，楼梯问应采暖 

⋯ ⋯
”

，在供暖地区，住宅供暖必须采 

用分户热计量系统，分户热计量涉及 

收费问题。当楼梯间设置供暖时，这 

部分费用的分摊使复杂的热计量收 

费更显复杂。为此，绝大多数住宅楼 

梯间不设置供暖，而采取保温措施。 

但在一些设计中隔墙及户门未按《节 

能标准》中第 4．2．1条中表 4．2．1所 

规定的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进行设 

计。因此，当供暖设计方案确定楼梯 

间不设供暖时，设计人应检查建筑设 

计对有关部位是否采取保温，并应核 

对保温做法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1．2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 

范》GB 50019--2003(以下简称《暖通 

规范》)第 4．9．1条规定“新建住宅热 

水集中采暖系统，应设置分户热计量 

和室温控制装置”，工程项目中仍有 

未执行此条规定的。 

1．3 《暖通规范》第 4．3．1l条规定 

“有冻结危险的楼梯问或其他有冻结 

危险的场所，应由单独的立、支管供 

暖。散热器前不得设置调节阀。”设 

计中常有楼梯问与相邻房间共用立 

管的情况；有的虽设计了独立立管， 

但在散热器前(即连接散热器的水平 

支管上)设置了调节阀。不执行此条 

规定的原因是：a)有的设计人员没有 

很好地学习规范，不知道有此规定。 

b)对条文解释理解不全面。本条条 

文解释是“随着建筑水平和物业管理 

水平的提高及采暖区域扩大，有的楼 

梯问已经无冻结危险，因此，对楼梯 

间也不能一概而论”。楼梯问有无冻 

结危险，要看楼梯间的位置是否紧邻 

外门、~1-~1开启频率以及人员行为特 

点来判定。 

1．4 《暖通规范》第 4．4．11条规定 

“地板辐射采暖加热管的材质和壁厚 

的选择，应根据工程的耐久年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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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的性能、管材的累计使用时间以及 

系统的运行水温、工作压力等条件确 

定”。新建住宅热水供暖系统埋地加 

热管材有聚丁烯 (PB)、交联聚乙烯 

(PE—X)、无规共聚聚丙烯(PP—R) 

及交联铝塑复合管(XPAP)等塑料管 

材。这些塑料管材的使用寿命主要 

取决于不同使用温度对管材的累计 

破坏作用，应根据系统运行水温、工 

作压力等条件确定管材及其壁厚。 

1．5 《暖通规范》第 4．8．17条规定 

“采暖管道必须计算其热膨胀。当利 

用管段的自然补偿不能满足要求时， 

应设置补偿器。”设计中有的未计算 

热膨胀，固定支架设置位置不合理； 

有的根据管段的长短设补偿器但未 

加注补偿量，方形补偿器未标注尺寸 

等。 

1．6 《暖通规范》第 4．9．4条规定 

“分户热计量热水集中采暖系统，应 

在建筑物热力入口处设置热量表、差 

压或流量调节装置、除污器或过滤器 

等”。有的设计中每个独立建筑物入 

口未设置热量表、差压或流量调节装 

置、除污器或过滤器等；有的仅设置 

供回水温度计、压力表，但未设置热 

量表。未按此规定设计的原因是不 

重视此条规定。 

1．7 《节能标准》第 5．3．5条规定 

“当系统供热面积大于或等于5万 rn2 

时，应将 200~300 1XUTI管径的保温厚 

度在表 5．3．3最小保温厚度的基础 

上再增加 10 1XUTI。”在一些设计中只 

按常规做法选取保温厚度，没有将 

200 300 1XUTI管径的保温厚度在表 

5．3．3最小保温厚度的基础上再增加 

10 1XUTI。随着管网供热面积增大、管 

道长度增加，管网总热损失增加，为 

节约能源和保证距热源最远点的供 

热质量，应增大管道保温厚度。 

1．8 《暖通规范》第 4．8．20条规定 

“当采暖管道必须穿过防火墙时，在 

管道穿过处应采取防火封堵措施，并 

在管道穿过处采取固定措施使管道 

可向墙的两侧伸缩”。有的设计在防 

火墙处未采取固定措施，而是将固定 

支架设在远离防火墙的地方。在确 

定固定支架位置时应先确定防火墙 

处的固定支架以满足防火要求，再根 

据需要确定其他固定支架。 

1．9 散热器采用淘汰产品，如普通 

四柱 813(灰铸铁)型、大小 60(长翼) 

型、圆翼形。建设部建住办[1998~ 

005号文件已明确规定，停止使用上 

述产品。采用淘汰产品的原因是设 

计人没有及时了解国家发布的产品 

淘汰公告内容。 

1．10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2002 

(以下简称《验收规范》)第 8．6．1条 

规定“采暖系统安装完毕，管道保温 

之前应进行水压试验。试验压力应 

符合设计要求”。但许多图纸施工说 

明中仍按老规范或一般技术措施提 

出试压要求。新老规范差别较大，新 

规范比老规范要求更高，两者的差别 

主要有三点：一是老规范规定“5 min 

内压力降不大于 0．02 MPa”，而新规 

范规定“10 min内压力降不大于 0．02 

MPa”；二是新规范增加塑料管材及 

复合管材的试压要求，用老规范已不 

能满足试压要求；三是新老规范对高 

温热水供暖系统的试压要求不同。 

当系统没有特殊要求时，设计图纸只 

需写明按《验收规范》第8．6．1条规定 

试压即可，当有特殊要求时，其试验 

压力不应低于该条文的规定。 

1．11 有的工程设计中在膨胀水箱 

的膨胀管上设置阀门，不符合《验收 

规范》第 8．2．13条的规定。这条规 

定不是强制性条文，但对于系统运行 

极为重要，一旦阀门误关会导致膨胀 

水箱失效、系统缺水，从而影响供热。 

1．12 居住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大 

于限值，不符合《节能标准》第4．2．1条 

规定。当其中一些围护结构传热系数 

大于限值时，应调整其余围护结构的 

传热系数，使建筑物耗热量指标及供 

暖设计热负荷指标达到规定值。 

1．13 当变配电室所设供暖管道需 

穿越变配电室时，散热器和供暖管道 

应符合《10 kV及以下变配电所设计 

规范》GB 5OO53—94第 6．3．5条规 

定，即散热器宜采用钢管焊接，不得 

有法兰、螺纹接头、阀门等。这条规 

定在暖通规范上没有，有的暖通专业 

设计者不知道有这条规定。其实根 

据电气工艺要求，这些场所经常没有 

人，可以不设供暖，更不希望设热水 

供暖。 

1．14 《暖通规范》第 4．8．15条及第 

4．8．16条规定，每根供暖立管的始末 

段都应设置调节、检修和泄水用的阀 

门，以便于运行调节和检修。但有的 

设计中供暖立管始末段没设阀门，最 

底端没设泄水装置；有的最底端虽设 

了泄水装置及阀门，但泄水装置及阀 

门所设位置不恰当，以致泄水装置不 

起泄水作用。 

2 通风设计 

2．1 使用燃气的地下厨房和无外窗 

地上厨房未设全面机械通风和事故 

排风。根据《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93(以下简称《燃气规范》)第 

7．5．1条的规定，公共建筑用气设备 

应安装在通风 良好 的专用房间内。 

当安装在地下室和内厨房(没有直接 

通向室外的门和窗)时，应符合该规 

范第 7．2．28条第(2)条的规定，即敷 

设人工煤气和天然气管道的“地下室 

或半地下室设备层内应有机械通风 

和事故排风设施”。当这些部位有可 

燃气体突然泄漏时，设在室内的气体 

浓度探测器发出信号，启动事故排风 

机进行排风。 

2．2 《暖通规范》第 5．3．4条规定， 

机械送风系统进风口“应直接设在室 

外空气较清洁的地方”“应低于排风 

口”，但有些设计中进风 口的位置设 

置不合理，进风口与排风口设在了同 

一 高度，并且相距很近，极易短路。 

2．3 住宅无外窗卫生间未按《住宅 

设计规范》GB 50096--1999(2003年 

版)第 6．4．3条规定设置有防回流构 

造的排气通风道。原因是建筑图未 

注明防回流构造排气风道的标准图 

号或标注没有防回流功能的标准图， 

暖通专业未进行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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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人防工程中平时用的风管穿过 

密闭墙时，未按《人民防空地下室设 

计规范》GB 50038--94(以下简称《人 

防规》)第 5．2．6条要求采取相应 的 

防护密闭措施。 

2．5 没有自然通风条件的燃气表间 

应设置机械排风及事故通风，机械排 

风的通风机应为防爆型。这点在《燃 

气规范》中没有作 出明确规定，但各 

地燃气公司对计量装置地点(燃气表 

间)的通风要求均作了规定。 

2．6 根据《锅炉房设计规范》GB 

50041--92(以下简称《锅炉房规范》) 

第 13．3．6条规定，设在其他建筑物 

(建筑物 的地下室、半地下室、设备 

层)内的燃气锅炉问，应有不小于 3 

h 的换气量 (不含锅炉燃烧用 风 

量)，为了满足换气量应设机械通风。 

另外，根据《燃气规范》第 7．5．1条、 

《暖通规范》第 5．3．4条的规定，这些 

燃气锅炉间应设事故排风。有些设 

计者认为可以采用已有的泄爆窗进 

行 自然通风，故设计中未设机械通风 

及事故排风。但设在建筑物地下室、 

半地下室、设备层内的燃气锅炉间往 

往靠一面外墙，自然通风效果很差， 

在燃气大量泄漏时，不能及时将燃气 

排出室外。所以，必须设置机械通风 

及事故排风。 

2．7 根据《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 

量验 收 规 范 》GB 50243--2002第 

7．2．2条规定，风机直通大气的进、出 

口处应设防护网，以防止风机对人的 

意外伤害。 

2．8 位于柴油发电机房及锅炉房内 

部的油箱间没设机械通风系统。由 

于油箱问被防火墙从其他房间中隔 

开，当油路及油箱漏油时，油蒸气无 

法排除，因此，必须设置机械通风系 

统。 

2．9 制冷机房应有良好通风。应根 

据不同制冷剂的允许浓度计算通风 

量，在设计时应采取通风措施。 

2．10 没有对对外新、排风 口(防雨 

百叶)提出通风净面积要求，造成新、 

排风口风速过高。 

2．11 厨房(特别是燃气厨房)除设 

局部排风外未设 全面排风，不符合 

《饮食建筑设计规范))JGJ 64 89第 

4．2．3条规定，即厨房和饮食制作间 

的热加工问机械通风的换气量宜按 

热平衡计算，计算排风量的 65％通过 

排风罩排至室外，35％由房间的全面 

换气排出。 

2 12 《人防规》第 5．2．12条规定，防 

空地下室滤毒通风的新风量不仅应 

满足第 5．1．5条的人员新风量要求， 

而且应满足第 5．2．1l条的防毒通道 

的最小换气次数的要求。有的设计 

未按最小换气次数进行核算，致使系 

统风量偏小。 

2．13 《锅炉房规范》第 13．3．7条规 

定，锅炉房燃气调压问属甲类生产厂 

房，当自然通风不能满足要求时，应 

设置事故排风 系统，并选用防爆风 

机 。 

3 空调设计 

3．1 《暖通规范》第 8．4．8条规定 

“空气调节系统的电加热器与送风机 

联锁，并应设无风断电、超温断电保 

护装置；电加热器的金属风管应接 

地。”这是为防止送风机停机无风时 

电加热器单独工作导致火灾而规定 

的，十分重要，设计时应给电气专业 

提出相关要求。 

3．2 部分工程设计将新风进风 口设 

在排风口附近并在同一高度，有的装 

在卫生问外窗上，有的距室外地坪小 

于 l m(室外地坪有绿化)或小于 2 iTI 

(室外地坪无绿化)，违反了《暖通规 

范》第 5．3．4条的规定。 

3．3 很多空调工程未设排风出路， 

特别是人员集中或过渡季节使用大 

量新风的空调区未设机械排风设施， 

违反了《暖通规范》第 6．3．17条的规 

定。 

3．4 大量的商场设计未创造出“全 

新风运行”条件。不符合《暖通规范》 

第 6．3．15条“舒适性空气调节⋯⋯ 

可用新风作冷源时，全空气调节系统 

应最大限度地使用新风”的规定。 

3．5 商场设计存在计算冬季耗热量 

时没有计人人和灯的发热量、设计新 

风量不足等问题。 

3．6 吊顶式风机盘管凝结水管路太 

长，水平坡度不够，造成水患。原因 

是建筑吊顶空间太小，建筑平面大， 

排水点不易确定；坡度设计不正确。 

3．7 空调机、风机盘管与散热器共 

用一个水系统，由于阻力大小悬殊， 

使系统很难平衡。划分水系统时，应 

将空调机、风机盘管与散热器系统分 

开。当系统分开确有困难时，应有可 

靠的调节平衡措施。 

3．8 同一房间内的送 回风口位置设 

置不当，造成气流短路。应注意安装 

高度，注意送回风口之间的距离及送 

回风口类型。 

4 供热设计 

4．1 锅炉房总管及热力站未按《节 

能标准》第 5．2．10条规定设热表(或 

热水流量计)，补水系统未设置水表， 

不便于供热系统的量化管理和运行 

调节。也不利于节能。 

4．2 燃油燃气锅炉的烟道上未设防 

爆门，不符合《锅炉房规范》第 2．0．14 

条的规定。燃油燃气锅炉房发生爆 

炸事故的较多，所以，烟道上设防爆 

门是必要的。同时，防爆门的位置应 

有利于泄压，当爆炸气体有可能危及 

操作人员的安全时，防爆门上应装泄 

压导向管。 

4．3 不考虑工程具体情况及环境污 

染问题，随意采用单元式燃气炉作为 

供暖热源。 

5 防火、防排烟设计 

5．1 楼梯间或前室正压送风风机压 

头选择不合理，造成楼梯问或前室余 

压偏高或偏低，不符合《高层 民用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45--95(以 

下简称《高规》)第 8．3．7条的规定。 

楼梯间或前室疏散门开启方向与加 

压作用力方向相反，当楼梯问或前室 

压力过高时，疏散门开启困难，甚至 

不能开启；当楼梯间或前室压力过低 

时，其压力不足以阻止着火层的烟气 

在热压、风压、浮压等的联合作用下 

进入楼梯问或前室。选取风机压头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暖通空调 HV&．AC 2004年第34卷第10期 设计参考 · · 

时应进行系统阻力计算，不宜采用估 

算值。 

5．2 根据《高规 》第 6．2．8条规定 

“地下室或半地下室与地上层不宜共 

用楼梯间，当必须共用楼梯间时，宜 

在首层与地下或半地下层的出入口 

处，设置耐火极限不低于 2．ooh的隔 

墙和乙级防火门隔开”，这样便形成 

两部楼梯。多数工程设计将地上、地 

下正压送风系统合为一个系统，每隔 

2～3层设一个送风口(自垂百叶)，由 

于地下层最多开 1～2个送风口，而 

风机风量只按一个系统确定，致使地 

下楼梯间送风量太小．不能保证地下 

楼梯间的正压送风量，不能满足楼梯 

间门开启时门洞风速大于 0．7 m／s 

的要求。解决方法有： 

a)应对地上、地下建筑分设正压 

送风系统，这是首选方案； 

b)当分设系统确有困难时，可以 

合用一个正压送风系统，但风机风量 

应同时满足地上地下正压送风量要 

求； 

c)合用一个正压送风系统且风 

量按一个系统设计，正压送风口采用 

远程可控型，当地上层着火时，开启 

地上层送风 口，当地下层着火时，开 

启地下层送风口； 

d)合用一个正压送风系统且风 

量同时满足地上地下正压送风量要 

求，选用可调节风量的送风口。 

5．3 关于《高规 》第 8．3．4条与 

6．1．2．3条 的关 系。第8．3．4条规定 

“剪刀楼梯间可合用一个风道，其风 

量应按二个楼梯间风量计算，送风口 

应分别设置”。而第 6．1．2．3条规定 
“

⋯ ⋯ 塔式住宅确有困难时可设置一 

个前室，但两座楼梯应分别设加压送 

风系统”。第 8．3．4条强调可合用风 

道、风量如何计算及送风 口设置问 

题。而第 6．1．2．3条所强调的是分 

别设加压送风系统，应解释为两部楼 

梯应同时加压送风，而不是一定要分 

设两根风道及两台送风机。因为，当 

同一层任何角落着火时，所有疏散人 

群都逃向同一前室，也可以逃向任何 

一 部楼梯疏散，按第 6．1．2．3条的规 

定两个加压送风系统都必须同时启 

动向楼梯间送风，而不能只启动一个 

风道及一台风机向楼梯间送风。因 

此设计中按 8．3．4条或 6．1．2．3条设 

置系统都符合规范要求，关键问题是 

按第 6．1．2．3条规定设的两个加压 

送风系统在着火时是否都需启动。 

5 4 在建筑层数小于 20层的高层 

建筑的防烟设计说明中常写道“发生 

火灾时，开启着火层及上下层加压送 

风口⋯⋯”。但从《高规》第 8．3．4条 

条文说明中可以看出，根据各种计算 

公式的理论依据，加压送风量与疏散 

通道需要的正压值、开启着火层疏散 

通道时要保持的门洞处的风速、建筑 

的层数及开启门的数量有关，因此， 

加压送风 口的开启数量应该与开启 

门的数量相匹配，即建筑层数小于 2O 

层时取开启门数量为 2，加压送风 口 

开启数量也为 2，一般为着火层及其 

上层送风口。例如前室门为 1．2 mX 

2．1 ITI时，根据《高规》第 8．3．2条表 

8．3．2—2，建筑层数小于2O层时送风 

量为 12 000 16 000 ／h，当打开两 

个送风口开启两层门时门洞风速为 

0．661～0．882 m／s，基本满足门洞风 

速大于 0．7 m／s的要求，当打开三个 

送风 口开启两层门时 门洞风速 为 

0．441～0．588 m／s，不能满足门洞风 

速大于 0．7 m／s要求。建筑层数大 

于和等于 20层时送风量为18 000～ 

22 000 rn3／h，打开三个送风口开启三 

层门，门洞风速 为 0．661～0．808 

m／s，基本满足门洞风速大于0．7 m／s 

的要求。又如前室门为 1．0 m×2．1 

ITI时，建筑层数小于20层时，打开两 

个送风口开启两层门时风速为 0．794 

～ 1．058 m／s，满足门洞风速大于 0．7 

m／s的要求；打开三个送风口开启两 

层 门时门洞风速为 0．529～0．705 

m／s，不能满足门洞风速大于0．7 m／s 

的要求。因此层数小于 20的建筑着 

火时不应为开启着火层及上下层送 

风口，而应为开启着火层及上层送风 

口，才能满足门洞风速大于 0．7 m／s 

的要求。 

5．5 《高规》第 8．1．5．3条规定加压 

送风口风速不宜大于 7 m／s，但很多 

工程大于 7 m／s，原因是：a)在建筑设 

计预留的竖井上布置送风口有困难。 

b)没有考虑送风口净面积。应根据 

系统加压风量、建筑层数确定加压送 

风口开启数量；根据送风口净面积确 

定送风口尺寸。 

5．6 根据《高规》第 6．2．2．1条的规 

定，高层建筑的裙房和建筑高度在 24 
～ 32 ITI之间的二类建筑(单元式和通 

廊式住宅除外)的封闭楼梯间没有自 

然通风条件时，应按防烟楼梯间设置 

防烟系统。 

5．7 《高规》第8．4．1．1条规定，长度 

超过 20 ITI无直接 自然通风的走道、 

虽有直接自然通风但长度超过 60 ITI 

的内走道应设机械排烟；《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GBJ 16—87(2001年版) 

(以下简称《建规》)第 5．1．1A条规 

定，长度超过 20 ITI无直接 自然通风 

的走道或有直接 自然通风但长度超 

过 40 ITI的疏散内走道应设机械排 

烟；《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 

50098--98(2001年版)(以下简称《人 

防设计规范》)第 6．1．2条规定，总长 

度大于20 m的疏散走道应设机械排 

烟。但在一些工程项 目中这些走道 

没有设计排烟系统，不符合规范要 

求。没有设计排烟系统的原因是疏 

忽或对规范不熟悉。 

5．8 有 自然排烟的走道，当长度小 

于《高规》规定的 60 m、《建规》规定的 

40 m时，应根据不同情况确定是否需 

设机械排烟：a)当自然排烟口(窗)在 

走道两端时，且排烟窗面积达到走道 

面积的2％时采用 自然排烟．b)当自 

然排烟 口(窗)在走道一端而走道另 
一 端封闭时，即使排烟窗面积达到走 

道面积的 2％，如果排烟 口(窗)与最 

远点距离大于 30 m，也需设机械排 

烟；c)对于走道两端封闭、走道中间开 

窗的情况，如果排烟窗面积达到走道 

面积的2％，可采用自然排烟。 

5．9 设计 中对有 自然排烟，长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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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高规》规定的60 m、《建规》规定的 

40 m，在两端有可开启外窗，且开窗 

面积达到走道面积的 2％的走道，有 

人采取扣除走道两端(或一端)自然 

排烟口距最远点 30 m的范围后再设 

机械排烟的做法。这是不允许的，因 

为，按这种做法，排烟时两端可开启 

外窗变成了进风1：3而不是排烟1：3，且 

排烟量按剩余部分走道计算，肯定不 

足，不能满足排烟要求。 

5．10 根据《旅馆建筑设计规范))JGJ 

62—90第 4．0．5条及第 5．2．5条规 

定，多层旅馆建筑 内的商店、商品展 

销厅、餐厅、宴会厅(含四季厅)等火 

灾危险性大、安全性要求高的功能区 

及用房，当无外窗或固定窗时应设机 

械排烟。 

5．11 根据《建规》第 5．1．1A条之三 

的规定，歌舞厅、录像厅、夜总会、放 

映厅、卡拉 OK厅、桑拿浴室(除洗浴 

室外)、游览厅等应设机械排烟。 

5．12 有的设计设在顶棚或靠近顶 

棚的墙面上的排烟 口与附近安全出 

口沿走道方向相邻边缘之间的最小 

水平距离小于 1．5 m，不符合《高规》 

第8．4．4条的规定。设计时排烟1：3应 

尽量布置在与人流疏散方向相反的 

位置，即远离疏散口。 

5．13 内走道的长度确定方法有：a) 

按建筑平面图内走道中心线．b)沿烟 

气流动路线的水平长度。内走道长 

度的确定关系到它是否需设机械排 

烟，建议按建筑平面图内走道中心线 

确定内走道的长度。 

5．14 高层建筑中面积大于 100 m2， 

经常有人停留或可燃物较多的地上 

无可开启外窗房间，未设机械排烟， 

不符合《高规》第 8．4．1．2条规定。 

5．15 设计中常有 违反《高规》第 

8．2．2条的规定的情况。主要原因是 

建筑设计时没有按照条文规定计算 

外窗可开启面积，而暖通专业人员没 

有对可开启外窗面积进行复核。 

5．16 当外窗为上悬窗或下悬窗时， 

排烟 口的面积不等 同于窗 口面积。 

可供排烟用的面积与上悬窗或下悬 

窗最大可开启角度有关。 

5．17 《人防设计规范》第 6．5．4条、 

《高规 》第 8．5．3．2条、《建规 》第 

9．3．10条规定，加压送风系统的送风 

管穿越防火分区隔墙时应设 280℃ 

防烟防火阀，穿越通风空调加压送风 

机房、共用竖井时应设 7O℃防火阀， 

或将风管标明耐火极限。有的设计 

既没有在加压送风管穿越防火分区 

隔墙处设防烟防火阀，也没有对风管 

采取保护措施。 

5 18 穿过可能发生火灾场所的加 

压风管，其耐火极限不应小于 1 h。 

对加压风管提出耐火极限要求的理 

由除了防止加压送风系统进风 口及 

风机受火焰和烟气威胁外，还要保证 

风管的完整性和密闭性。加压风管 

常用钢板制作，遇到火灾时很容易变 

形和损坏，失去输送空气的能力，因 

此应有耐火极限的要求。采用耐火 

极限 1 h的根据是：a)《建规》附录二 

中的防火门，当采用型钢门框，外包 1 

r一 厚的钢板，内填充硅酸铝纤维或 

岩棉时，其耐火极限为 0．6 h．b)参考 

《高规》第 8．4．7条“排烟风机应保证 

在 280℃时能连续工作 30 min”的规 

定，要求加压送风管在穿越防火分区 

或可能发生火灾的场所时也能保证 

在 280℃时连续工作 30 min以上。 

5．19 风管穿越防火分区隔墙时漏 

设防火阀。不符合《高规》第 8．5．3．1 

条及《建规》第 9．3．14条的规定。漏 

设防火阀的原因是：a)没有注意有防 

火分区问题 )不了解防火墙的准确 

位置；c)设计周期短，建筑方案多变， 

专业间沟通不及时。 

5．20 风管穿越重要房间及设有甲、 

乙级防火门的房间时未设防火 阀。 

不符合《高规》第 8．5．3．2条及《建 

规》第9．3．10条第二款、第 9．3．14条 

的规定。判定房间是否设甲、乙级防 

火门除了查看建筑图纸外，还要根据 

下列规定：a)《高规》第 5．2．7及第 

7．5．1条，即自动灭火系统的设备室、 

通风机房、独立设置的消防水泵房、 

地下室内存放的可燃物平均质量超 

过 30 ／兀12时，均需设甲级防火门； 

b)《建规》第 7．2．11条，即消防控制 

室、固定灭火装置的设备室、通风空 

调机房，均需设乙级防火门；c)《人防 

规》第 3．1．5条，即消防控制室、消防 

水泵房、排烟机房、灭火剂瓶间、变配 

电室、通信机房、通风空调机房、存放 

可燃物平均质量超过 30 kg／m。的房 

间，均需设甲级防火门。 

5．21 通风系统水平风管与垂直风 

管交接处未设防火阀，不符合《建规》 

第 9．3．10条及《高规》第 8．5．3．3条 

规定。原因：a)忽视设防火阀的重要 

性．b)认为已在风机房的进、出口总 

管上设防火阀；c)有的认为设在风机 

房的防火阀离垂直风管很近，可不再 

设排烟防火阀，但是风机房与垂直风 

管之间的管段也未采取防火措施。 

5．22 排烟水平风管与垂直风管交 

接处未设防火阀。不符合《高规》第 

8．4．5条“在排烟支管上应设有当烟 

气温度超过 280℃时能 自行关闭的 

排烟防火阀”的规定。在排烟水平风 

管与垂直风管交接处设防火阀是为 

了防止带火的烟气扩散到上层。未 

设防火阀的原因是：a)对有关规范条 

文未全面理解．b)认为已在风机房进 

出总管上设排烟防火阀；c)认为在排 

烟风口已设 280℃ 自动关闭的排烟 

口，但在排烟口与垂直风管之间的管 

段上未采取防火措施。 

5．23 《高规》第 8．5．5条、《建规》第 

9．3．12条规定厨房、浴室、厕所等的 

垂直排风管道应采取防止回流的措 

施或在支管上设置防火 阀。部分工 

程设计未执行这些规定。原因是：a) 

不熟悉此条规定．b)未向建筑专业提 

出要求；c)建筑图中未标明防止回流 

的垂直风道所采用的标准图号。 

5．24 排除容易起火或有爆炸危险 

的气体时，直接布置在房间内或墙上 

的通风设备未采用防爆型。不符合 

《高规》第 8．5．1条及《建规》第 9．3．1 

条的规定。 

5．25 防火阀设置位置离防火墙或 

(下转第 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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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的测量值为相对值)，这种不一致非常不明显， 

可被忽略，若要对突变信号进行进一步的识别，只需 

在选取处理时段时加以注意就可以。 

从图2中参数的变化情况还可以看出，各参数 

无论在正常状态，还是在故障状态，均存在着较轻 

微的振荡，这与压缩机的运行特点有关。压缩机在 

吸、排气过程中必将导致工作容积的变化和压缩机 

进出口处压力的周期性变化，所以系统始终存在着 

较轻微的振荡，这一振荡通过各参数表现出来，它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系统故障先兆的寻找， 

图 2中有些小波处理结果(图 2h，k)不够理想，就 

是与该微弱振荡有关。 

从热力学的角度分析，突发故障应较迅速地反 

映在电功率信号和压力信号的小波处理结果上，而 

温度信号的变化则因系统较大的惯性而表现得比 

较缓慢。因本实验系统空调房问较小，所以热惯性 

较小，从而使温度信号对突发故障的反应较快，反 

而是压力信号由于上面所述的系统 自身的振荡及 

其他干扰，而显得对突发故障反应不明显。 

4 结论 

从 5组(其他 4组从略)实验及其处理结果可 

知，小波变换的预处理方法在空调制冷机组故障先 

兆的寻找过程中能克服传统方法的一些缺陷，可适 

应不同故障不同频宽和时宽的变化特征，能有效地 

标定出变化点。空调制冷机组故障发生时，系统的 

各个参数将发生代表故障特征的变化。虽然这种 

变化是瞬态的，但小波变换能捕捉到这种变化，这 

对于及早发现并预报故障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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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分隔物太远。不符合《高规》第 

8．5．3条图 25，26及《通风与空调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O243 

2002)第 6．2．5条的规定。 

5．26 排烟系统的柔性短管未明确 

采用不燃材料，不符合《高规》第 8．4． 

9条规定。 

5．27 排烟风管不应穿越前室或防 

烟楼梯间，当排烟风管确需穿越防烟 

楼梯间及前室隔墙时应设防火阀，或 

注明穿墙风管的耐火极限不小于 2 

h；水平排烟管道穿越防火墙时，应设 

280℃排烟防火阀；当穿越两个及两 

个以上防火分区或排烟管道设在走 

道的吊顶内时，其耐火极限不应小于 

1 h(参考上海市建设规范《民用建筑 

防排 烟 技术 规 程 》(DGJ 08—88 

—

2OOO)第 4．4．6条中的规定)。 

6 其他 

有的设计中仍指定设备生产厂 

或供应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筑法》第五十七条、《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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