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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透析  

深圳蛇口友联船厂生活区群体消防设计探讨与总结

文／

 

提要：本文通过深圳蛇口友联船厂生活区高层建筑群体消防设计的实例，

介绍了本工程消防系统形式及系统参数的确定，从而对设计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  群体消防  临时高压  自动喷水  

[Abstract]: From the fire water system design for the high 

buildings of live-section of YOULIAN dockyard at SHEKOU SHENZHEN, 

this article introduce the fire water system types and design 

parameters of this project presented. Some issues in the criterion 

are discussed. 

[Keyword]: fire water supply for buildings, fire water supply 

system of temporary high pressure, sprinkler systems 

高层建筑建设的技术日趋完善，业主也为开发规模的扩大，对高层建筑的技术处理措施提出更

多的要求。为了尽可能地追逐最大化利益，业主需要更多地体现土地的价值。为此，高层建筑群应

时而生，而对于高层建筑群的消防措施，更有不同于单体消防的方式方法。笔者通过对深圳蛇口友

联船厂的搬迁扩建工程的生活区高层建筑群的设计，提出了一系列的针对措施，并找到符合规范、

满足主管部门要求和保证系统安全的方法。 

一.     工程概述及设计范围 

本工程位于深圳市蛇口工业区孖洲岛，为蛇口友联船厂的搬迁扩建工程的生活区。修船基地总

面积约63公顷，场地整平标高5.50米。全厂职工总人数5520人，均按住岛考虑。 

生活区为解决全厂职工业余生活之用，共设单体包括一、二号宿舍楼、综合楼、办公楼以及锅

炉房，前四个单体均为高层建筑。 

船厂基地有一路DN400市政给水总管，供应全厂生产、生活、消防用水，总管上设水表计量。

基地采用贮水池—水泵供水形式，在基地动力站房区设全厂自来水总加压泵站一座。泵站内设半地

下式钢筋混凝土贮水池两座，每座有效容积V=3000m3，每座内贮存200m3消防水量，当一座水池检

修时，另一座水池内需临时调整为储蓄400m3消防水量。泵站设计供水能力为1500m3/h，可满足基

地生产、生活、消防用水需求。 

厂区对生活区配套情况：生活区周围有DN500-DN200给水环状管网，压力不小于0.35MPa，并

可按生活区的需要增配管线。 

二.     各单体建筑分类： 

根据《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2005年版）（以下称“高规”）第

3.0.1条，根据《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J98-87）（以下称“空规”），宿舍楼一包括

一层防空地下室（平时为工厂职工游戏、娱乐场所，地下室建筑总面积7122平方米，人防建筑面积

6858平方米）、一、二层食堂餐厅及三至十二层集体宿舍，建筑高度41米，24米以上部分有楼层建

筑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属一类高层建筑。宿舍楼二包括一层浴室、二层教室和超市及三至十二层

集体宿舍，建筑高度41米，24米以上部分有楼层建筑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属一类高层建筑。综合

楼包括一至五层办公、六至八层客房，建筑高度29.3米，属二类高层建筑。办公楼包括一至八层办

公用房，建筑高度29.4米，属二类高层建筑。锅炉房为单层独建建筑，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J16-87）（2001修订版）（以下称“建规”）第2.0.1条，耐火等级为一级，锅炉房仅为生活

区热水系统提供热源，热媒为高温热水，故不设室内消防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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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消防用水量： 

根据“高规”第7.2.2条及《工业锅炉房设计规范》（GBJ41-79）第155条，参照“空规”第

6.3.1条，选择各单体室内外消火栓用水量，根据“高规”第7.3.3条，选择各单体火灾延续时间，

根据“空规”第6.3.2条及《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2001）（2005年版）（以下

称“喷规”）第3.0.1和第5.0.1条和第9.1条，确定各单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设计流量。 

生活区各单体消防用水量如下表，并按“建规”第8.2.1条确定同一时间火灾次数，最大用水

量按宿舍楼一计，为一类高层建筑，室外消防用水量：30升/秒，火灾延续三小时；室内消防用水

量：30升/秒，火灾延续三小时；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用水量30升/秒，火灾延续一小时。各单体用

水量统计如下：（按“高规”第7.2.4条，建筑高度不超过50米，室内消火栓用水量超过20L/s，且

设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建筑物，其室内、外消防用水量可按表7.2.2减少5L/s。） 

四.     室外消防给水： 

根据“高规”第7.3.1条，各单体室外消防管道布置成环状且进水管设置两条，保证一条进水

管发生故障时，另一条进水管仍能供应全部用水量。由于本生活区水源的特殊性，经与相关设计人

员协商，确定以路过生活区的生产用水环状管网作为室外消防水源，根据“高规”第7.1.3条，保

证室外低压给水管道的水压，当生活、生产和消防用水量达到最大时，从地面算起至少有0.10MPa

的压力。因为生活区的所有用水全部由泵房加压过来，生活用水分高低两区，低区压力与室外消火

栓要求压力接近，但水量偏小；生活用水高区及室外消防环网压力偏高, , ，也不适合作为室外消

防水源，只有生产用水环状管网管径DN500-DN200，压力0.35MPa，满足室外低压供水要求。 

根据“高规”第7.3.2条，原计划厂区仅供应压力为0.35MPa室外环状管网到生活区，各单体再

根据消防用水情况设置临时高压供水系统，设屋顶水箱稳压及供应各单体自身消防初期用水，消防

时消火栓泵及喷淋泵抽室外管网用水二次加压，从而各单体消防自身控制，管理简单，室外管线

少，供水安全且可省去消防水池。 

但深圳当地主管部门认为习惯做法是设消防水池而避免从室外管网直接抽水，因而，必须设消

防水池。再者，设置消防水池的位置也有一番探讨：每个单体均设消防水池肯定不适合相隔如此近

距离的高层建筑群，应找到一个合适的高层群体消防的方法，找到一个合适的设置群体消防公共消

防水池的地方。先考虑把消防水池设置到锅炉房边上的空地，甲方认为那块地方作为预留用地不可

占用，最后只能把消防水池及水泵房置于厂区集中泵房，那是距生活区300米的地方。下面是各单

体的相对位置及群体消防的室外管线： 

 
 

序

号 
单体名称 

室外用水

量L/s 

室内用水

量L/s 

喷淋用水

量L/s 

消火栓延

时h 
喷淋延时h 

一次用水

量m3 

1 办公楼 20 20 30 2 1 396 

2 综合楼 20 20 30 3 1 540 

3 宿舍楼一 30 30 30 3 1 756 

4 宿舍楼二 30 30 30 3 1 756 

5 锅炉房 15 - - 2 - 108 



     上图为本设计群

体消防的示意图，它连接了公共消防水池、公共消防泵房、及室外公共消防管网和公共屋顶水防水

箱，与室内消火栓管网及自动喷水灭火管网有机连接在一起，共同组成了一个群体消防供水系统。 

平面图中根据“高规”第7.3.6条及第7.3.7条，确定室外消火栓数量及在适当位置设置室外消火

栓，水源为路过生活区的厂区生产环状管网。各单体均从室外环状消防管网上引入两路供水，以确

保消防水量及水压；室内消火栓系统管网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管网在报警阀前分开，尽量保证各自

系统的水压稳定。 

系统图中根据“高规”第7.3.5条，在生活区最高处即宿舍楼一屋顶设消防水箱一只作为生活区

群体消防的共用高位水箱，根据“高规”第7.4.7条及“喷规”10.3.1条，水箱有效容积V=18m3，并

设屋顶水箱稳压设备一组，保证最不利点消火栓静水压力0.07MPa及最不利点处喷头的最低工作压

力和喷水强度。 

以上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是整个生活区群体消防的指导方针，各单体的室内消火栓系统和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成为整个系统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但整个系统是不可分割的。 

五.     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 

如上所述，根据“高规”第7.1.1条，根据“空规”第6.1.1条，生活区除锅炉房单体外，均设室

内消火栓系统，成为生活区群体消防设计的一个组成部分。 

根据“高规”第7.3.5条，同一时间内只考虑一次火灾的高层建筑群，可共用消防水池、消防泵

房、高位消防水箱。消防水池、高位消防水箱的容量就按消防用水量最大的一幢高层建筑计算。高

位水箱就满足7.4.7条的相关规定，且应设置在高层建筑群内最高的一幢高层建筑的屋顶最高处。从

而在生活区最高处即宿舍楼一屋顶设消防水箱一只作为生活区群体消防的共用高位水箱，根据“高

规”第7.4.7条及“喷规”10.3.1条，水箱有效容积按一类公共建筑计有效容积V=18m3，并设屋顶水

箱稳压设备一组，保证最不利点消火栓静水压力及最不利点处喷头的最低工作压力和喷水强度。根

据“高规”第7.4.8条，设有高位水箱的消防给水系统，其增加设施中增压水泵的出水量，对消火栓

给水系统不应大于5L/s，对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不应大于1L/s。气压水罐的调节水容量宜为450L。此

处并未对室内消火栓和自动喷水灭火合用系统做出处理意见。设计中参考了上海市标准《民用建筑

水灭火系统设计规程》（DGJ08-94-2001）第6.1.5条，设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的高层建筑，当屋

顶消防水箱的设置高度不能保证局部楼层最不利点的消防给水静压要求时，应采用局部稳压设施。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1 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与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消防稳压泵不得合用（合用消防

泵的除外） 2 应设置消防稳压罐稳压。消防稳压罐的调节水容积对室内消炎栓给水系统不应小于

300L，对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不应小于150L，对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合用消防泵

或消防稳压罐的给水方式不应小于450L。在此，为本系统的完善找到规范的认同。 

各单体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及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在室外连成一个总体，采用临时高压制。厂区

集中泵房内配生活区专用消防泵作为生活区群体消防的共用消防泵房，设消防泵两台，一用一备从

厂区消防水池（作为生活区群体消防的共用消防水池）抽水。 

共用消防泵房向生活区室外消防环状管网供水，根据“高规”第7.4.6.7条，消防泵由各单体室

内消火栓箱内的消防按钮启动，或由泵房就地启动，或根据“喷规”第11.0.1条，由湿式系统喷头

动作后，由压力开关直接连锁自动启动消防泵。 

根据“高规”第7.4.5条及喷规第10.4.1条，群体消防系统共设置四套水泵接合器，可设于共用

泵房附近，也可设于生活区室外环状消防管网上。 

各单体建筑内管网竖向成环状，并根据“高规”第7.4.6.1条布置室内消火栓，保证二股充实水

柱可同时到达同层内任何部位，根据“高规”第7.4.6.8条，在消防电梯前室设置消火栓。消火栓箱

均采用组合式单出水室内消火栓箱，组合箱内设手提式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三具。根据“高规”第

7.4.6.5条，栓口动压超过0.50MPa时消防支管上设置减压孔板作为减压措施。 



六.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如上所述，根据“高规”第7.6.2条及第7.6.3条，根据“空规”第6.1.2条，生活区除锅炉房

单体外，均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成为生活区群体消防设计的一个组成部分。 
各单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与消火栓系统在室外连成一个总体，在各单体设备间内设湿式报警阀

分开，采用临时高压制。地上部分危险等级为中危险级I级，宿舍楼一地下人防部分采用中危险II

级。 
稳压设备与消火栓系统合用，保证最不利点喷头的消防水量及水压。湿式报警阀组设于各单体

设备间，根据“喷规”第6.2.3条，每套湿式报警阀组控制喷头数不超过800个，根据“喷规”第

6.3.1条，每层每个防火分区设一套监控阀及水流指示器，并按规范设置喷头。 
各单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系统组件包括喷头、报警阀组、水流指示器、压力开关及末端试水装

置。其中，与群体消防关系密切的是控制系统。根据“高规”第11.0.1条，湿式系统、干式系统的

喷头动作后，应由压力开关直接连锁自动启动供水泵。 

七.     消防排水： 

虽与群体消防供水关系不大，但作为消防系统的必要补充，本设计的消防排水有必要介绍一

下。宿舍楼一地下室需做消防排水。宿舍楼一地下室内设集水坑，其有效容量大于2.0立方米，内

设消防排水泵二台一用一备，水泵型号为 65WQ30-10-2.2型：Q=36立方米/时，H=8米，N=2.2千
瓦，其启停由集水井内高低液位自动控制。 

各单体内消防电梯须排水，在电梯井旁设集水坑，其有效容量大于2.0立方米，内设消防排水泵

二台一用一备，水泵型号为 65WQ30-10-2.2型：Q=36立方米/时，H=8米，N=2.2千瓦，其启停由集

水井内高低液位自动控制。 

根据“喷规”第6.2.6条，报警阀组宜设在安全易于操作的地点，报警阀距地面的高度宜为1.2
米。安装报警阀的部位应设有排水措施。对于宿舍楼一，因为湿式报警阀设于地下室，直接排至地

下室集水井，还需要排水泵加压排出，且排水能力达不到湿式报警阀的排水要求，故设管线排到室

外明沟，因排水时压力偏大，故在排水管上设减压阀减压；其余单体直接排至设备间地沟内，通过

地沟排至室外。 

八.     总结： 

通过本次设计，笔者认为，遵照相应规范以及遵从地方主管部门的规定，是设计成果能得以实

现的不二法门。故而，在设计项目之前，需尽可能地找到项目的相关资料，并从规范及当地主管部

门的相关规定中找到设计依据。在此基础上，设计人员应能处理好单体与总体的关系，使其整合成

一个有机的实体。群体消防能从规范中找到设计依据，说明高层建筑群已广泛设计，且会因各自项

目的不同情况用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案。一个最终能实现的方案，光从技术的角度看，不一定是最合

理的，但技术上必须是行得通的。 
针对于本项目，在设计的初期，笔者采用生活区单设生活水池，单设生活供水设施的做法，甲

方需要省地而取消；采用各单体单设消火栓泵及喷淋泵，从室外环状管网上直接抽水，当地主管部

门认为按当地做法需从消防水池抽水，从而确定设集中消防泵房，与改变生活供水的相同原因，消

防泵房不能设于生活区，而加长管线设于厂区集中泵房。 
本工程消防系统最后采用群体消防供水模式，也是因为“高规”第7.3.5条的启发，找到了规

范依据。并根据本工程的实际情况，对系统深化设计，室外采用低压制，并与相关设计人员协商，

找到合适的水源。而室内采用了临时高压制，室内消火栓系统与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合用室外管网，

并合用屋顶消防水箱。如此一个群体消防供水系统，以共同的压力平时稳压及消防供水，就需注意

各自的压力要求。各单体低层消火栓处都是超压的，需设减压设施。 
本工程采用的临时高压系统，平时在稳压条件下，供水压力也是很高的，再则消防时供水流量

大，压力高，高压供水距离较长，因此，系统埋地管材的选用及管道的连接方式就极为重要。本工

程室外埋地管材采用球墨铸铁管，承插连接，且在管道连接处均有加固措施。 
根据“高规”第7.4.3条，室内消火栓系统应与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分开设置，有困难时，可合

用消防泵，但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报警阀前（沿水流方向）必须分开设置。这一条我认为是对群

体消防系统的必要补充，否则，从本工程来看，就会增加一套管线，来回600多米，总体管线综合

会增加难度，也不利于以后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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