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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述文苑  

浅谈正大广场火灾报警系统的设计

文／周雯

 

摘 要   作者在上海正大广场的火灾报警系统设计中，在其报警区域划分、探测器设置、报警控制器选择和防排烟系统控制方

面做了一系列工作，本文就工作中的体会作简要阐述。 

关键词  集散系统  消防联动  绝对优先 

    正大广场属高层商业建筑，它不同于国内的一般高层建筑，一般高层建筑由于建筑用地受到限制，属于占地小，层数高的

瘦长型建筑。而正大广场是每层面积很大，层数不高的矮胖型建筑，总建筑面积近25万平方米，每层面积约2万5平方米。所以对正

大广场火灾报警系统的设计不同于一般的高层建筑。笔者就实际设计过程中的体会分别加以阐述，望与同行们进行交流。 

1．报警探测区域的划分 

一个报警区域一般是由一个或同层相邻几个防火分区组成。对高层建筑来说一般是按楼层来布局划分的，通常不超出一个楼

层。正大广场因每层建筑面积很大，建筑上每层分七个防火分区，根据规范规定“报警区域应根据防火分区或楼层划分”，正大广

场按防火分区来划分报警区域是比较合理的，又因其建筑内部布局错落有致，富于变化，为了使火灾发生时有效可靠地发挥防火系

统报警装置的作用，在着火初期快速发现火情部位及早投入消防灭火措施，所以设计中没有把每层作为一个报警区域，而是分为四

个报警区域 

为了快速，准确，可靠地探测出被探测范围的哪个部位发生火灾，将报警区域按部位划分成若干区域，即为探测区域。正大广

场既然为以商业为主的建筑，其内设有出租区域，多为中型商场和小型店铺，面积在500m2，分属不同的经营者，根据规范“探测区

域应按独立房（套）间划分，一个探测区域的面积不宜超过500m2 ”，所以对租户区，设计中按不同的租户划分探测区域。
 

2.探测区域探测器设置要点  

对于体积如此庞大的建筑，探测器数量相当多，按不同的租户划分探测区域使得在设计中，可根据具体情况,对同一个探测区域

尽量采取普通型探测器, 由一个或数个带地址码探测器分别接几个普通探测器,这样虽然增加了探测器数量,但地址却未增加,或是增

加很少，相对可以减轻整个系统的负荷，节省造价。 

正大广场在建筑内部构造上具有丰富变化的中庭，它不是规则式的方方正正的中庭结构，而是曲线式的、圆式的中庭，故在设

计中对中庭采用对射式探测器并参照规范中线性火灾探测器的设置要求进行布置。因对射式探测器是由一个探测元件和一个反射元

件组成，反射元件放置于探测元件的对面，探测元件内包括有一个光线发射器及一个光线接收器，发射器会发出一束红外线光柱，

这束光柱在经过棱镜反射元件之后会折射回发射器，接收器将接收到的红外线信号转化为电信号，以便输入由微处理器控制的装置

中进行评估。当烟雾进入监测区域时，红外线信号便会被减弱。所以对射式探测器安装角度一定要准确，并进行必要的检验，以确

保能接收到火灾信号。 

3．火灾报警控制器的选择 

火灾报警控制器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中枢，它接受信号并作出分析判断，一旦发生火灾，它立即发出火警信号并启动相应消

防设备.  

正大广场为一类建筑，在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中以《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98）为设计依据。根据规范中

保护对象分级属一级保护对象，由工程项目特点采用控制中心报警系统并符合控制中心报警系统的设计要求。 

控制中心报警系统的构成相关图见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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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系统共设置火灾报警控制器17套和1套联动控制柜，集中放置于设在一层的消防控制中心，每层的四个报警区域分设四个区

域显示器，提供该楼层的区域火警显示。报警控制器为二总线制通用型火灾报警控制装置，其与配套的联动控制装置一起构成一个

目前国内采用的较为先进的消防自动报警控制装置，是典型的集散控制系统。 

报警控制器主要用于控制各层的外控消防设备（疏散广播、警铃、防火阀等），联动控制柜主要用于作为中央消防设备控制的

补充（如消防泵、喷淋泵、防排烟风机等控制），以确保消防设备的绝对可靠。 

一般火灾报警控制器标示容量都是单台控制器的最大容量，为了保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既能高效率又能高可靠性的工作，实际

设计各回路探测点时要考虑一定的信息余量。关于这一点，G50116-98第5.1.2条有明确规定。综合考虑建筑结构与建筑施工等因素

影响，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中火灾报警器每回路实际设计容量应为标称容量的80～85%。 

4．防排烟系统控制 

火灾发生后，空调系统对火灾发展影响很大，而防排烟设备有利于防止火灾蔓延和人员疏散。正大广场的防排烟系统包括地下

车库、中庭、公共回廊部分和零售租户区域防排烟系统，每一部分防排烟系统都对火灾报警系统提出相应的控制要求。 

国内建筑的防排烟系统和空调通风系统是分别设置的二套管路，而对正大广场零售租户区域防排烟系统而言，其排烟系统是与

户内风系统共用一套管路，平常管路担负输送新风任务，由BA系统控制，火灾时由FA系统控制风阀的切换，使管路转换成排烟系

统。所以这就使得火警设计不仅要和空调通风专业设计人员，还要和楼宇自控设计人员密切配合，了解空调系统和楼宇自控系统的

工作情况及其对火警系统的控制要求，弄清楚哪个阀对应的是哪台风机或空调机,作出一个详细的联动动作表，这样火警系统的承包

商，在编制软件程序中可将此逻辑关系一一列入，否则，无从满足火灾情况下的联动要求。 

租户区的防排烟控制示意如图二所示（以三个租户为例）：每个小租户已由建筑分隔成一个独立的防排烟分区，每个防排烟分

区面积不大于250m2，每个分区内都设有排烟口。
 

这是租户区的排烟系统与户内风系统共用一套管路的示意图。阀门控制要求： 

（1）       正常运行时，阀门ALD-1、ALD-2、ALD-3、ALD-4、ALD-6及FD常开，ALD-5、FSD和PYK常闭。回风阀和新风由BA系

统控制。 

（2）       假设租户A发生火灾时，由FA关闭新风系统，FA系统控制关闭阀门ALD-1、ALD-2、ALD-4、ALD-6和FD-A-1，打开

ALD-5、FSD-A-2和PYK-A，同时调整双速风机到排烟状态，FA系统控制租户B和C的FD-B-1、FD-C-1关闭，未发生火灾的租户B和C的

FSD、PYK仍处于关闭状态。这样控制方式使火灾很难从一个店铺蔓延至另一个店铺造成大面积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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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防联动设计中,对于所有必须在火灾情况下联动的设备, 虽然其中有的设备在正常运行时是由楼宇自控系统控制的，但火灾

报警系统为完成自身所具有的防灾和灭火的功能，必须具有绝对的优先权。 

5．结束语 

对于正大广场这个在中国的境外建筑，它融入了西方的消防设计理念，防火分区的概念没有我们国内规范所定义的那样明确。

比如说美国对设有自动喷淋的建筑一般不考虑防火分区，建筑内的喷淋和排烟以及火灾报警系统的施工也十分规范，消防安全的方

式主要运用主动防火的设备技术代替被动防火的分隔技术。所以这对消防设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设计过程中所采用的消防设备一

定要具有安全可靠的性能，在火灾发生时能够及时、准确、有效地实行任务。这对我们电气设计人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GB50116-98《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2. GB50045-95《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3. GB/T50314-2000《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4. 《智能建筑设计技术》——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  

    

作者简介： 

周雯    上海同济大学设计研究院 

   

杂志介绍 | 征稿启示 | 编委会 | 宣传服务  

版权所有:建筑机电工程杂志社,本网所有资讯内容、广告信息，未经本网书面同意,不得转载。 

沪ICP备05061288号  网站制作和维护：天照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