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某住宅改酒店式公寓的防火设计 

阚强 

摘要：某居住小区内 1、2 号楼为既有住宅，现拟改为酒店式公寓。通过分析比

较现行国家消防技术规范对住宅和公寓的相关要求，明确改造的设计要求和存在

的难点。基于实际情况，提出可行的防火设计方案，并评估其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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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居住小区内 1、2 号楼为既有住宅，地下 1 层，地上 15 层，建筑高度 49.60m，

总建筑面积约为 8000m2。其中，地下层为汽车库、自行车库及附属用房，层高

4.80m，地上一、二层为商业用房，层高 5.10m，三至十五层层高 2.90m。1、2

号楼三至十五层每层各有 1个单元，每个单元建筑面积分别约为 330m2和 470m2。

每个单元有 4 套住宅，共 104 套住宅，每套住宅建筑面积在 68m2～102m2 之间。 

1、2 号楼 3 层～15 层住宅现拟改为酒店式公寓。在建筑用途发生改变的情

况下，相应的防火设计应如何调整，需进行研究分析。 

1  防火设计要求差异 

由住宅改为酒店公寓后，对比现行国家标准《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45-95（2005 年版）（以下简称“《高规》”）有关住宅和公寓的规定，

建筑的防火设计要求差异如下： 

1）原住宅按照一类高层、耐火等级为一级设计，改为公寓后其耐火等级符

合《高规》的规定； 

2）由住宅改为公寓后，建筑间防火间距、防火分区划分符合《高规》的规

定； 

3）1、2 号楼各只设有 1 部疏散楼梯，由住宅改为公寓后，安全出口数量不

符合《高规》的规定；公寓内位于走道尽端，建筑面积超过 75m2 的房间只设置

1 个门，且门的净宽为 1.0m，房间疏散门数量不符合《高规》的规定。 

4）1、2 号楼没有设置防烟楼梯间，由住宅改为公寓后，设计不符合《高规》

第 6.2.1 条的规定。消防电梯与客梯兼用，但消防电梯的设置不符合《高规》第

6.3.3 条的规定。 

5）原住宅室内消火栓用水量为 10L/s，改为公寓后，其消火栓用水量应为



30L/s，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室内消火栓用水量可减少 5L/s。本项目室内

消防用水量为 40L/s，满足《高规》第 7.2.2 条的要求。 

6）原住宅没有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改为公寓后，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

系统。 

7）原住宅消防电源可按二级负荷要求供电，且可不设灯光疏散指示标志和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改为公寓后，消防电源应按一级负荷要求供电，并应设灯光

疏散指示标志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2  改造实施存在问题 

通过规范对比分析可知，住宅改为酒店公寓后，在耐火等级、防火间距、防

火分区、排烟等方面均符合规范的规定，但在消防给水、安全疏散、电气等方面

不能满足规范要求。部分设计要求可依据规范实施调整，但部分设计要求实施难

度较大。 

2.1  可以通过整改实现要求的问题 

原住宅没有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以及灯光疏散指示标

志，根据《高规》相关规定，改为公寓后，应增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和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以及灯光疏散指示标志，在既有建筑上增设这 3 种消防设施难度较小。 

1）增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在走道及户内用房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除卫生间外，卧室、客厅、书房、

厨房均应设置喷头。其中在厨房设置公称动作温度为 93℃喷头，其他部位设置

公称动作温度为 68℃喷头。根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的规定，此类

场所属中危险级Ⅰ级，为保持房间美观并方便管道敷设，可在吊顶部位设置隐蔽

型喷头，非吊顶部位设置边墙型喷头。每层应增加水流指示器、信号蝶阀一套，

并在适当的位置增加末端试水装置。为确保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初期水量和保证系

统动作可靠，可在屋顶喷淋系统水箱间增加喷淋系统稳压装置，在消防泵房设置

独立的消防泵。 

2）增设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在户内用房增设报警系统。在起居室、卧室等处设置感烟探测器，在厨房设

置感温探测器。新增报警控制器将火灾信号传至原报警控制器，原报警控制器对

电梯、风机、防火阀、风口、警铃、非消防电源、消火栓泵、喷淋泵等设备具有

联动控制、直启等功能。在地下一层增加火灾自动报警控制器、广播控制器等设

备，并将火灾信号传至总消防控制室。 



3）增设应急照明、灯光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广播 

在楼梯间和公共走道部位设置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装置。在公共走道和户内

用房均设置事故广播扬声器。 

2.2  整改实施难度较大的问题 

由于是对既有住宅进行改造，以下 3 个方面如果完全按照《高规》的规定进

行改造，存在较大难度： 

1）1、2 号楼各有 1 部疏散楼梯，按照《高规》要求，公寓每个防火分区应

有 2 个安全出口，需要在 2 栋楼各增设 1 部疏散楼梯； 

2）公寓内各户只设 1 个疏散门，按照《高规》要求，对于位于走道尽端的

公寓房间，建筑面积超过 75m2 时应设置 2 个疏散门； 

3）1、2 号楼各有 1 部封闭楼梯间和消防电梯，按照《高规》要求，公寓应

设置防烟楼梯间，且消防电梯应设置前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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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住宅标准层平面图 



图 1 为住宅标准层的平面图。由图可见，原有平面设计较为紧凑，公共走道

的面积较小（约 15m2），因此增设楼梯间和前室的难度较大。由于是在既有建

筑上进行改造，新增楼梯间需开挖楼板，施工难度大，并且有可能对建筑的结构

稳定性造成一定影响。从图还可看出，公寓各户与公共走道的连接面较小，对于

大于 75m2 的房间，很难另开设 1 个疏散门通向走道。 

对于上述难以实施的消防设计，应考虑在其他方面采取加强措施，以保证建

筑整体的消防安全水平。 

3  消防措施分析 

3.1  拟采取的消防技术措施 

本项目在改造过程中尽可能按照规范要求对消防设计进行调整，对于部分难

以实施的消防设计应考虑在其他方面采取加强措施，以确保建筑整体的消防安全

水平。针对建筑的现状，建议进一步采取如下消防技术措施： 

1）加强走道的消防安全 

在火灾情况下，公寓内人员先由户门进入走道，然后进入楼梯间进行疏散；

消防人员乘坐消防电梯抵达着火楼层，同样先进入走道再进入房间。因此，为保

证人员疏散和消防人员灭火救援的安全，应避免火灾初期火灾及烟气蔓延至走

道，采取的措施如下：走道内不应堆放可燃物；各户门均采用乙级防火门，在一

定时间内防止房间内火灾蔓延至走道；在走道内设置加压送风设施，避免火灾产

生的烟气蔓延至走道。 

2）采用连廊作为辅助疏散设施 

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蔓延速度快，燃烧猛烈，单纯依靠消防部门的装备、

器材进行扑救有一定的难度。高层建筑内人员在火灾情况下应立足于自救，其疏

散设施相比多层建筑应有所加强。本建筑 10 层～15 层两个单元之间设有连廊，

发生火灾时一旦某个单元内疏散楼梯受火灾影响不能使用，或者楼梯发生堵塞现

象，该单元内人员可通过连廊到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进行疏散，提高人员安全疏

散的可靠性。同时，连廊也可作为消防人员通过云梯车进入建筑的通道，方便消

防人员快速到达着火楼层实施灭火、救援工作。因此，2 部楼梯间通向连廊的开

口应设置乙级防火门，门正上方设置疏散指示标志。 



 
图 2  连廊 

3）厨房设置可燃气体探测装置 

厨房火灾时有发生，燃气泄漏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厨房中设置可燃气体探测

装置，可在燃气泄漏初期发出报警，并联动关闭燃气阀门，避免可燃气和空气混

合在一起，形成浓度达到爆炸极限的混合物。 

4）房间内设置必要的灭火、疏散工具 

当建筑内发生火灾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将火灾扑灭或控制在初起阶段，将为

人员疏散和消防人员灭火救援提供有利条件。因此，可在公寓各户内配置手提式

灭火器。火灾产生的高温有害烟气是导致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公寓内人员具有

一定的流动性，一些新入住的人员对周围环境不太熟悉，有可能导致在火灾环境

下停留时间较长，因此，在公寓各户内配置火灾逃生面具和应急手电，便于人员

疏散逃生。 

3.2  措施可行性、有效性分析 

针对上文所提出的技术措施，对其可行性和有效性进行分析。 

1）控制危险源 

公寓内主要可燃物除各类家具外，还包括燃气。燃气泄露后与空气混合形成

浓度达到爆炸极限的混合物，当遇到点火源时即可发生燃烧爆炸。由于气体燃烧

速度快，爆炸威力大，容易造成较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厨房内安装可燃

气体探测器可及时发出报警，并联动关闭燃气阀门，避免形成爆炸混合物。 

可燃气体探测器是工业与民用建筑中安装使用的对单一或多种可燃气体浓

连廊 



度发出响应的探测器。日常使用最多的可燃气体探测器是催化型可燃气体探测器

和半导体型可燃气体探测器两种类型。饭店、宾馆、家庭厨房等使用煤气、天然

气、液化气的场所主要使用半导体型可燃气体探测器。半导体型可燃气体探测器

是利用半导体表面电阻变化来测定可燃气体浓度。半导体可燃气体探测器用灵敏

度较高的气敏半导体元件，它在工作状态时，遇到可燃气体，半导体电阻下降，

下降值与可燃气体浓度有对应关系。可燃气体探测器由检测和探测两部分组成，

具有检测及探测功能。 

通过分析可燃气体探测器原理可知，可燃气体探测器可有效对燃气进行探测

并发出报警、采取联动措施。 

2）保证人员安全疏散 

当建筑内发生火灾时，火灾产生的高温有毒烟气是对人员生命安全最大的威

胁。从建筑设计方面考虑，应将火灾及烟气控制在着火房间，这就需要采取可靠

的防火分隔措施。乙级防火门具有 0.9h 的耐火极限，能够有效阻止火势由房间

蔓延至走道。防火门同时兼具普通门的功能，着火房间内人员疏散时仍需打开防

火门，烟气不可避免的向开口方向流动。由于走道区设有加压送风设施，使得走

道区形成正压，能够阻止烟气由着火房间向走道区流动。 

1 个房间或 1 个防火分区设置 2 个安全出口，可避免火灾时 1 个安全出口受

火灾影响人员无法疏散的情况。本建筑的 10 层~15 层的 2 个单元之间设有连廊，

着火的单元内人员可通过连廊到达另一个单元。虽然连廊不能完全起到第二安全

出口的作用，但是其为建筑内人员提供了另一条有效疏散路径，避免了某 1 部楼

梯出现事故不能用于疏散而导致整个单元内人员无法疏散的情况。同时，连廊的

外侧没有设置围护结构，与室外相通，因此，连廊也可作为建筑内人员避难场所，

等待消防人员救援。 

为保证人员的安全疏散，除了建筑设计外，还应考虑人员的安全装备。火灾

产生的烟气不仅降低了建筑内的能见度，而且有毒气体直接威胁人员生命安全。

在房间内配置应急手电，可在火灾断电的情况下，帮助人员快速找到疏散门，前

往楼梯间进行疏散。火灾逃生面具的过滤结构，能有效滤除火灾中的二氧化碳，

氢化物等有毒有害气体，阻燃隔热的头罩，能保护人员不受伤害。因此，应急手

电、火灾逃生面具可有效保护人员不受火灾烟气干扰和伤害。 

3）控制初起火灾 

灭火器是有效的控制和扑灭初起火灾的设施。公寓的每户面积较小，可燃物



以家具为主，数量有限，因此可配置手提式灭火器。公寓内可燃物包括家具（普

通固体材料，A 类火）、食用油（可燃液体火，B 类火）、燃气（气体火，C 类

火）和电气设备（带电物质火，E 类火），因此，所配置的灭火器应能扑灭上述

类型火灾，如采用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 

4）有利于消防救援 

当公寓内居住人员或管理人员对初起火灾控制不力，火势变大时，需要由专

职消防人员进行扑救。目前，普通的云梯消防车有效工作高度为 30m～50m，有

的可达 60m～70m。因此，建筑物应具有便于消防人员进入建筑内部的通道或入

口。进入建筑内部的通道或入口，应保证在火灾时消防人员能够快速进入建筑物。

由图 2 可见，连廊位于建筑外侧，便于消防人员发现和接近。连廊有一定的面积，

与建筑内房间采用乙级防火门分隔，便于消防人员对火场进行观察，做出相应调

整后进入火场。因此，10 层~15 层的连廊有利于消防人员开展灭火救援行动。 

4  结语 

通过将住宅原有设计与《高规》对公寓的防火设计要求进行了对比，原有设

计在建筑分类和耐火等级、防火间距、防火分区、排烟等方面能够满足规范对公

寓设计的要求，但在消防给水、安全疏散、电气等方面不能满足规范要求。根据

实际情况及消防设计实施的难易程度，建议该项目按规范要求设置自动喷水灭火

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急照明、灯光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广播。对于部分

难以实施的消防设计，提出了相应的技术措施，包括公共走道内设置送风装置、

户门采用乙级防火门、厨房设置可燃气体探测装置、采用连廊作为辅助疏散设施、

房间内配置灭火器和应急手电、逃生面具等。通过可行性、有效性分析表明，这

些技术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火灾危险源和初起火灾，为人员安全疏散和消防队员扑

救提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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