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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规范允许的木结构建筑层数不超过 3 层；而在欧洲和北美，多层木结

构建筑的建造技术和火灾安全设计较为成熟，6~9 层的多层木结构建筑已有不少

的应用实例。本文对国内外多层木结构建筑的防火规范要求进行对比调研，然后

整理分析国内外多层木结构建筑的应用案例，为了解各国多层木结构建筑的火灾

安全性能和实际应用状况提供参考资料和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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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木材作为一种可持续供给的自然资源，凭借其绿色环保和节能减排等对环境

友好的优势，在建筑结构设计中获得越来越多的青睐。而新的建筑方法和设计工

具的使用，更是使得木结构成为一种高效的建筑方式，能提供良好的性价比。木

结构的应用范围，正在从传统的低层、单（双）户为主的型式，向多层（甚至高

层）和多户的方式发展和转化[1-3]。 

然而，木材是可燃的，火灾危险性始终是制约木结构在多层建筑中应用的最

主要原因[2-4]。随着木结构火灾安全知识的不断积累和新的设计方法和模型的不

断发展，以及其它消防技术措施如火灾探测报警和自动喷淋系统的应用，木结构

的应用日趋广泛。不少国家都着手修改或已修改了其建筑防火规范，以适应木结

构建筑日益广泛的应用需求[4,5]。例如：挪威、瑞典和新西兰等国的规范对木结

构建筑没有特殊要求，也不限制木结构建筑的层数。在欧洲和北美，6~9 层的多

层木结构建筑已有不少的应用实例。木结构建筑的主要类型体系分为：轻型木结

构建筑、重型木结构建筑和正交层压板建筑体系。各种体系具有各自的对火反应

特性，并都能具有较好的耐火性能表现。 

自 2010 年起，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加拿大开展合作，采用现代木结构

建筑技术应用于中国建筑节能与减碳领域以应对气候变化。2011 年 2 月，一系

列木结构建筑项目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准列为中加合作“多层木结构建筑技术

应用示范工程”。其中天津泰达悦海公寓项目就拟建两栋轻型木结构客房楼，每

栋木结构建筑层数为 4 层，建筑面积为 2350m2，每层约 590m2。就建筑高度来

说，该示范项目突破了我国现行规范对最高层数的规定。其火灾安全性能，自然



成为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 

本文针对国内外多层木结构建筑的防火规范要求进行了对比调研，同时收集

了多层木结构建筑的实际应用现状，为了解多层木结构建筑的火灾安全性能提供

参考资料和佐证。 

2.国内外规范对木结构建筑的防火要求 

2.1 《建规》对木结构建筑的规定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简称《建规》)第 5.5.2 规定：“木结构建筑不应超过

3 层。不同层数建筑最大允许长度和防火分区面积不应超过表 5.5.2 的规定”。《建

规》表 5.5.2 的内容见下表 1 所示： 
表 1 木结构建筑的层数、长度和面积 

层数 最大允许长度 (m) 每层最大允许面积(m2) 

一层 100 1200 

二层 80 900 

三层 60 600 

注：安装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木结构建筑，每层楼最大允许长度、面积可按本表规定增

加1.0 倍，局部设置时，增加面积可按该局部面积的1.0 倍计算。 

《建规》中的表 5.5.1 还对木结构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做了规定，

见下表 2 所示： 
表 2 木结构建筑中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构件名称 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h） 

防火墙 不燃烧体 3.00 

承重墙、住宅单元之间的墙、住宅分户墙、 
楼梯间和电梯井墙体 难燃烧体 1.00 

非承重外墙、疏散走道两侧的隔墙 难燃烧体 1.00 

房间隔墙 难燃烧体 0.50 

多层承重柱 难燃烧体 1.00 

单层承重柱 难燃烧体 1.00 

梁 难燃烧体 1.00 

楼板 难燃烧体 1.00 

屋顶承重构件 难燃烧体 1.00 

疏散楼梯 难燃烧体 0.50 

室内吊顶 难燃烧体 0.25 

注：1 屋顶表层应采用不可燃材料。 

2 当同一座木结构建筑由不同高度组成，较低部分的屋顶承重构件不得采用燃烧体；

采用难燃体时，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1.00h。 



3.国外规范对木结构建筑的规定 

在 2002 年，瑞典开展了一项针对欧洲及其它国家防火规范对木结构建筑相

关条例规定的调查研究[5]。表 3 显示，截止 2002 年各个国家规范对木结构住宅

建筑最高允许层数和结构构件的耐火极限的规定。欧洲各国近二三十年来对木结

构建筑的防火性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木结构建筑火灾安全有了更深的了解；

同时由于防火技术的不断提高，木结构建筑在欧洲各国的应用逐渐放宽，对其建

筑高度的限制也逐渐开放。图 1 显示的是欧洲各国对木结构建筑最大允许层数规

定的变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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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木结构建筑在欧洲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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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木结构住宅建筑最高允许层数和结构构件的耐火极限 (截止 2002 年) 

国家 

层数 高度，m 无喷淋建筑内构件的耐火极限 º，min 

评注 无喷

淋

有喷

淋 

无喷

淋 

有喷

淋

1-2 层 3-4 层 5-6 层 7-8 层 楼梯 

承重 非承重 承重 非承重 承重 非承重 承重 非承重 4 层建筑

奥地利 4 4 - - 60 30 60 60 - - - - 60  

比利时 ∞ ∞ ∞ ∞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捷克 3 3 9 9 45* - 60* - - - - - 30 *地下室除外；顶层耐火极限为 30min 

丹麦 4 4 - - 60 60 60* 60* - - - - 30 *需防碳化保护 

芬兰 2 4 9 14 30/-* 30 - - - - - - - *取决于建筑的耐火等级 

法国 15 15 50 50 15/30* 15/30* 30/60* 30/60* 90 90 90 90 - *垂直构件/水平构件 

德国 3/5* 3/5* - - 30 - 30**/90 - - - - - 60 
*以后为 5 层；**对于 3 层的建筑，耐火的极

限为 30min 

希腊 ∞ ∞ ∞ ∞ 30 - 30 - 60 - 60 - - 地下室除外 

爱尔兰 ∞ ∞ ∞ ∞ 30 60 60* 60* 60* 60* 60** 60** 30 
*5米<建筑高度≤20米；**20米<建筑高度≤30

米，耐火极限为 90min 

意大利 4 4 - - 30 - 30 - - - - - 30  

荷兰 ∞* ∞* ∞* ∞* 30** - 60** - 90** - 90** - 60 
*实际为 5 层(13m), **如火灾荷

载>500kJ/m2，增加 30min 

挪威 ∞ ∞ ∞ ∞ 15 30 60 60 * * * * 30 *高于 4 层需特殊要求（应提供详细文件） 

罗马尼亚 3 3 - - - - 30 - - - - - 60  

斯洛文尼亚 8 8 22* 22* - - ? ? ? ? ? ?  *建筑最高层的高度；?未知 

西班牙 ∞ ∞ ∞ ∞ 60* - 60 - 90 - 90 - 30 *对于单户别墅，耐火的极限为 30min 

瑞典 ∞ ∞ ∞ ∞ 30 30 60 60 90* 90* 90* 90* 30 *对于水平构件，耐火的极限为 60min 

瑞士 2* 2* - - 30** - - - - - - - - *在 Aagan 行政区允许 5 层建筑；**对一层建



筑没有要求 

英国 6 6 18 18 30 15 60 60 90 60 90* 90* ** 
*除苏格兰；**仅当有其他疏散通道可用时，

能采用木材 

澳大利亚 3* 3* - - 90 90/30 90 90/60 - - - - 90 *如果底层为不可燃车库时，可建 4 层 

新西兰 ∞ ∞ ∞ ∞ 30 - 45 - 45 - 45 - 30  

加拿大 3 4 - - 45/60* 45/60* 45/60* 45/60* - - - - 60 *取决于建筑物面积和高度 

美国 3/4* 4/5* - - 60 - 60 - 60 - - - 60 *取决于建筑法规 

日本 3 3 13 13 30/45 - 45/60* - - - - - - 
*4 层楼的要求：60 分钟的耐火极限+3 小时

熄火后测试 

     º 适用于允许的木结构建筑。



4. 国内外规定对比 

以下主要对国内外规范中木结构建筑的防火要求进行比较，内容包括层数、

面积和耐火极限。通过对比可见：我国对木结构建筑层数和建筑面积的要求过于

严格；而对 3 层木结构建筑耐火极限的要求而言，则与其它国家相当。 
1）层数和面积 

 表 4 总结了中国规范与北美、欧洲和澳洲国家的对比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

我国规范对木结构建筑层数和面积的要求都最为严格。尤其是在安装有喷淋系统

的情况下，中国对层数的要求仍然限制在 3 层，而不少国家允许层数做适当增加。 
表 4 各国对木结构建筑的层数和建筑面积的规定比较 

国家和地区 
层数 每层最大允许面积 (m2) 

无喷淋 有喷淋 无喷淋 有喷淋 

中国 3 3 600 1200 

加拿大 3 4 1200 1800 

加拿大卑诗省 3 6 1200 1200 

美国 3/4 4/5 110/1900 3300/5700 

多数欧洲国家 (2010) ≥ 5 ≥ 5   

新西兰 ∞ ∞ 5000 5000 

2）耐火极限 

按《建规》的规定（见表 2），我国对不超过 3 层的木结构建筑中承重构件，

如承重墙、楼板、梁、柱等的耐火极限的规定为 60 分钟，而对非承重构件，如

隔墙和吊顶的耐火极限的规定则为 30 分钟或 15 分钟。 

而北美、欧洲和澳洲的国家（见表 3 的总结），对允许建造的 3-4 层木结构

建筑承重构件的耐火极限的规定一般为 60 分钟，而非承重构件耐火极限在 30-60

分钟不等。如果允许建造 5-6 层的木结构，则这些国家对其建筑构件（承重或非

承重）耐火极限的规定一般为 60-90 分钟。 

我国对木结构建筑的最高层数限制在 3 层。因此，对比我国对 3 层木结构耐

火极限的规定和国际上对3-4层木结构耐火极限的规定，应该说处于相当的水平。 

5．木结构建筑在国内外的应用 

5.1 木结构建筑在国外的应用 

近几十年来，国际上的木结构生产应用技术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仅逐步

克服了木材的一些传统缺陷而且现代木结构建筑体系已大量采用工业化生产，提

高了原木的利用率，使强度和耐久性能大大提高。 



在美国、加拿大，轻型木结构是住宅建筑的主要型式。随着木结构建筑技术

的发展，一些公寓、宾馆、办公楼、学生宿舍和会议中心等公共建筑也采用了木

结构型式。在许多欧洲国家，如德国、奥地利、法国、瑞典、芬兰等国家，木结

构也是常见的建筑型式。在地震多发国日本，大部分民居也采用木结构建造。 

对于木结构建筑的层数问题，欧洲各国经历了从保守到逐步放开的过程[6]，

见图 1 所示。1990 年之前，大部分欧洲国家只允许建到两层，只有北欧少数国

家允许建到 3～4 层；到了 2000 年，不少欧洲国家已经允许木结构建筑建到 5

层及以上。而从 2010 年开始，不少欧洲国家开始取消对木结构建筑层数的限制。

在加拿大，其国家规范允许木结构建到 4 层，在部分省（如卑诗省）则允许建到

6 层。从目前各国的实际应用情况看，大部分国家都允许木结构建筑建到 6 层，

出于经济和实用性原因，也不乏 7 至 9 层的案例。例如，2009 年在英国伦敦

Hackney 区建成一栋 9 层楼的住宅建筑，采用了最先进的正交层压板建造而成，

是世界上最高的一栋木结构住宅建筑；瑞典 Växjö 市的多层木结构住宅项目为四

栋 8 层木结构住宅建筑，每栋有 33 套住宅，建筑面积为 3374m2；德国柏林的

E3 工程于 2008 年建成的一栋 7 层住宅建筑，采用的也是正交层压板建造。 

5.2 木结构建筑在我国的应用与研究 

在中国，木结构建筑作为传统的建筑型式，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国现存的木

结构建筑，多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老建筑。有纯木结构，也有砖木结构。目前在

北京、上海、天津、大连、青岛、杭州、广东、海南等地出现了许多现代轻型或

重型木结构建筑物。例如，汶川地震后加拿大联邦政府与卑诗省政府援建的四川

都江堰向峨小学就是中国第一个采用全木结构建造的大型公用建筑，也是一所抗

震防火及各方面安全性都堪称高标准的木结构小学。学校建筑面积占地 5749m2，

主体建筑由一栋多层教学楼，一栋 3 层学生宿舍以及食堂和行政中心大楼组成，

其宿舍楼为 3 层轻木结构建筑，食堂为 2 层胶合木和轻型木结构混合结构。但是

由于建筑技术和防火规范的限制，木结构建筑的层数、建筑面积和建筑间距都受

到较大的局限。 

多年来，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中国林业科学院、武警学院等对木材的防

火阻燃处理以及燃烧特性参数等也开展过一些研究，并取得了部分研究成果。同

时，为了满足日益增加的轻型木结构建筑的应用需求以及我国制定标准和规范的

需要，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还对木结构典型足尺构件进行了大量的耐火极限试

验研究[7]，验证了木结构构件的耐火性能，也为我国制定相应的标准和规范提供



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 

6.总结 

     通过对各国规范中木结构建筑防火要求的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对木结构建筑

层数和建筑面积的要求过于严格。在安装有喷淋系统的情况下，我国对层数的要

求仍然限制在 3 层，而不少国家允许层数做适当增加。仅对 3 层木结构建筑的耐

火极限而言，我国的规范要求与其它国家相当。 

得益于对木结构建筑防火性能的不断深入了解和防火技术的不断提高，世界

各国消防规范对木结构的限制，如层数等，在最近一二十年内得到逐渐放宽。对

木结构建筑应用的案例分析表明，多层（特别是 6~9 层）木结构建筑在世界范

围内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规范对木结构建筑层数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

多层木结构建筑在中国的发展。因此，开展多层木结构建筑防火研究，从火灾安

全理论基础出发，确定不同使用类型的木结构建筑的层数、面积、耐火极限和安

全疏散等参数，制定出符合中国建筑特点和安全水平的木结构防火规范要求，对

于安全使用木材这一健康环保、可持续的天然建筑资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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