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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建设的发展,使得城市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建筑

规模也在逐渐扩大, 在为人们生活生产带来便利的同时,建

筑本身复杂的结构、电气设备的增多以及大量的人员流动

等因素都加大了建筑的火灾爆发几率,也因此,人们对于建

筑当中给排水消防设计和相关施工技术方面的内容越来越

重视, 确保设计和施工技术的合理应用能够对火灾起到良

好的防控作用, 但目前我国在建筑消防设计方面的还需要

进一步的完善,并且在技术方面还有待提升,导致建筑当中

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问题,所以,有必要对该项内容进行深

入的研究。

1目前建筑室内给排水设计的基本状况

当前阶段, 我国在消防设计方面还有很多问题存在,特

别是在一些中小城市或乡镇的公共场所及单位当中, 包括

娱乐场所、事业单位、医院和学校等,这些场所当中的消防

设计大多是以设置消防栓和灭火器为主, 但这些消防系统

中的设计问题却严重限制了自身的安防作用发挥, 第一,消

防栓问题,消防栓具有较多的操作步骤,如果遇到突发状况,

非专业认识难以进行有效的操作,其实用性严重不足,基本

是为消防人员设置的,除此之外,消防栓的水压没有达到规

定标准,特别是对高层建筑来说,这种问题普遍纯在,同时针

对消防栓系统进行的减压阀设计问题,在进行设计时,设计

人员为了降低给排水系统的复杂性, 往往会对分区给排水

的设计加以应用,从而使用减压、稳压型的消防栓,但设计中

并没有根据压力要求对孔板孔径进行选择, 导致消防栓的

水压无法达到规定的要求, 过高或过低的水压都会在灭火

系统当中埋下隐患。第二,自动喷淋消防系统中的问题,正常

情况下,一旦发生火灾自动喷淋系统的喷头就会爆开,进行

散水使火势得到有效的控制, 但在该系统的实际安装中,却

存在很多的问题,包括警铃安装缺乏规范性,警铃安装数量

较少或较为隐蔽, 一旦出现火灾发出的警报不容易被人员

发现；喷头位置安装不正确,限制了系统效用的发挥；系统

水源压力不足, 系统喷出水量无法对火灾起到良好的控制

效果。

除了硬件设施之外, 很多设计人员未能对建筑的消防

进行全面的考虑,而且建筑当中对消防知识缺乏宣传,特别

是在对建筑室内消防栓的位置和数量进行设计时, 只是根

据自身经验进行设计施工, 却并没有考虑建筑本身的结构

和形状。在对建筑给水系统进行设计时,未能对周围建筑给

水情况进行了解,导致,设计施工过程中没有按照相关规定

对水泵接合器、消防池以及中转水箱进行安装,导致灭火系

统的正常运行受到影响, 同时也对资源造成了大量的浪费,

还有排水管设计缺乏合理性的问题, 未能将消防排水和平

时排水结合起来,此外,在消防系统投入使用以后没有对其

进行有效的检修和维护, 导致很多设备长时间搁置或更换

不及时,在火灾发生时无法发挥作用。

2给排数消防设计和相关施工技术在建筑室内的具体

应用

2.1自动灭火技术

在建筑室内应用自动灭火技术能够对火灾问题进行有

效的控制,减低火灾造成的损失,自动灭火装置主要是由探

测器、温控报警器、灭火装置等内容组成,在进行设计的过

程中,需要对消防灭火的关键部位保持高度的重视,特别是

系统应该作为设计的重点内容, 而探测器及温控器等器件

的实用性主要取决于自身的性能条件, 要对自动喷淋系统

当中的警铃装置进行合理的设置, 确保在火灾发生以后能

够被人员察觉, 避免在隐蔽处或公用通道当中进行设置,这

样容易被人们所忽略, 要根据建筑的实际情况对喷淋头的

位置进行设置,应该根据施工的要求加以设计,避免喷头设

置与梁间距离无法满足实用性要求, 在高层建筑中的底层

部分,应该按照最大火势对喷淋系统的流量进行设计,使灭

火系统的全面性和有效性得到保证。

2.2消防栓设置

在任何建筑当中,都必须要对消防栓进行设计,在设计

的过程中不但要对消防栓的规定数量, 还要结合建筑结构

和内部设施对具体的数量进行合理的设置, 在进行消防栓

设置时,需要对室外水管系统的供水能力加以考虑,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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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生活、生产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其安全性更是被人们所广泛关注,尤其是建筑工程当中的消防系统,是确保建筑安全

的关键,利用给排水设计能够使建筑的消防效用得到增强,从而提升建筑本身的安全性。本文围绕建筑室内的给排水消防设

计和相关施工技术运用进行讨论,了解目前建筑当中的给排水消防设计状况,并对该项设计及施工技术的具体应用加以探

讨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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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外的一一对应, 要保证消防栓数量与室外的水泵接合

器相一致, 避免在实施灭火措施时消防栓存在水源供应的

问题,如果建筑室内设有消防池,那么只需要根据室外的用

水对消防栓加以确定,针对室内的消防栓,可以通过高压给

水系统对其进行二次的增压处理,如果出现超压,则可以对

减压稳压消防栓加以利用。在消防电梯位置,可以结合室内

消防栓设置情况,进行消防栓的设置,而消防栓位置和间距

的设置则需要根据消防栓的出水量和水柱的长度进行计

算,当然,还要对其中的各项干扰因素加以考虑,包括走廊、

门窗等,当消防栓出水口存在的压力高于 0.5MPa时,需要对

减压装置进行设置,如果进水压高于 0.8MPa,可以考虑设置

分区给水。

2.3消防给水技术

在对建筑室内消防给水进行设计时, 应该对建筑的面

积、高度以及用水量等条件加以关注,国家规定假设建筑当

中的火灾持续 3h,针对高层建筑,室内消防用水量为 40L/s,

而室外用水量为 30L/s,而建筑当中的中转速水箱应该每隔

一个避难层设置一个, 避难层与避难层之间需要设置变频

泵对供水进行加压处理, 对于火灾发生概率较大的区域,应

该在屋顶设置水箱,通过重力供水形成稳定水压,使其安全

应用得到保证,出于建筑消防系统的全面性考虑,如果必须

要针对消防水池设置导流墙和循环水泵, 可以利用建筑中

心对加压泵进行设置,或对公共的消防水池加以利用,以此

来降低投资成本,而且管理工作也会更为方便,在对串联供

水方式加以应用时, 应该对消防车的供水范围加以考虑,如

果消防车范围当中没有消防栓系统, 需要对水泵接合器进

行设置来解决此类问题,如所在区域为严寒区域,可以将消

防栓管道的上部设置在顶层当中, 也可以在消防水泵当中

该设置给排水阀,使排水困难的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

2.4消防排水技术

对建筑室内消防系统设计而言, 排水设计也是一项非

常重要的内容, 其设计必须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标准来

进行,应该以用水量的 85%-95%的标准对排水量进行设计,

如果建筑内部的排水管与其他管道出现相互交叉的情况,

应该按照以下规定进行操作：如果电气管或给水管在排水

管上部,那么有压力管应该对无压力管进行避让,遇到风管

应该紧贴风管下部进行, 若排水管与消防电梯的坑道相邻,

使用的排水设施应该低于基坑,比如排水集水水池,在设计

当中应该在集水池与基坑之间设置相应的排水管, 在室内

建筑当中进行消防水泵的设置时, 一般会将其设置在底层

或地下室,能够将最底层当中的给水排除,也可以对污废水

泵加以利用,可以将集水池或集水坑设置在水泵房附近。在

消防电梯中对排水泵进行设置时, 必须要设置相应的备用

排水泵,而消防电梯门口应该设置相应的防水、挡水设施。

2.5消防设备保养维护

在消防系统安装完成以后, 相关人员应该制定有效的

保养维护计划,明确维护的内容和责任,对维护的重点内容

保持高度的重视,特别是喷淋灭火系统,应该对喷头的通水

能力进行详细的检查,各喷头至少要准备 10个备用设备,而

消防管道应该定期进行放水检查, 在末端出水量至少要达

到 25%,同时还要对消防栓达的损坏和遗失情况加以检查,

发现存在故障的消防栓应及时进行更换, 应定期更新消防

栓的标示和操作流程,除此之外,还要对给水池的使用状况

进行检查,对其给水能力和补水措施进行测试,保证在火灾

发生时,整个系统能够正常的运转。

3结语

建筑室内的给排水消防设计关系到消防系统的正常运

行,与建筑自身的安全性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相关人

员应该对该系统的设计和施工技术进行深入的研究, 不断

提升自身的应用水平, 使消防系统效用的有效发挥得到保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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