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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高层建筑越来越多,而高层建筑电梯防火设计也被逐渐运用到了高层建筑消防设计的总体规

划中,其在高层建筑消防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消防电梯是在建筑物发生火灾时供消防人员进行灭火与救援使用且

具有一定功能的电梯。消防电梯的设计既要达到一定的科学性,又要具备合理性。火灾发生时,消防电梯担负运送消防员,减少

救援时间、尽快抵达的任务,也是撤离火灾现场的一种交通工具,同时还可以用来疏散乘客。本文主要就对高层建筑消防电梯

的防火设计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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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高速发展,高层建筑的数

量逐年攀升,为了方便人们的日常生活,电梯成为了高层建

筑的必备设施。由于高层建筑人口非常密集,带来了很大的

安全隐患,如若发生火灾则后果不堪设想,给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都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消防队

员体能的消耗,并且减少消防队员节省到达火灾层的时间,

在灭火的同时,能够及时迅速地运输灭火设备到火灾现场,

高层建筑中必须安装消防电梯。 

1 高层建筑火灾特点 

1.1 高层建筑火灾蔓延快 

在高层建筑物中,人员密度大、用电设备和用电设施多,

还存在一些易燃易爆物品,所以,一旦发生火灾,其蔓延速度

相当快,而且蔓延途径也较多。通常来说,一旦发生火灾,楼

梯间、电缆井、管道井和排风道等设备的拔火效应相当强烈。

与此同时,由于高层建筑物自身面临着风力强、风速大的情

况,所以,火灾蔓延的速度更是迅猛。例如,多年前巴西某大

楼火灾事故,现场的风速达到了716m/s,在风力的作用下,使

得距事故楼约40m左右的建筑物迅速起火,成为火海。 

1.2 火灾发生后疏散困难 

由于高层建筑物的容积增加了,人员也就相对集中,所以,

火灾发生后人员疏散也是相当困难的。疏散困难的具体原因

是：①由于高层建筑物的楼层多,疏散的垂直距离较长,所以,

人员从建筑物里疏散到地面的时间也就随之增加了；②一旦

发生火灾,火势汹涌,短时间内完成大量人员的疏散工作是很

难的；③如果电梯防火设计不到位,导致烟火窜入,造成的人

员伤亡将不堪设想。 

1.3 高层建筑设备多容易引起火灾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高层建筑物中的自动化电气

设备、电气化设备日渐增多。如果对这些设备的监管发生疏

漏,设备发生短路和漏电的概率将会大大增加,也非常容易

引发火灾。尤其是在高层建筑装修的过程中,对阻燃材料不

够重视,很多高层建筑都采用泡沫塑料、化纤地毯等材料进

行装修。这些材料极易燃烧,发生火灾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

和有毒气体,对人体的危害很大。 

2 消防电梯的作用 

消防电梯通常都具备有完善的消防功能,它应当是双路

电源,即万一建筑物工作电梯电源中断时,消防电梯的非常

电源能自动投合,可以继续运行；它应当具有紧急控制功能,

即当楼上发生火灾时,它可接受指令,及时返回首层,而不再

继续接纳乘客,只可供消防人员使用；它应当在轿厢顶部预

留一个紧急疏散出口,万一电梯的开门机构失灵时,也可由

此处疏散逃生。工作电梯在发生火灾时,常常因为断电和不

防烟火等而停止使用,因此设置消防电梯很有必要,其主要

作用是：供消防人员携带灭火器材进入高层灭火,抢救疏散

受伤或老弱病残人员,避免消防人员与疏散逃生人员在疏散

楼梯上形成对撞,既延误灭火时机,又影响人员疏散,防止消

防人员通过楼梯登高时间长,消耗大,体力不够,不能保证迅

速投入战斗。消防电梯为消防队员登高创造有利条件,使消

防队员在发生火灾时能迅速到达起火层进行扑救工作,以减

少火灾损失和人员的伤亡。测试表明,当气温达到 32℃时,

消防队员登上11层楼以后就会感到体力难以支持,几乎不能

坚持正常的灭火战斗。一旦火灾发生,消防队员全副武装加

上受到火势烟气的阻碍,登高能力更是有限,因此,高层建筑

防火设计必须设置布局合理的、具有一定防火能力的消防专

用电梯。 

3 高层建筑消防电梯防火设计的必要性 

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后

果是无法预计的。之前对高层建筑火灾发生的特点进行了充

分的说明,指出高层建筑存在的不安全因素较多和火灾发生

后蔓延速度快等问题。 

火灾发生后,缺少消防电梯设计的地方消防人员在出警

之后无法迅速到达火灾现场救火,而普通电梯又因为不防

火、电源无保障、不防烟等问题导致其使用可靠性降低。在

缺少消防电梯的情况下,消防人员只能以爬楼梯的方式到达

火灾现场,这会让消防员的体力有很大的消耗。在扑火过程

中,有时还会威胁到消防人员的生命安全。因此,高层建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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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防火设计是相当有必要的,而且消防人员到达火灾现场

也必须使用消防电梯。 

4 消防电梯轿厢及井道的防火设计要求 

在建筑物发生火灾时,消防电梯的轿厢通过动力在电梯

井道内进行来回的上下运动,提供给消防人员进行灭火与救

援的带有特定功能的电梯。因此,较高的防火要求是消防电

梯的必备条件,其防火的设计也是重中之重。 

4.1 轿厢的装修 

消防电梯轿厢的内部装修选择不燃材料,轿厢内应设有

传呼电话,传呼按钮也要有防火措施,不能因热量和出烟的

影响而失去作用,确保安全区域的可靠性。 

4.2 电梯井道应独立设置 

根据《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要求：“井道内严

禁铺设可燃气体和甲、乙、丙类液体管道,也不得有其他的

电气管道或通风管道通过,电梯井井道壁除开设电梯门洞和

通气孔洞外,不应开设其它洞口”。消防电梯的井道应与其他

垂直管道井道分开单独设置,以避免形成相互干扰,并且不

应敷设与电梯无关的电缆、电线等。其与相邻的井道、机房

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大于等于两小时的隔墙分隔；当在隔

墙上开门时,应设甲级防火门。 

4.3 井道与容量 

消防电梯井道顶部要采取措施来排出烟热,其所在的井

道内 多安置两台电梯。根据《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规定：“轿厢的载重量 低不应小于800 公斤,应容纳 8-10 名

消防员的重量,轿厢 小净面积不应小于 1.4 平方米”,以便

满足必要时大型消防设备的运输和营救受伤人员的需要。 

4.4 电梯井道的耐火极限 

电梯井道壁必须有足够的耐火能力才能保证消防电梯

在任何火灾情况下都能够坚持工作,所以对井道壁的耐火能

力有了具体要求,根据《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规定：

“其耐火极限一般不应低于二点五至三小时,现浇钢筋混凝

土结构耐火极限一般不应低于三小时”。 

5 消防电梯设计的其他要求 

消防电梯通常都具备有完善的消防体系,应该有应急控

制功能：一类高层建筑自备发电设备,应设有自动启动装置,

并能在30s内供电,二类高层建筑自备发电设备,当采用自动

启动有困难时,可采用手动启动装置,以保证消防电梯的正

常工作,因此应当是双路电源供电。消防电梯应当具有紧急

控制功能,即发生火灾时,接受指令后,及时复归到首层,且

不再继续接纳乘客。同时为了得到了疏散逃生,消防电梯应

当在轿厢顶部预留一个紧急疏散出口,即使电梯的开门机构

失灵时,也可保证乘客人身安全。当消防队员启用专用的操

作按钮后,只可供消防人员进行救援使用。 

消防电梯应当设有前室,前室应设有防火门。为使其具

有防火防烟功能,应采用乙级防火门或具有停滞功能的防火

卷帘。消防电梯的载重量不宜过小,电源和控制线应采取防

水措施,应设置消防电梯门漫坡防水,以保证其能运输大型

的消防、救生设备等。 

为了考虑在火灾刚发生时能即使灭火,以及降低火灾对

人员的安全威胁的因素,我国对消防电梯的行驶速度有了具

体的要求,从消防员入口层到顶层的运行时间不得超过 60

秒,下表是一些常规速度电梯对应的高度：由于在灭火过程

中,会有大量的水流入消防电梯井道,所以应在其井底设置

提供排水管和排水的设施。当不能直接将井底的水排出室外

时,根据《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规定：“井底下部或

旁边设容量不小于 2.00 立方米的水池,排水量不小于 10L/s

的水泵,将流入水池的水抽向室外”。 

6 结束语 

人口增加,人口密度必然上升,高层建筑在全球范围内

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但是,随着火灾事故的频发,避难和消防

的难度也越来越大。高层建筑火灾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

亡情况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因此,无论是建筑行业,

还是消防系统,都特别重视高层建筑的防火和消防工作。所

以,对高层建筑电梯防火设计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将为广大

建筑行业和消防系统从业人员在火灾来临时提供一些借鉴。

但是,在实际进行高层建筑电梯防火设计的过程中,除了笔

者文中提到的问题,还有很多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这需

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进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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