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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火力发电仍然是我国的主要发电方式，由于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在未来几十年里也一定会以火力发电

为主导。然而考虑到火力发电厂的高温高压危险性和系统繁杂性，消防成了重中之重。不论主厂房中的各种机电设备，运煤

建筑的煤块，制粉系统的煤尘，风烟系统的烟尘，都有引起火灾甚至爆炸的危险，再加上用到的润滑油、氢气、氨等危险品，让

消防设计有了较大挑战。只有做好消防设计，才能保障设备安全及人身安全。本文简单介绍了火电厂建筑的消防设计，并指

出了一些需要注意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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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火力发电厂的原理

1.1 火力发电厂

电力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能源，它的出现造福了

人类。而发电的方式多种多样，风力发电、水力发电、核电、

光伏发电、潮汐发电、地热发电和火力发电，其中以火力发

电最为成熟且常见[1]。火力发电厂，观其名则能想到它是以

火为能源来发电，火的产生有多种多样（油、气、煤），我们常

说的火力发电一般指的是煤电[2]。

1.2 火力发电的原理

总体来讲，火力发电的理论依据是朗肯循环。它以水

为介质，在锅炉中煤的燃烧将其热量传导至水中，水受热变

成蒸汽，高温高压的蒸汽利用自身的压力能和动能去冲动

汽轮机的叶片，使汽轮机转动。与汽轮机联轴的发电机随

之转动后，即便产生了电能[3]。

1.3 火力发电厂的主要建筑

火力发电厂的运作，要多个系统配合。由于系统复杂，

必然需要很多设备，不同的系统其功能、性质与位置不同，

自然有各自的优化布置和相应的建筑物。火力发电厂的主

要建筑有：主厂房、运煤建筑、化学建筑、电气建筑等，而主

厂房主厂房通常由汽轮机房、除氧器间、煤仓间、锅炉房和

引风机室等组成[4]。

2 火力发电厂消防的重要性及其范围

2.1 消防的重要性

人类虽然对火的利用随心所欲，但遇到火灾也经常无

能为例，从而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5]。电厂中的

危险物、易燃易爆物有很多，电厂工作人员较多并且较为集

中，如果发生火灾或者爆炸，将会造成重大伤亡事故。火灾

的发生将会影响到电能生产，影响百姓用电，对电网也造成

一定的冲击。电厂设备昂贵，三大主机少则千百万，多则上

亿元人民币，如果发电火灾对国家财产也是巨大的损失。

以上几点足见火电厂消防的重要性[6]。

2.2 消防范围

火电厂消防可以说周全到了方方面面。但概括来说，它的范

围包括主厂房、变压器区、集控楼、其他辅助厂房、附属车间

以及厂区范围内的非生产性建筑的室内外消防。

2.3 消防设计遵循的原则

消防系统的设计，遵照国家有关政策法规，按照“预防

为主、防消结合”的原则，以及国家和行业的规程规范等[7]。

同时应结合实际中具体情况进行设计，为电厂运行人员的

人身安全及电厂设备安全运行提供消防保护，同时也尽量

减少或降低火灾可能造成的损失。电厂消防设施的设置是

基于如下原则考虑：防止火灾发生(防火)、探测初期火灾(火

灾探测)、防止火灾蔓延到广泛的区域(阻火)、进行灭火消防

(灭火)。

3 浅谈火电厂消防设计

3.1 重点防火区域

根据电厂生产工艺流程和管理体制，以及各建(构)筑物

的功能特性，在进行电厂厂区总平面布置设计时按生产性

质、功能分区进行布置成下列几个主要区域：主厂房区；水

处理及供水设施区；燃料及其运输、储存设施区；除灰设施

区。请看下表中的重点防火区域及其主要建（构）筑物：

重点防火区域及区域内主要建(构)筑物

重点防火区域之间，重点防火区域与其他建(构)筑物之

间均按规定采用足够的防火间距进行防火分隔，并配置环

形消防通道。消防车设在电厂车库内，位于电厂入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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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筑物及构筑物要求

建筑物与构筑物的火灾危险性分类与耐火等级

3.3 主要建筑构造及布置

在主厂房 C列柱，即汽机房、除氧间与煤仓间、锅炉房

之间设有通长的防火墙，建筑防火分区面积符合国家有关

规程及规范的要求。

建筑构件防火处理：主厂房内各类构件均按二级耐火

等级的标准进行设计，外露的钢梁、钢柱、钢屋架均涂以防

火涂料，使钢梁、钢柱的耐火极限达到 1.5 小时，钢屋架的

耐火极限达到 0.5 小时。

电气配电室、蓄电池室、电缆竖井及电缆夹层等有防火

要求的房间设防火门。

消防通道和出入口设置：主厂房在底层和运行层均设

有水平纵向通道及横向联系通道，厂房底层设有若干直通

室外的安全出口。

主厂房每台机组分别设置一座封闭的钢筋混凝土主楼

梯；扩建端设置消防梯，构成联系各楼层的竖向消防通道。

每台锅炉均配置一台客货两用电梯通向各主要楼层，有利

于消防。

防火材料封堵：管道井及电缆竖井、穿墙套管等均按要

求用防火材料封堵。

建筑材料选择：各承重构件和屋面板均采用非燃烧材

料，控制室吊顶和内墙饰面材料均选用能满足规范规定的

耐火极限的材料。

3.4 灭火器配置

主厂房及其相关范围内的建、构筑物和设备均配置移

动式灭火器(包括手提式、推车式)，并根据各保护对象的火

灾类别，有无设置消火栓、自动喷水或其它自动灭火设施的

差异，来选择和布置不同类型和规格的移动式灭火器，以便

在火灾初期可机动灵活地及时扑灭火灾，对安全生产和经

济运行起到应有的保障作用[8]。

3.5 电厂各系统的消防措施

运煤系统的消防措施：对煤尘的抑制与控制措施是在

落料点及原煤仓设置除尘设备，在落料点设置导流缓冲锁

气器，在导料槽出口设喷水装置。输煤综合楼、翻车机室、转

运站、碎煤机室、输煤栈桥等均设有室内、外消火栓系统；主

厂房与栈桥接口、在各转运站与栈桥接合部位设置水幕消

防以隔断火灾蔓延；露天煤场四周设置环状消防给水管网，

并设有室外地上式消火栓。运煤系统设备的驱动电机防止

煤尘进入电机本体而烧电机。各转运站均设有安全出口，保

证运行人员在事故发生时能够迅速疏散。火灾报警探测器

为线型感温探测器，在现场设有报警信号和手动启动消防

系统的装置，报警控制方式采用自动报警，自动灭火或人工

确认后手动灭火。

制粉系统消防：设备管道以及从煤仓间穿过的烟风道

及燃料油等管道，均采用非燃烧材料进行保温。制粉系统所

有部件均采用抗燃材料制造。制粉系统所有管道、设备、检

查孔和清扫孔及其他制粉设备的部件，均加以密封防止漏

粉，管段之间都采用焊接连接。制粉系统设置有完备的事故

报警及联锁保护设施，如给煤机、磨煤机跳闸联锁装置。制

粉系统的磨煤机设置蒸汽介质防爆设施。磨煤机润滑油站

采用水喷雾消防系统；粉煤斗采用高压 CO2 灭火系统。

油系统消防：油管道采用无缝钢管制作，并尽量减少法

兰，特别是高温部件附近不设法兰。法兰垫严禁使用胶皮

垫、塑料垫、或其他不耐油、不耐高温的垫料，以防使用该垫

料时遇火迅速烧毁，造成喷油酿成火灾。油管道附近的蒸汽

管道的保温及保温层表面装设的金属罩设计坚固完整。氢

冷发电机的轴封必须严密，当机组开始启动，无论有无充氢

气，轴封油不能中断，油压应大于氢压，以防空气进入发电

机外壳或氢气充满汽机的油系统中而引起爆炸起火。主油

箱设置事故排油装置，事故排油管径的选择考虑在放油时

能保证汽机转子在惰走时的润滑用油，事故油池设在厂房

外，事故油池设计密封，容积大于主油箱容积。

电气系统消防：大于 90000kVA 的油浸变压器应设探

测报警及水喷雾灭火系统进行消防。变压器水喷雾灭火系

统由主厂房内的消防管网供水，采用感温探测器作火灾监

测，可以联动水喷雾系统。变压器旁还设有事故油池，当变

压器着火时，可将油排入事故油池，避免火灾蔓延。在电缆

竖井及屏盘底部开孔处采取阻燃材料封堵；厂区电缆管沟

按有关规定设防火封、堵、隔等防火措施，特别是电缆穿过

孔洞进入构筑物必须采取严密封、堵、隔的防火措施，以防

止火灾漫延。对于配电装置室、蓄电池室、继电保护室均采

用移动式灭火器进行消防。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主要保护

单元控制室、电气设备间、电器配电间、煤斗等。其中单元控

制室、电气设备间、电器配电间采用 IG541(烟烙烬)气体灭

火系统，煤斗采用高压二氧化碳灭火灭火系统。

以上建议谨供设计人员参考，相信通过设计人员的学

习积累、细心思考和耐心钻研，消防设计一定愈加完美，给

我们的人身安全以最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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