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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超高层建筑中的防火设计进行不断地优化，全面提

高超高层建筑的安全性有着积极的影响。因此，需要设计师

结合超高层建筑防火设计规范的资料和目前已建成的超高

层建筑在投入使用后存在的消防安全问题，对超高层建设工

程消防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切实可行的

方案积极解决，全面提高超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水平，从而为

其在投入使用后的消防安全管理打下坚实的基础。

2 超高层建筑概述

超高层建筑顾名思义是指建筑层数和建筑高度都比较高

的建筑，一般指建筑层数 40 层以上，建筑高度 100m 以上

的建筑物。根据中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规定：建筑物高

度超过 100m 时，不论住宅或公共建筑均为超高层建筑。根

据世界超高层建筑学会的新标准，300m 以上为超高层建筑。

超高层建筑技术作为当今建筑工程技术快速发展的一

项技术结晶，其本身就代表了中国建筑工程领域高速发展的

技术水平，也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据不完全

统计，2021 年中国 200m 以上的超高层建筑为 949 栋。但

超高层建筑在设计以及使用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技术缺

陷，诸如城市供水压力及城市供电、人流量影响及其质量控

制、建设的投入管理和建设运营与维护费用等诸多因素等，

但是在众多的问题中，超高层建筑防火设计是最值得关注的

问题，涉及建筑在投入使用后的消防安全问题。超高层建筑

由于建筑高度超过百米、人员多、设备及管线系统复杂，火

灾事故的隐患大，在自然灾害、内部设备系统故障、人为火

灾等难以抗拒或防范的情况下，如若加之使用中消防安全管

理不善，一旦发生火灾，就会导致火灾蔓延速度快，难以及

时疏散及扑救等问题，这将直接威胁着人们生命财产安全。

2021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应急管理部下发了关于加强

超高层建筑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要求各地严格控制新建超

高层建筑，并实行超高层建筑决策责任终身制，这就对超高

层建筑防火设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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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超高层建筑防火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3.1 建筑总平面安全布局
近年来，一些城市攀比建设超高层建筑，盲目追求地

标建筑、业绩工程，加快施工进度，在超高层建筑的选址上

没有经过前期充分规划论证或者在老城区边拆迁边施工，同

时为尽可能的利用土地资源、扩大使用功能，在设计时未按

相关要求退线设计施工，导致超高层建筑在防火间距、消防

车道设计上不能完全按照规范要求执行。同时，随着人们对

生活环境需求的不断提高，超高层建筑在室外增加过多的绿

化设施占用消防登高扑救场地或在消防登高扑救场地与建

筑之间种植高大乔木，增加过往行人休息的亭台，导致消防

车通行不畅或影响火灾扑救工作。

3.2 建筑的外保温设计
建筑节能检测是国家标准确定竣工验收的工程是否达

到节能的要求，因此建筑节能在超高层建筑设计中是一项重

要的技术指标，它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改造传统建筑外围

护结构，提高其保温性能，是降低采暖能耗的主要措施之一。

为了有效的提高建筑节能指标，通常采用由结构材料与高效

保温材料组合而成的复合外墙体，因此在超高层建筑外保温

设计中高效保温材料是选择的关键之一。例如，2009 年央

视北配楼（建筑高度 159m）和 2011 年沈阳皇朝万鑫国际大

厦（建筑高度 140m）火灾，均是燃放烟花不慎引燃外墙保

温材料酿成大火。因此，根据 GB50016—2014《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2018 年版）相关规定，建筑高度大于 100m 的超高层

建筑，其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 A 级（不燃性能）[2]。

3.3 竖向防火设计 
超高层建筑内部电梯井、电缆井、管道井、排烟竖井、

防烟楼梯间以及其它各类竖向管井众多，其陈设的固定家

具、窗帘和部分装修材料多为可燃、易燃材料，一旦发生火

灾，高温浓烟容易沿着这些竖向管道井快速蔓延，此时的竖

向管井如同一个个烟囱，形成烟囱效应，助长浓烟及火灾的

蔓延。因此，在超高层建筑的防火设计中，防烟楼梯间的耐

火等级不得小于 1.5h；电缆井、管道井、排烟竖井等竖向井

道，在每层楼板处采用不低于楼板耐火极限（超高层建筑楼

板耐火极限不小于 2h）的不燃材料或防火封堵材料专封堵，

井壁的耐火极限不应小于 1h，井壁上的检查门应采用丙级

防火门。超高层建筑在设计时因考虑到景观资源，经常会采

用大量玻璃幕墙来达到效果，让建筑更加雄伟气派。但在设

计玻璃幕墙时需要注意的是在上下层开口之间应设置高度

不小于 1.2m 的实体墙，如室内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

高度应不小于 0.8m，且玻璃幕墙与每层楼板、隔墙处的缝

隙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封堵。

3.4 安全疏散设计
超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其人员迅速疏散至安全区

域是减少人员伤亡的重中之重，这里的安全区域主要指的是

相对安全的疏散走道、疏散楼梯间、避难层（间），并非指

绝对安全的超高层建筑室外区域。超高层建筑的绝对安全疏

散距离是平面疏散距离和垂直疏散距离之和，但因为超高层

建筑的垂直疏散距离长，建筑内人员相对密集，绝对安全疏

散时间也将大大增加。据统计 20~46 岁的正常成年人平均

下楼梯的速度为 2m/s，而发生火灾时，烟气垂直方向扩散

速度为 3~4m/s，即当烟气流动无阻碍时，只需 1min 左右就

可以扩散到几十层高的大楼。烟气流动速度大大超过了人的

疏散速度，而且疏散方向与烟火蔓延方向相反，增加了人员

疏散的困难和危险。因此，超高层建筑的安全疏散设计要合

理布置安全出口、疏散通道、避难层（间），最大限度缩短

安全疏散距离，这就要求超高层建筑设计中安全出口应分散

布置，且一般情况下不应少于两个，使人员能够双向疏散；

疏散走道应布置成环形走道，尽量避免设置成袋型走道增加

疏散距离；避难层（间）的设计应严格执行消防技术标准，

该避难层（间）严禁住人，也不允许办公，兼作设备层的避

难层，其设备设施应集中设置，土建竣工验收合格后，不应

因室内装修设计而擅自在该避难层增加设备，避免导致避难

层净面积不足的情况发生 [3]。

3.5 直升机停机坪设计
直升机停机坪是超高层建筑发生火灾时供直升机救援

屋顶平台上的避难人员时停靠的设施。直升机停机坪在垂直

疏散中起到辅助疏散和临时避难的作用。根据 GB50016—

2014《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 年版）规定：建筑高度

大于 100m 且标准层建筑面积大于 2000m2 的公共建筑，宜

在屋顶设置直升机停机坪或供直升机求助的设施。因为该条

款为非强制性条款且采用“宜”设置，又考虑直升机救援在

一线城市都屈指可数，所以在有些超高层建筑设计中往往容

易忽视，并未作长远考虑（目前国家规定的建筑使用年限一

般为五十年）。但国际上许多火灾案例都证明了它的有利作

用，如巴西圣保罗市 31 层的安德拉斯大楼屋顶设有直升机

停机坪，发生火灾时，楼内 1000 多人中，有 350 人是被直

升机从大楼屋顶上疏散下来；而与之相反的是，巴西圣保罗

市的焦玛大楼由于屋顶没有设置直升机停机坪，不能将疏散

到屋顶的人疏散下来，从而导致了严重的人员伤亡。

4 超高层建筑在防火设计及使用时的改进措施

4.1 普通电梯建议按消防电梯设计
消防电梯主要用于高层建筑中，是高层建筑特有的安

全疏散设施。在 2021 年某消防救援支队负重登高比赛中，

获得冠军的消防员从 1 楼登上 37 层 115m 高的超高层建筑

用时需 9min 左右，如果乘坐消防电梯则时间大大缩短，因

此在超高层建筑发生火灾时，普通电梯因切断电源而停止使

用，消防指战员若靠攀登楼梯进在火灾时往往会因体力不

足、扑救不及时而贻误战机，影响火灾扑救和被困人员抢救。

因此，火灾时消防员利用消防电梯可快速到达火场，为火灾

扑救赢得先机。超高层建筑内的普通人员如果只使用楼梯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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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疏散设施，疏散时间也相对较长，造成的人员伤亡几率

也大大增加。如果将普通电梯按消防电梯设计，或提升普通

电梯的供电可靠性，火灾时允许超高层建筑位于高区的人员

通过电梯进行辅助疏散，将大大缩短人员疏散时间。

4.2 增设避难逃生袋等辅助疏散逃生设施
当建筑物发生火灾时，尤其是超高层建筑，人员不能

迅速安全疏散，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安全避难逃生袋可作

为超高层建筑内人员的辅助疏散逃生设施，平时可以折叠悬

挂在储柜里。其构造共有三层，最外层由玻璃纤维制成，可

耐 800℃高层；第二层为弹性制动层，能束抱住下滑的人体

和控制滑行速度；内层则用来支援使用者的重量。一般用在

超高层建筑内部，设置于防火竖井内，人员打开防火门进入

按层分段设置的袋中，即可滑到下一层或下几层，大大缩短

了安全疏散时间。

4.3 设置自动防火挑檐阻隔建筑外立面火灾竖向蔓延
超高层建筑火灾一旦未得到有效的控制，极易通过建

筑外立面窗口部位向上层蔓延，形成立体燃烧，但在超高层

建筑外立面设置常规防火挑檐存在空间占用量大、影响建筑

外立面美观等问题。因此，可选用近年消防科研院所研制的

自动防火挑檐，该自动防火挑檐的支撑结构由 304 不锈钢制

成，帘面材料采用高硅氧布，具有较高的结构强度和良好的

耐火性能，未发生火灾时，整体结构收缩在体积很小的收纳

盒内，发生火灾时，当其内部感温元件受热后，整体结构伸

展开，对火灾蔓延进行阻隔。而且该自动防火挑檐已通过国

家防火建筑材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NFTC）检测，能有效

阻止竖向火蔓延，60min 内装置主体结构保持完整。

4.4 采用重力供水的常高压供水系统
在常规性的超高层建筑消防给水系统设计中，绝大多

数采用临时高压供水系统，即消防水池设置在建筑地下一层

或二层，通过消防水泵转输水箱串联供水方式向建筑高区供

水，屋顶消防水箱保证灭火设施 10min 的用水量，火灾情

况下，消防水泵如果出现故障或消防电源保障不力导致无法

启动或不能及时启动，建筑内的灭火设施就不能及时响应。

如果超高层建筑将消防水池设置在屋面，火灾情况下，高位

消防水池通过重力供水方式向建筑内灭火设施供水，确保火

灾扑救的及时性。

4.5 强化现有超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的管理
对现有超高建筑进行全面消防安全排查，加强对超高

层建筑火灾隐患排查的指导监督，摸清超高层建筑位置、高

度、功能、规模、结构、建筑年代等基本情况，建立信息系统。

加强对存在火灾隐患的超高层建筑的监管整治，制定隐患整

改路线图、时间表，落实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确保火灾隐患

逐一整改。加大对超高层建筑委托管理的物业企业和消防设

施维保单位的监管力度，确保建筑内的消防设施保持完好有

效。加强与超高层建筑消防救援需求相匹配的消防救援能力

建设，属地消防救援机构要加强对超高层建筑的调研熟悉，

定期开展组织实战演练，加大对建筑内人员的消防安全培训

工作，提升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最大程度减少火

灾发生的概率，提高扑救初起火灾的能力。同时完善运行管

理机制，具备条件的超高层建筑单位应充分利用超高层建筑

BIM 模型，对消防设备状态联运控制监测、模拟分析火灾

工况、针对大型群众性活动进行可视化疏散模拟、辅助消防

救援指挥等等，大大提升超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5 结语

综上所述，超高层建筑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

市社会经济发展，给人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了便利，但设计之

初应当注重超高层建筑的防火设计，杜绝产生“先天性”的

火灾隐患，减少发生火灾时造成不必要的生命财产损失，为

后期超高层建筑的投入使用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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