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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制冷学会《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研讨会 

征求意见稿 

 

1.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是否仅属于暖通专业？ 

答：《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属于全专业规范，与各个专业相关的条

文应分别体现在相应专业的图纸中。例如：建筑专业在楼梯间顶部设置固定

窗、高位可开启外窗的手动开启装置等。 

由于上述措施与暖通专业的防烟排烟系统直接相关，在暖通专业的总说明

中应有体现，并写明由相关专业负责。 

 

2. 无论采用自然排烟还是机械排烟，暖通专业平面图中均应将各防烟分区的相

关排烟要素列出。 

举例如下表： 

平面为大空间时，宜将表格直接放在平面内；  

自然排烟系统： 

防烟分区编号 净高 H’(m) 储烟仓厚度(m) 挡烟垂壁底距本层地面高度(m) 

1-5 4.5 1．5 3 

防烟分区面积(m
2
) 最小清晰高度 Hq(m) 自然排烟量（m

3
/h） 自然排烟窗有效面积(m

2
) 

240 2.05 ---- 5.5 

备注：活动式挡烟垂壁、自然排烟窗在 1.3-1.5m 处设置手动开启装置，自然排烟窗开启情况详建施 

注：净高小于 6米的自然排烟场所，不需标注自然排烟量。 

机械排烟系统： 

防烟分区编号 净高 H’(m) 储烟仓厚度(m) 挡烟垂壁底距本层地面高度(m) 

2-1 4.5 2 2.5 

防烟分区面积

(m
2
) 

最小清晰高度

Hq(m) 

机械排烟量

（m
3
/h） 

排烟口下烟层厚度 

db(m) 

单个排烟口最大排烟量

（m
3
/h） 

260 2.05 15600 1.0 10200 

备注：活动式挡烟垂壁、排烟口在 1.3-1.5m 处设置手动开启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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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为小分隔时，建议平面上只标防烟分区编号，各防烟分区设计要素集

中列表与图纸下方说明。 

 

3. 第 2.1.15 条，对于装设在侧墙的排烟口，如果同时具备排烟阀和排烟防火

阀的功能，可以直接使用。 

（福建 其他 2.1.15：侧墙排烟口可用带有 280℃关闭功能的排烟口。） 

（无锡 17：当侧墙排烟口同时具备排烟阀（着火打开）及排烟防火阀（280℃关闭）

两个阀门的功能，可以采用。） 

 

4. 第 3.1.2 条：建筑高度大于 50m 的公共建筑、工业建筑和建筑高度大于 100m

的住宅建筑。。。。。。 

第 3.3.1 条：建筑高度大于 100m 的建筑，其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应竖向分段

独立设置，且每段高度不应超过 100m。 

第 4.4.2 条：建筑高度超过 50m 的公共建筑和建筑高度超过 100m 的住宅，

其排烟系统应竖向分段独立设置，且公共建筑每段高度不应超过 50m，住宅建筑

每段高度不应超过 100m。 

以上建筑高度是否均为用于建筑定性的“建筑高度”？ 

答：3.1节中的“建筑高度”用于建筑的定性，与《建规》一致。 

3.3.1 和 4.4.2 条中的“建筑高度”指用于对防排烟系统分段设置时的系统

服务高度（即该防排烟系统所服务的楼层）。 

如：公建地上 48m、地下 4m，地上+地下大于 50m，则需要分段排烟。住宅

建筑高度不大于 100 米，但地上加地下合计超过 100米，若地上地下的前室均需

设置加压送风系统，则加压送风系统需分段独立设置。 

（广东 26、南京 10、河南 6、济南 4、云南 3） 

（另：福建做法，第一分支管（口）到最远分支管（口）中心线的高度。） 

 

5. 一层扩大前室，直接对外开门，是否需要设置加压送风系统？若需要，送风

量如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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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① 一层直接对室外开门的扩大前室，如无通向走廊或房间的门，则可

不设防烟措施。若有通向走廊或房间的门，则需设防烟措施。 

② 不符合自然通风要求的扩大前室，其机械加压送风量按通向内部门洞风

速≥0.7m/s。 

（福建 其他 3.4.6：住宅和公建的首层扩大前室，满足直通室外，且与周边场所采用

防火隔断，可不设防烟措施） 

（广东 13：如无通向内部门洞的情况可不设加压。若设加压，送风量按 30m³/h•㎡计

算或按通向内部门洞风速≥0.7m/s） 

（河南 5：当首层采用扩大前室时，该前室的防烟系统设置宜同上部楼层；当该扩大

前室面积超过 100㎡时，应咨询当地消防主管部门，必要时设置排烟设施（建议采用自然排

烟）。） 

（云南 14：首层扩大前室一般都能满足自然通风（外门也视为开口）） 

 

6. 建筑高度大于 50m的公共建筑、工业建筑和建筑高度大于 100m的住宅建筑，

其高度小于 24m 的裙楼或高度小于 50m 的附楼，其楼梯间、前室、合用前室是

否可以自然通风？ 

答：当裙楼、附楼（建筑高度≤50m）与主楼部分交界处（主楼投影线及以

外）采取防火分隔措施（防火墙、甲级防火门或特级防火卷帘），且裙楼、附楼

的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合用前室）符合自然通风条件，可采用自然通风防烟方

式。如附图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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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参照福建 强条 3.1.2、浙江 1制定） 

（广东 4：当满足《建规》GB50016 第 5.3.1 条注 2 要求时，可按多层处理，可以自

然排烟。） 

 

7. 建筑高度≤100m 的住宅，除“三合一”前室必须机械加压送风以外，剪刀

梯及其前室、合用前室、消防电梯前室是否可采用自然通风的防烟方式？ 

答：第 3.1.3 条已明确规定仅“除共用前室与消防电梯前室合用（即三合一

前室）外”，故建筑高度≤100m 的住宅除，其剪刀梯及其前室、合用前室、消防

电梯前室满足第 3.1.3、3.2等条款时，可以采用自然通风的防烟方式。 

（常州 8、河南 2、浙江 2、广东 23、南京 5） 

 

8. 第 3.1.3.2 条，本条中设置在前室的顶部的风口如何设置？ 

答：顶送即可。 

（根据《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图示南宁宣贯会的回答，设于顶部时

不需在贴临每个门正上方设置，只要顶送即可。浙江省文件也按设于前室顶部布

置且由设计定，仅要求不应贴邻楼梯间疏散门布置。） 

（常州 6：当前室一个门时，加压送风口应设在门的正上方或正对前室出口的墙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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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室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门时，每个门的上方需设置风口，风口风速建议 4~7m/s，目的是为

了形成有效的空气幕。） 

（河南 2：当“三合一前室”的加压送风口正对前室门或在门口顶部形成风幕时） 

（福建 其他 3.1.3.2：需要在门正上方形成风幕，送风口尺寸需要比门尺寸宽） 

（浙江 3： 

1）当设置于前室顶部时，其具体布置可由设计确定，但不应贴临楼梯间疏散门布置； 

2）当前室加压送风口设置于墙面时，对于公共建筑、工业建筑或一梯一户的住宅建筑，

前室送风口应设置于正对前室入口的墙面上；对于一梯多户的住宅建筑，前室送风口的具体

布置可由设计确定，但不应正对或贴临楼梯间疏散门，也不应被门遮挡。） 

 

9. 第 3.1.4 条 建筑地下部分的防烟楼梯间前室及消防电梯前室，当无自然通

风条件或自然通风不符合要求时，应采用机械加压送风系统。 

问：地下部分的独立前室，其仅有一个门与走道或房间相通时，是否可按

3.1.5.1 条仅在楼梯间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 

答：第 3.1.5.1条所说的仅有一个门与走道或房间相通的情形，按第 3.4.6

条及条文说明的意思，此前室压力实际上是靠加强了的楼梯间加压送风系统间接

保证。间接加压也是加压。故 3.1.5.1条对地下防烟楼梯间前室适用。 

 

10. 第 3.1.5.2 条 当采用合用前室时，楼梯间、合用前室应分别独立设置机械

加压送风系统。 

第 3.1.5.3 条 当采用剪刀楼梯时，其两个楼梯间及其前室的机械加压送风

系统应分别独立设置。 

是否任何情况下，剪刀楼梯间、前室及合用前室均需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

统？ 

答：上述两条中的“分别独立设置”，均指在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合用前

室）均需要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前提下，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应分别独立设置。

允许有一个自然通风，一个加压送风的情况。 

（福建 强条 3.1.5.2、无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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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 3.1.6 条，“当地下、半地下建筑（室）的封闭楼梯间不与地上楼梯间共

用。。。。。。”中说的地上地下楼梯间不共用，如何理解？ 

答：地下与地上楼梯间之间没有任何直接连通的开口（包括防火门），地上

地下梯段能分别直接出室外.且二者之间的隔墙、楼板的耐火极限等参数应满足

楼梯间的要求。 

（河南 3：地下与地上楼梯间之间没有任何直接连通的开口（包括防火门），且二者之

间的隔墙、楼板的耐火极限等参数应满足楼梯间的要求。） 

（云南 8：“不与地上楼梯间共用”可理解为楼梯井道共用，但已按《建规》6.4.4条要

求进行了防火分隔，功能不共用，且各梯段能分别直接出室外即为“不共用”） 

（济南 11：不能通过与地上楼梯共用空间至室外的地下楼梯间就是不与地上楼梯间“共

用”；地下与地上楼梯间在同一平面投影内（同一个筒体内），仅在一层设置乙级防火门并有

直通室外的门，属于“共用”，此楼梯间应满足 3.2.1条或 3.3.11条。） 

 

12. 第 3.1.6 条，地下二层的封闭楼梯间是否能采用自然通风？地下的防烟楼梯

间呢？ 

答：地下二层的封闭楼梯间，若采用自然通风，应满足有不小于 2 ㎡的可

开启外窗，且顶部还应有不小于 1 ㎡可开启外窗（顶部 1 ㎡可开启外窗可包含

在 2 ㎡的可开启外窗内，但须满足“顶部这个要求”）。 

考虑到地下火灾时相较于地上火灾危险性更大，更不利于疏散。地下防烟楼

梯间应满足每 5层内部小于 2m2可开启外窗，且布置间隔不大于 3 层，顶部还应

有不小于 1m2可开启外窗（顶部 1 ㎡可开启外窗可包含在 2 ㎡的可开启外窗内，

但须满足“顶部这个要求”）。 

（福建 强条 3.2.1：高度不超过 10m 的地下楼梯间同样适用 3.2.1，最高部位设置的

面积不小于 1.0 ㎡可开启外窗或开口包含在每 5 层内设置总面积不小于 2.0 ㎡可开启外窗

或开口内。） 

（常州 16：采用自然通风方式的地上、地下的防烟楼梯间及地上的封闭楼梯间按第

3.2.1条执行，地下封闭楼梯间按第 3.1.6条执行。） 

（广东 22：地下室仅为一层且地坪与地面高差小于 10m，首层应设置有效面积不小于

1.2m2的可开启外窗或直通室外的疏散门。其余应满足自然通风条件，即每 5层内部小于 2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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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开启外窗，且布置间隔不大于 3层，顶部还应有不小于 1m2可开启外窗。） 

（南京 6：地下两层的封闭楼梯间满足自然采光（每层都能采光），且首层自然通风设

施满足第 3.1.6条规定时，可不设加压送风系统。） 

（无锡 4：地下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均可采用自然通风方式，需在楼梯间的最高部

位（顶部或者楼梯间顶部梁底的位置）开设 1m2的可开启外窗，或直通室外的门） 

（云南 10：地上地下所有楼梯间均适用于 3.2.1条） 

 

13. 第 3.3.3 条，直灌式送风的风机风量取值 

答：风机风量=计算风量 x1.2x1.2 

（广东 20、南京 11） 

 

14. 第 3.3.4 条，“当受建筑条件限制，且地下部分为汽车库或设备用房时，可

共用机械加压送风系统。。。。。”，本条是否适用于地下部分为非机动车库或储藏

室、工具间等的情况？ 

答：不适用，根据规范，只适用于地下为汽车库或设备用房。 

（常州 14、广东 9、南京 9） 

做法 2（云南 11：当地下部分仅为非机动车库时可行） 

 

15. 第 3.3.5.3 条，“送风机的进风口不应与排烟风机的出风口设在同一面上。

当确有困难时。。。。。。”，若送风机的进风口与排烟风机的出风口分别在相邻两面

（如南面与东面），其间距如何要求？ 

答：若相邻两个面之间外夹角≥225°，则要求沿外立面折线距离不小于 10m，

或垂直距离不小于 3m；若相邻两个面之间外夹角＜225°且≥180°，则要求沿

外立面折线距离不小于 20m 或垂直距离不小于 6m；若相邻两个面之间外夹角＜

180°，则要求直线距离不小于 20米或垂直距离不小于 6m。如附图 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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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本条参照浙江 8制订） 

（福建 其他 3.3.5.3：同一面指同一立面或同一水平面。若排烟口和送风口位于转角

处，按照送风口边缘到排烟口边缘折线距离为 6m。） 

 

16. 第 3.3.5.5：送风机应设置在专用机房内；第 4.5.3 条，补风系统。。。风机

应设置在专用机房内。设在屋面的消防风机，是否可室外直接安装？ 

答：正常情况下应设置机房，不应采用屋顶风机；当确有困难时（指改造建

筑、工业厂房或仓库等），可采用防雨、防腐功能完善的屋顶专用消防排烟风机，

不设机房。 

图 16-1 中轻国际发给川消所的函件(2019.3.12)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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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2川消所的复函(2019.4.17)内容 

 

 

图 16-3 屋顶专用消防排烟风机 

 

（常州 10、云南 33、南京二.6、河南二.6、浙江二.27） 

（无锡 16：按标准本意应设置风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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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第 3.3.6.2 条，前室应每层设一个常闭式加压送风口，并应设手动开启装置。 

若前室加压送风系统仅服务 3 个或以下楼层数量的前室（合用前室），送风口是

否可以采用常开风口？ 

答：此情况可采用常开风口，但是需在每层加压送风口设送风机的现场手动

启动信号按钮。 

（广东 一.7：加压送风系统仅服务 3 层及以下的前室或合用前室，其加压送风口可以

采用常开风口。） 

（云南 15：应该可以。） 

（浙江 一.10：可采用常开百叶风口，但应设置送风机的现场手动启动信号按钮。） 

（南京 15：可以。） 

 

18. 第 3.3.7、4.4.7 条，地下室加压风机吸入段或排烟风机压出段能否采用土

建风道、风井？ 

答：加压风机入口至室外段、排烟风机出口至室外段可以采用土建风道，但

应在总说明中注明要求管井内表面抹灰平整，气密性较好。 

（常州 9、福建 3.3.7、广东 一.25、河南 一.12、南京 一.13、无锡 7、浙江 一.11；

以上七省市文件均认可） 

（济南 1：车库内一次浇筑的人防井道可借用。） 

 

19. 第 3.4.1 条：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设计风量不应小于计算风量的 1.2倍。第

4.6.1 条：排烟系统的设计风量不应小于该系统计算风量的 1.2倍。 

问：风管及风口风速是根据计算风量还是设计风量？ 

答：根据第 3.4.1、4.6.1 条条文说明，考虑风管（道）的漏风与风机制造

标准中允许风量的偏差等各种风量损耗的影响，设计风量应至少为计算风量的

1.2 倍。按此，支风管及风口风速根据计算风量设计，主风管按设计风量设计。 

（福建 3.4.1：设计风量为加压风机设备的额定风量。其他风道、风口按计算风量设计。） 

（南京 一.12：风机风量=计算风量*1.2，式中 1.2 的系数为漏风系数，仅为风机选型

时的风量附加，风管及风口的设计采用计算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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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 23：风管风速按计算风量。） 

（广东 一.41：支风管机风口风速根据计算风量设计，主风管按设计风量。） 

（云南 17：风道、风口未作要求，一个简单易行的操作方式是风量均按设计风量选取，

同时风速取上限。） 

 

20. 第 3.4.6 条，加压送风系统计算时各参数的取值。 

答：Ak：住宅的消防电梯前室、防烟楼梯间前室、合用前室、共用前室均按

一个门的面积取值。仅服务于住宅的地下消防电梯前室、防烟楼梯间前室、合用

前室、共用前室也可按一个门的面积取值。 

N1：前室，小于 3层时，N1按照实际层数计算；大于等于 3层时，N1=3。 

 

21. 第 3.4.6 条，各层楼梯间或前室开门数量不同或各层门洞面积不同的情况下

加压送风量的如何计算？ 

答：按最不利的相邻三个楼层开门风速计算，即分别计算各层送风量，取连

续三层的最大送风量。 

（广东 一.11、河南 一.11：分别计算各层送风量，取连续三层的最大送风量。） 

（浙江 一.11：按最不利的相邻 N1个楼层进行取值计算。） 

（云南 18：按连续 3层中开启面积最大的那一层取值（不含首层外门）。） 

 

22. 自动扶梯区域顶部是否需要设置排烟设施？ 

答：《建规》5.5.4.条，“自动扶梯和电梯不应计作安全疏散设施。” 

由此可知，自动扶梯不承担疏散功能，在自动扶梯区域，若从底层至顶层均

设独立防烟分隔，底层自动扶梯区域无其他使用功能的，则无需设置排烟设施。 

（广东 一.34：自动扶梯区域，从底层至顶层均设独立防烟分隔且无疏散要求，可不设

排烟设施。） 

（云南 24：不需要设排烟设施。……在开口与周围场所之间设置挡烟垂壁。） 

（浙江 18：无疏散要求、无其它使用功能且采取了防火卷帘分隔的楼梯、自动扶梯区

域，可不设置排烟设施。） 

（南京 二.3：根据建筑疏散设置要求，无疏散要求且扶梯区域不作为其它使用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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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无须设置排烟设施。） 

 

23. 第 4.6.5 条，“中庭排烟量的设计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入户大堂、

门厅等靠外墙处的两层贯通空间，是否可不认定为中庭？ 

答：（1）中庭的定义： 

（a）建筑中贯通多层的室内大厅。（《民用建筑设计术语标准》GB/T 

50504） 

（b）三层或三层以上、对边最小净距离不小于 6m，且连通空间的最

小投影面积大于 100m
2
的大容积空间。（《上海市建筑防排烟技术规程》） 

（2）是否是中庭应由建筑专业确定。但入户大堂、门厅等靠外墙处的两层

贯通空间，可不认定为中庭。 

（福建 其它 4.1.3：:按建筑专业定义或参考《上海市建筑防排烟技术规程》

DGJ08-88-2006 第 2.1.7 条：三层或三层以上、对边最小净距离不小于 6m，且连通空间的

最小投影面积大于 100 ㎡的大容积空间。） 

（常州 12：办公等建筑的两层高门厅，净高大于 6米，排烟量按高大空间建筑表 4.6.3

要求计算） 

（济南 13：建筑专业对于中庭有术语定义，应由建筑设计确定。对于贯通二层以上不

与其他楼层共享的空间可不认定为中庭。） 

（云南 22：中庭：贯通楼层二层及以上，与多个楼层连通，无具体使用功能，不应布

置可燃物。 

高大空间：贯通楼层数不限，不能与多个楼层连通，有具体使用功能（厅、堂、馆等），

是否有可燃物不限（作为前室或扩大前室的门厅除外）） 

 

24. 住宅底商属于商业服务网点，若分隔单元上下两层总面积大于 100m2，其排

烟措施如何考虑？ 

答： 

观点一：商业网点的敞开楼梯间应按《烟标》4.2.3条设置挡烟垂壁，一层、

二层分别考虑是否设置以及如何设置排烟设施。小于 50m2 的楼层，可不设置排

烟设施。 



13 

 

观点二：一、二层可合起来考虑，按同一空间处理，敞开连通部位有条件不

设挡烟垂壁（排烟窗在上层负担排烟时）。 

 

25. 第 4.2.1 条，设置排烟系统的场所或部位应采用挡烟垂壁、结构梁及隔墙等

划分防烟分区。 

教学楼等建筑的全敞开外廊，是否还需设置防烟分区及挡烟垂壁？ 

答：（1）《建规》8.5.3.5：民用建筑的下列场所或部位应设置排烟措

施：。。。。。。 建筑内长度大于 20m的疏散走道。 

《烟标》4.2.1： 设置排烟系统的场所或部位应采用挡烟垂壁、结构

梁及隔墙等划分防烟分区。 

《烟标》4.2.4 公共建筑、工业建筑防烟分区的最大允许面积及其长

边最大允许长度应符合…… 

（2）按以上条文要求，教学楼等建筑的外廊，也需设置防烟分区。若外廊

未设外窗等与室外的隔断措施，即标题所说敞开式外廊，可认为其无

需设置防烟分区也能可靠的自然排烟，故不需要划分防烟分区。但根

据《烟标》4.2.3条，联通不同楼层的外廊的敞开楼梯，需设置挡烟

垂壁。 

示例： 

 

图 25 

 

26. 第 4.2.4 条，对于“口”“日”型走道的防烟分区长度如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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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按防烟分区中任意两点的沿程中线最大值计算。 

（广东 一.33：内走道按计量轨迹不重复计算最长的长边即计算长度，防烟分区的划分

按表 4.2.4。） 

（河南 二.2：计算内走道防烟分区的长度时，建议按最长的折线计算。） 

（浙江 一.19：防烟分区的长边长度指任意两点之间最大的沿程距离） 

（南京 二.12：环形内走廊长边最大允许长度可理解为任一条长边的长度，而非环形内

走廊的总长。） 

 

27. 第 4.2.4 条，对于矩形、L 型、多边形、圆形等形状的房间，防烟分区的长

边长度如何确定？ 

答：对于矩形、L型、多边形等形状的房间，一个防烟分区的任一边长度不

应大于表 4.2.4中规定的防烟分区长边的最大允许长度；对于圆形且为一个防烟

分区的房间，其直径不应大于防烟分区长边的最大允许长度。 

 

28. 第 4.2.4条，对于总体宽度不大于 2.5m但局部超过 2.5m的走道，如何处理？ 

答：对于总体宽度不大于 2.5m、局部宽度超过 2.5m的走道，局部变宽的累

计长度不超过该走道总长度的 1/3，且单一局部变宽区域长度不超过该走道总长

度的 1/6，变宽区域的宽度不超过 5米，变宽区域无除疏散、候梯之外的其他功

能的，可按走道宽度不大于 2.5米情况划分防烟分区。（详下述示例） 

对于酒店建筑客房层等，若走道总体宽度不大于 2.5m，每间客房门处局部

变宽，宽度超过 2.5m，考虑到该走道疏散宽度为不超过 2.5m，本走道按宽度不

大于 2.5 米情况划分防烟分区。且每间客房门处局部变宽为均布性的，不计入上

一段所述各项指标。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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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以图 29 为例，上图走道总长度为 54.8m，走道总体宽度 2m。走道左上角局

部宽度为2.8m，长度为 9m，约占总长度的 16.4%<1/6。走道右端局部宽度为 3.7m，

长度为 5.6m，约占总长度的 10.2%<1/6。两部分变宽区域累计长度为 14.6m，约

占总长度的 26.6%<1/3。此时该走道最大允许长度可按走道宽度不大于 2.5m 时

选用，即不大于 60m 可仅作为一个防烟分区。 

（广东 一.45：内走道单个区域局部净宽>2.5m 的区域：面积<100m2 时仍按走道设计，

面积≥100m2时加设挡烟垂壁，划分独立的防烟分区。） 

（浙江 二.20：主体宽度不大于 2.5m，局部变宽的累计长度不超过该走道总长度的 1/4，

变宽的宽度不超过 6m，该走道防烟分区的长边长度不应大于 45m。宽度大于 2.5m 且小于或

等于 3.0m的走道，该走道防烟分区的长边长度不应大于 50m。） 

 

29. 第 4.3.3.1、4.4.12.2 条，“。。。。。。走道、室内空间净高不大于 3m 的区

域。。。。。。”，这两条中的“走道”是否受“空间净高不大于 3m”约束？ 

答：“空间净高不大于 3m”是针对其他室内区域而言，对走道高度没有此限

制。 

 

30. 第 4.6.3 条，采用自动消防水炮或扩大覆盖面积喷头的区域按无喷淋还是有

喷淋确定排烟量？ 

答：采用自动消防水炮或扩大覆盖面积喷头的区域可以按有喷淋确定排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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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第 4.6.4 条，相同净高与不同净高如何理解？ 

答：所谓“相同净高”，是指一个排烟系统所承担的多个防烟分区的建筑空

间净高均大于 6m，或均小于或等于 6m；所谓“不同净高”，是指一个排烟系统

所承担的多个防烟分区的建筑空间净高，其中部分防烟分区的净高大于 6m，部

分防烟分区的净高小于或等于 6m。 

 

32. 第 4.6.5.1 条，中庭排烟量不小于 107000m3/h，自然排烟口风速不大于

0.5m/s。则自然排烟口有效面积需 59.4 ㎡，但其条文解释只需 25 ㎡，不一致，

如何取值？ 

答：应按 0.5m/s风速计算自然排烟口有效面积。 

 

33. 建筑空间的净高应按第 4.6.9 条的条文说明确定，对于其它不同类型的屋面

或顶棚，其建筑空间净高按以下确定： 

（1） 对于斜坡屋面或顶棚（包含人字形屋顶），当排烟窗（口）设置于斜

坡屋面或顶棚是，建筑空间净高为排烟窗（口）中心距地面的高度

（如图 33.1 所示）；当排烟窗（口）设置于侧墙时，建筑空间净高

为檐口（或顶棚）最低点距地面的高度（如图 33.2所示）。 

（2） 对于平顶顶棚、阶梯式地面的场所，用于计算排烟量等（第 4.6.3

条）的建筑空间净高H为平顶顶棚到阶梯式地面的最低地面的高度；

用于确定最小清晰高度的室内净高 H’为平顶顶棚到阶梯式地面的

最高地面的高度（如图 33.3、3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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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图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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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3 

 

图 3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