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2022 年暖通设计与施工图审查 
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时  间：2022年6月21日下午14:30-17:30 

地  点：南国乡村农房建筑科技博物馆（南宁市武鸣区双桥镇苏

宫村那宫屯山东水库旁） 

主持人：李  申 

参会人员： 张  雁、卢超玉、徐小莉、曹以华、叶国洪、黄孝

军、李  申、刘国成、刘  霞、刘增宏、尹耿民、彭

建良、边俞铭、玉  润、岑仁海、余刺藜、陈云杰、

陈深云、赖英武、陈世颜、李海芸、胡理明、盛予非、

梁家洪、劳家玲、吕忠荣、刘  辉、倪奂成、胡毓杰、

陈  政、农国安、陈永春、高  艳、胡  健、樊丽萍、

王  松、高  倩、陈超坤、张  秦、张  惠、李秀芸、

温晓君 

 

会议纪要内容如下： 

一、研讨会由广西勘察设计协会、广西制冷学会主办，广西

勘察设计协会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专业委员会、广西勘察设计协

会施工图审查专业委员会共同承办。 

二、广西勘察设计协会副秘书长张雁提出，此次研讨会是建

环专委会成立以后开展的第一项正式工作，也是协会专委会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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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次联合工作，希望与会代表们集思广益，踊跃发言，共同

促进施工图审查和暖通设计工作的发展。 

三、广西制冷学会理事长黄孝军、广西制冷学会副理事长刘

国成、施工图专委会主任叶国洪、广西勘察设计协会建筑环境与

能源应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刘霞出席会议并发言，分别就暖通设

计疑难、设计与审图沟通难等问题提出对策，并商讨成立专家组，

集中力量解决行业技术疑点、难点，进一步提升两个专委会的发

展。 

四、现场各代表单位专家就暖通设计与施工图审查经常碰到

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大部分问题均取得一致意见，整理详后

附件以供专家参阅。 

 

附件：《暖通设计与施工图审查交流问题汇总解释》 

                                                                                                                                                                                                                                                                                                                                                                                                                                                                                                                                                                                                                                                                                                                                                                                                                                                                                                                                                                                                                                                                                                                                  

                             

记录人：刘国成 

广西勘察设计协会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专业委员会      

                广西勘察设计协会施工图审查专业委员会                     

2022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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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暖通设计疑难问题 

1. 采用机械加压系统的楼梯间、前室、合用前室，何种情况下可

不设置余压监控系统？ 

答：鉴于目前消防验收中很少有加压送风超压的情况发生，故

一般楼梯间、前室可不设余压监控系统。若前室加压送风立管

风速很大，或经计算认为必须设置余压监控系统的情形，才要

求设置。 

 

2. （1）地下室楼梯间有通向室外的门，是否还需要设置最高处

1 平米可开启外窗或固定窗？（2）地下室楼梯间最高处的 1 平

米开窗是否一定要贴梁底，在一层的范围内开窗是否就可以

了？ 

答：（1）对于地下、半地下建筑（室）的楼梯间，若在一层

设置了直通室外的疏散门，疏散门视同已包含该楼梯顶部不小

于 1 ㎡的可开启外窗（开口）或固定窗。 

（2）若需在高处设置 1 平米的可开启外窗或固定窗，在一层

范围内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靠近高处设置即可。 

 

3. 建筑面积大于 5000 ㎡的丁类生产车间应设置排烟设施，对于

多层丁类生产车间，5000 ㎡是指该多层建筑的总建筑面积还

是单个车间（空间）的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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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5000 ㎡仅指单个丁类生产车间的建筑面积，且不包括其

他相关辅助用房在内。 

 

4. 同一个防烟分区有不同层高情况，机械排烟系统各参数按照层

高较高还是较低的选用。 

答：净高按较高的区域确定，储烟仓厚度、最小清晰高度等参

数在较高和较低区域均需满足。但层高较低区域面积、进深比

较小的情形，仅需满足最小清晰高度，储烟仓厚度可按较高区

域确定。 

 

5. 超过 500 ㎡的设置排烟设施的场所，当采用自然补风时，是否

需标注自然补风设施？ 

答：对于采用自然排烟系统的超过 500 ㎡的地上房间，其设计

清晰高度范围内有非防火外门、防火外窗即可。对于设置机械

排烟系统的超过 500 ㎡的地上房间，若采用自然补风，应按

《烟标》第 4.5.6 条确定自然补风口面积，并在平面图中标

出。 

 

6. 对于地下室有较多小房间的情形，其机械补风如何设置？ 

答：当地下室或半地下室房间建筑面积大于 50 ㎡且不大于 

200 ㎡时，机械排烟可通过非防火门等与房间相连通的公共区

域（如走道等）补风，该公共区域应设有直接补风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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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地上大于 50m2 小于 100m2 的无窗房间有直接通向室外的门及

设固定窗无直接通向室外的门，是否作为 GB50016-2014

（2018 年版）第 8.5.4 条的“地上建筑内的无窗房间”，需设

置机械排烟？ 

答：无窗房间是指无可开启外窗房间。仅设有可破拆固定外窗

的房间不算无窗房间。此外，对于不超过 100 ㎡的仅有直通

室外的门的房间，直通室外的门可视为外窗。 

 

8. 小于 100 平米的两层大堂是否需要设置排烟设施？ 

答：可按高大空间考虑，是否设置排烟设施根据《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8.5.3 条第 3 款、

第 8.5.4 条确定。 

 

9. 工业建筑采用自然排烟时，防烟分区内任一点与最近的自然排

烟窗（口）之间的水平距离如何确定？是取 30m 和 2.8 倍空间

净高的小值，还是取比较后的大值?  

答：采用自然排烟方式的工业建筑，当其空间净高大于 10.7m 

时， 其防烟分区内任一点与自然排烟窗（口）之间的水平距

离可按不大于空间净高的 2.8 倍进行设计，对于其他情形上

述水平距离均应按不大于 30m 的基本要求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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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第4.3.4.1条“当设置在外墙时，

自然排烟窗（口）应沿建筑物的两条对边均匀设置；” 

（1） 是否只有两条对边（即长边）可以作为排烟窗的有效

面积，若防烟分区内有短边的排烟窗口在储烟仓内，

此面积是否可以作为计算排烟窗的有效面积？ 

（2） 此条中若一个厂房划分为若干防烟分区 ABCD后，每

个防烟分区都只有一边在长边上（如 A 防烟分区只有

一侧有窗），且排烟窗有效开启面积满足单个防烟分

区排烟要求时，此种情形是否能满足要求，如下图 

 

 

 

 

 

 

 

 

答： “沿建筑物的两条对边均匀布置”系指整个厂房、仓库

空间若有条件时，应将自然排烟窗（口）沿建筑物的两条对边

均匀布置。对于不具备沿建筑物的两条对边布置条件时，自然

排烟窗 （口）需满足沿外墙均匀布置条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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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设置高压细水雾灭火系统的档案室，是否还需要设置排烟设

施？ 

答：设置气体灭火系统、高压细水雾、超音速干粉灭火系统等

的场所，均要求达到一定的灭火浓度或惰化浓度以保证灭火效

果，如再设排烟设施，将降低灭火剂喷放浓度，对灭火造成不

利影响。这些场所内的工作人员均为相对固定的专业人员，且

均有火灾报警后灭火剂喷放前迅速疏散的意识。故这类场所不

需设置排烟设施。 

 

12. 对于设置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的地下车库，其排烟、补风系

统如何设置？答：建议参照《南宁市民用建筑电动汽车分散充

电设施建设技术导则》相关条文执行。《广西消防技术规范疑

难问题操作技术指引（征求意见稿）》、《南宁市建筑工程消

防技术难点问题解答（征求意见稿）》均按南宁的导则要求。

具体如下： 

设置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的地下电动汽车库防火分区，

每个防火单元应为独立的防烟分区。当单个防火单元独立设置

排烟系统时，排烟风机排烟量可按一个防烟分区的排烟量取值；

当多个防火单元共用排烟系统时，排烟系统负担的防火单元总

面积不应超过 2000 ㎡，排烟风机排烟量不应小于所负担防烟

分区中排烟量最大的一个防烟分区排烟量的 1.2 倍。 无直通

室外补风通道的防火单元应设置独立的补风支管，从室外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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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穿越防火单元的补风支管应设防火阀。火灾时应有可靠

的控制方式，仅对着火的防火单元补风。各防火单元补风量不

少于排烟量的 50%。 

 

13. 在设计总说明中明确了防排烟风管的耐火极限，是否还需明确

风管达到此耐火极限的做法？ 

答：仅明确防排烟风管的耐火极限要求，但施工总说明中未明

确风管达到相应耐火极限的具体做法，很容易造成防排烟风管

耐火保护的漏项。建议在施工总说明中明确风管达到相应耐火

极限的具体做法，并要求耐火风管相关产品须提供由合法检测

机构出具的耐火性能检测报告。 

 

14. 《烟标》第4.6.3条第3款，“走道两端（侧）均设置面积不小

于2m2的自然排烟窗（口）且两侧自然排烟窗（口）的距离不

小于走道长度的 2/3”,该三分之⼆距离指窗的边沿距离还是窗

中线距离？ 

答：按两端 2 平米自然排烟面积在 2/3 距离以外考虑。 

 

二、设计与审图理解不一致的技术问题 

1. 建筑轴网是否需在暖通图中表示？ 

答：暖通平面图中是否保留建筑轴网，由设计者自行决定。建

议暖通审图不提此问题。但为避免轴线等对暖通管道、标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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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叠影响读图，建议对建筑轴网做灰度处理。 

 

2. （1）敞开式外廊是否需设挡烟垂壁？ 

（2）敞开楼梯间是否需设挡烟垂壁？  

答：（1）敞开式外廊可认为其无需设置防烟分区也能可靠自

然排烟，故不需设挡烟垂壁。 

（2） 敞开式外廊的敞开楼梯间处可不设挡烟垂壁。但对于

设置了排烟设施的多层建筑内连接疏散内走道的敞开

楼梯间，应设挡烟垂壁。 

 

3. 对于自然排烟窗（口），是否需将建筑专业门窗大样拷贝至暖

通专业平面图中？ 

答：暖通专业平面图中，应标出各防烟分区自然排烟口的实际

有效面积，而不应只写“大于地面面积 2%”。不要求必须将

建筑专业门窗大样拷贝至暖通专业平面图中。目前大量项目自

然排烟窗有效面积不足的问题，实际上是建筑专业不重视导致，

审图人员对于自然排烟窗有效面积不足的意见，在建筑专业审

图意见中提出的必要性更大。 

 

4. 暖通施工图是否需提供地下室风井出地面的完整布置图？ 

答：建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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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出强条的尺度问题 

1. 关于防火阀的问题。 

对于规范强条明确需设防火阀但未设防火阀情形，按强条处理，

同一个子项中多处违反该强条，归为一条提出，避免每个防火

阀都提一个强条；但条文以外未设防火阀的情形，建议按“消

防安全”类问题提出，避免强条问题的扩大化（例如防排烟风

管穿越一般机房的房间隔墙处未设防火阀，此时必须补设防火

阀，但不归为强条问题，按“消防安全”类问题考虑）。 

 

2. 对于地下室出地面直接通向室外的竖向进、排风井，当该井仅

服务同一防火分区时，且符合下列情形时，其水平风管接入竖

向风井处可不设置防火阀：（1）风井只接一台风机； 

（2）风井所接风机多于一台但这些风机均位于同一个风机房

内且服务于同一个防火分区。 

 

3. 暖通专业排烟图纸标注采用自然排烟的房间，建筑专业图纸

自然排烟窗未设在储烟仓内的情形，是否按违反强条

GB50016 第 8.5.3 条等提出？ 

答：对于需设排烟设施的有外窗房间，若暖通专业图纸标注采

用自然排烟但建筑专业图纸自然排烟窗未设在储烟仓内的情形，

按一般条文 GB51251 第 4.3.3、 4.3.34.3.3/4.3.344.6.2、4.6.3 等条文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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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于 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5.4.15 条，设置在建筑内

的柴油发电机房，其燃油供给管道、储油间油箱的通气管相关

的强条文图，建议不应由暖通专业来表述。 

答：对于一般民用建筑，发电机及相关燃油系统非暖通专业设

计范围，故相关表述应由电气专业负责。 

 

5. 对于设计说明中未明确写出《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GB51251-2017 第 8.1.1 条，“系统竣工后，应进行工程验收，

验收不合格不得投入使用。”是否算违反强条？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一条已明确规定：“交

付竣工验收的建筑工程，必须符合规定的建筑工程质量标准，

有完整的工程技术经济资料和经签署的工程保修书，并具备国

家规定的其他竣工条件；建筑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

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上述这类对于法律法规有明确严格要求，且不属于设计范

围的条文，没有必要必须写入设计文件中。 

 

6.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55002-2021）与《建

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981-2014）的关系和执

行。 

答：《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55002-2021）解

决的问题是做没有抗震设计，而机电方面具体的抗震设计，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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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981-2014）等规范执

行。 

例如：设计文件无对机电的抗震要求，则违反《建筑与市

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55002-2021）第 5.1.12条等条文。

属于违反强条。但对于具体抗震措施是否满足规范要求，按

《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981-2014）等规范执

行，不满足的属于违反一般规范条文的要求。 

 

7. 对于面积超 50m2 不足 100m2 无可开启外窗或面积超 100m2

的卫生间，是否需设排烟设施？  

答：应设排烟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