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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1_82_E5_BB_BA_E7_c62_587052.htm 现代化的高层民用建

筑使用了大量可燃材料装饰，配有大量家电和家具，这些可

燃物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和热量。这些烟气

是阻碍人们逃生和进行灭火行动，导致人员死亡的主要原因

之一。据统计表明，由于一氧化碳中毒窒息死亡或被其他有

毒烟气熏死者一般占火灾总死亡人数的40％～50％，而被烧

死的人当中，多数是先中毒窒息晕倒后被烧死的。因此，了

解和掌握高层建筑火灾中的烟气流动规律，控制烟气扩散，

有效的组织营救和人员疏散是高层建筑火灾扑救中的首要问

题。 一、烟气流动规律 建筑物内烟气流动的形成，是由于风

和各种通风系统造成的压力差，以及由于温度差造成气体密

度差而形成的烟囱效应，其中温差和温度变化是烟气流动最

为重要的因素。 1、建筑物内通风、空调系统对建筑物内压

力的影响，取决于送风和排风的平衡状况。如果各处的送风

和排风是相同的，那么该系统对建筑物内的压力不会产生影

响，如果某部位的送风超过排风，那里便出现增压，空气就

从那里流向其他部分。反之，在排风超过供风的部位，则出

现相反的现象。因此，建筑物内通风、空调系统可以按照某

种预定而有益的方式设计，以控制建筑物内的烟气流动。 2

、气体膨胀。温度升高而引起的气体膨胀是影响烟气流动较

为重要的因素。根据气体膨胀定律，可推算出着火期间着火

区域内的气体体积将扩大3倍，其中2/3气体将转移到建筑物

的其他部分。而且膨胀过程发生相当迅速，并造成相当大的



压力，这些压力如果不采取措施减弱，就会迫使烟气从着火

层向上、向下以及水平方向流动。 3、烟囱效应。烟囱效应

是由高层建筑物内外空气的密度差造成的，高层建筑的外部

温度低于内部温度而形成的压力差将使空气从高层建筑的某

一部位的低处进入，穿过建筑物向上流动，然后从建筑物的

高处流出，这种现象称为正热压作用。在低处外部压力大于

内部压力，在高处则相反，在中间某一高度，内外压力相同

，即存在一个中性压力面。由烟囱效应造成的压力差和气流

分布，以及中性压力面的位置，取决于建筑物内分隔物的开

口对气体流动的限制程度。火灾时，由于燃烧放出大量热量

，室内温度快速升高，建筑物的烟囱效应更加显著，使火灾

的蔓延更加迅速。因此烟囱效应对建筑物的空气的流动起着

重要作用。 4、室内风向、风力、风速对高层建筑内烟气流

动有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随建筑物的形状与规模而变化。

简单地讲，风力作用使得迎风面的墙壁经受向内的压力，而

背风面和两侧的墙壁有朝外的压力，平顶层上有向上的压力

。这两种压力，使空气从迎风面流入建筑物内，从背风面流

出建筑物外，建筑物顶上的负压力对顶层上开口的垂直通风

管道有一种吸力的作用。同时正的水平风压力促使中性面上

升，负的水平风压力促使中性面下降。 把安全工程师站点加

入收藏夹 二、 烟气的危害和影响 烟气是物质在燃烧反应过程

中由热分解生成的含有大量热量的气态、液态和固态物质与

空气的混合物。它是由极小的炭黑粒子完全燃烧或不完全燃

烧的灰分及可燃物的其他燃烧分解产物所组成。烟气的流动

扩散速度与烟气的温度和流动方向有关。烟气在水平方向的

扩散流动速度，火灾初期阶段一般为0.3米/秒，猛烈阶段



为0.5-3米/秒。烟气在垂直方向的扩散流动速度较大，通常

为3-4米/秒。烟气对人体的危害主要是燃烧产生的有毒气体所

引起的窒息和对人体器官的刺激以及高温作用。 1、烟气引

起人员中毒、窒息。燃烧产生的大量浓烟和气体，其中不少

是毒性气体，如一氧化碳、氯化氢、氢氰酸等，对人体有醉

、窒息、刺激等作用。这些燃烧产物妨碍火场上被困人员和

指战员的正常呼吸，极易造成人员中毒窒息。在高层建筑火

灾人员死亡的的直接原因中，窒息、中毒死亡的占有较大的

比例。 2、烟气使人员受伤。燃烧产物中的烟气，包括水蒸

气，载有大量的热，人们在这高温、湿热环境中极易被烫伤

。据统计分析，人在100度环境下就会出现虚脱现象，丧失逃

生能力。 3、烟气影响人的视线。燃烧产生的大量烟气，使

能见度大大降低。人在浓烟中往往辩不清方向，对本来很熟

悉的环境也会变得无法辨认，以致产生恐怖感，惊慌失措，

给灭火工作、人员疏散带来困难。人在烟气环境中能正确判

断方向、脱离险境的能见度最低为5米，当人的视野降到3米

以下，逃离现场就非常困难。 4、烟气是火势发展蔓延的重

要因素。不完全燃烧产物中的一氧化碳与空气混合，能继续

燃烧或发生爆炸，燃烧产物有很高的热能，会因对流、辐射

引起新的火点，甚至引起火场上可燃物迅速着火而形成轰然

，成为火势发展、蔓延的重要因素。 三、烟气的控制 控制烟

气有“防烟”和“排烟”两种方式。“防烟”是防止烟的进

入，是被动的；相反，“排烟”是积极改变烟的流向，使之

排出户外，是主动的，两者互为补充。目前采取的烟雾控制

有如下措施： 1、限制烟气的产生量。防烟最好的办法在于

消除发烟的源头。因此，在高层建筑中，应设计火灾报警系



统及自动灭火系统，以便尽早发现火灾，在大量浓烟产生之

前扑灭火灾或控制火灾发展。同时，在选用房屋建材及装饰

材料、家具时，应尽可能采用发烟性小的材料，以便火灾时

，发生烟量小，发烟速度慢，现场人员相对地有较充裕的逃

生时间，减少对生命的威胁。 2、利用建筑物内的固定排烟

设施排烟。高层建筑的排烟设施如固定的排烟机、烟塔、室

内的鼓风机、电扇等都可用来排烟。高层建筑的排烟设施，

是根据设计条件决定的，有的采用自然排烟方式，有的采用

机械排烟方式。还有的将自然排烟作为机械排烟的补充。由

于影响排烟效果的各种因素较多，因此我们在利用建筑物排

烟设施时，要根据火场实际情况和排烟设施的具体条件，有

选择的加以利用。通常情况下，火灾时应迅速启动送风设备

，及时排除着火层以上各层的烟雾；对楼梯间要保持正压送

风；降下防烟卷帘、活动挡烟垂壁，关闭各层竖井门和防火

门，防止烟气扩散，引导烟气向对灭火有利的方向流动；设

有水幕设备的要启动喷洒设备，增加阻止焰火的效果。 3、

自然通风排烟。自然通风排烟就是利用空气对流排烟的一种

方法。着火时，可打开门窗或烟口即可排烟，必要情况下也

可在建筑顶层适当位置破拆排烟口。采用此法时，应注意防

止高温烟气流入建筑内的其它部位，加速烟火的扩大蔓延。

4、喷雾水流排烟。喷雾水流排烟是一种既方便又有效的一种

排烟手段和方法。这种方法，既有利于灭火，又能净化空气

，还能减轻烟气对消防员的危害。使用时，一般要求是：选

择在进风口的一面设置喷雾水枪，下风的一面为排烟口。并

注意在排烟口附近设置一定水枪保护，方可实施排烟。喷雾

水流排烟的技术要求比较高。在走廊内排烟时，喷雾水流应



将走廊的截面积全部遮住，阻止烟气的倒流，排烟时应逐步

推进；在房间内排烟时，应以房间的入口处作喷雾前端，要

求在能全部覆盖入口的位置上固定水枪。进入室内要注意形

成负压，以防烟火倒流；如在面积较大的空间排烟时，应充

分利用防火分隔物，依托防火分隔缩小进风口截面积，然后

喷射水流。对于排烟一侧，需将开口部位全部开放。 5、利

用排烟机械排烟。机械设备排烟，除固定排烟设施外，还可

利用移动的设备排烟，但使用时，要防止排烟口的热气流引

燃邻近建筑及可燃物，造成二次灾害事故。因此要考虑着火

房间周围的情况，烟火有无蔓延的可能，根据现场情况选择

安全地段，必要时配备一定灭火力量，防止火灾蔓延扩大。 

四、疏散与营救 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常有大量人员被烟火围

困，人员疏散困难。因此消防队到场后要坚持救人第一的原

则，做好疏散与营救工作。 1、人员疏散的顺序和方法。安

全疏散必须按一定的顺序进行，首先疏散受到烟火威胁的人

员。其基本顺序是：着火层----着火层的上层----着火层的下

层。疏散过程中，对于远离火区和神志清醒者，指明疏散方

向和路线即可；对于距火区较近，或必须穿越火区或行动不

便者，需要配戴逃生面罩或者湿毛巾在指战员带领下进行疏

散；对于受重伤者、小孩、老弱病残者，应采取抬、背、抱

等方法护送至安全区域。 2、营救和疏散的手段。首先利用

建筑物内已有的设施进行疏散和营救。一是利用室内的防烟

楼梯、封闭楼梯进行疏散营救；二是利用建筑物的阳台、通

廊、避难层、室内设置的缓降器、救生袋、安全绳等进行疏

散营救；三是利用墙边落水管进行逃生；四是利用房间床单

等物连接起来进行逃生；五是在不影响灭火战斗行动的情况



下，利用消防电梯进行疏散营救。其次利用移动消防装备救

人。在利用建筑物内部消防设施疏散救人的同时，还应尽可

能采用举高车开辟外围救人通道，实施救人。条件许可还可

以考虑直升机救人等。 3、疏散和营救注意事项。（1）在组

织疏散过程中，要不断的稳定被困人员的情绪，劝告不要拥

挤和争先恐后，说明某层为安全层。安全层的指战员要做好

从着火层以上各层疏散下来的人员的接引工作，不要让其重

返火区。（2）执行救人任务，不能少于2人，事先可约定联

络信号，互相照应，并应携带防护和救生器材。（3）抢救路

线要设明显标志，或派岗哨指示方向，防止走尽袋形走廊尽

头；要及时清除路障，保持通道畅通。（4）在有烟气、火焰

的条件下疏散抢救人员时，要有水枪保护。（5）对于一时疏

散不出而暂时留在火场的人员，应动员引导他们有秩序的做

好撤离准备。或鼓励他们保持镇定，发扬扶老携幼，先人后

己的精神，与烟火作斗争，并对其采取保护措施，以保证抢

救人员任务的完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