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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个城市中出现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对消防技术和人员的要求都大
大提高。
然而，相关的专业书籍比较缺乏，再加上火灾报警技术是紧跟电子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提升的，电子技
术的发展与产品性能的更新都很快，原有书籍的内容有些滞后。
而现从事消防专业的施工、运行的人员需求大大增加，急需掌握知识和技能，这就更加需要高质量的
教材。
　　本教材是在2005年出版的第1版得到广泛使用的基础上，经过教育部组织的两次专家评审，被评为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精品教材。
这次修订时充分征求相关教师和专家的意见，结合最新的职业教育教学改革要求和国家示范院校建设
项目成果，对原有内容进行了重新整合与增减。
在教材的修订编写过程中，以消防行业特点和就业岗位需求导向为出发点，注重课程内容与岗位技能
之间的关系，将“工厂”和“课程”两个不同环境的事物有机融合在一起，以满足岗位工作所需要的
知识和技能为原则，培养能够胜任火灾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的安装施工、方案设计岗位的应用型技术
人员。
　　全书分为6个项目单元：项目1建筑消防相关知识；项目2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项目3消防设备的联
动控制系统；项目4火灾报警及联动控制设备的安装与调试；项目5火灾报警及联动控制系统的方案设
计；项目6气体灭火系统。
全书通过对火灾报警及联动控制系统在施工工程中实际案例的讲解，力求同实际工程相结合，突出职
业技能的培养。
本书内容新颖，通俗易懂，实用性强，设有“职业导航”，说明本课程培养能力的应用岗位；在各项
目正文前配有“教学导航”，为项目的教与学过程提供指导；正文中的“知识分布网络”，便于学生
掌握本节的重点；项目单元结尾有“知识梳理与总结”，便于学生对内容的提炼和归纳。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消防工程、楼宇智能化、建筑电气工程、物业管理等专业的教材，以及
应用型本科、成人教育、函授学院、电视大学、中职学校相关课程的教材，同时也是消防工程技术人
员的一本好参考书。
　　本书由深圳职业学院杨连武教授主编并负责统一定稿，沈瑞珠教授任副主编。
全书内容由深圳市泛海三江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袁青青进行主审并提供相关的案例资料，在此特
表示感谢。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书刊资料，吸收了众多火灾报警设备各方面的新技术、新成果
，并且运用了一些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制定的新国家规范或标准，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不妥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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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连武主编的《火灾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施工(第2版)》在第1版得到广泛使用的基础上，充分征求相
关教师和专家的意见，结合最新的职业教育教学改革要求和国家示范院校建设项目成果进行编写。
课程以学生就业为导向进行设计，力求同实际工程相结合，培养学生掌握火灾报警及联动控制原理、
操作及应用技能。
全书分为6个项目单元：建筑消防相关知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防设备的联动控制；火灾报警及
联动控制设备的安装与调试；火灾报警及联动控制系统的方案设计；气体灭火系统。

《火灾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施工(第2版)》内容新颖，通俗易懂，实用性强，设有“职业导航”、“教
学导航”、“知识分布网络”、“知识梳理与总结”，便于教师教学和学生高效率学习。

《火灾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施工(第2版)》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消防工程、楼宇智能化、建筑电气工程
、物业管理等专业的教材，以及应用型本科、成人教育、函授学院、电视大学、中职学校相关课程的
教材，同时也是消防工程技术人员的一本好参考书。

《火灾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施工(第2版)》配有免费的电子教学课件和练习题参考答案，详见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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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4.2 探测器的选择与布置在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中，探测器的选择是否合理，关系到系统能否正常
运行。
另外，选好后的火灾探测器的合理布置也是保证探测质量的关键环节。
为此，在选择及布置火灾探测器时应符合国家规范。
1.探测器种类的选择探测器种类的选择应根据探测区域内的环境条件、火灾特点、房间高度、安装场
所的气流状况等，选用与其相适宜的探测器或几种探测器的组合。
　　1）根据火灾特点、环境条件及安装场所选择探测器　　火灾受可燃物质的类别、着火的性质、
可燃物质的分布、着火场所的条件、火载荷载、新鲜空气的供给程度及环境温度等因素的影响，一般
把火灾的发生与发展分为下列四个阶段。
　　（1）前期。
火灾尚未形成，只出现一定量的烟，基本上未造成物质损失。
　　（2）早期。
火灾开始形成，烟量大增，温度上升，已开始出现火，造成较小的损失。
　　（3）中期。
火灾已经形成，温度很高，燃烧加速，造成了较大的物质损失。
　　（4）晚期。
火灾已经扩散。
　　根据以上对火灾特点的分析，对探测器选择方法如下。
　　感烟探测器作为前期、早期报警是非常有效的，凡是要求火灾损失小的重要地点，对火灾初期有
阴燃阶段，即产生大量的烟和小量的热，很少或没有火焰辐射的火灾，如棉、麻织物的阴燃等，都适
于选用。
不适于选用感烟探测器的场所有：正常情况下有烟的场所，经常有粉尘及水蒸气等固体；液体微粒出
现的场所，火灾发生迅速、生烟极少及爆炸性场合。
　　离子感烟与光电感烟探测器的适用场合基本相同，但应注意它们各有不同的特点。
离子感烟探测器对人眼看不到的微小颗粒同样敏感，如人能嗅到的油漆味、烤焦味等都能引起探测器
动作，甚至一些分子量大的气体分子，也会使探测器发生动作。
在风速过大的场合（如风速大于6m／s）将引起探测器不稳定，且其敏感元件的寿命较光电感烟探测
器短。
　　对于有强烈的火焰辐射而仅有少量烟和热产生的火灾，如轻金属及它们的化合物的火灾，应选用
感光探测器。
但不宜在火焰出现前有浓烟扩散的场所和探测器的镜头易被污染、遮挡及存在电焊、x射线等影响的
场所中使用。
　　感温型探测器在火灾形成早期（初期、中期）报警非常有效，其工作稳定，不受非火灾性烟雾汽
尘等干扰。
凡无法应用感烟探测器、允许产生一定的物质损失、非爆炸性的场所都可采用感温型探测器。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火灾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施工>>

编辑推荐

　　结合行业岗位需求，以火灾报警为主线，通过实际案例介绍和施工图识读，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
；经多名专家评审认为，课程内容新颖，实践性强，符合新的职业教育教学改革要求；设有职业导航
、教学导航、知识分布网络、知识梳理与总结，有利于高效率学习；提供免费的电子教学课件及习题
参考答案，以方便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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