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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火灾是严重危害人类生命财产、直接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一种最常见的灾害。
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物质财富的急剧增多，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但是新能源、新材料、新设备的广泛开发利用，使得火灾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
大。
因此必须培养更多能够掌握火灾科学的基本理论，掌握各类民用和工业设施、设备的消防安全技术，
掌握消防法规、防灭火工程技术、火灾调查和灭火救援等技术的人才。
　　根据我国消防科学的发展水平，为了既适应本科消防工程学科的教学需求，又能为提高我国消防
技术水平作出一点努力，编者编写了这部《消防工程》。
　　本书从国家规范要求以及现场使用的角度出发，结合作者的实际经验，系统地介绍了火灾事故、
建筑材料耐火性能与防火要求、建筑防排烟设计、火灾灭火报警系统等内容。
　　本书由谢中朋主编，宋晓燕、李隆庭、崔丽琴副主编，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王恺、李传贵
、郭永锋、周爱桃、康伯阳、李勇军、李杰、王轶波、张跃兵的大力帮助和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随着科学水平的发展，我国消防工程理论与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学者们发表了很多各具特色的与
消防相关的文献和书籍。
本次编写过程中也吸收了较多之前诸多教材的优点，且参阅了许多近年来发表的科技文献。
为此特向文献作者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紧迫，疏漏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编者　　201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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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国家规范要求以及现场使用的角度出发，系统地介绍了火灾基础知识、建筑材料与耐火等级、
建筑防火、建筑灭火器的配置、建筑消火栓给水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气体灭火系统、建筑防排
烟设计、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以及性能化防火设计简介等内容。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院校消防工程、安全工程、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建筑技术、工程管理等专业的
教材，也可供从事相关专业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消防工程>>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火灾基础知识   第一节  火与人类文明   第二节  火灾的性质   一、火灾的性质   二、火灾事故的
特点   三、火灾的分类   第三节  可燃、易燃物质的燃烧     一、气体可燃物的着火     二、液体可燃物的
着火   三、固体可燃物的着火   四、爆炸引起的火灾   第四节  火灾的发生   一、燃烧的条件   二、建筑
物火灾的发展   三、火灾的蔓延   第五节  火灾烟气   一、烟气的产生   二、烟气对人体的危害   三、防
控火灾烟气的主要措施   第六节  烟气的蔓延过程分析   一、烟气流动的几个阶段   二、典型烟气流动形
式   第七节  典型火灾案例分析   一、深圳市龙岗区坪地洋华高新科技厂“2·11”火灾   二、河南洛阳
东都商厦火灾   三、新疆克拉玛依友谊馆火灾   四、美国米高梅旅馆火灾 第二章  建筑材料与耐火等级  
第一节  建筑材料的高温性能   一、建筑材料高温性能   二、建筑材料的耐火性能   第二节  建筑构件的
耐火性能   一、建筑构件的耐火试验   二、影响建筑构件耐火性能的因素   三、建筑耐火构件的耐火极
限要求     四、提高构件耐火极限的措施   第三节  建筑物耐火等级   一、耐火等级的定义和作用   二、建
筑物耐火等级的划分   第四节  钢结构耐火设计     一、裸钢及受保护构件的热反应     二、钢结构防火保
护方法   第三章  建筑防火     第一节  防火分区与防烟分区     一、防火分区的概述     二、防火分区的分
隔设施     三、建筑的防火分区   四、防烟分区     第二节  总平面防火设计   一、高层民用建筑总平面防
火设计   二、工业建筑总平面防火设计   三、消防车道   四、高层建筑扑救立面及登高车操作场地的设
计   第三节  室内装修防火设计   一、装修材料的分类及分级   二、内部装修设计方案或要求   三、内部
装修工程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四节  安全疏散   一、保证安全疏散的基本条件   二、合理布置安全疏
散设施   三、安全疏散时间与距离 第四章  建筑灭火器的配置     第一节  灭火剂简介     一、概述     二、
水灭火剂     三、泡沫灭火剂   四、干粉灭火剂   五、二氧化碳灭火剂   六、四氯化碳灭火剂   七、卤代
烷灭火剂   八、其他灭火剂   第二节  建筑灭火器的配置     一、灭火器的基本常识     二、手提式灭火器   
三、推车式灭火器     四、灭火器的选择与设置   五、灭火器的设计计算 第五章  建筑消火栓给水系统     
第一节  消防水源     一、天然水源的基本要求     二、给水管网的基本要求     三、消防水池的基本要求   
四、消防水箱的要求   第二节  室外消防给水系统   一、室外消防栓的设置条件   二、室外消防给水系统
的分类   三、室外消火栓给水系统的设置范围和要求   四、室外消火栓用水量   五、室外消火栓的布置  
第三节  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   一、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类型   二、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设置原则     三
、室内消火栓的布置     第四节  消火栓给水系统水力计算   一、室内消火栓充实水柱   二、室内消火栓
用水力计算 第六章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第一节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简介   一、概述   二、自动喷水灭火
系统的选择     三、闭式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四、开式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第二节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组
件     一、供水设备   二、消防水泵   三、消防水泵接合器   四、配水管网   五、喷头   六、报警阀组     第
三节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分区     一、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分区     二、喷头选型和布置     三、自动喷水
灭火系统的用水量   第四节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和水力计算     一、管网的布置     二、管道水力计算 
 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简例 第七章  气体灭火系统   第一节  气体灭火系统概述   一、二氧化碳灭
火剂及灭火系统   二、水蒸气灭火剂及灭火系统   三、其他灭火剂及灭火系统   第二节  七氟丙烷灭火系
统   一、七氟丙烷灭火系统概述   二、七氟丙烷灭火系统设计计算   第三节  气体灭火系统类型、组成和
工作原理   一、全淹没系统   二、局部应用系统   三、无管网系统   第四节  气体灭火系统的组件及设计  
一、系统主要组件   二、气体灭火系统的设计   第五节  气体灭火系统的操作与控制   一、操作与控制系
统的组成设备和器件   二、气体自动灭火系统的操作控制过程   三、单元独立灭火系统的操作与控制   
四、组合分配灭火系统的操作与控制   第八章  建筑防、排烟设计   第一节  建筑防、排烟设计简介   一
、常用防、排烟技术   二、我国防、排烟设计的现状   第二节  建筑防、排烟设施   一、防、排烟设施   
二、防、排烟设施的设置部位   第三节  自然排烟   一、影响自然排烟的因素   二、自然排烟设施的设置
场所   三、自然通风方式的要求   四、自然排烟建筑设计   第四节  机械防、排烟   一、机械防、排烟设
施的设置   二、排烟系统排烟量要求     三、防烟系统设计计算   四、排烟系统设计计算   第五节  通风空
调系统防火   一、管道系统及材料   二、防火阀的设置   三、通风和空气调节   第九章  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   第一节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简介   一、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组成   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基本形式
  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工作过程   第二节  火灾报警系统的选择与布置   一、系统保护对象的分级   
二、探测区域与报警区域   三、火灾探测器的选择   四、点型火灾探测器的设置数量和布置   五、线型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消防工程>>

火灾探测器的设置   六、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的设置   第三节  消防联动系统   一、消防控制室   二、消防
设备的控制   第四节  系统供电与布线   一、系统供电   二、系统布线一般规定   三、屋内布线 第十章  
性能化防火设计简介   第一节  性能化防火设计的基本概念与基本要求   一、性能化防火设计的基本概
念   二、性能化防火设计的内容   三、性能化防火设计的特点   四、建筑性能化防火设计的应用与注意
事项   第二节  我国性能化防火设计的应用   一、性能化防火设计的应用情况   二、我国性能化研究与实
践工作的重点   三、性能化防火设计的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消防工程>>

章节摘录

　　第三节 可燃、易燃物质的燃烧　　一、气体可燃物的着火　　可燃混合气体的着火方式有两种，
一种称为自燃着火，另一种称为强迫着火或点燃。
自燃和点燃过程统称为着火过程。
　　把一定体积的可燃混合气体预热到某一温度，在该温度下，气体可燃物发生缓慢的氧化还原反应
。
并放出热量，导致气体温度增加。
从而使反应速度逐渐加速，产生更多的热量，最终使反应速度急剧增大直至着火，这种过程称为自燃
。
　　强迫着火是指在可燃混合气体内的某一部分用点火源点着相邻一层混合气，然后燃烧波自动传播
到混合气的其余部分。
点火源可以是火焰、高温物体、电火花等。
　　着火机理可分为两类，即热自燃机理和链式自燃机理。
　　1．热自燃机理　　热自燃机理也称谢苗诺夫热自燃理论，它是指在外部热源加热的条件下，使
反应混合气达到一定的温度，在此温度下，可燃混合气发生化学反应所释放出的热量大于容器器壁所
散失的热量，从而使混合气的温度升高，这又促使混合气的反应速率和放热速率增大，这种相互促进
的结果，导致极快的反应速率而达到着火。
　　2．链式自燃机理　　所谓链式自燃机理是指在混合气体中，由于自由基反应链的分支，使活动
中心(自由基)迅速增值，从而使反应速率急剧升高而导致着火。
按照该理论，使反应自动加速不一定要依靠热量的逐渐积累，通过自由基链式反应(尤其是有分支的链
式反应)也能逐渐积累活化中心，使反应自动加速，直至着火。
　　实际燃烧过程中，不可能有纯粹的热自燃或链式自燃存在。
事实上，它们是同时存在而且是相互促进的。
可燃混合气的自行加热不仅加强了热活化，‘而且亦加强了每个链反应的基元反应。
低温时链反应可使系统逐渐加热，加强了分子的热活化。
所以，自燃现象就不可能用单一的自燃理论来解释。
一般来说，在高温时，热自燃是着火的主要原因，而在低温时支链反应是着火的主要原因。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消防工程>>

编辑推荐

　　火灾是严重危害人类生命财产、直接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一种最常见的灾害。
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物质财富的急剧增多，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但是新能源、新材料、新设备的广泛开发利用，使得火灾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
大。
因此必须培养更多能够掌握火灾科学的基本理论，掌握各类民用和工业设施、设备的消防安全技术，
掌握消防法规、防灭火工程技术、火灾调查和灭火救援等技术的人才。
　　根据我国消防科学的发展水平，为了既适应本科消防工程学科的教学需求，又能为提高我国消防
技术水平作出一点努力，编者编写了这部《消防工程》。
　　《消防工程》从国家规范要求以及现场使用的角度出发，结合作者的实际经验，系统地介绍了火
灾事故、建筑材料耐火性能与防火要求、建筑防排烟设计、火灾灭火报警系统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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