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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自2002年第一版出版以来，受到有关高校广大师生和相关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的热烈欢迎，已
重印数次。
某消防总队还以本书为蓝本，制作了“消防控制室操作与管理”培训课件及培训教材。
2006年12月，本书被确定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003年以来，《建筑设计防火规范》、《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
计规范》等一系列技术规范相继完成修订。
为适应消防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以及更加适应读者需要的内容和表述方式，本书
特进行此次再版。
　　本书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进行再版的，保持了第一版“内容完整，覆盖面宽，系统性强，结构合
理，文字通顺，简繁得当，图表量适中”的编写特色。
详细描述了建筑火灾的发生、发展和蔓延规律，烟气流动规律和防排烟技术，灭火剂和现代灭火技术
，火灾自动探测、自动报警和消防系统的联动控制技术；对各消防设备系统的类型、组成、工作原理
、适用条件及设计计算做了全面系统地讲述。
　　再版过程中，充分吸纳了读者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在满足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要求的情况下，纳
入了有关安装要求、使计算例题的内容更接近工程应用实际。
另外，随着卤代烷灭火剂淘汰计划的实施，第5章删除了“卤代烷121l，1301灭火系统”的介绍，并补
充了“热气溶胶预制灭火系统”；在防排烟设计中，增加了“多层民用建筑防排烟和地下汽车库防排
烟”等内容。
为便于学生及读者深入理解建筑消防设备系统的基础理论和工程设计原理、方法，每章均有思考题；
同时，再版过程中特别注重现代教育理念的渗透，对教材进行了立体化配套。
总之，本版规划教材严格按照教育部要求编写，在体系上更加趋向合理化，内容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
性。
　　本书为高等院校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给水排水工程、建筑电气等专业教材，也可供从事建筑消
防技术研究、消防工程设计、施工和消防行业管理等人员参考。
　　本书由重庆大学李天荣、龙莉莉、陈金华共同编著，李天荣教授承担了全书的统稿工作；刘荣光
、肖铁岩担任主审。
全书编写分工为：第1章由李天荣和陈金华共同编写；第2，3，4，5章由李天荣编写；第6，7，8章由
陈金华编写；第9，10，11，12章由龙莉莉编写。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重庆大学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的大力支持，清华大学、南京工业大学
、同济大学、天津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山东建筑大学等院校提出了宝贵建议，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限于编著者的水平，书中错漏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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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介绍了建筑火灾的发生、发展、蔓延、烟气流及其危害，灭火剂及其应用；详细阐述了建筑
消防设备工程各系统的分类、组成、工作原理、设计布置、计算方法等。
　　本书为高等院校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包括建筑设备、燃气、暖通工程）、给水排水工程、建筑
电气等专业教学用书。
也可供从事建筑消防技术研究、消防工程设计与施工、消防行业管理等方面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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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第11章　消防设施的联动控制  11.1　消防联动控制的要求与功能  11.2　消防设备的供电电源  11.3
　消防灭火设备的联动控制  11.4　防排烟设施的联动控制  11.5　消防电梯的控制  11.6　气体灭火控制
器第12章　火灾自动报警与联动控制系统的工程设计  12.1　设计原则与依据  12.2　火灾自动报警与联
动控制系统设计  12.3　火灾探测器的选择与布置  12.4　火灾应急广播与火灾警报装置  12.5　火灾应急
照明  12.6　消防控制室  12.7　消防专用电话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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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2火灾的发展过程根据国内外若干火灾实例分析，按其特点可将火灾的发展过程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火灾初起阶段，这时的燃烧是局部的，火势不稳定，室内的平均温度不高，是控火、灭火
的最好时机；第二阶段是火灾发展阶段，此时火势猛烈，室内温度很高，控火原则是利用防火分隔限
制燃烧范围，阻止火灾向外蔓延；第三阶段是火灾熄灭阶段，这时室内可燃物基本燃尽，但仍需防止
火灾蔓延，应注意建筑结构的破坏和倒塌，保障灭火人员安全。
　　1）火灾初起阶段　　（1）初起阶段的特点　　①起火点处局部的温度较高，室内各点的温度极
不平衡。
　　②由于可燃物燃烧性能、分布及通风.散热等条件的影响，燃烧的发展大多比较缓慢，有可能形成
火灾，也有可能中途自行熄灭，燃烧的发展是不稳定的。
③燃烧的面积不大。
④持续时间的长短不定。
（2）初起阶段持续的时间火灾初起阶段的温度一般比较低，很少有人注意并研究，但初起阶段火灾
温度持续的时间对疏散人员、抢救物资、保障灭火人员的人身安全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可燃物从受热到起火燃烧需要的时间受火源的类型、可燃物的燃烧性能、建筑结构采用的材料等条件
影响。
具体如下：　　①火源种类不同的影响。
所谓火源，就是点火的能源，通常是正在燃烧或尚未起火，且本身具有较多热量的物体。
这类物体本身的温度、点火能量和传热形式（包括辐射、传导、对流）等条件，对起火成灾发展的时
间都有很大影响。
例如，烟蒂点燃被褥和烛火点燃被褥的时间显然不同，前者较长，后者较短。
　　②起火点周围燃烧条件的影响。
建筑材料的燃烧性能，在火灾初起阶段的作用比较明显，因为起火点周围可燃材料烧完毕后，不可燃
材料的墙体和楼板，是不会把火蔓延开的。
在燃烧面积小、温度低、燃烧不稳定的条件下，因为周围仅有的可燃物被烧尽，燃烧便会自行中断。
然而，如果燃烧发生在木板墙脚下或纤维板吊顶下面，则燃烧会因为点燃了上述的可燃结构而扩大蔓
延，发展成火灾。
　　大面积可燃材料做成的墙体和吊顶，因为其燃烧面积大，能使火焰沿其表面迅速蔓延，放出大量
的热量，助长火势发展，是影响火灾初起阶段持续时间的重要条件。
　　③通风条件的影响。
当火源微小时，为了形成稳定的燃烧，由起火点发展到全面点燃，需要积蓄大量的热能，良好的通风
散热会延缓火灾的发展，减少通风量则有助于加速燃烧，缩短火灾初起阶段持续的时间。
　　当火源很大时，如果门窗大开，通风良好，满足燃烧所需的最小空气量，燃烧就会猛烈发展，使
火灾初起阶段持续时间缩短；反之，门窗紧闭，空气供应不足，燃烧就会缓慢，甚至自行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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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系列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建筑消防设备工程（
第3版）》是在第二版的基础上进行再版的，保持了第二版“内容完整，覆盖面宽，系统性强，结构
合理，文字通顺，简繁得当，图表量适中”的编写特色。
详细描述了建筑火灾的发生、发展和蔓延规律，烟气流动规律和防排烟技术，灭火剂和现代灭火技术
，火灾自动探测、自动报警和消防系统的联动控制技术；对各消防设备系统的类型、组成、工作原理
、适用条件及设计计算做了全面系统地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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