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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高层民用建筑消火栓给水系统减压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消火栓栓前动水压力大于1.0MPa时就应进行分
区。采用减压阀分区时，宜优先选用可调式减压阀。消火栓减压，当栓前的动水压力不大于0.8MPa时，可采用减压孔
板减压；当栓前的动水压力超过1.0MPa时，宜采用减压稳压消火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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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给水系统减压要求  
    现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8.4.3条第9款规定，室内消火栓栓口处的出水压力大于0.5MPa时,应设置减压设施；
静水压力大于1.0MPa时，应采用分区给水系统。《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7.4.6.5条规定，消火栓栓口的静水
压力不应大于1.0MPa，当大于1.0MPa时，应采取分区给水系统。消火栓栓口的出水压力大于0.5MPa时，应采取减压措
施。  
    上述的规定，设计人员在做工程设计中必须严格执行。规定高层民用建筑消防给水系统的竖向静水压力超过1.0M
Pa时必需进行分区，主要是考虑到室内消防给水系统中的管材及符件的承压能力问题；规定消火栓栓口处的出水压力
大于0.5MPa时应设置减压设施原因有两个，一是消火栓栓口处的出水压力大于0.5MPa时，水枪的反作用力大，1个人
难以操作；二是水枪的出流量超过5L／s。高位消防水箱内的贮水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被用完，对扑救初期火灾极为
不利。  

2 高层建筑消火栓给水分区供水方式  

    高层建筑消防给水分区供水方式通常有以下几种：串联给水方式（图1）、减压阀并联给水方式（图2）、减压阀
串联给水方式（图3）等。  
    上述几种分区给水方式各有优缺点，应根据建筑物功能、初期投资、能耗、平时维护管理等技术经济效益综合考
虑，确定合理的供水方案。减压阀给水方式的原理与中间水箱给水方式相同，应用减压阀可以节省分区水泵，减少电
机装机容量，不占楼层面积。采用稳压减压阀不仅能解决高低区交错层发生火灾时开泵的矛盾，而且还可以解决消防
给水系统试验时管网超压等问题。所以高层建筑消防给水常常应用减压阀来调压、稳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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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正确选择和采用减压阀  
    减压阀是通过启闭件的节流将进口压力稳至某一个需要的出口压力，并能在进口压力及流量变动时利用本身介质
能量保持出口压力基本不变的阀门。减压阀按其结构形式和功能特点可分为比例式减压阀和可调式减压阀。  
    比例式减压阀的主要特点是阀后压力与阀前压力有一定的比例，减压效果好，不需人工调节，构造简单，结构紧
凑，阀体体积小，安装维护简便，使用寿命长，保出口压力不能调节。可调式减压阀的主要特点是阀后压力可以调
节，且出口压力变化小，能保持相对稳定，使用比较灵活，但阀门构造比较复杂，体积大，阀体内的弹簧和隔膜使用
时间较长时，会有弹性疲劳和老化，需及时调整和更换。  
    减压阀的选用应根据工程性质、建筑标准、特点等进行，一般地讲，在消防给水系统中，采用比例式减压阀不如
采用可调式减压阀，因为比例式减压阀一旦安装，就难以调节，若设计中水压计算有误差时，安装后系统调试十分困
难，而采用可调式减压阀，调试和使用都比较方便。  
    当采用比例式减压阀时，应注意减压比的选用，一般宜采用低减压比，《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2
003）规定：“比例式减压阀的减压比不宜大于3:1”。因为采用高减压比的比例式减压阀时，将可能有汽蚀现象产
生。当采用可调式减压阀时，要求阀前最低压力应大于阀后压力0.2MPa，但阀前与阀后的最大压差也不应大于0.4MP
a，要求环境安静的场所，不应大于0.3MPa。消防给水系统设计考虑竖向分区并采用减压阀时，应注意减压阀前后压
力的设置和调节范围，若遇到前后压差大时，可采取减压阀串接分级减压。  

4 正确设置减压孔板及减压稳压消火栓  
    按消防给水系统消火栓栓口的静水压力不大于1.0MPa作为判定标准进行分区后，为使分区底层的消火栓栓口处的
出水压力不大于0.5MPa，仍需对分区下部的消火栓进行减压。通常消火栓都是靠近消防立管设置的，一般不便采用节
流管或减压阀进行减压，通常是采用设置减压孔板的方式，也可采用减压稳压消火栓，消除消火栓口处的剩余水头。 

    减压孔板的设计计算应注意如下问题：1.减压孔板的孔口直径，不应小于设置管段直径的30%，最好不小于20m
m；2.计算减压孔板的水头损失（减压量）时，要注意不能只考虑高位消防水箱所产生的栓前静压，而应考虑启动消
防泵后的动压，用栓前动压来计算栓口的剩余水压力，从而正确计算出减压孔板的孔口直径。  
    有一幢30层（层高3.1m）的高层民用建筑，消火栓给水系统设有高位消防水箱和消防泵，高位消防水箱的最低水
位高于室内顶层消火栓栓口7m，设计标高为96.90m，那么底层消火栓栓口的静水压力 H静＝96.90－1.10=95.80(mH2
O)。按规范要求，系统水压不大于1.0MPa，可以不分区。此时底层消火栓超静压：  
△P静＝95.80－50=45.80(mH2O)。  
    假设消防水泵设在底层，由消防水池供水，按满足建筑物顶层最不利消火栓水枪出水的充实水柱长度10米计算消
防水泵扬程，则：  
    H泵＝（1.05～1.10）·(∑hx+Z+P0) 
         式中：H泵――消防水泵扬程（MPa）；  
         1.05～1.10――安全系数，取1.05；  
         ∑hx――管道的沿程和局部水头损失之和，取∑hx＝0.09（MPa）；  
         Z――最不利点消火栓与消防水池最低水位间之高程差，假设消防水池最低水位为1.10m,则高差为89.9m，Z
＝0.899（MPa）；  
         P0――最不利点消火栓栓口所需工作水压，取P0＝0.17（MPa）。  
     计算得：H泵＝1.05(0.09+0.899+0.17)=1.217（MPa）。  
    此时底层消火栓超动压△P动＝1.217－0.50=0.717（MPa）。  
    若按减动压0.717（MPa）选择减压孔板,孔板孔径约为16mm，与设置设置管段直径相比，只有23.5%，远小于30%
的最低要求。若要满足减压孔板的孔口直径不小于设置管段直径的30%，DN65的消火栓设置减压孔板的孔口直径就应
不小于20mm，这时的减压孔板水头损失值在30m左右，也就是说最低层消火栓栓口处动压值应为：30＋50＝80（mH2
O），即0.8MPa左右。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以静压不大于1.0MPa作为判定标准进行分区，很难满足低层消火栓经设一次减压孔板而
达到防火规范的要求，从本例看，应至少串联两组减压孔板，实际工程中消火栓总是靠近消防立管安装的，串联两组
减压孔板并不容易实现。  
    采用减压稳压消火栓是另一选择。减压稳压消火栓外形与一般消火栓相同，但集消火栓与减压阀于一身，完全不
需人工调试，只要消火栓的栓前压力(P1)保持在0.4～0.8MPa的范围内，其出口压力(P2)就会保持在0.3MPa左右,且压
差波动在±0.05MPa的范围内。 SN65消火栓，流量不小于5L／s，即使栓前压力达到1.0MPa，栓后的压力也不会超过
0.5MPa。因此笔者建议当采用减压稳压消火栓时，栓前动水压力可控制在1.0MPa以下。  

5 结束语  
    消火栓给水系统分区除要考虑静水压力外，还应认真考虑系统所采取的减压措施，消火栓栓前压力超过0.8MPa
时，采用减压孔板消除剩余压力已不太合适，消火栓栓前水压超过1.0MPa时，采用减压稳压消火栓消除剩余压力也有
困难。此时最好是采用减压阀对给水系统进行分区。要结合工程的具体情况正确选用减压阀，在消防给水系统中，采
用可调式减压阀比采用比例式减压阀更好一些。消火栓减压应以栓前的动水压力值来计算其剩余压力，栓前动水压力
超过1.0MPa，若采取单一的减压措施，无论是选减压孔板还是选择减压稳压消火栓都不很合适，所以，消火栓给水系
统当底层消火栓栓前动水压达1.0MPa以上时，就应考虑进行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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