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卷 3 期
200 7 年 6 月

自 然 灾 害 学 报
JOUR NAL OF NATU R AL D IS ASTER S

V o l
.

16
,

N o
.

3

Ju n
. ,

20() 7

文章编号 : l仪峙
一

4574 《2(X) 7 】0 3
一

0 145
一

0 3

实际烟气生成量计算方法的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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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典 :火灾烟气是火灾时所产生的气体和悬浮在其中的烟粒子的总称
,

是嫩烧和热解产物的混合物
,

烟气t 的大小取决于可燃物本身的燃烧性能
、

空气供给t 等
。

火灾烟气其有缺氧
、

毒害
、

尘害
、

高温的

特点
,

加上火场火灾烟气的减光性和恐怖性
,

使火灾烟气成为火灾人员伤亡的最主要原因
,

为此防排

烟工程的设计对建筑消防安全非常重要
,

实际烟气生成t 计算是防排烟工程设计的理论荃础
,

就目前

一些文献对实际烟气t 计算方法存在的不足进行了探讨
,

并提出了一个新的计算方法
,

对两种方法的

计算结果进行了对比
,

得出结论认为
,

计算实际烟气t 应从实际空气供给t 是否过剩或不足两种情况

分别进行考虑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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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烟气是火灾时所产生的气体和悬浮在其中的烟粒子的总称
,

主要由燃烧和热解所生成的气 (汽 )

体
、

悬浮颗粒和剩余空气组成
。

火灾烟气具有缺氧
、

毒害
、

尘害
、

高温的特点
,

另外火灾烟气中较多的悬浮颗

粒造成的减光性
,

以及滚滚浓烟造成的恐怖性
,

使得火灾烟气成为造成火场人员伤亡的最主要原因川
。

据

早年的统计资料显示 [ 2 ]
,

中毒和火烧造成火灾人员死亡率占 90 %
,

而中毒死亡率和火烧死亡率相当
。

而近

几年来
,

由于新的高分子建材和装修材料的大量使用
,

使得火场烟气生成量和毒性更大
,

因火灾烟气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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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死亡率已超过火烧死亡率
。

防排烟工程的设计对建筑消防安全非常重要
。

为了研究和减少火灾烟气对

人的毒性危害
,

有人进行火灾烟气毒性评价和预测技术研究〔’] ;为了防止烟气对火场人员造成大的伤害
,

有

学者对火灾烟气的控制c‘〕和机械排烟的效果进行了研究〔’l。 而实际烟气生成量计算是防排烟工程设计的

理论基础
,

烟气量的正确计算对于以上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

1 问题的提出

很多资料在计算实际烟气生成量时
,

采用下列公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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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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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空气量

,

可燃物刚好完全燃烧所需空气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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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质量可燃物在理论空气量条件下完全燃烧时所生成的烟气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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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空气量 ;

0
.

01 61 是空气中水含量
,

0
.

01 6 1(a 。 一 1 )V0 为剩余空气中所含水蒸汽量
。

并且提出
,

由于可燃物主要成分是 C
,

根据化学反应式
:

C + 0 2 = CO :
(2 )

Zc + 0 : 二 Z Co (3 )

则得出等最的 C
,

在空气中完全燃烧或不完全燃烧
,

生成的气体体积相等的
,

所以无论化学燃烧是否完全
,

都

可以用式 (l) 进行计算
。

笔者认为
,

这个说法欠妥
,

理由如下
:

(l) 式(l) 是建立在理论烟气量计算的基础上的
,

而理论烟气量计算是建立在理论空气量基础上的
。

若空气供给不足
,

vy0 的计算不成立
,

虽然后面的式子 1
.

0 161 (a

一 l )V0 体现出空气供给量的倩况
,

但仅仅

考虑了空气中水蒸汽和游离 N Z
对烟气生成量的影响

,

而没有考虑空气供给不足对理论烟气量 纬计算的影

响 ;

(2) 虽然等量的 C 生成的 CO :
和 CO 体积相等的

,

但是由于消耗的 0 :
量不等

,

剩下的游离 N :
量也不

等
,

为此
,

烟气生成量也不等
。

2 实际烟气生成且计算

2
.

1 a . 七 1 即空气过剩或正好满足完全燃烧时

仍采用式(l) 计算实际烟气生成量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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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简便起见
,

假设实际供给空气量能满足除 c 以外其它元素的燃烧反

应量
,

即可燃物里 S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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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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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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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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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两种结果对比

把按原公式计算得到的烟气量 Vy 减去按现公式计算得到的烟气量 VY
‘ ,

即式(4) 减式(5) 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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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由式(6) 可 以看出
,

在实际空气量不足的情况下
,

即 a 。 < 1 时
,

实际计算的烟气生成量要大于原先式 (l)

的计算结果
。

为此
,

实际烟气生成量的计算应该采用以下公式
:

(l)a . 七 1 时
,

应用式(5) 计算 ;

(2) a 二 <l 时
,

在式 (5) 计算结果的基础上
,

加上 0
.

21 碑(l 一 a .
)V0

。

这样
,

考虑烟气生成量的计算结果较原先的计算结果准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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