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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建筑专业

1.无障碍‖无障碍通用规范要求无障碍通行流

线上的门开启之后的净宽不小于0.9m，对于子母门的

情况无明确要求，是否保证子母门在完全开启之后净

宽不小于0.9m即可？

答：是。在无障碍通行流线上的子母门中，应保

证子母门中的母门（大扇）单扇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

小于900mm（改造或改建项目门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

应小于800mm）。

（1）依据《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GB 55019-2021第2.5.4条第1款：

2.5.4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手动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新建和扩建建筑的门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应

小于900mm，既有建筑改造或改建的门开启后的通

行净宽不应小于800mm;

（2）依 据《公共 建 筑 无 障碍设 计标准》

DB11/1950-2021第3.6.4条第2款：

3.6.4 无障碍通行流线上的手动门和无障碍设施

的手动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2 新建和扩建建筑的门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应

小于 900mm，既有建筑改造或改建的门单扇开启后

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800mm。设置双扇门时应保证

其中一扇门开启后的通行净宽满足上述规定;

（由北京国标筑图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陈凡提供）

常见问题20问20答

2.消防‖建筑标准层，平面形式为一个公共走廊，

走廊两端布置疏散楼梯间，功能房间（主要为办公）布

置在走廊两侧。房间、走廊与楼梯均在同一防火分区，

且满足疏散距离要求。目前考虑在走廊内设置一道管

理门，此管理门将标准层切分为面积一大一小两部分，

其中面积大部分为办公室，面积小部分为机房与卫生

间。想请问此时管理门应朝哪个方向开启？

答：本项目走廊上的管理门可采用双向开启门。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 016 -2014

（2018年版）第6.4.11条第1款的规定，疏散门应向疏

散方向开启。该平面房间、走廊与楼梯间均属于同一

防火分区，在走廊内设置一道管理门，由于两个楼梯

间分设在两侧，此管理门为通向安全出口的疏散门，

开启方向应满足上述条款要求。

（由建研航规北工（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苏阳生提供）

3.城市更新‖地上八层、地下一层（汽车库）的二

类高层办公建筑，疏散楼梯间在核心筒位置，地上八

层全部装修改造时，首层采用扩大防烟前室时，防烟

前室内无法直通室外的房间，其疏散距离（房间疏散

门至安全出口）是否可参照《北京消防指南》）第3.4.3

条的30m？

答：可以在首层采用疏散距离不大于30m的扩

大防烟楼梯间前室进行疏散，扩大前室内房间门到

室外出口疏散距离不超过30m。

（1）依据《北京市既有建筑改造工程消防设计

指南（2023年版）》

3.4.3 楼梯间在首层直通室外确有困难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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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扩大的封闭楼梯间和扩大的前室示意图

首层直通室外的门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30m。在建

筑首层扩大的封闭楼梯间和防烟楼梯间扩大的前

室示意图，如图4-2所示。

（由北京建院京诚建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代晓文提供）

4.城市更新‖首层改造的平面，厨房（160㎡）和

餐厅（330㎡）之间有连通的乙级防火门，且各自有一

个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厨房可否与餐厅算作一个整

体来核算安全出口和疏散距离？

答：本项目厨房已有一个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另

一个安全出口可通过餐厅进行疏散。

内部装修工程无法修改的情况，如不改变使用性

质仅局部装修，可以考虑尊重既有事实情况认可原有

现状。饮食建筑里的厨房，可有一个房间疏散门穿越

其服务的大餐厅疏散；需设两个疏散门的大面积厨

房，应有至少一个疏散门不需穿越餐厅，可直通疏散

走道至楼梯间。 但是无论哪种情况，餐厅均不能通

过厨房进行疏散。

（由北京建院京诚建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代晓文提供）

5.消防‖防烟楼梯间前室，消防电梯合用前室，能

否设置普通电梯？

答：普通电梯不应与消防电梯设置在同一个前

室内，或设置在防烟楼梯间的前室内。

在首层采用疏散距离不大于30m的扩大的封闭楼

梯间或防烟楼梯间前室进行疏散。除火灾荷载较

小的使用功能区域及卫生间、登记室、行李间、商

务室等附设房间外，门厅内不应设置其他使用功能

及房间。

【说明】该条参照公安部消防局 2018 年发布

的《建筑高度大于250米民用建筑防火设计加强性

技术要求（试行）》中第六条的规定，以解决大于4

层建筑特别是超高层建筑核心筒疏散楼梯距门厅

出口较远的问题。如果设置专门走道，往往会影响

门厅的使用效果。门厅大堂中可有少量附设房间，

如果设置防火门会影响日常使用。而大厅中火灾荷

载较大的的行李间等还应设置防火门。

（2）依据《建筑高度大于250米民用建筑防火设

计加强性技术要求（试行）》

第六条  除广播电视发射塔建筑外，建筑高层

主体内的安全疏散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4 疏散楼梯间在首层应设置直通室外的出口。

当确需利用首层门厅（公共大堂）作为扩大前室通

向室外时，疏散距离不应大于30m。

（3）参考倪照鹏《建筑防火设计常见问题释疑》

问题4-18 扩大的封闭楼梯间和扩大的前室在

建筑的首层直通室外的距离有否要求？

答：封闭楼梯间或防烟楼梯间在建筑首层扩

大的封闭楼梯间或扩大的前室，自封闭楼梯间在首

层的出口处或防烟楼梯间在首层的出口处至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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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建筑中受平面局限难以独立设置时，

应按照《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

7.1.13条“设置在消防电梯或疏散楼梯间前室内的

非消防电梯，防火性能不应低于消防电梯的防火性

能”执行。

（由中京同合国际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郑菲提供）

6.城市更新‖针对现在大量建筑改造，虽有《北京

市既有建筑改造工程消防设计指南（2023年版）》，但

依然在既有建筑的首层楼梯间、消防电梯、原剪力墙

上洞口尺寸、消防疏散宽度等问题上存在疑问？

答：《北京市既有建筑改造工程消防设计指南

（2023年版）》已经明确改造设计规范执行原则，如

在第1.0.3条明确了下述原则：

1 鼓励更新，整体提升。倡导城市有机更新，践

行绿色发展理念，防止大拆大建，有效补短板，实现

消防安全性能整体提升。 

2 确保安全，控制成本。坚守不降低既有建筑原

有结构和消防安全水准的底线，合理控制改造费用，

提高项目改造的整体效能，实现改造建筑安全性和

工程经济性的协调统一。 

3 创新方法，统筹兼顾。充分尊重改造建筑的

现状与历史，综合考虑新旧技术标准的差异，通过

采取科学合理的技术措施和加强使用管理等进行

消防性能补偿，实现改造可行性和技术合理性的统

筹协调。

理解上述原则并结合《北京市既有建筑改造工

程消防设计指南（2023年版）》的具体条款应能解

决大部分既有建筑消防设计问题，若确实还有其他

问题，可以报给主管部门和编制组，核实论证补充

完善。

（由中设安泰(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蒋媛  

孙大鹏提供）

房屋建筑——结构专业

7.质量‖高烈度区的学校、幼儿园等八大类既有建

筑抗震加固设计是否一定要根据《建设工程抗震管理

条例》采用减震隔震设计？

答：位于高烈度区的学校、幼儿园等既有建筑抗

震加固时未强制要求必须采用隔震减震技术，如采

用隔震减震技术，应充分论证技术可行性，以保证既

有建筑的抗震性能满足抗震设防目标的要求。

依据的是《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国务院

744号令）第二十一条：位于高烈度设防地区、地震重

点监视防御区的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机构、儿童

福利机构、应急指挥中心、应急避难场所、广播电视

等已经建成的建筑进行抗震加固时，应当经充分论

证后采用隔震减震等技术，保证其抗震性能符合抗

震设防强制性标准。

（由中京同合国际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吴清提供）

8.质量‖养老公寓及配套等建筑是否均需按照重

点设防类建筑进行设计？

答：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对整个结构单元或某一

区段按重点设防类设计，原则如下：

（1）依据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工程抗震研究

所2019年2月22日《关于养老设施建筑抗震设防类

别划分的说明》，《建设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GB50223-2008第3.0.4条，使用功能、规模与示例

类似或相近的建筑，可按该示例划分其抗震设防类

别，采用比照原则，“对于敬老院、福利院、残疾人

的学校等地震时自救能力较弱人群使用建筑，可比

照幼儿园建筑的相关规定划分抗震设防类别”。

按照上述规定和原则，养老设施建筑应比照幼

审图常见问题解析一月一答  总第1期    03

常见问题20问20答



儿园建筑，抗震设防类别应不低于重点设防类（简称

乙类）。

（2）依据《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

JGJ450-2018总则第1.0.2条，养老设施标准适用于新

建、改建和扩建的设计总床位数或老年人总数不少

于20床（人）的老年人照料设施。对于养老社区内的

养老公寓及其配套单体，可参照上述规定确定是否

需要按照重点设防类（乙类）进行设计。

（3）仅部分楼层的使用功能为养老设施的单体

建筑，可按照区段划分抗震设防类别，并遵循下部区

段的类别不低于上部区段的设计原则执行。

（由中设安泰（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张晔

提供）

房屋建筑——给水排水专业

9.消防‖住宅一类高层，一梯两户，设置两支消火

栓，住宅套内的面积较大，消防电梯前室设置的消火

栓有一股水柱能到达，另一支消防栓拉到住宅内最远

的房间，行走距离超过了22.5m了，请问是否可行，或

者能否在室内的自来水管道上设置轻便消防水龙来代

替这股水柱？

答：建筑高度大于54m的住宅消火栓布置应满

足同一平面有2支消防水枪的2股充实水柱同时达到

任何部位的要求。轻便消防水龙不能代替消火栓这

股水柱。

根据《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 50974-2014第7.4.6条规定：室内消火栓的布置应

满足同一平面有2支消防水枪的2股充实水柱同时达

到任何部位的要求，但建筑高度小于或等于24.0m且

体积小于或等于5000m3的多层仓库、建筑高度小于或

等于54m且每单元设置一部疏散楼梯的住宅，以及本

规范表3.5.2中规定可采用1支消防水枪的场所，可采

用1支消防水枪的1股充实水柱到达室内任何部位。

（由中京同合国际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陈广庆提供）

10.地标实施‖北京地标《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

DB11/2076-2022实施后，住宅是否必须中水入户？

答：按规划应配套建设中水设施的新建住宅必

须中水入户冲厕。施工图审查（检查）按规划审批要

求进行。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DB11/2076-2022于

2023年7月1日实施，第6.2.2强制性条文规定新建的

下列建筑应设置中水设施：1 建筑面积20000m2以

上的旅馆、饭店、公寓等；2 建筑面积30000m2以上

的机关、科研单位等建筑、大专院校和大型文化、体

育等建筑；3 按规划应配套建设中水设施的住宅小

区、集中建筑区等。

条文说明中明确：本条列入的应建设中水设施的

建筑，其冲厕、景观、绿化、市政杂用等可用非传统水

源的用水均应采用中水。当有市政再生水接入条件时

优先采用市政再生水。因雨水为季节性水源，具有时

空和水量的不确定性，因此，不应作为常年用水的主要

水源，符合本条款的项目应采用市政再生水或者建筑

中水做为冲厕、景观、绿化、市政杂用等的主要水源。

（由中设安泰（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马敏

提供）

房屋建筑——暖通专业

11.消防‖《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2022实施后，《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年版）、《建

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2017所有强制

条文明确废止，通用规范中部分条款没有明确执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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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数据，设计如何执行？

答：因目前与《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

2022、《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2022对标

的新标准未出台，《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2014（2018年版）、《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GB 51251-2017中与消防《通用规范》仍然保留的条

款，其计算公式、计算标准、参考表格目前仍可适用于

防排烟系统设计；如《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GB 51251-2017第3.2.1条。《通用规范》未保留的强制

性条款，设计时可以参考执行，如《建筑防烟排烟系

统技术标准》GB 51251-2017第4.4.7条对排烟风速的

规定，只是改为非强制性条款。应该强调的是，所有

规范、标准中非强制性条款，是为设计者提供的参考

依据，而不是强条才执行，非强条就不执行，设计时

应结合项目情况合理确定。

（由中京同合国际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沈玫提供）

12.质量‖采用风机盘管、多联机等空调系统且有

可开启外窗时，是否必须设置集中新风系统？

答：建筑利用自然通风能满足人员所需新风量

及卫生要求，可不设集中新风系统。但是，当按建筑

设计总人数计算总新风量大于等于40000m³/h时，应

执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相关要求设

置排风能量热回收装置。

（由建研航规北工（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曾淑平提供）

13.质量‖公共建筑采用中央空调系统，甲方交付

标准只有公区精装，其他区域为毛坯交付。空调形式

为风机盘管+集中新风系统，毛坯交付区域是否可以

仅主管道（风管、水管）甩口不安装末端设备，仅预留

安装条件？

答：首先强调，消防系统必须一次设计到位。第

二，空调、通风系统内容施工图设计深度应满足《建

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6年版）（以下简

称《深度规定》）第4.7章规定，第三，位于竖井内公共

立管、水平管道（风管、水管）涉及《建筑防火通用规

范》GB 55037-2022第6.3.5条、《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GB 55036-2022第11.3.5条防止通过管道蔓延的措施

及需独立核算子系统的冷热计量装置等均应一次设

计到位。第四，各种计算书、管道保温、固定膨胀措

施、管材等等涉及强制性条款内容均是一次设计应该

负责的。具体按照《深度》4.7.10条进行计算书编制、

4.7.5条进行平面图设计。

（由北京建院京诚建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路凤英提供）

房屋建筑——电气专业

14.质量‖按《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

范》GB 55015-2021第5.2.1条，新建建筑应安装太阳

能系统。是否工程内所有建筑屋顶均应设太阳能光伏

发电系统？各屋顶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不应小于屋顶

面积的百分数是多少？

答：依据GB 55015-2021第5.2.1条，新建建筑应

安装太阳能系统。安装太阳能系统为强制性要求，

对于太阳能系统的具体形式，采用太阳能光伏发电

系统时屋面的设置比例，各栋建筑物是否均需设置

以及相互之间可否借用，以上问题由建筑专业按相

关规范标准要求、工程具体情况和当地政府相关规

定确定。

在确定设置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情况下，电

气施工图设计应满足GB 55015-2021第5.2.5条、第

5.2.6条第2款、第5.2.9条的规定，系统设计时还应满

足第5.2.11条、第5.2.12条的相关规定。

（由中设安泰（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陈英选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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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无障碍‖《建筑与市政工 程无障碍通用规

范》GB 55019-2021第3.1.6条，无障碍服务设施内供

使用者操控的照明、设备、设施的开关和调控面板应

易于识别，距地面高度应为0.85m～1.10m。是否所有

无障碍服务设施都应符合此要求，供使用者操控如

何确定？

答：根据GB 55019-2021第3.1.6条条文说明，此条

无障碍设施是指无障碍厕所、无障碍客房和无障碍住

房、居室等。

此条文强调的是无障碍设施的“内部”。所有无

障碍设施内部均应符合此要求，包含墙面上布置的控

制照明、空调、通风等设备设施的开关和调控面板。

求助呼叫装置距地面高度另有规定。

（由建研航规北工（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赵玲  田蓉提供）

房屋建筑——装配式

16.装配式‖装配式执行文件“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京政办发

〔2022〕16号】中所述单体建筑面积是地上建筑面积还是

总建筑面积？

答：执行文件所述建筑面积是地上建筑面积。

（由北京建院京诚建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杨铮

提供）

房屋建筑——绿色建筑

17.绿色建筑‖住宅小区内配套公共建筑，施工图

备案事后检查时是否需要单独进行绿色建筑评价？

答：（1）对于独立的小型配套公共建筑，其面积

不超过1000m2且不超过小区总面积的10%，不需要

单独进行绿色建筑评价（节能设计执行现行国家和

北京市公共建筑节能相关规范与标准即可），但需

提交所在住宅小区或项目的绿色建筑施工图设计集

成表。

（2）与住宅建筑建设在一起的配套用房，不需

要单独进行绿色建筑评价（如住宅下部的底商、物

业用房、社区服务站以及住宅小区的地下车库等）。

但需提交所在住宅小区或项目的绿色建筑施工图设

计集成表。

（3）不符合上述两种情况的配套公共建筑需单

独进行绿色建筑评价。

（由建研航规北工（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王琳提供）

岩土勘察

18.岩土勘察‖场地内仅个别钻孔存在地震轻微

液化，如何进行综合判定？

答：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场地内仅个别钻孔

存在地震轻微液化时，首先应确定有液化的钻孔所

获取的数据是否真实可靠，并评价其影响。当其数

据失真，不具有代表性时可忽略其影响。如确定存

在液化影响时，应综合确定为场地液化或对场地进

行分区（液化区、非液化区），必要时可现场补充钻

探工作。

依据《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 0 21-2 0 01

（2009版）第5.7.10条：

凡判别为可液化的场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的规定确定其液化指数

和液化等级。

勘察报告除应阐明可液化的土层、各钻孔的液

化指数外，尚应根据各孔液化指数综合确定场地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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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级。

（由北京博凯君安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谢剑峰  

廉得瑞提供）

市政——电气专业

19.市政‖电力电缆隧道应急及疏散照明可以采

用AC220V电源+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供电吗？

答：不可以，电力电缆隧道应急及疏散照明的配

电线路上不能采用AC220V电源+剩余电流动作保护

器，应采用36V、24V等安全特低电压，宜采用24V安

全特低电压。

依据（1）《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GB55024-

2022（2022-10-01实施）中第4.5.4条明确：疏散照明和

疏散指示标志灯安装高度在2.5m及以下时，应采用安

全特低电压供电。大部分电力电缆隧道净空为2.1～

2.2m，电力电缆隧道的应急和疏散照明灯具一般安装

在2.1～2.2m及以下，供电采用AC 220V，不符合规范要

求，应采用36V、24V等安全特低电压。

（2）《发电厂和变电站照明设计技术规定》DL/

T5390-2014中第8.1.3条明确：下列场所应采用24V及以下

低压照明：3 电缆隧道照明电压宜采用24V。所以电力

电缆隧道应急及疏散照明宜采用24V安全特低电压。

（3）《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51309-2018第3.3.2条规定：应急照明配电箱或集中

电源的输入及输出回路中不应装设剩余电流动作保

护器。条文说明中也明确了：1）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下，

为了保障系统发挥应有的消防功能，即使系统线路出

现了对地短路故障，系统也应保持应有的应急工作状

态；2）消防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系统属于建筑消防

系统范畴，系统供配电线路的选型和施工要求均严于

其他非消防用电设备，系统供配电线路出现对地短路

故障的概率较低。

（4）《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2023-

06-01实施）中第10.1.7条明确：消防配电线路的设计

和敷设，应满足在建筑的设计火灾延续时间内为消防

用电设备连续供电的需要。消防配电线路上设置剩余

电流动作保护器，无法满足其在建筑的设计火灾延

续时间内为消防用电设备连续供电的需要。

（由北京中询国际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吕金波

提供）

轨道交通——建筑专业

20.消防‖轨道交通地下车站站厅、出入口通道与

商业等非地铁功能场所之间的连通口应采取何种防火

分隔措施？

答：地下车站站厅公共区与商业等非地铁空间

的连通口执行《地铁设计防火标准》GB51298-2018第

4.1.6条的要求，宜采用下沉广场或连接通道等方式连

通，不应直接连通。下沉广场的宽度不应小于13m，连

接通道的长度不应小于10m、宽度不应大于8m，连接

通道内应设置2道分别由地铁和商业等非地铁功能的

场所控制且耐火极限均不低于3.00h 的防火卷帘，注

意防火卷帘应设置在10m长通道的两端。

车站出入口在火灾情况时做为站厅公共区的安

全出口使用，相当于建筑内的疏散楼梯，出入口通道

与非地铁功能场所的连通口不得采用防火卷帘分隔，

应参照执行《站城一体化工程消防安全技术标准》

DB11/1889-2021第4.2.10条的要求，即地铁车站的出入口

通道不宜与集中商业等城市其他功能设施直接连通，

确需连通处，应设置防火隔间或下沉广场。注意防火

隔间及下沉广场的设置应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年版）第6.4.13、6.4.12条的要求。

（由北京城建信捷轨道交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曲淑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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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的多层建筑

3.问题解析

图1中画红圈处门均为普通门，未采用乙级防火门。

4.改进措施

歌舞娱乐场所的房间、楼梯间应进行防火分隔，房

间疏散门及封闭楼梯间的门采用乙级防火门。

（由建研航规北工（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周芸提供）

10个典型问题案例剖析

歌舞娱乐场所检查高频问题的案例

1.问题描述

案例为位于某多层公共建筑二层的KTV

项目，设计图纸中各包间疏散门未设置乙级防

火门，疏散楼梯应为封闭楼梯间未设置乙级

防火门，不符合消防相关规范要求。

2.相关标准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第

6.4.3条、7.4.5条规定

6.4.3 除建筑直通室外和屋面的门可采

用普通门外，其余门的耐火性能不应低于乙

级防火门的要求，且其中建筑高度大于100m

的建筑相应部位的门应为甲级防火门。

1 甲、乙类厂房，多层丙类厂房，人员密

集的公共建筑和其他高层工业与民用建筑中

封闭楼梯间的门

6 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中的房间疏

散门

7.4.5 下列公共建筑中与敞开式外廊不直

接连通的室内疏散楼梯均应为封闭楼梯间：

图1 建筑平面图（局部）

房屋建筑‖城市更新‖建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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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四层平面图（局部）

 图3 规划许可证附图（局部）

图2 墙身4/6/10（局部）

某科研楼规划监督专项问题解析

2.相关标准

《北京市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事后检查要点

（试行）》（下册）

七、规划监督专项检查要点

3.问题解析

该科研楼室内外高差0.30m，四层平面图、

墙身详图上女儿墙顶点的建筑标高为18.60m

（立面图、剖面未标注该部分女儿墙顶点标

高），根据《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

2019第4.5.2-2条“平屋顶建筑高度应按建筑物

主入口场地室外设计地面至建筑女儿墙顶点的

高度计算”；本项目局部三层实际建筑高度应为

18.90m，比《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批复建

筑高度18.40m高出0.50m。不符合《北京市房屋

建筑工程施工图事后检查要点（试行）》第七章

1.问题描述

四层平面图、墙身详图（墙身4/6/10），见图1、

2：北侧三层实际建筑高度18.90m（从室外地坪算

至结构女儿墙顶面），比《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

图（见图3）批复建筑高度18.40m高出0.50m。

房屋建筑‖规划监督‖建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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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剖面图

某特别不规则高层建筑未进行
专项研究和论证

1.问题描述

某高层建筑，底部三层为钢筋混凝土框架-

剪力墙，顶部两层为钢结构，采用钢桁架支承上

部门式刚架钢结构，属于2种结构类型；且存在

凹凸不规则、楼板不连续、扭转不规则、桁架转

换、顶部收进大于25%、穿层柱等不规则项；应

进行专门研究和论证，违反《建筑与市政工程抗

震通用规范》GB55002-2021第5.1.1条“特别不规

则的建筑应进行专门研究和论证”。见图1剖面

图、图2平面图。

2.相关标准

《建 筑 与 市 政 工 程 抗 震 通 用 规 范 》

GB55002-2021

第5.1.1条  建筑设计应根据抗震概念设计

的要求明确建筑形体的规则性。不规则的建筑

应按规定采取加强措施；特别不规则的建筑

应进行专门的研究和论证，采用特别的加强措

施；不应采用严重不规则的建筑方案。 图2 平面图（部分楼层）

房屋建筑‖质量‖结构专业

规划监督专项第7.2.4条的规定。

4.改进措施

在规划许可证申报阶段，总平面布置图、平

面图、立面图等相关图纸设计深度应达到《建筑

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6年版）的规

定，方可申报。在施工图设计阶段，设计图纸必须与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含附件及设计总平面图）完全一致，不应擅自修

改规划许可证批复内容。

（由中京同合国际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杜

馨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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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题解析

本工程为特别不规则的高层建筑工程，按照《超

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11

号）的要求应进行超限高层抗震设防专项审查，采取有

效的抗震措施，确保超限高层达到规范规定的抗震设

防目标。

施工图数字化监管平台报审时，需上传《初步设计

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意见》，作为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

依据。超限高层应严格按照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意见进

行设计，未执行专项审查意见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不能通过。

本项目备案资料未上传相关论证报告，计算书和

施工图也无相关抗震性能化设计内容，违反《建筑与

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55002-2021第5.1.1条，

根据《北京市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事后检查要点（试

行）》判定违反质量B类强条。

4.改进措施

（1）形体规则性判断是结构设计的重要

部分，不规则建筑应采取加强措施，特别不

规则结构应进行专项论证和研究。

（2）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建设应当在初

步设计阶段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专

项审查申请，并提交超限高层建筑抗震设防可

行性研究报告。超限审查相关要求见《超限高

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技术要点》。

（3）超限高层施工图设计应严格执行抗

震设防专项审查意见，施工图备案时应上传

《初步设计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意见》，施工图

审查机构检查是否落实执行了抗震设防专项

审查意见。

（由中京同合国际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

司——冯晓敏提供）

房屋建筑‖质量‖结构专业

某项目整体计算中未考虑温度作用效应及
活荷载不利布置

2.相关标准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55008-2021

第4.1.1条第2款 当温度变化对结构性能影响

不能忽略时，应计算温度作用及作用效应。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2015年版）

1.问题描述

某项目为架空平台，无围护结构，结构类别为现浇

混凝土框架，平面长度为179.1m，未设置伸缩缝，且未

考虑温度作用。该项目楼面活荷载为15~45kN/m²，计

算时未考虑活荷载的不利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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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某项目结构平面图

表8.1.1 钢筋混凝土结构伸缩缝最大间距（m）

GB50010-2010第8.1.1条 钢筋混凝土结构伸缩缝的最大间

距可按表8.1.1确定。 

《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55001-2021第3.1.5条 结构

设计时选定的设计状况，应涵盖正常施工和使用过程中的

各种不利情况。各种设计状况均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设计，持久设计状况尚应进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

3.问题解析

本 项 目 结 构 平 面 长 度 为 规

范 中 伸 缩 缝 最 大 间 距 的 5 . 1 倍

（=179.1/35），温度作用影响较大，计

算中应考虑温度作用效应。

本项目楼面活荷载很大，活荷载

的不利布置对构件内力与配筋影响

较大，计算中如不考虑活荷载的不利

布置，则无法“涵盖正常施工和使用

过程中的各种不利情况”。

4.改进措施

（1）按照规范相关规定，在整体

计算中考虑温度作用，并从设计和施

工两方面入手，采取有效的综合措

施，避免发生裂缝保证结构安全。

（2）在整体计算中考虑活荷载不

利布置。

（由中设安泰（北京）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逯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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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间排水横支管穿越客房上方问题解析

1.问题描述

三层卫生间洗手盆及地漏、泡池的排水横支管穿

越了二层客房上方。（见图1～4）

2.相关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55020-2021

第4.3.6条第1款“排水管不得穿越卧室、客

房、病房和宿舍等人员居住的房间”。

3.问题解析

本项目三层卫生间洗手盆排水区域未

降板，淋浴、坐便、泡池区域考虑了降板，但

图1 图2

房屋建筑‖质量‖给排水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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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了降板高度（泡池降板550mm仅为泡池深度，未

考虑同层排水管道敷设高度）和排水管方向（降板多

的排水支管排向降板少的方向），导致泡池、洗手盆排

水支管敷设在板下，穿越了二层客房上方。（见图5）

4.改进措施

将三层卫生间改为同层排水。（见图6）

图3 图4

图5

图6

（由北京建院京诚建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林丽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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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绿色建筑‖给排水专业

某新建民用建筑未明确采用
构造内自带水封便器的问题解析

1.问题描述

某新建民用建筑的施工图设计文件中未明确使用构

造内自带水封的便器，卫生间排水轴测图中蹲便器、小便

器下设存水弯，存在排水管段重复设置水封的可能性。（见

图1～2）

2.相关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11/T825-2021控制项第5.1.3

条第3款“应使用构造内自带水封的便器，且其水封深度不

应小于50mm”。

《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55020-2021第

4.2.2条“卫生器具排水管段上不得重复设置水封”。

3.问题解析

本工程应执行《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 T50378 -

2019，必须采用构造内自带水封的便器。在此标准实施

前，蹲便器、小便器一般多选用不自带水封的器具，卫生间

排水轴测图中需绘制存水弯。对于执行《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GB/T50378-2019的项目，应明确采用构造内自带水封

的便器，且卫生轴测图中不应重复表达存水弯。

4.改进措施

对于有绿色建筑评价要求的项目，卫生间排水轴测图

中应取消蹲便器、小便器存水弯，并在详图或图例中正确

表达构造内自带水封的大便器、小便器。

（由中设安泰（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葛新提供）

图1 卫生间排水平面图

图2 卫生间排水管道轴测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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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质量‖暖通专业

某项目未进行集中
供热室外管网水力平衡计算

1.问题描述

未提供集中供热室外管网（车库内从热力站到各楼栋热力入

口供热管线）水力平衡计算书且平面图、系统图均未标注各楼栋

热力入口处资用压力。（见图1～4）

图1 某项目地下车库供热总管平面（局部） 图2 某项目室外供热总管平面（局部）

图3 某项目各楼热力入口（局部） 图4 某项目供热系统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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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标准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55015-2021 

3.2.20 集中供热(冷) 的室外管网应进行水力

平衡计算，且应在热力站和建筑物热力入口处设

置水力平衡或流量调节装置。

《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

6.0.1 集中供热工程设计必须进行室外供热管

网的水力平衡计算。 

3.问题解析

（1）室外管网：自供热热源或热力站出口起，

至建筑物供热管道入口止的供热系统，简称室外

系统或室外管网。（《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

DB11/1066-2014第2.0.15）

（2）室外管网水力平衡计算的重要性

1）《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55015-2021第3.2.20条文说明：

供热系统水力不平衡的现象目前依然很严

重，而水力不平衡是造成供热能耗较高的主要原

因之一，同时，水力平衡又是保证其他节能措施能

够可靠实施的前提，因此对系统节能而言首先应

做到水力平衡，而且必须强制要求系统达到水力

平衡。

2）《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 6 6 -

2014第6.0.1 强制性条文说明

近年来的供热运行实践验证，供热系统能耗

浪费主要原因还是水力失调。水力平衡是供热量

总体调节、室温调控等供热系统节能技术实施的

基础。水力平衡首先应通过设计手段达到，应合理

划分和均匀布置环路，调整管径，严格进行计算。

室外供热管网的水力平衡还是室内供暖系

统水力平衡的前提，因此将室外供热管网

水力平衡计算定为强条。在既有建筑供热计

量改造设计时，应进行室外供热管网的水力

平衡校核计算。

（3）本项目未提供集中供热室外管网

（车库内从热力站到各楼栋热力入口供热管

线）水力平衡计算书且平面图、系统图均未

标注各楼栋热力入口处资用压力。根据《北

京市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事后检查要点（试

行）》—暖通专业检查要点——4.27：未进行

集中供热室外管网水力平衡计算，违反《供

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DB11/1066-2014第

6.0.1条要求。

4.改进措施

（1）提供供热室外管网水力平衡计算。

并且在最不利环路合理设计的基础上，室外

管网所有其它并联环路管道的设计，均应通

过调整管径和进行计算，力求达到管网水力

平衡(即平衡率达到15%)。

（2）对于通过计算不能达到环路压力损

失差小于15%要求的，为了避免水力不平衡，

应在低损失环路设置静态水力平衡阀。

（3）平面图、系统图标注各楼栋热力入

口处资用压力。并根据室外管网在建筑热力

入口的计算资用压差，对应室内系统的压力

损失，确定入口调节装置(平衡阀、流量控制

阀或压差控制阀)的规格。

（由北京建院京诚建标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胡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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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人防‖电气专业

某项目人防配电箱EPS的连续供电时间
小于战时隔绝防护时间的规定

1.问题描述

某人防工程为二等人员掩蔽工程，人

防配电箱战时EPS的连续供电时间不小于

2小时，违反了《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

计规范》DB11/994-2021第7.2.6条的规定。

（见图1）

2.相关标准

《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

DB11/994-2021

7.2.6 人防工程内部电源应采用柴油

发电机组或蓄电池组。蓄电池组的连续

供电时间不应小于战时隔绝防护时间。

5.2.4 人防工程战时隔绝防护时间，

以及隔绝防护时室内C O 2容许体积浓

度、O2体积浓度应符合表5.2.4的规定。 

3.问题解析

该人防工程为二等人员掩蔽工程，

战时隔绝防护时间应≥3h，人防内部未设

柴油发电机组。

本项目战时安装EPS连续供电时间

不小于2小时，不满足二等人员掩蔽工程

图1 原设计人防配电系统图及系统图局部放大图

人防工程用途
隔绝防护
时间(h)

C O 2容许体
积浓度(%)

O2体积浓度
(%)

医疗救护工程、防空专业队队员掩蔽
工程、一等人员掩蔽工程、食品站、

生产车间、区域供水站
≥6 ≤2.0 ≥18.5

二等人员掩蔽工程、电站控制室 ≥3 ≤2.5 ≥18.0

物资库等其他配套工程 ≥2 ≤3.0 —

表5.2.4 战时隔绝防护时间及 CO2容许体积浓度、O2体积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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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隔绝防护时间要求，违反了北

京市地方标准《平战结合人民防空

工程设计规范》DB11/994-2021第

7.2.6条的规定。

4.改进措施

应按《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

设计规范》DB11/994-2021第7.2.6条

要求选取战时EPS，其连续供电时

间应≥3h。整改后图纸见图2。

（由北京建院京诚建标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孔冬冬提供）

图2 整改后配电系统图及系统图局部放大图

岩土勘察

某项目液化判别计算问题案例剖析

勘察报告给出的液化判别计算表如下（见

表1）：

存在问题：

（1）计算钻孔选择

剖面图中可知部分钻孔标贯击数较小，综

合统计表显示②层标贯击数最小 7 击，未明示

1.问题描述

某地下停车库项目地上1层地下2层，筏板基础，

基底埋深约11.3m。地层为①人工填土，厚度1~3m；

其下为新近沉积层②黏质粉土、②1砂质粉土（局部分

布），平均厚度约3.7m；钻孔深度6~7m以下为一般第

四纪沉积的③卵石、④粉质黏土、⑤卵石、⑥粉质黏土

及⑦卵石、⑧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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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磷酸钠作分散剂测定，采用其他方法时应按有关规

定换算。

3 浅埋天然地基的建筑，当上覆非液化土层厚度

和地下水位深度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不考虑液化

影响：

du>d0+db-2                     (4.3.3-1)

dw>d0+db-3                    (4.3.3-2)

du+dw>1.5d0+2db-4.5      (4.3.3-3)

式中：dw——地下水位深度（m），宜按设计基准

期内年平均最高水位采用，也可按近期内年最高水位

采用；

du——上覆盖非液化土层厚度（m），计算时宜将

淤泥和淤泥质土层扣除；

d b——基础埋置深度（m），不超过2m时应采用

2m；

d0——液化土特征深度（m），可按表4.3.3采用。

4.3.4 当饱和砂土、粉土的初步判别认为需进一步

进行液化判别时，应采用标准贯入试验判别法判别地

面下 20m范围内土的液化；但对本规范第4.2.1条规定

判别过程。未统计②1  层砂质粉土标贯数

据，并对该层进行判别。 

（2）黏粒含量取值

未根据标贯点位置处土样的黏粒含量

试验结果取值。

（3）判别过程

未体现先初判再详判的过程，初判不液

化时（如 BS1 孔），不应再进行详判。

2.相关标准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2021

3.2.2 对抗震设防烈度不低于7度的建

筑与市政工程，当地面下20m范围内存在饱

和砂土和饱和粉土时，应进行液化判别;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

（2016 年版） 

4.3.3 饱和的砂土或粉土(不含黄土)，

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初步判别为不液

化或可不考虑液化影响：

1 地质年代为第四纪晚更新世(Q3)及

其以前时，7、8度时可判为不液化。

2 粉土的黏粒(粒径小于0.005mm的颗

粒)含量百分率，7度、8度和9度分别不小于

10、13和16时，可判为不液化土。

注：用于液化判别的黏粒含量系采用六

饱和土类别 7度 8度 9度

粉土 6 7 8

砂土 7 8 9

表4.3.3 液化土特征深度（m）

注：当区域的地下水位处于变动状态时，应按不利的情况考虑。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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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进行天然地基及基础的抗震承载力验算的各

类建筑，可只判别地面下15m范围内土的液化。当

饱和土标准贯入锤击数(未经杆长修正)小于或等

于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临界值时，应判为液

化土。当有成熟经验时，尚可采用其他判别方法。

在地面下20m深度范围内，液化判别标准贯

入锤击数临界值可按下式计算：

(4.3.4)

式中：N c r——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临

界值；

N0——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基准值，可

按表 4.3.4 采用；

ds——饱和土标准贯入点深度(m)；

dw——地下水位（m）；

ρc——黏粒含量百分率，当小于 3 或为砂土

时，应采用3；

β——调整系数，设计地震第一组取0.80，第

二组取0.95，第三组取1.05。

3.问题解析
（1）计算钻孔选择

根据该项目地层条件，可能液化的饱和粉

土、砂土层为②黏质粉土、②1砂质粉土。

勘察工作共布置69个勘探孔，其中在37

个钻孔中进行了89次标准贯入试验。液

化判别一般应对可能液化地层的所有

数据进行计算（初判、详判）。报告所附

计算表仅显示部分钻孔计算结果时，应

注意代表性，并计算击数较小或相对不

利条件的点，且应体现各土层的计算结

果。主要土层至少应有6个数据（见抗震

通规条文说明3.2.2实施与检查控制（1）

2））。 

（2）黏粒含量取值

黏粒含量应与标贯数据一一对应，根

据该标贯点位置处土样的试验结果取值。

（3）判别过程

液化判别应按照抗震规范第4.3.3条

先进行初判。当初判认定为不液化时，不

再用标准贯入法判别（见抗震规范第4.3.4

条、抗震通规条文说明3.2.2实施与检查控

制（1）1））。

4.改进措施

（1）重新整理液化判别计算表，包

含代表性点及不利点，体现②1层判别

结果。

（2）按试验结果修正黏粒含量数值。

（3）黏粒含量大于13的点，初判为不

液化，不再用标准贯入法进行详判。

（由中勘三佳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

司——毛尚之提供）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g） 0.10 0.15 0.20 0.30 0.40

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
基准值

7 10 12 16 19

表4.3.4 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基准值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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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

雨水重力流管道设计流速小于最小设计流速

2.相关标准

《城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GB55027-2022

3.3.6 重力流雨水管渠的设计最小流速应满足自

清要求。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2021

5.2.7 排水管渠的最小设计流速应符合下列规定：

2 雨水管道和合流管道在满流时应为0.75m/s；

3.问题解析

市政重力流雨水管渠的最小设计流速应满足《城

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GB55027-2022及《室外排水设

计标准》GB50014-2021中相关条款的要求。《城乡排

水工程项目规范》GB55027-2022第3.3.6条中，对重

力流雨水管渠的设计最小流速没有具体数值的规定，

该数值可参考《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2021第

5.2.7-2条，“雨水管道在满流时的最小设计流速应为

0.75m/s”确定。

该段重力流雨水管渠设计流速 0 . 6 4 m / s小于

0.75m/s，不符合《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2021

第5.2.7-2条的要求。

4.改进措施

调整管道敷设坡度，重新核算该段雨水管渠的设

计水力元素，使设计流速满足规范的相关规定。

（由北京建院京诚建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解放

提供）

1.问题描述

某市政项目雨水管道纵断图中，重力流

雨水管道设计流速0.64m/s。（见图1）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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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本工程为小区配套幼儿园，建筑面积3173.54平方米，地

上3层，建筑高度13m，无地下室，耐火等级二级，为多层公共

建筑。属于特殊建设工程情形（五），案例分析涉及审查范围

为消防设计审查后的备案检查。绿色建筑星级标准达到三星；

实施超低能耗建筑。

2.设计亮点

《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 第3.6.4

条第2款。

新建和扩建建筑的门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900mm，既有建筑改造或改建的门单扇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

应小于800mm。设置双扇门时应保证其中一扇门开启后的通

行净宽满足上述规定。

3.设计点评
（1）《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 第3.6.4

条第2款高频违规问题分析

根据对于辅具发展的调研，轮椅车种类越来越多，有些轮

椅车的宽度比较大，对于新建或扩建的建筑，门开启后的通行

净宽要求为 900mm。双扇门应保证只开启一扇门时，乘轮椅者

能够通过，否则需同时开启两扇门会给他们的通行造成困难。

《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 第3.6.4条

第2款为近期事后抽查中高频出错问题，违规行为属于“地

标实施”未达到承诺。出现问题的原因：一是该条为北京市

地标，部分设计院不熟悉此条款，设计时易忽略；二是设计

图纸表达不清，在无障碍通行流线上的门，特别是双扇门的

门型号选择、详图中容易出错。

符合该条款的设计应当注意，对于双扇平开门要控制单

扇门净宽，至少其中一扇满足。设计人建立起全面的建筑无障

碍流线概念后，该高频问题可以减少和避免。

（2）优秀案例设计分析（图1、2）

设计院对无障碍设计执行规范条款到位，在

满足规范要求基础上，图纸表达清晰明确，无障

碍流线上的门均加文字标注，明确单扇门净宽。

设计亮点1：单扇门净宽设计准确、标示精

准、符合规范。

设计亮点2：除单扇门净宽外，其他无障碍相

关设计如：无障碍通行流线、流线上的无障碍设

施和构造（无障碍坡道、栏杆、台阶、门斗、候梯

厅）等，均设计精确到位、表达清晰明确。

（点评人：北京国标筑图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

司  陶怡臻）

幼儿园无障碍出入口设计优秀案例

图1

图2

设 计 单 位  北京市住宅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陈雨
专业负责人  王强 杨春时

无障碍 R E V I E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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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本项目建设用地面积约 6 8 4 7 3 m 2，总建筑面积

20 9 03m 2，地上总建筑面积8235m 2，地下总建筑面积

12668m2，建筑高度：地上12m。建筑层数：地上2层，地下

3层。本项目地上主要功能大厅、门厅、科研实验展厅、演

示厅、科研办公等，地下主要功能包括新型电力系统研发

中心、电力能源安全重点研发中心、仿真研发中心、机动车

库、人防工程、设备用房、丙二类库房等。项目承诺按照《绿

色建筑评价标准》(DB11/T 825-2021)进行设计、建造。

2.设计亮点（见图1～4）

某新建民用建筑采用构造内自带水封便器及
卫生间排水轴测图便器表达优秀做法案例

图2 卫生间大样图

图3 卫生间排水管道轴测图

3.设计点评

卫生间详图中清楚地表达了蹲便

器、小便器选型，排水轴测图中水封设置

与说明一致，避免了卫生器具排水管段

上重复设置水封的问题。即符合《绿色

建筑评价标准》DB11/T825-2021控制项

第5.1.3条第3款的规定，又符合《建筑给

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55020-2021

第4.2.2条“卫生器具排水管段上不得重

复设置水封”的规定。

（点评人：中设安泰（北京）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  葛新）

图1 绿建专篇（局部）

图4 卫生间详图中的说明（局部）

绿色建筑 R E V I E W

设 计 单 位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于东治
专业负责人  邓徳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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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某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

安置房工程住宅楼，总建筑面积

8627m2，地上15层，地下2层，建筑

高度43.25米。

2.设计亮点

机械加压送风系统设计说明

完整，风管、风口尺寸、管道标高、

设计风量标注清晰，测压装置及风

压调节措施完备。明确了机械加压

送风系统微压差开关安装位置要

求，提供了压差开关安装示意图。

（见图1～5）

3.设计点评

《 消 防 设 施 通 用 规 范 》

GB55036-2022第11.2.5条规定，

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送风量应满

足不同部位的余压值要求，前室、

合用前室压差应为25Pa~30Pa；

防烟楼梯间与疏散走道之间压差

40Pa~50Pa。《建筑防烟排烟系统

技术标准》GB51251-2017第5.1.4

条要求，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宜设有

测压装置及风压调节措施。测压

某项目加压送风系统压差控制节点设计案例

图1 设计说明（局部）

图2 防烟楼梯间、合用前室加压送风平面图（局部）

消 防 R E V I E W

设 计 单 位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周洪
专业负责人  刘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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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的设置，可以保证机械加压

送风系统可靠运行。

本设计图纸给出详细的加压

送风系统控制要求，平面图、系统

图、大样图清晰，便于施工安装、

调试，执行强制性条文落实到位。

很多设计图纸只是照抄规范条

文，缺少必要的实施措施，系统没

有调节手段，调试时或者火灾时

难以保证楼梯间、前室之间压力

梯度。建议设计师重视，以上内

容可供参考，也可以采用更好的

其他控制方式。

（点评人：中京同合国际工程咨

询（北京）有限公司  刘爽）

图4 加压送风系统图（局部）

图5 微压差开关安装示意图（局部）图3 机房层加压送风平面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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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本工程为单身宿舍、倒班宿舍，地上建筑

共三栋楼，地下为车库，建筑面积66865.33平方

米，地上8/9层，地下2层，建筑高度30.0/32.0m，

耐火等级一级，为二类高层民用公共建筑。本

工程地下一层设置燃气表间和燃气锅炉房。

2.设计亮点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 B5 0 016 -2 014

（2018年版）

9.3.9 排除有燃烧或爆炸危险气体、蒸气

和粉尘的排风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排风系统应设置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 

3.设计点评
（1）《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2018年版）第9.3.9条第1款设计要求

在含可燃气体、蒸气和粉尘的场所，如燃气

表间、燃气锅炉房、地下燃气厨房等，为防止形

成爆炸危险性条件，需要设置事故排风系统。排

风系统的管道、设备等通过采取导除静电接地

等防护措施，可以减少因静电引发爆炸的可能

性。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9.3.9条第1款中对此提出设计要求。

本条规范内容在《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55037-2022中为第9.3.9条第1款，从2023年

6月1日开始实施。

（2）典型优秀做法分析（见图1～2）

本项目设计对该条规范条款执行非常到位，在

满足规范要求基础上，图纸表达清晰明确，不仅在

说明中有要求，平面图中也有清晰的表达。

设计亮点：说明中有设置场所的要求，并有具

体做法和规格材质要求；平面图中完整表达了室内

均压环以及和事故通风管道的连接，并有文字注

明，设计精确到位、表达清晰明确。

（点评人：北京国标筑图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

司  张蔚红）

关于事故排风系统导除静电的
接地装置的设计优秀做法

图1 电气设计说明（局部）

图2 接地平面（局部）

消 防 R E V I E W

设 计 单 位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段昌莉
专业负责人  杨明柯 权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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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某 地 铁 工程，为 线 性 工程，本区

间全长约1 5 0 5 . 9 4 m，区间结构顶板埋

深约为10 . 9 0 ~ 2 3 . 4 0 m，结构顶板标高

约为 -3 . 3 9 m ~ 9.15 m，结构底板埋深约

为16 . 9 0 ~ 2 9 . 4 0 m，结构底板标高约为

-9.39~3.15m，拟采用盾构法施工，单洞直径约

6.0m。

拟建区间下穿现状减运沟，减运沟全长

4503m，宽度约20m，现状常年有水。

2.设计亮点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 B 5 0 0 2 1 -

2001(2009年版）第4章、《市政工程勘察规

范》CJJ 56-2012第4章~第10章、《城市轨道

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第

3、5、6、7、10等章节均对于前期资料的搜

集提出了相关要求。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 50307-2012涉及前期资料搜集及不良

地质作用、地震地质条件的条款内容，主要包括第

3.0.4条、第7.2.3条、第11.1.3条。

该工程在满足规范要求的前提下，结合工程特点，

有针对性地搜集了拟建场区的不良地质作用和地震地

质资料。累计地面沉降综合分析图（图1）、地震时北京

地区喷水冒砂点图（图2）是同类勘察成果中很少呈现

的内容，为本勘察项目中的亮点。对地铁线性工程的勘

察评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1）不良地质作用

拟建场地位于北京东部地面沉降区内，随着北京

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和工业用水的与日俱增，上世纪

90年代通州沉降区逐渐形成，目前地面沉降仍处于快

速发展时期，沉降量和沉降区的范围均在不断增大，对

工程建设将产生不利影响。勘察设计单位通过前期资

料的充分搜集整理，对该地区沉降形成的原因、发展进

程、沉降速率、累计沉降量等不良地质信息进行了详实

的阐述和论证。

（2）地震地质条件

拟建场区位于液化区内，历史及勘察时水位较高，

地层主要为粉土、砂土层，具有地震液化的形成条件，

不良地质作用及地震资料的
搜集对工程的价值体现

岩土勘察 R E V I E W

设 计 单 位  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负责人  孙常青
专业负责人  张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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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工程建设将产生不利影响。工程前期，

勘察单位对该地区的地震、地质、水文资料

等进行了充分的搜集，报告中对拟建场地地

震历史、历史上地震对该区域的影响，地下

水位的历史变动情况、场区地层地质条件等

资料进行了具体、详细的论述。

3.设计点评

岩土工程专业是一门经验与实际、理论与实

践密切结合的专业，勘察工作的强地域性、区域

性，决定了搜集资料的局限性和针对性，应结合

拟建工程性质、场地位置进行有目的的搜集、整

理、分析，而非泛泛的罗列。

前期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对方案策划、

工程实施、设计方案的评价均具有一定的参考作

用。很多报告中存在资料简单罗列、笼统叙述的现

象，不考虑所搜集资料与项目是否有关联、关联性

大小，甚至存在与拟建工程无关的现象。

该项目拟建场地位于地面沉降区和液化区

内，前期资料的搜集、分析将为工程的策划、实

施、评价提供充分的参考依据。勘察单位结合本工

程的性质和工程场地所处的位置，对不良地质条

件的资料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充分的搜集，在报告

中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既有相关数据的支持、又有

附图（图1、图2）的直观呈现。通过前期资料整理、

分析，对勘察工作量进行有目的的布设，在现场和

后期的室内外测试、试验等工作中，对前期搜集的

资料又进行了验证和校核。整个章节文字详实、逻

辑清晰、呈现形式简单明了。

勘察单位对于不良地质作用资料的搜集工作

做得精准、有效，对前期的策划、过程的实施、后

期的评价以及后期主体设计单位的设计工作都具

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其搜集资料的种

类、详实程度、时效性等在同类勘察报告中是少见

的，对于其它项目来说，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点评人：北京博凯君安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  丁作良  廉得瑞）

图1 北京市平原区累计地面沉降综合分析图 

图2 唐山地震时北京地区喷水冒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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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楼梯间作为建筑安全疏散和垂直交通的主要空间，是

消防设计和审图的重点，实际工程中，一些规模小、层数低的建

筑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很多疏散楼梯间到达首层后不能直通室

外，造成违反消防设计强制条款的情况。本文就楼梯间在首层

穿越商业营业厅、休息厅等功能区疏散，与周围空间分隔不到位

这两个高频问题，结合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规范内容：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第6.4.4条

第2款、第3款:

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地下或半地下建筑（室）

的疏散楼梯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2 应在首层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与其他部位

分隔并应直通室外，确需在隔墙上开门时，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3 建筑的地下或半地下部分与地上部分不应共用楼梯

间，确需共用楼梯间时，应在首层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

的防火隔墙和乙级防火门将地下或半地下部分与地上部分

的连通部位完全分隔，并应设置明显的标志。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版）第5.5.17

条第2款：

公共建筑的安全疏散距离应符合下列规定：

楼梯间应在首层直通室外，确有困难时，可在首层采用扩

大的封闭楼梯间或防烟楼梯间前室。当层数不超过4层且未采

用扩大的封闭楼梯间或防烟楼梯间前室时，可将直通室外的

门设置在离楼梯间不大于15m处。（条文说明：当楼层数不大

于4层时，楼梯间到达首层后可通过15m的疏散走道到达直通

室外的安全出口）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版）第6.4.2条第

4款:

楼梯间的首层可将走道和门

厅等包括在楼梯间内形成扩大的

封闭楼梯间，但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等与其他走道和房间分隔。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 B 

55037—2022第7.1.10条第3款:

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

外，建筑的地下或半地下室…应符

合下列规定：

地下楼层的疏散楼梯间与地

上楼层的疏散楼梯间，应在直通室

外地面的楼层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且无开口的防火隔墙分隔。

上述《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版）明确，建筑

地上超过4层或设有地下室的建筑，

其疏散楼梯都应在首层直通室外，

或通过扩大的封闭楼梯间、防烟楼

梯间的扩大前室直通室外；地上不

超过4层的建筑，楼梯间可通过不大

于15米的疏散走道通向室外。《建

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进

一步明确了地上地下楼梯间作为各

自独立的疏散系统，应分别直通室

外及完全分隔的要求。

常见问题一：穿过有可燃物的

功能区通往室外：

案例分析（图1）：地上二层的

既有商业建筑，本次整体装修改造

为超市，封闭楼梯间在首层不能直

通室外，需穿过超市售卖区通向室

外，不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年版）第5.5.17

条第2款，≤4层的多层建筑楼梯间

建筑安全疏散高频问题分析
——楼梯间首层直通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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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首层平面图（局部）

应通过≤15米的疏散走道到达室外安全出口的要求。该项目最终检

查意见判定违反强条规定。

常见问题二：设有地下室的建筑，地下楼梯间首层与其他房间

的防火分隔不到位。

案例分析（图2）：地上6层、地下1层的多层酒店建筑；改造

后的地上、地下楼梯间，在首层直通室外出口处，与客房区之间采

用普通门，不满足其地上、地下封闭楼梯间应在首层采用乙级防

火门与其他部分完全分隔的规定。对于设置地下室的建筑，其地

下疏散楼梯间应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版）第6.4.4专项条文的规定，首层不能直通室外时，应与地上其他

部分进行防火分隔，形成扩大封闭楼梯间或防烟楼梯间扩大前室

（可共用），通向室外。对于地上超过4层的建筑，其楼梯间应按照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2014（2018版）第6.4.2条第4款、

5.5.17条第2款的规定，在首层形成

扩大封闭楼梯间，采用耐火极限不

低于2.0小时隔墙和乙级防火门与

其他部分进行防火分隔。本项目最

终检查意见判定违反强条规定。

案例分析（图3）：某新建住宅

小区配套用房，地上2层，地下1层，

多层公共建筑。地下封闭楼梯间首

层未直通室外，其与地上部分共用

的扩大门厅内设有地上敞开楼梯

间、其他房间门、管井门等开口，应

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2014（2018版）第6.4.4条、《建筑防

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第

7.1.10条第3款设置耐火极限不低于

2h防火隔墙和乙级防火门进行完全

分隔，避免地下室火灾的热烟气等

顺着开敞楼梯间等开口蔓延，影响

地上部分疏散安全。本项目最终检

查意见判定违反强条规定。

（注：文中案例均为2023年6月

1日前检查项目。）

（由中设安泰（北京）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南芳提供）

图1 地上二层平面（局部）

图2 首层平面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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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因其建设年代久远、现状复杂、居住人口密集、

资金有限等特点，给改造设计带来许多困惑。但老旧小区的综

合整治工作，关系到百姓民生改善，也关系到首都的精神风貌

建设，阐明科学合理的改造设计依据，可以为建设和设计单位

明确方向，解除疑惑，方便其顺利开展工作。我们结合京审协

技委会对该类项目审查原则及尺度统一的会议精神及近年来

对老旧小区的审查工作经验，对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中常见

的消防设计重点内容，进行梳理，简明扼要地介绍与设计及审

查相关的基本原则和案例分析，供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参考。

1.执行《北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手册》，并参照

《老旧小区有机更新改造技术导则》（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

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编）第3.2.1条、第3.2.2条建筑防火更新

改造原则。综合整治项目应做到不降低原建筑的防火性能。

以下内容为第3.2.1条、第3.2.2条具体规定：老旧小区的耐火等

级、防火构造和安全疏散不能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GB50016）的要求或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时，应依

据现实条件，结合现行规范进行建筑防火安全更新改造。老

旧小区的防火更新改造不得降低原有建筑的耐火等级，当建

筑构件耐火等级不能满足防火要求时，应采用适当的方法提

高建筑构件耐火等级的要求。

2.保温材料复合A级相关标准已废止，应依据GB8624等

相关标准取得燃烧性能等级检测报告，其燃烧性能属于B1级

时，需依据现行设计标准设置防火隔离带。严禁使用B2级及

以下的外保温材料；当采用B1级外

保温材料时，设计文件应明确：材

料进场前应使用不燃材料进行六

面裹覆；有机类外保温材料应采用

遇火后无熔融滴落物积累且阴燃

性能合格的材料（见京建法﹝2018

﹞20号《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老旧小区综

合改造工程外保温材料使用管理

工作的通知》）。

3 . 应根据“加”、“改”、

“换”、“不涉及”这四类整治内容

结合现行规范合理进行建筑防火

安全更新改造。

（1）“加”（增加设计内容，如

增加房间、增加功能、增加外保温

等），必须执行现行国家标准。

案例分析：某小区高层住宅

楼，地上22层，高度6 4 . 25m，地

上一、二层为大型商业（非商业

网点），三~二十二层为住宅，一、

二层商业与住宅核心筒间设有甲

级防火门连通。原建筑建成年代

关于北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中与
设计及审查相关的消防设计内容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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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钢筋混凝土外墙无保温层，本次综合整治内容包括

增设外墙外保温。审查原则：在原有不燃钢筋混凝土外墙增

设外保温，需符合现行规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2014（2018年版）第6.7.4、6.7.5条采用燃烧性能为A级的保温

材料。

（2）“改”（改变原有功能等增加火灾危险性的改造内容）。

案例分析：图1将原阳台改为厨房功能（设有厨房灶

台），改变原设计，增加火灾危险，必须严格执行现行设计

标准（如楼梯间外窗与该阳台外窗间距不应小于1m、该阳台

窗坎墙高度应不小于1.2m、该阳

台窗位于相邻户开口处窗间墙间

距不应小于1m，以上距离不符合

要求时，应采取防止火灾蔓延的

措施）。

（3）“换”（建筑设施、构件、

管线、外窗、外保温等拆换），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当条件不具备、

执行现行规范确有困难时，应不低

于原建造时的标准；更换外保温

的，其燃烧性能除不低于原保温材

料外，还不应低于B1级。

案例分析：老旧小区更换阳

台外窗（阳台与其连通房间设置

隔墙和门、窗，且未改变使用功

能）确有困难时，可不低于原建造

时的窗间墙、窗坎墙、外窗耐火极

限等规定。设计文件中应明确构

件等原有相关防火性能及更换后

的性能指标。

（4）“不涉及”。对于综合整治

不涉及的内容，鼓励更新提升，消

除消防安全隐患，当条件不具备、

执行现行规范确有困难且无严重

安全隐患时，可维持现状。如消防

车道、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的设

置等。

（由中设安泰（北京）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张文提供）

图1 建筑平面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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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琼副主任出席北京市工程勘察地质信息

查询服务平台地下水监测信息查询系统上线启动

仪式。7月6日，陈少琼副主任在启动仪式上指出，

推动工程勘察地质数据共建、共享、共用，既是对

标世行确定的优化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也是推动

勘察行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有效举措，要进一步扩

充数据库，优化升级平台服务功能。地勘院要充分

发挥公益属性，立足为行业服务，在行业发展政

策研究、公共服务和质量监管等方面发挥更大作

用。勘察行业单位和施工图审查机构要充分认识

我市施工图审查制度改革的主旨目标，强化主体

质量责任，不断倒逼提升技术质量水平，共同努力

推动实现我市勘察行业高质量发展。

陈少琼副主任调研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消防设

计质量安全。7月27日，陈少琼副主任带队实地调研

石景山区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消防安全工作，市住房

城乡建设委等部门参加。陈少琼副主任表示，“剧

本杀”“密室逃脱”为代表的剧本娱乐活动作为新

兴业态，普遍存在定性不明确、监管难度较大、火

灾隐患较多等问题，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坚决落实监管职责。消防设计审查处要加强剧

本娱乐经营场所消防设计管理，进一步明确该类

场所在进行新、改、扩建及装修改造时，消防设计

应严格执行现行消防技术标准且不低于歌舞娱乐

放映游艺场所的相关要求，并在开展消防设计审

查工作中严格按照有关标准进行审查。

陈少琼副主任调研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灾后恢

复重建工作。8月25日，在工作会上，北京市政总院

汇报市政基础设施重建工作，包括组织项目组赴市

政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点位现场踏勘，制定设计方

案，指导施工单位道路抢通、路面提升、防洪排水

等；参会人员围绕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审批手续后

置、监管和服务深入研讨。陈少琼副主任对北京市

政总院等各单位防汛抢险、灾后恢复重建的积极

工作给予肯定，表示加快受灾地区市政交通基础

设施恢复重建是当前的重要任务，需要统筹考虑

灾后恢复重建实际需求，与相关处室共同研究拟

定项目清单，在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合理

优化审批程序，推动恢复重建工作有序开展。

京审协召开程序审查工作交流会。8月4日，京

审协组织审查机构的相关领导及程序审查代表在

建研航工公司召开了北京市施工图审查机构程序

审查工作交流会。京审协监事长周春浩介绍了召开

本次交流会的意义，要求程序审查人员要准确理

解和全面掌握最新政策内容，并认真贯彻执行。会

上，围绕施工图审查申报流程中常见的问题以及在

使用施工图监管平台时遇到的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就常见问题、争议内容和审查系统问题，分别形成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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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工程工作委员会开展调研活动。8月4

日-29日，由京审协主要领导带队，房屋建筑工程工

作委员会先后走进华通设计顾问工程有限公司等5

家设计单位开展调研活动，各设计单位质量主管领

导、技术质量部门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代表参加

调研座谈。调研过程中，京审协领导介绍了活动的

背景和目的；程序审查人员，建筑、结构、给排水、

暖通、电气各专业组人员分别介绍了北京市数字

化监管平台申报程序、专业技术审查中常见的问题

和注意事项；与会人员围绕设计质量管理、申报程

序、专业技术等方面问题展开集中交流；京审协领

导、技术委员会各专业组及程序负责人员对设计

人员现场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勘察审查机构召开年度第四次技术工作交流

会。8月8日，北京博凯君安公司、中勘三佳咨询公

司两家勘察审查机构在博凯君安公司召开了2023

年度第四次技术工作交流会。京审协秘书长、中

勘三佳总经理郝庆斌传达了规自委消防设计审查

处领导在“施工图审查机构下半年技术工作部署

会”上的讲话精神，分析了当前审查过程中遇到情

况和存在的问题。与会人员就目前在审查过程中

遇到的一些技术性问题及程序性问题进行了深入

探讨和分析，形成了统一审查标准和尺度，为今后

在审查过程中遇到此类问题明确了标准。

市政工程工作委员会开展市政桥隧专业调

研。8月10日，市政工程工作委员会组织7家设计

单位在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开展市政桥隧专

业调研。调研活动分线下和线上同时进行。7家

调研单位的技术主管领导、质量部门负责人和

主要技术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副会长李江主

持，技委会市政分委员会桥梁专业组长崔学民介

绍了开展调研活动的背景和目的，审查专家就审

查中遇到的高频问题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进行

了讲解，并对设计院提出的部分问题和疑惑进

行了解答。参会人员围绕审查工作流程问题、技

术问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交换了各自的需求和

建议。

技委会房屋建筑分委员会绿色建筑专项组召

开例会。8月25日，京审协技委会房屋建筑分委员

会绿色建筑专项组在中设安泰召开例会。就近期

京审协举办“走进设计院”活动中设计人员提出

的绿建相关问题进行研讨，针对各审查机构绿色

建筑审查控制项条款常见问题进行了典型案例分

析交流，进一步统一了审查尺度。另外，会议还安

排了9月份月刊的供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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