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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75㎡；对于其他建筑或场所，建筑面积不

大于120㎡。

3.问题解析

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

第5.5.15条第1款规定，员工餐厅属于“其它

建筑或场所”，建筑面积超过120㎡但未设置

2个疏散门，违反了该条款规定。

4.改进措施

员工餐厅增设一个疏散门（见图2）。

（由北京建院京诚建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项斌提供）

某项目餐厅疏散门设置不足问题案例

1.问题描述

某项目平面图中员工餐厅建筑面积大于120㎡，只

设有1个疏散门（见图1）。

2.相关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年版）

第5.5.15条规定：公共建筑内房间的疏散门数量应经计

算确定且不应少于2个。除托儿所、幼儿园、老年人照料

设施、医疗建筑、教学建筑内位于走道尽端的房间外，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房间可设置1个疏散门：

1 位于两个安全出口之间或袋形走道两侧的房

间，对于托儿所、幼儿园、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面积

不大于50㎡；对于医疗建筑、教学建筑，建筑面积不大

房屋建筑‖消防‖建筑专业

10个典型问题案例剖析

图1 员工餐厅平面图

图2 员工餐厅修改后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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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医疗建筑首层轮椅坡道纵向坡度问题解析

房屋建筑‖无障碍‖建筑专业

1.问题描述

首层平面图中，无障碍轮椅坡道长3m，

提升高度0.315m，纵向坡度为1∶9.5，违反

了《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2021 第2.3.1条第1款“轮椅坡道纵向

坡度不应大于1∶12”的规定（见图1）。

2.相关标准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2021

2.3.1 轮椅坡道的坡度

和坡段提升高度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横向坡度不应大于1：

50，纵向坡度不应大于1：

12，当条件受限且坡段起止

点的高差不大于150mm时，

纵向坡度不应大于1∶10。

3.问题解析

首先，该项目北侧两外门处室外平台标高有误

（应为-0.015）；其次，北侧两处无障碍轮椅坡道的起

止点高差超过了150m m，按照规范要求坡度不应大

于1∶12（约0.083），而实际设计坡

度为0.315/3=1∶9.5（约0.105），违

反了《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

规范》第2.3.1条第1款的规定，根据

《北京市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事后

检查要点（试行）》判定违反无障碍

B类强条。

4.改进措施

（1）修改外门处室外平台标高。

（2）两处无障碍轮椅坡道按《建

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第2.3.1条第1款的要求

加长，满足规定坡度的要求（见图2）。

（由中京同合国际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郑菲

提供）

图1 某项目首层无障出入口位置平面（局部）

图2 整改后首层无障出入口位置平面（局部）

审图常见问题解析一月一答  总第3期    09

10个典型问题案例剖析



1.问题描述

某项目地下车库战时为甲6级人防地下室，其个别

框架梁及连续梁在距支座边缘1.5倍梁截面高度范围

内，箍筋间距大于主筋直径的5倍，违反了《平战结合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DB11／ 994-2021第4.6.10条

规定：

（1）人防框架梁KL31（2）箍筋间距100mm大于主

筋直径18mm的5倍，见图1。

（2）人防连续梁L13（2）箍筋间距130mm大于主筋

直径16mm、18mm的5倍，见图2。

2.相关标准

《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

DB11/ 994-2021

4.6.10 连续梁及框架在距支座边缘1.5

倍梁的截面高度范围内，箍筋配筋百分率不

应低于0.15%，箍筋间距不宜大于h0/4，且不

宜大于主筋直径的5倍。在受拉钢筋搭接处，

宜采用封闭箍筋，箍筋间距不应大于主筋直

径的5倍，且不应大于100mm。

3.问题解析

（1）人防框架梁K L 31（2）箍筋间距

10 0 m m大于主筋直径18 m m的5倍，即取

（18×5=90mm）；

（2）人防连续梁 L 1 3（2）箍筋间距

130mm大于主筋直径16mm、直径18mm的5

倍，即取（16×5=80mm）、（18×5=90mm）

的较小值。

以上两项均违反了《平战结合人民防空

工程设计规范》第4.6.10条规定。根据《北

京市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事后检查要点（试

行）》判定为人防未达到承诺。

4.改进措施

调整人防框架梁及连续梁箍筋间距或

主筋直径，以满足规范要求。

（由北京国标筑图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吴虹提供）

某地库人防构件箍筋间距不符合规范要求

房屋建筑‖人防‖结构专业

图1 某地库人防框架梁平面图

图2 某地库人防连续梁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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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描述

某项目为隔震结构，地下一层为隔震

层。地上部分通过抗震缝分为A、B两个结构

单元；其中B单元为框架结构，其抗震等级为

二级。框架柱纵筋采用HRB500牌号钢筋。

KZ5截面800×800mm，纵筋实配16D20，

配筋率为0.785%；KZ8截面800×1200mm，

纵筋实配4D25+ 6D22+10D20，配筋率为

0.769%，均小于0.80%。不满足《混凝土结构

通用规范》GB 55008-2021第4.4.9条规定的

最小配筋率0.80%的要求（见图1、图2）。

某项目框架柱纵向钢筋配筋率小于规范
最小配筋率的规定

房屋建筑‖质量‖结构专业

2.相关标准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2021

4.4.9 混凝土柱纵向钢筋和箍筋配置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柱全部纵向普通钢筋的配筋率不应小于表

4.4.9-1的规定，且柱截面每一侧纵向普通钢筋配筋率

不应小于0.20%；当柱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60以上

时，应按表中规定值增加0.10采用；当采用400MPa级

纵向受力钢筋时，应按表中规定值增加0.05%采用。

3.问题解析

本项目采用隔震结构，于地下一层设置隔震支座，

地上结构通过防震缝分为A、B两个结构单元；单元A

为地上9层的框架-剪力墙结构，总高度45.8m，其中剪

力墙抗震等级为二级、框架抗震等级为三级。单元B为

地上6层的框架结构，总高度31.5m，采用隔震后，水平

向减震系数不大于0.40，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2016年版）第12.2.7条规定，B单元框架结

构抗震等级可降低为二级。结构整体计算时，将A、B

两个结构单元合并建模，结构体系定义为框剪结构，剪

力墙抗震等级为二级，框架抗震等级为三级，同时地

上结构定义分塔，但是未在特殊构件定义中定义单元B

柱类型
抗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中柱、边柱 0.9（1.00） 0.70（0.80） 0.60（0.70） 0.50（0.60）

角柱、框支柱 1.10 0.90 0.80 0.70

表4.4.9-1 柱纵向受力钢筋最小配筋率（%）

注：表中括号内数值用于房屋建筑纯框架结构柱。

图2 某项目首层墙柱配筋局部平面图及其详图

图1 某项目建筑局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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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新建工业建筑给水管与雨水回用管连接的
问题解析

房屋建筑‖质量‖给水排水专业

框架为二级，计算结果不满足二级框架的抗震措施要

求，造成B单元部分框架柱纵筋配筋率不满足规范最

小配筋率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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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类强条。

4.改进措施

（1）框剪结构和框架结构合并建模计算时，应注意

定义分塔，并依据规范要求单独定义不同部

位的抗震等级，同时设计须对程序计算结果

的正确性进行分析判断。

（2）分别建模计算，输入输出信息简明

清晰，有利于校核。

（由北京建院京诚建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孙宁文提供）

1.问题描述

某新建工业建筑，雨水收集、处理、回用原理示意

图中给水管与雨水回用管直接连接，接管处只设置一

个止回阀（见图1、图2）。

道直接连接。生活饮用水管道严禁与建筑中

水、回用雨水等非生活饮用水管道连接。

7.3.3 当采用生活饮用水向室外雨水蓄水

池补水时，补水管口在室外地面暴雨积水条件

下不得被淹没。

3.问题解析

本工程应执行《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

用规范》，给水管严禁与雨水回用管道连接

（即使装倒流防止器也不允许），上述错误

做法严重影响了生活饮用水水质卫生安全。

4.改进措施

若雨水进行收集回用，补水管应补至雨

水回用水池，并需要满足《建筑给水排水与

节水通用规范》第3.2.8条及第7.3.3条的规

定，采用间接补水，做好空气间隙并保证补

水管口在室外地面暴雨积水条件下不得被淹

没的要求。

（由北京国标筑图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马月红提供）

图2 雨水收集、处理、回用原理示意图局部放大图

图1 雨水收集、处理、回用原理示意图

2.相关规范

《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 55020-2021

3.1.4 自建供水设施的供水管道严禁与城镇供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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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管道穿过人防工程口部
隔墙处未设刚性防水套管

房屋建筑‖人防‖给水排水专业

1.问题描述

某高端贸易供应链示范基地项目地下一

层设有人防工程。平时为戊类仓库，战时为

甲6级二等人员掩蔽所、移动电站、甲6级人

防物资。地下一层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管道穿过人防工程口部密闭隔墙、防护密闭

隔墙处未设刚性防水套管（见图1～3）。

2.相关标准

《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DB 11/994-2021

6.1.3 穿过人防工程围护结构的给水、热水、消防、供

油、排水、通气等管道的防护密闭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公称直径不大于150mm的管道穿过人防工程的

顶板、外墙、密闭隔墙及防护单元之间的防护密闭隔墙

时，在其穿墙（板）处应设置刚性防水套管；

2 公称直径大于150mm的管道确需穿过人防工程

的围护结构时，在其穿墙（板）处应设置外侧加防护挡

板的刚性防水套管。

3.问题解析

人防工程最里面一道密闭门以外的区域为口部，如

扩散室、密闭通道、防毒通道、洗消间（简易洗消间）、

除尘室、滤毒室和竖井、防护密闭门以外的通道等。

口部与清洁区之间的墙体为密闭隔墙或防护密闭隔墙

（可根据墙体上设置的人防门判断），管道穿过时均需

按《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第6.1.3条设置刚

性防水套管。管道穿过防护密闭隔墙时还应按《平战结

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第6.2.17条设置防护阀门。

4.改进措施

管道穿过口部与清洁区之间的密闭隔墙或防护

密闭隔墙处按《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第

6.1.3条设置刚性防水套管。因人防口部火灾危险性较

小，亦可取消口部的喷头，避免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管道

穿过密闭隔墙或防护密闭隔墙。

（由中设安泰（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潘国庆提供）

图1 地下一层喷淋管道平面图（局部）

图3 地下一层喷淋管道平面图（局部）

图2 地下一层喷淋管道平面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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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回迁房工程风管穿越电气用房
设计问题案例

房屋建筑‖质量‖暖通专业

1.问题描述

某回迁安置房工程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8000㎡，地上16层，地下3层，建筑高度47m，

地下室底板标高-11.2m。规证日期为2023年3

月1日之后。

本项目地下室设置的污水间，其排风管

道穿越相邻的电气用房（π接室）后引至窗

井，详见图1。其做法不满足《建筑电气与智

能化通用规范》GB 55024-2022第2.0.3条

规定。

2.相关标准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G B 

55024-2022

2.0.3 建筑物电气设备用房和智能化设

备用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3 无关的管线和线路不得穿越；

3.问题解析

与电气设备运行无关的管道，尤其是水

管、通风管道不应穿越电气设备用房，以确

保电气设备安全。图纸检查过程中经常发现

部分项目把用水设备房间与电气用房贴邻布

置，水管、通风管道随意穿越电气用房等不

合理情况。

4.改进措施

由于该条款编制在电气专业的规范中，

暖通及给排水设计人员很容易忽略，设计时

要加强专业间图纸相互核对工作，避免该类

问题的发生。

（由建研航规北工（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曾淑平提供）图1 局部通风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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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灯光疏散指示标志方向错误的问题解析

房屋建筑‖消防‖电气专业

1.问题描述

（1）项目概况

某改造项目，总建筑面积3748.71㎡，地上四

层，没有地下室，建筑性质为商业。现对首层104

室，二层、三层、四层装修改造，改造后功能为酒

店，改造面积2830㎡。

（2）审查意见

二、三层8轴～9轴间的楼梯间内设有配电间（见

图3、图4），且该楼梯间首层的门未向疏散方向开启

（见图5），不满足安全疏散要求，建筑专业组织疏

散路线未利用此楼梯间疏散，现电气专业图纸4轴～

13轴间安全出口灯和方向标志灯均向此楼梯间疏散

（见图1、图2），灯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不正确，

不满足《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第10.1.8

条“方向指示正确清晰”的要求。

2.相关标准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第10.1.8条规范原文如下：

10.1.8 除筒仓、散装粮食仓库和火灾发展缓慢的场所

外，下列建筑应设置灯光疏散指示标志，疏散指示标志

及其设置间距、照度应保证疏散路线指示明确、方向指

示正确清晰、视觉连续：

3 公共建筑；

图1 二、三层左侧应急照明平面图

图2 二、三层右侧应急照明平面图

图5 首层8轴～9轴建筑局部改造平面图

图3 二、三层左侧建筑平面图

图4 二、三层右侧建筑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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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题解析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为2023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

通用规范之一，其中，第10.1.8条“除筒仓、散装粮食仓

库和火灾发展缓慢的场所外，下列建筑应设置灯光疏

散指示标志，疏散指示标志及其设置间距、照度应保证

疏散路线指示明确、方向指示正确清晰、视觉连续”，

对公共建筑不仅提出了要设置灯光疏散指示标志，且

对疏散路线指示方向的正确性、连续性提出了要求。此

条款规定了建筑应设置灯光疏散指示标志的基本范围

和灯光疏散指示标志设置的性能要求，以有利于人员

安全、有序疏散。

本改造项目应该按照建筑专业组织的疏散路线，

在疏散路径上设置灯光疏散指示标志。现建筑专业利

用建筑两端的疏散楼梯进行疏散，8轴～9轴的楼梯仅

作为平时使用，不作为应急疏散时使用。现电气专业忽

略建筑专业规划的疏散路线，同时利用两端和8轴～9

轴三部楼梯疏散，在8轴～9轴楼梯间门上设

置安全出口灯，4轴～13轴走道内疏散指示灯

指向8轴～9轴楼梯间，导致灯光疏散指示标

志方向指示不正确，违反《建筑防火通用规

范》GB 55037-2022第10.1.8条的要求，是违

反消防强条问题。

4.改进措施

电气专业应根据建筑专业规划的疏散路

线设置灯光疏散指示标志。针对本建筑，应

删除8轴～9轴楼梯间门上的安全出口灯，4轴

～13轴走道内疏散指示灯应调整指向，分别

指向建筑两端的楼梯间。

（由北京国标筑图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刘高忠提供）

1.问题描述

有管线类项目，当设计给水管道敷设在污水管道

下面或设计再生水管道敷设在给水管道上面时，设计

采用混凝土满包的方式防止污染给水管道，不满足相

关规范要求。

2.相关标准

《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 50013-2018

7.4.9 给水管道与污水管道或输送有毒液体管道交

叉时，给水管道应敷设在上面，且不应有接口重叠；当

给水管道敷设在下面时，应采用钢管或钢套管，钢套管

伸出交叉管的长度，每端不得小于3m，钢套管的两端

应采用防水材料封闭。

《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GB 50335-2016

关于混凝土满包防污染的问题解析

市政工程‖质量‖给水排水专业

6.1.8 当再生水管道敷设在给水管道上

面时，除应满足本规范附录B规定的最小垂

直净距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接口不应重叠；

2 再生水管道应加设套管；

3  套管内径应大于再生水管道外径

100mm；

4 套管伸出交叉管的长度每端不得小于

3m；

5 套管的两端应采用防水材料封闭。

3.问题解析

当设计给水管道敷设在污水管道下面

或设计再生水管道敷设在给水管道上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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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采用混凝土满包的方式防止污染给水

管道，不符合《室外给水设计标准》第7.4.9

条及《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第

6.1.8条的要求。

4.改进措施

当设计给水管道敷设在污水管道下面或

设计再生水管道敷设在给水管道上面时，建议按照《室

外给水设计标准》第7.4.9条及《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程

设计规范》第6.1.8条的要求采取防污染措施。

若设计采用混凝土满包的方式防止污染给水管

道，应与结构专业结合，给出具体方案，并确保混凝土

满包能达到防止污染给水管道的作用。

（由北京中询国际工程顾问有限公司——霍贞提供）

窄长型建筑物钻孔布置分析

1.问题描述

某项目为新小区中小学建设工程，其中主席

台钻孔布设情况（见图1）。存在问题为主席台场

地因南、北两侧未布置勘探点，不满足查明天然

地基持力层分布状况及地基处理范围的要求。

1 勘探点在平面上应能控制建（构）筑物的地基范围。

3.问题解析

勘察工作应综合建筑要求与拟建场地特征进行布

孔，保证勘探孔所揭露的地层能准确反映场地土层分

布特征与有关参数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变化规律，

以及地下水赋存情况。详细勘察时的勘探点一般宜按

建筑物周边线和角点布置，满足查明建筑物范围内土

层的分布的要求。

本项目拟建主席台为窄长型建筑物，仅在主席台

中间部位两侧布设了钻孔，主席台两端未布设钻孔，且

周边钻孔离主席台较远，其钻孔布置不满足查明主席

台范围土层分布的要求。

4.改进措施

方案策划时对于窄长型建筑物，应沿拟建构筑物

长轴方向中心线或外周轴线两侧之字形布设钻孔（见

图2），以达到控制拟建物场地地基土分布，满足勘察

工作针对性的目的，达到最佳勘探效果，提升勘察成果

的准确性与科学性。

（由北京博凯君安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丁作良 

赵宗权提供）

岩土勘察

2.相关标准

《工程勘察通用规范》GB 55017–2021

3.2.2 详勘阶段勘探点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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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 R E V I E W

某办公楼无障碍环境设计优秀案例
设 计 单 位  九源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王 莹
专业负责人  刘朋月

1.项目概况

本项目规划批复为商业办公楼

项目，定向租赁给区法院、区公安局

使用，包含3个单体建筑，总建筑面积

11988.78㎡。1#楼地上4层地下1层，建筑

高度地上22.5m，地下2.5m。2#楼地上4

层地下1层，建筑高度地上23.4m，地下

2.5m。3#楼地上1层，建筑高度5.25m。

主要使用功能1#楼为派出所，2#

楼为人民法庭，3#楼为法庭配套安检

用房。

2.设计亮点

本项目为方便各类有需要人群的

通行需求，充分考虑无障碍通行流线、

无障碍停车位和无障碍设施的设计，对

于《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GB 55019-2021及《公共建筑无障碍设

计标准》DB 11/1950-2021的相关规定

落实到位。

3.设计点评

（1）无障碍流线设计

设计师为落实《建筑与市政工程无

障碍通用规范》第2.1.1条“城市开敞空

间、建筑场地、建筑内部及其之间应提

供连贯的无障碍通行流线”的规定，绘制了室外场地无障

碍通行流线图，清晰地表达了从场地出入口至各建筑内部、

至室外无障碍停车位以及用地范围由用地外至建筑内部的

无障碍通行流线（见图1）。清晰地表达了进入内部空间后，

建筑内部的无障碍通行流线（见图2）。绘制无障碍流线后，

也能够帮助设计师检查北京市地标《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

标准》第3.6.4条“无障碍通行流线上设置双扇门时应保证其

中一扇门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小于900mm”的规定。

图2 建筑内部无障碍通行流线示意图

图1 场地内无障碍通行流线示意图

（2）无障碍停车位设计

无障碍停车位一侧设置了宽度不小于1.2m的轮椅通

道，严格执行无障碍停车位尺寸不小于2.40m×7.00m的规

5个优秀设计节点案例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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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方便乘轮椅者由车辆转乘至轮椅，

将《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2.9.2条“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一侧，应

设宽度不小于1.20m的轮椅通道”、第

2.9.6条“无障碍小汽（客）车上客和落

客区的尺寸不应小于2.40m×7.00m”的

规定落实到位（见图3）。

（3）无障碍设施设计

1）在进入法院之前的安检大厅闸

机处，无障碍通行流线上的闸机宽度放

宽至1150mm，将《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

碍通用规范》第2.4.3条“设置出入口闸机

时，至少有一台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应小

于900mm，或者在紧邻闸机处设置供乘

轮椅者通行的出入口，通行净宽不应小

于900mm”的规定落实到位（见图4）。

2）在派出所综合便民服务大厅服务台处设置低位服

务台，将《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第3.6.1条“为

公众提供服务的各类服务台均应设置低位服务设施，包括

问询台、接待处、业务台、收银台、借阅台、行李托运台等”

的规定落实到位（见图5）。

3）在法院立案大厅的自助服务区与当事人等候大厅

设置方便轮椅停靠的等候位置，设置低位饮水机，将《建

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第3.6.2条“当设置饮水

机、自动取款机、自动售票机、自动贩卖机等时，每个区域

的不用类型设施应至少有1台为低位服务设施”的规定落

实到位（见图6）。

2023年9月1日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

设法》，是为了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保障残疾人、老年人

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促进社会全体

人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制定的法律。其中，第十二条规定：

新建、改建、扩建的居住建筑、居住区、公共建筑、公共场

所、交通运输设施、城乡道路等，应当符合无障碍设施工

程建设标准。第二十一条规定：新建、改建、扩建公共建

筑、公共场所、交通运输设施以及居住区的公共服务设

施，应当按照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配套建设无障碍

设施；既有的上述建筑、场所和设施不符合无障碍设施工

程建设标准的，应当进行必要的改造。

可以看出，国家将无障碍建设上升到立法高度，从设施

建设、信息交流等方面全面系统地做出规定，填补了以往法

律政策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方面的一些操作性规范空白，体

现了加强无障碍建设的力度与决心。立法充满温度，为改善

民生服务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本优秀案例很好地落实

了无障碍建筑的法律法规，可作为相关项目设计参考。

（点评人：北京国标筑图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徐超）图4 无障碍通行流线闸机示意图

图5 低位服务台示意图 图6 自助服务区低位饮水机设置示意图

图3 无障碍停车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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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海淀区某集体产业项目总建筑面积124340㎡，

其中地上35680㎡，地下88660㎡；建筑层数地上2

层，地下3层，人防工程位于地下三层，共设两个防

护单元，1#防护单元为甲5级二等人员掩蔽所，2#

防护单元战时功能为甲6级物资库，本案例在2#防

护单元。

地下三层人防顶梁、板、墙混凝土强度等级

C35，钢筋牌号HRB400。

2.设计亮点

依据《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DB 

11/994-2021第4.1.4条，人防工程结构应能承受常

规武器爆炸动荷载和核武器爆炸动荷载的分别

作用。

设计中特别容易忽视人防顶

板局部下沉、顶板集水坑、室外有

高差等部位的侧墙（梁）的防护要

求。该类侧墙（梁）与人防底板、

墙体、顶板共同形成人防范围封

闭空间，属于人防构件，应满足人

防构件的相关设计要求。本项目

设计在图1所示降板区域通过对侧

墙框架梁附加图2配筋详图，补充

钢筋满足人防构件设计要求。

《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

规范》第4.6.7条承受动荷载的钢

筋混凝土结构构件，纵向受力钢

筋的配筋百分率不应小于表4.6.7

规定的数值。

人 防 R E V I E W

某项目人防侧墙（梁）设计优秀案例
设 计 单 位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韩孟臻
专业负责人  任晓勇

分  类
混凝土强度等级

C25～C35 C40～C55 C60～C80

受压构件的全部纵向钢筋 0.60（0.40） 0.60（0.40） 0.70（0.40）

偏心受压及偏心受拉构件一侧的受压钢筋 0.20 0.20 0.20

受弯构件、偏心受压及偏心受拉构件一侧的受拉钢筋 0.25 0.30 0.35

表4.6.7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纵向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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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计点评

人防范围地下室顶板局部设置为配电室夹

层，夹层净高2.05m，导致该位置人防顶板标高比

其相邻板降低2.05m，该侧墙应计算人防水平等效

静荷载。

人防范围由框架梁为侧墙形成下沉楼板，侧墙

水平等效静荷载常会忽略，按照非人防构件设计。

本项目地下二层楼面梁配筋图见图1。

《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

范》第4.1.4条人防工程结构应能承受常

规武器爆炸动荷载和核武器爆炸动荷

载的分别作用。对常规武器爆炸动荷

载和核武器爆炸动荷载，设计时均按

一次作用。

依据规范要求，对该位置边梁应

同时验算竖向和水平向人防等效静荷

载作用，并满足人防构造要求。本项目

侧墙节点详图见图2。

从图 2 可见，图中 侧 墙 附 加了

C16@200配筋与梁箍筋C12@100/200

共同作用，满足《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

程设计规范》第4.6.7条要求。

（点评人：北京国标筑图建筑设计咨

询有限公司 黄莹）

图1 地下二层楼面梁配筋图

注：红色箭头为边框架梁尺寸500×2450mm，红色方框为边梁

箍筋C12@100/200，1-1为侧墙剖面位置。

图2 侧墙节点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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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本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10490㎡，总建筑面积174941㎡，其

中地上建筑面积120000㎡，地下建筑面积54941㎡，建筑高度

140m，地上29层，地下5层，本项目主要功能：办公、商业、地下

车库、设备用房等。项目承诺符合《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

工程设计规范》DB 11/685-2021的相关规定。

2.设计亮点

本案例计算外排雨水峰值径流系数方法正确，设计深度

满足要求，图表表达清晰明确。

外排雨水峰值径流系数的计算，设计单位提供如下图1～图3。

3.设计点评

《地标标准执行专项检查要点（检查细则）》的附件B规

定了雨水控制与利用计算的步骤及方法，在外排雨水峰值径

外排雨水峰值径流系数计算优秀做法案例
设 计 单 位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马 泷 
专业负责人  张铁辉

流系数计算时，应根据所处区域地理位

置和暴雨重现期确定暴雨强度公式；

按照《城镇雨水系统规划设计暴雨径

流计算标准》DB 11/T969-2016中北京

1440min雨型分配表确定2h内降雨雨

型，并按雨型分布计算每5min场地外

排水流量值，绘制原场地外排水流量曲

线；利用相同方法计算采用雨水控制与

利用设施后场地外排水流量曲线；根

据以上计算，可计算出场地实际外排峰

值流量等数据。计算方法也可参考《雨

水控制与利用工程（建筑与小区）》

15BS14（现已更新为《海绵城市雨水控

制与利用工程》23BS14）所列举的计算

方法。本案外排雨水峰值径流系数计算

方法，可作为相同项目设计参考。

（点评人：中设安泰（北京）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 朱琳）

地标实施 R E V I E W

图1 计算书（局部）

图3 计算书（局部）

图2 计算书（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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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项目地下车库CO监测系统暖通专业设计案例
设 计 单 位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毕晓燕
专业负责人  孙宝红

1.项目概况

某项目，总建筑面积154125㎡，包括多栋酒店、商业和

地下车库，地上3层，地下1～2层，建筑高度11.85m。

2.设计亮点

地下车库CO监测系统，设计文件从设计说明、平面

图、大样图三方面进行描述，控制目标及控制策略清晰明

确，内容全面。详见图1～图3。

3.设计点评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 11/

T 825-2021第5.1.9条规定，地下车

库应设置与排风设备联动的一氧

化碳浓度监测装置。但很多设计图

纸只是在设计说明中照抄规范条

文，控制目标和控制策略不明确，

平面图中亦不表示监测装置的设

置位置，容易给后续施工造成错、

漏、碰、缺问题。

本设计图纸根据现行国家标

准《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

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的有关规定，在说明中给出详

细控制目标和控制策略，平面图中

注明CO监测装置的设置位置，又

通过原理图进一步明确监测装置

和排风机的联动关系，暖通专业设

计内容清晰明了，同时为电气专业

的配合实施提供了全面、具体的设

计条件，保证了绿色建筑设计控制

项内容的有效实施。

（点评人：北京国标筑图建筑设

计咨询有限公司 孙凤岭）

绿 建 R E V I E W

图3 大样图（二）（局部）

图1 设计说明（局部）

图2 地下车库暖通平面图（二）（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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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项目岩土地质工程勘察报告基坑工程
监测建议内容完整

岩土勘察 R E V I E W

设 计 单 位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李 军
专业负责人  李 军

1.项目概况

某项目包含1#～4#科研楼地上8～14层，地下4层，地下

停车库地上0层，地下4层，筏板基础，基底埋深约21.0m。

属于深基坑。勘察报告对深基坑进行了评价，其中基坑监

测建议如下：

本工程基坑开挖较深（大部分为21.00m左右），为保

证拟建物建设的顺利进行及使用安全，并避免施工期间对

场地周围环境带来不利影响，应加强对建筑施工和周围环

境的监测，建议考虑如下（不限于）的施工监控工作，以信

息化指导工程施工，确保建筑物的建设安全。

（1）围护结构受力和变形监测；

（2）对基坑边坡支护体系、基坑内外土体变形（水平、

垂直）监测；

（3）对周边环境变形（外围市政道路路面、管线、临近

建筑物沉降、倾斜等）进行监测；

（4）对高层建筑物施工与使用阶段的沉降及倾斜进行

监测；

（5）对场区内地下水位变化进行监测。

2.设计亮点

《工程勘察通用规范》GB 55017-2021

6.1.9 地下工程和基坑工程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7 提出施工阶段的环境保护和监测建议。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

察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20年版）

4.5.10 基坑工程评价应包括下列

内容：

6 提出施工阶段的环境保护和监

测建议。

本工程设计亮点是根据项目的特

点，提出的监测内容较为全面，且有针

对性。

3.设计点评

《工程勘察通用规范》GB 55017-

2021和《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勘察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20年

版）均要求对基坑工程进行监测建议，

至于要监测哪些内容，规范没有具体规

定，勘察单位提法不一。本报告根据项

目的具体情况，如基坑支护结构、周边

环境、地下水状态等条件，提出的监测

内容较为全面。

（点评人：中勘三佳工程咨询（北京）

有限公司 彭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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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的管道、防烟与排烟系统的管道穿

过防火墙、防火隔墙、楼板、建筑变形缝处漏设、多设防火阀

以及防火阀动作温度与相应系统不一致的问题，一直是暖通

专业消防设计中存在的高频问题。自全本强制性条文的《消防

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2022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分别于2023年3月1日、2023年6月1日实施后，《建

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2017第4.4.10条及《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年版）第9.3.11条的强

制性被废止。《建筑防火通用规范》第6.3.5条重新规定各类

系统的风管在穿过防火分隔体处应采取防止火灾通过风管蔓

延至其他防火分隔区域的措施要求，部分内容与之前规范略

有差异，本文提出执行《建筑防火通用规范》第6.3.5条规定

时的关注点，供暖通设计人员参考。

1.规范条文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6.3.5 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的管道、防烟与排烟系统的管

道穿过防火墙、防火隔墙、楼板、建筑变形缝处，建筑内未按

防火分区独立设置的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中的竖向风管与每

层水平风管交接的水平管段处，均应采取防止火灾通过管道

蔓延至其他防火分隔区域的措施。

2.执行本条规定时需关注以下

几点：

（1）《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第

9.3.11条仅要求通风、空调系统的

风管穿越防火墙、防火隔墙、楼

板、建筑变形缝等处应设置公称

动作温度为70℃的防火阀，而《建

筑防火通用规范》第6.3.5条规定

不仅包括通风、空调系统的风管，

还规定防烟与排烟系统的风管在

穿过上述防火分隔体处需采取防

止火灾通过管道蔓延至其他防火

分隔区域的措施，即加压送风管道

和补风管道上应设置公称动作温

度为70℃的防火阀，排烟管道上应

设置烟气温度达到280℃时关闭的

排烟防火阀。

（2）如何判断防火隔墙，暖通

专业通常以建筑专业设置与防火

隔墙相对应的防火门来确定，但有

时可能会因为建筑专业房间门编

号有误、设计过程修改或者防火门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暖通专业重点条文分析

专业技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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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叉口右转渠化岛设计优化分析

的设置比较随意，致使暖通专业设计时出现漏设或多设防火

阀的情况。因此，暖通设计人员应该对防火隔墙的概念及设

置位置有一定了解。《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术语第2.1.11条对防

火隔墙的定义是“建筑内防止火灾蔓延至相邻区域且耐火极

限不低于规定要求的不燃性墙体”。在《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第4.1.3条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第6.2.3条等条文中，明确

规定了设置2h防火隔墙的场所，如医疗建筑中的手术室、重症

监护室、贵重精密医疗装备用房；建筑中的儿童活动场所、老

年人照料设施；民用建筑内的附属库房；宿舍、公寓建筑中的

公共厨房和其他建筑内的厨房等。当遇到上述功能的房间或

区域与相邻不同功能区域之间不连通或连通但未设置防火门

时，暖通专业要及时与建筑专业确认该房间或区域与相邻区

域之间的隔墙是否为防火隔墙，进而确定风管穿过此处墙体

是否需要设置防火阀。

（3）《消防设施通用规范》第11.3.5条中规定需设置280℃排

烟防火阀的部位未包括防火隔墙，而《建筑防火通用规范》第

6.3.5条中要求排烟管道穿过防火隔

墙处也要采取防止火灾通过管道蔓

延的措施，在此提醒暖通设计人员

特别注意排烟管道穿过防火隔墙处

不要漏设280℃排烟防火阀。

（4）《建筑防火通用规范》第

6.3.5条规定中未明确是否包括厨

房排油烟管道，考虑到本条规定的

目的是防止火灾通过风管蔓延到

其他防火分隔区域，厨房排油烟管

道属于通风管道的一种，故笔者认

为排油烟管道穿过防火墙、防火隔

墙、楼板、建筑变形缝处也应设置

公称动作温度为150℃的防火阀。

（由中设安泰（北京）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杨慧媛提供）

拟建城市次干路（以下简称道路A）与现况高速公路（高

架）下方的现况路（以下简称道路B）相交，道路B由于高速公

路下方既有桥墩的影响，路段标准横断面采用三幅路型式，

如图1所示。

道路A与道路B相交处应设置平交灯控路口满足交通转

向需求。路口设置的常规处理方式如图2所示，由于受既有桥

墩限制，只能采用较小的转弯半径（R1-R5）。过小的转角半

径是不能满足机动车转弯要求的，会导致转弯车辆驶入非机

动车道，威胁骑车人安全。因此应

对常规处理方式进行优化。

设计单位采用设置右转渠化

安全岛方案解决此问题，右转渠化

岛将既有桥墩包围在内，如图3所

示。这样处理方式路口转角半径扩

大为R25-R32。

图3相比图2从车辆右转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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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是没有问题的，完全满足车辆转弯需要，但是仍然是

不妥当的。问题有以下几点：1.采用过大的转弯半径，会导致

右转机动车车速度提高，威胁行人过街的安全；2.采用过大

的转弯半径大大增加了行人过街的距离，尤其对老人、儿童

和残疾人等交通弱势群体不友好；3.行人和非机动车在安全

岛中混行往往空间不足，相比路段恶化了其通行条件，违背

慢行系统优先的原则。4.设置右转渠化岛增加了路口占地面

积，浪费土地资源。以上问题1-3依据的是现行北京市地方

标准《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环境规划设计标准》DB 11/1761-

2020，第5.7.4条“5.7.4 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不应设置右转渠

化岛，已设置的应恢复。”虽然不是强制性条文，但是涉及公

众安全，上述问题第4点涉及公共

利益（土地浪费）。审查机构在初

审时提出审查意见并要求设计单

位修改，设计单位复审提交修改图

纸如图4所示：

由于既有桥墩限制，右转渠化

岛无法取消，但是右转渠化岛已经

以保护桥墩为目的进行了最小化

设计。右转渠化岛不再作为慢行系

统聚集的空间，人行和非机动车在

路口能够各行其道且相比路段不

缩小宽度。缩小了右转渠化岛也缩

小了路口面积，减少了行人过街时

间，是相对安全合理的设计，

（由北京中询国际工程顾问有限

公司——赵莉莉提供）

图3 平面设计图（设置右转渠化岛）

图1 道路B横断面设计图

图2 路口平面设计图（常规处理方式） 图4 平面设计图（优化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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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审图资讯

陈少琼副主任调研京唐铁路等建

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工作。11月2日，

陈少琼副主任带队调研城建信捷和铁

专院两家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图审查机

构，解决铁路建设工程消防审查有关

问题。陈少琼强调，轨道交通工程是

重大民生工程，涉及专业多、复杂程

度高、安全责任大，要切实落实审查

机构主体责任，守住质量安全底线，

把好消防安全源头关口；要加强工作

创新，系统化解技术审查的难点问

题，提升审查质量；要充分发挥专业

优势，主动靠前服务，全力做好技术

支撑，为首都轨道交通建设高质量发

展做出贡献。

陈少琼副主任推进施工图审查制度深

化改革工作。11月3日，陈少琼副主任主持

召开深化施工图审查制度改革研讨会，消

防设计审查处、北京勘察设计协会、北京

市施工图审查协会及主要设计单位参加。

陈少琼肯定了行业单位积极应对改革，扎

实推进质量工作，进一步强调：一是主管

部门和从业单位应双向奔赴、借力提升，以

首都高质量发展为契机，持续加强内部质

量管理；二是加强沟通交流，主动发现问

题，积极采纳建议，适时优化勘察设计质

量信用评价标准；三是优化营商环境改革

已升级为6.0版，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提

供精准服务，进一步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不断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效能。

北京市施工图审查协会技术委员会装配式专项组2023年度第三次会议。10月11日，京审协

技术委员会装配式专项组在中设安泰（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2023年第三次会

议。房建分委员会主任委员徐斌、专项组各成员参加会议。会议通报近期协会的一些工作和要

求；总结了前一阶段参与协会组织的“走进设计院”活动及配合住建部开展的装配式公益性讲

座的工作；讨论了装配式专项审查中发现的装配式存疑问题，统一了判定尺度并将意见上报协

会技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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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通州文化旅游区通马路综合交通枢纽项目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