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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建筑发生火灾时呈现出蔓延快、疏散难、扑救难等

安全问题。而电梯是高层建筑的主要运输设备,用来运输人

和货物,当发生高层建筑火灾时,电梯应作为一种应急救设

施扮演重要角色。

1高层建筑发生火灾时电梯系统疏散的安全隐患及其

可能性分析

1.1高层建筑发生火灾时电梯疏散的安全隐患。首先,

发生突发火灾时, 普通的电梯容易受到其他区域火情的影

响,比如在机房、电缆间、底坑内的火势,使电梯不但加快了

烟气的蔓延速度,也会加重火情的严重程度。其次,普通电梯

的控制电缆和动力电缆, 以及相应的安全回路的电线电缆,

都未进行相应的防火措施,一旦火势蔓延进井道中,电梯容

易发生故障导致无法运行。

1.2当前在高层建筑火灾中运用紧急疏散系统的可能

性分析。电梯紧急疏散系统首先要提到消防员电梯。作为专

门在火灾中使用的电梯, 消防员电梯具有火灾情况下使用

的防火特性。根据 TSGT7002《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

则一消防员电梯》规定:首先,消防员电梯可到达每一层,轿

厢入口宽度必须大于 800mm,电梯门关闭后,消防员电梯轿

厢电梯应能在 1min内,到达最远的层站;第二,每个消防员

电梯前应设置防火分区。消防员电梯在火灾发生时所承担

了重要角色,且具备相当的防火特性。从消防员电梯的设计

要求中出发,电梯疏散系统应采取以下措施,以达到高层建

筑发生火灾时紧急疏散的要求:

1.2.1保障电源的可靠安全。现在高层建筑发生突发火

灾后,消防系统会立即切断非消防电源,此时消防控制室可

以需要提供可靠的消防电源,来保障电梯的继续运行。

1.2.2做好防水措施。现行的安全技术规范已经对电梯

井道内的底坑防水有着明确要求, 但对电梯前室的防水并

没有明确规定, 所以在消防员进行前室区域的灭火洒水前,

需要关闭电梯。

1.2.3设置烟气感应装置。在电梯间应设置防烟挡板,轿

厢内应设置排烟通风装置, 电梯间和轿厢内应设置烟气感

应装置,与火灾报警系统可靠联动,传感器检测到突发性大

量烟气后,能使电梯停止运行。

2高层建筑发生火灾时的电梯系统失效机制分析

2.1高温导致电梯失效。电梯设备中直接暴露在火场中

的部分包括电梯门及其零部件, 通常在高温环境中最先失

效。在这个意义上,电梯门及其零部件的耐高温极限可以看

作电梯系统的耐高温极限。“高层宾馆电梯运行系统可靠性

研究”进行了部分电梯门耐高温极限实验。该实验对 250℃

高温环境中电梯门及其零部件的耐高温性能进行研究。实

验分别在缓慢升温和快速升温两种环境中进行。在缓慢升

温环境中, 除厅门外招按钮外, 电梯门及其零部件能保持

30min不受影响;而在快速升温的环境中,受温度影响可靠

性差。电梯厅门外招按钮由于表面有一层金属镀层,导热性

能好。根据实验数据,厅门外招按钮表面温度上升快,受高温

影响严重, 在两种温升环境中下电梯厅门外招按钮的耐高

温性能表现都较差。电梯设备间的温度不应超过 40℃,高于

这个温度的高温环境会造成电梯故障率增加 1倍左右。

2.2烟囱效应导致电梯失效。室内外温差造成的热压是

形成电梯井烟囱效应的主要驱动力。有资料显示,烟气在电

梯井内的垂直扩散速度为 3--4m/s。高度为 100m的高层建

筑中,烟气在 30s内可从底层到达顶层。

2.3活塞效应导致电梯失效。电梯运动造成“活塞效应”

使周围空间的压力随着电梯运行发生变化。受“活塞效应”

的影响,烟气运动速度发生变化,同时改变了蔓延路径及在

电梯前室中的分布。同时,“活塞效应”导致烟气渗流进入电

梯轿厢,危及电梯内疏散人员的安全。

2.4风压对电梯门的影响。正压送风可以有效防止烟气

进入电梯竖井和轿厢, 但同时对电梯门产生风载荷作用,影

响了电梯门的正常运行。正压送风导致电梯门处风压过大,

梯门不能自动关严,影响电梯的正常使用。并且,发生火灾

时,底层与顶层温差使电梯井道风速增大,电梯门受风载荷

影响严重。

3高层建筑发生时火灾时的电梯疏散系统分析

电梯紧急疏散系统(EEES)最早由 K1ote提出,以下电梯

疏散系统以 EEES系统为基础,包括基本电梯设备、电梯井

高层建筑危急情况下的电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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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层建筑发生火灾时,由于受到高温、烟气、正压送风以及消防水等因素的影响,电梯系统的支护结构、供电系统、

电气、电路等部件出现故障或损坏,导致电梯停止运行,是影响高层建筑使用电梯进行人员疏散的根本原因。因此,建立电梯

紧急疏散系统,是实现电梯协同疏散的保障措施之一。基于此,本文阐述了高层建筑发生火灾时电梯系统疏散的安全隐患及

其可能性,对高层建筑发生火灾时的电梯系统失效机制及其疏散系统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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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不断进步, 以及多种所有制

经济迅速发展并且逐渐与国际化接轨, 土木工程在国际市

场中存在相当的竞争, 其中尤其是岩土工程正处在很艰巨

环境中,在经济工程市场上不断被竞争着,因此为了保障岩

土工程能够继续在竞争市场中处于有利地位, 必须时常对

岩土工程的相关问题进行调查分析, 并不断进行处理和改

善,尤其是在深基坑的支护问题上更应该十分引起重视。

1岩土工程的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的岩土工程发展状况一直处于竞争状态,是

一项工程招标成功之后的具体体现, 目前在我国的所有制

市场中存在较高程度的市场化, 但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

虽然市场化程度较高,却缺乏市场的集中性,行业内的活动

岩土工程中深基坑支护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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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岩土工程是从欧美引进的一项土木工程的新技术,主要包括对岩石以及土壤之间的问题研究。深基坑支护说的是

为了保障岩土工程的顺利进行,在深坑周围以及深坑中搭建保护和支撑的措施,来防止地下工作时发生坍塌等问题,保障了

工人的安全。本文主要讲述了岩土工程中深基坑支护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相关的解决办法,以及在未来的工作中需要进行哪

些改善和发展。

[关键词] 岩土工程；深基坑；支护

道、机房以及其他用于疏散过程中安全操作的设备和控制

手段,同时还包括防高温、防水、防断电等防护部件。

3.1电梯井机械加压。烟控系统必须提供足够的压差才

能克服外部风力和热烟气的浮力作用。加压压力取决于火

源与电梯前室的距离和火灾强度。通常对前室加压 20^ 25

Pa可以克服任何浮力产生的压差。

3.2电梯前室机械加压。在电梯烟控系统中,加压气体

一部分会从井道排到室外, 另一部分则会从前室穿过建筑

室内到室外。对前室进行增压,加压气体会经过前室流出室

外。流出的加压气体可以在烟控系统启动前或有人进入前

室时,更有效地带走部分烟气。如果忽略前室向外界环境的

泄漏量, 可知空气从电梯井到电梯前室的质量流动速率与

从前室到建筑内部空间的质量流动速率是相等。因此若建

筑的漏气性不显著, 可认为电梯前室气压与井道内气压非

常接近。

3.3防高温措施。为了避免电梯装置在高温环境中的失

效事故,前室应使用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的材料建造,并在

电梯门上涂膨胀型防火涂料。膨胀型防火涂料在一定温度

下能部分分解吸热,抑制电梯门的温度升高。并且分解时,产

物中某些成分能捕获燃烧链式反应中的游离基和放出惰性

气体稀释氧气的浓度,阻止燃烧继续进行,从而避免前室和

电梯达到高温而破坏电梯的正常使用。电梯前室及其井道

内均安装感温探头。当温度接近或达到能对电梯零件造成

伤害时, 探头通过使用耐火材料铺设的信号传输线发送信

号给消防控制中心, 同时开启对井道和前室的送风系统降

温,或由控制中心决定是否停用电梯。

3.4防水设计。消防用水流入电梯井道,会严重阻碍电

梯的正常使用。对于电梯的前室, 需在电梯门前设置高约

4-5 cm的防水坡,并且前室门前也要增设约 5cm的门槛,减

少火灾发生时消防用水通过电梯门进入井道。对于电梯井

道, 动力与控制电缆应使用如氯丁胶等阻燃绝缘的材料进

行密封处理。对于电梯底坑,需加设横向排水管道,当消防用

水在底坑内达到一定高度后, 积水经由排水口送到地下室

外设置的深坑中,并用水泵将水排走,防止底坑积水影响电

梯正常使用。

3.5断电保护。应急电源作为火灾发生时提供整个系统

的用电, 在应急电源周围应使用耐火等级高的材料独立分

隔。日常使用的输电线路与应急电源使用的独立铺设的供

电线路均使用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的材料铺设。

4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层建筑发生突发性火灾时,由于高层建筑

的特点会导致救援难度增大,疏散压力也不容小觑。电梯作

为一种快速运送人员和物品的特种设备, 应在高层建筑火

灾中体现它的优势,成为帮助人们逃生的有效工具,因此高

层建筑发生火灾时的电梯防护系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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