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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层建筑安全疏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高层建筑的特点，一是层数多，垂直疏散距离长，人员

需要较长时间才能疏散到安全场所；其二是发生火灾时，在

“烟囱效应”作用下，烟气和火势竖向蔓延快，增加了安全疏

散的困难，而平时使用的电梯由于不防烟火和停电等原因

停止使用；其三是人员集中，容易出现混乱，拥挤的情况。而

且在疏散过程中人往往具有一种恐惧心理，往往是向熟悉

的路线疏散，向明亮的路线疏散，也增加了疏散的困难。

高层建筑的功能分区合理，交通路线通畅，人员安全疏

散快捷，不仅反映了一个建筑物的实用性和经济性，同时还

涉及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性问题。对高层建筑进行防火

设计，应从其建筑及使用特点出发，充分考虑建筑功能与消

防安全的合理关系。安全疏散和避难设计攸关人员生命安

全，要求高、难度大，无疑是高层建筑防火设计中的重点和

难点。

2高层建筑电梯系统选择的基本原则

2.1明确的导向原则

在高层建筑中，电梯的前厅选择首先要处理就是和门

厅之间的关系，这是实行清晰明确的导向选择的首要问题。

电梯厅与门厅之一般来说有两种位置关系，即第一种电梯

厅位于建筑物的中心位置正对着门厅，另一种为电梯厅在

建筑物的非中心位置侧对着入口大厅。但无论是哪种关系，

让电梯的使用人员尤其是初次来到建筑并不熟悉的使用者

很快的找到电梯厅的位置，减少不必要的停留和流线的交

叉是我们选择的首要任务。

2.2空间的舒适原则

在以前的高层建筑物中，由于经济问题上的限制，多是

完完全全的从功能上考虑，忽略了使用者的心理舒适度，其

选择的依据非常单一和片面，人们在使用时也往往容易产

生心理和精神上的压抑和不愉快感。所以，现在的高层建筑

的电梯交通系统的选择中，不仅仅只关注建筑的功能的使

用状况，我们还需要从人性化的角度来考虑人们在等候、乘

坐电梯的过程中的心理感受和需求，并以这样的一个要求

来作为建筑师选择的依据和出发点，创造出与现代社会的

“以人为本”相适应的候梯和乘梯环境是尤为重要的。

在现代的科技和经济实力的驱动下，国内的高层建筑

做的越来越高，越来越大，从而导致所需要的电梯台数在不

断的增加。由于数量增加的过多，建筑选择人员在选择的过

程中往往采用很多台的电梯队列的形式来组织平面布置方

式，但这样的一个看似简单的解决方法却产生了一个令人

尴尬的现实问题，即由于电梯厅的纵深过长导致乘梯者无

法完全顾及到电梯的实际运行和到达状况，而且现在由于

加快了电梯的使用效率，电梯门开启的时间都有所缩短，现

在电梯门开关的时间约为 4-6秒，这样很容易造成当乘客

在一端等候电梯到来时意识到另一端的电梯已经到达却也

无法及时乘坐了。因此，在我们进行电梯交通选择的时候，

应该避免同一电梯厅里设置过多数量的电梯，否则很容易

造成乘梯不便而且导致系统工作效率下降等等不良反应。

若遇到电梯数量过多时，我们应该考虑分多个电梯厅选择，

这在现实工程实践中已得到大量的运用。

3高层建筑利用电梯疏散的优越性

在修建一栋大楼时，对其中考虑运输能力的电梯配置，

常有以下的要求：

对于住宅楼，在上行高峰时，所配电梯能在五分钟内运

送全楼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左右，高峰输送总时间约分 67分

钟到 100分钟；

对于办公楼，要求在上行高峰时，所配电梯能在五分钟

内运送全楼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左右，高峰输送总时间约

为 29分钟到 40分钟。

电梯运送时间特点，对于高层建筑，尤其是三十层以上

的高层建筑中人员的疏散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在火灾等

危急情况下，时间往往可以决定一切。

当然，单独地使用电梯或楼梯并不能达到最好的疏散

效果，而必须将这两种方式结合在一起，以追求最短的疏散

逃生时间，可以这样描述最佳的紧急疏散情况；从楼梯中下

来的最后一个人与从电梯中下来的最后一个人几乎同时达

到出口处。

同时，电梯疏散不受逃生人群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

和类型等的影响，具有广泛的运用性，也是其一项突出的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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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介绍了高层建筑中的电梯交通系统设置的影响因素和其基本原则，对高层建筑中的电梯交通系统的设

置提出一些指导性的纲要问题。然后具体阐述高层建筑中的电梯在不同类型的建筑中的具体设置手法以及特殊类型电梯

的选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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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层建筑电梯疏散系统的研究

理论上讲，电梯并没有真正应用在高层建筑人员紧急

疏散上面，“火灾时禁止使用电梯”的警示标志仍然存在于

世界上几乎每一部电梯的这边。虽然消防专用电梯早已出

现，与此同时，普通电梯的消防功能也有了长远的发展，但

是这些电梯仅仅是输送消防设备和人员执行救灾任务的，

以减轻消防员进行灭火行动时的体力消耗，其硬件和软件

设备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还不足以达到大规模人员疏散的能

力，在火警情况下是不使用电梯让普通人群逃生的。同时，

社会公众对于电梯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下的运行安全性和实

际使用价值的认可也需要一个观念转变的过程，虽然在

“9.11”之后，国际上对于利用电梯进行高层建筑紧急疏散

的需求日益高涨，但由于各种技术问题和社会上的原因，却

一直阻碍了电梯紧急疏散系统的实际应用。

直到今天，高层建筑电梯疏散系统已发展成为一个相

当复杂的概念。狭义上讲，它赞同于 Klote早期提出来的

EEES，即包括基本电梯设备、电梯井道、机房以及其他的用

于疏散过程中安全操作的设备和控制手段。广义上讲，电梯

疏散系统除了包括这些因素之外，还应考虑整个建筑的综

合环境影响、人在危急情况下的行为心理，以及完善的危险

分析、评价体系等。因此，一个扩展意义上的 EEES是一个

以安全科学为基础，涉及机械、电气、建筑设计、材料学、心

理学和管理学等的庞大而复杂的系统. 其关键在于有效地

引导人员的疏散、尽可能营造舒适、快速的疏散通道和切实

保证电梯及其相关设备本身在整个疏散过程中的可靠性。

5高层建筑电梯疏散系统的组成

5.1 EEES

一个完整的 EEES必须能够保证乘客和电梯本身在建

筑内发生火灾时免受热、火焰、烟、水、电梯机房设备的过

热，以及电源的损失等影响。

EEES 是 Klote 垥在研究航空交通控制 在发生危险情

况下利用电梯的逃生时提出来的，因此，一开始就具有很强

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尤其是他在烟火控制、水的防护方面做

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对电梯井道设计、防火前室设计和相

关的建筑设计和材料选择提出了大量的改进建议，同时，

EEES也考虑了在发生地震、爆炸等其他的危急情况下的

应用。

但是，在 EEES提出的，当初是出于进行小规模人员疏

散的考虑，因此，它并不能完全适合于疏散人员众多的情

况，因为对于后者，所涉及的不确定因素会更多、更复杂.这

也是 EEES始终没有得到广泛应用的原因之一，而对于其

在今后的应用，除进一步保证硬件设备本身的可靠性之外，

还应养生考虑其他相差因素的综合影响。

必须说明的是，对于电梯本身所依赖的电气系统和机

械系统而言，要使其在火灾等危急情况下始终保持有效是

不现实的，但现有的消防电梯的经验和新的阻燃或抗震等

技术的发展，可以使人们尽可能延长其在危险中的可靠使

用时间，并保证其在人员全部疏散完毕之后再失效。

5.2风险分析、评价体系

高层建筑的电梯疏散系统作为一个固有存在潜在的风

险的系统，必然需要一套完事而有效的风险分析、评价体系

来对其中风险进行量化的分析。同时，风险分析、评价也为

乘客更理性地认识到使用电梯疏散的安全性提供了一种有

效的方法。曾经有人利用风险评估方法，在一定范围内进行

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

电梯是比楼梯更加安全的逃生工具，通过对电梯疏散

系统的设计、安装和使用进行一系列的风险分析和评价，可

以及时找到其中的不安全因素，并提出合理的减少风险的

方法及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

目前，在我国的高层建筑中都禁止在发生火灾时使用

电梯，而同时又没有相应的比楼梯逃生效果更好的疏散方

法。这也就给高层建筑在危险下的人员安全问题堤了隐患。

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建筑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种超高、

越大建筑和特殊功能建筑肯定还有增多的趋势。所以，综合

各方面的考虑的电梯疏散系统以其高效和应用面广的优

点，对于解决这些高层建筑在发生危险时的人员安全逃生

问题，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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