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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企业生产、仓储用

房、大型批发市场、物流业、综合商场、商业综
合体、体育场馆、影剧院、展览馆等大空间、大
跨度建筑越来越多，这些建筑具有人员流动性大，
储存可燃物质多，内部通道错综复杂等特点，一
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群死群伤
恶性事故。近年来，我国各地相继发生大跨度、
大空间火灾，给国家和企业造成了较大的财产损
失。下面就大跨度、大空间的火灾特点和扑救对
策谈一些简单的看法。 



大跨度、大空间建筑的定义 

    大跨度、大空间建筑是指单层面积大、
跨度大、层间高，没有或缺少实体分隔所
形成的建筑。一般跨度在60米以上的建筑，
主要采用钢为主要材料，其结构形式主要
包括网架结构、网壳结构、悬索结构、膜
结构、薄壳结构等五大空间结构及各类组
合空间结构。



框架结构
             框架结构是指由梁
和柱以钢接或者铰接相
连接而成，构成承重体
系的结构，即由梁和柱
组成框架共同抵抗使用
过程中出现的水平荷载
和竖向荷载。结构的房
屋墙体不承重，仅起到
围护和分隔作用，一般
用预制的加气混凝土、
膨胀珍珠岩、空心砖或
多孔砖、浮石、蛭石、
陶粒等轻质板材等材料
砌筑或装配而成。



薄壳结构

        薄壳结构是建筑学上的术语。壳，是一种曲面构件，主
要承受各种作用产生的中面内的力。薄壳结构就是曲面的
薄壁结构，按曲面生成的形式分为筒壳、圆顶薄壳、双曲
扁壳和双曲抛物面壳等，材料大都采用钢筋和混凝土。



网壳结构

           网壳是一种与平板网
架类似的空间杆系结构，系以
杆件为基础，按一定规律组成
网格，按壳体结构布置的空间
构架，它兼具杆系和壳体的性
质。其传力特点主要是通过壳
内两个方向的拉力、压力或剪
力逐点传力。此结构是一种国
内外颇受关注、有广阔发展前
景的空间结构。网壳结构又包
括单层网壳结构、预应力网壳
结构、板锥网壳结构、肋环型
索承网壳结构、单层叉筒网壳
结构等。



一、大跨度大空间厂房及商住楼火灾特
点及处置对策

二、浅谈如何提升大跨度、大空间厂房
及商住楼火灾扑救能力 

三、大跨度、大空间厂房和商住楼火灾
扑救能力现状分析 

四、提升大跨度、大空间厂房以及商住
楼火灾扑救能力的措施



一、大跨度大空间厂房及火灾特点及处
置对策

（一）大跨度、大空间的火灾特
点

              1、大跨度、大空间的钢结构部分在
高温下极易变形，导致建筑物局部倒
塌。火灾中，当温度升至350摄氏度、
500摄氏度、600摄氏度时，钢结构的
强度分别下降1/3、1/2、2/3。在全负
荷情况下，钢结构失稳的临界温度为
500摄氏度。此外，钢构件极易受高温
作用后，钢结构冷热聚变，受热膨胀，
遇冷水后会急剧收缩，而且火灾时，
某一部分变形受损会破坏整个构件的
整体受力平衡，所以钢结构建筑，尤
其是大跨度厂房发生火灾时，钢构件
极易受高温作用后较短时间内就会发
生扭曲、变形，进而导致整个建筑的
倒塌，救援难度增大。    

         



         2、大跨度、大空间厂房人员密集、可燃物多，
火灾扑救和人员疏散困难。大型钢结构厂房规模
大，建筑结构连体成片，生产机器设备密集，人
员和物品高度集中，厂房内原料、成品以及生产
设备中有大量可燃物，甚至有易燃易爆品及有毒
物资的可能性。而商业综合体内部人员集中，装
饰材料大多为易燃品。此类建筑一旦发生火灾，
火势蔓延快、燃烧猛烈、并产生大量烟雾，扑救
难度大。    



         3、大跨度、大空间
建筑物着火后火势蔓延
迅速。 大跨度、大空间
厂房建筑空间跨度大，
占地面积大，一般高度
均大于7米，门窗多，通
风好，可燃物料多，一
旦发生火灾，蔓延途径
多、火势蔓延快、燃烧
猛烈，在热气流的作用
下，很快形成大面积火
灾。



4.火灾隐患多，危险性大。这类建筑中通  常存在较多引发
火灾的因素，人物混杂，火灾隐患多、危险性大。

5、易坍塌，造成二次灾害。大跨度、大空间厂房发生坍塌
后，将造成严重的二次灾害：扩大火势范围，造成建筑内
部燃气、供电设施毁坏，有毒气体泄漏，甚至引发爆炸形
成连锁反应，扩大灾害。 



6、烟雾大、毒性
强、蔓延快。大
跨度、大空间厂
房内通常存有大
量的易燃原材料、
半成品、成品等
物资或者易燃装
修材料，火灾荷
载大，燃烧速度
快、强度大、毒
性高、蔓延迅速，
短时间内即可形
成大面积火灾。



7、易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大跨
度、大空间厂房内通常有大量的物资或设
备，密集的工作人员，一旦发生火灾，迅
速蔓延的火势和剧毒的烟气极有可能造成
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8 、情况复杂，灭火救援难度大，调集力量多、灭
火救援持续时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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