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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工程安装方案 

 

为对本校区舞蹈楼、演艺楼消防工程施工全过程进行科学管理及考核、

本着“精心组织、精心施工”的宗旨，确保工程质量、进度、施工安全等

各个环节的顺利实施，特制订本《施工方案》。 

1  施工工艺： 

1．1 施工顺序 

施工顺序流程图 

材料进场→支架制作→管线施工→管道强度试验、吹扫→喷淋管网、消火栓管网施工

→穿线校线→安装模块箱、模块→泵房施工→主机、探测器、喷头、应急灯等安装 

→系统总调试→竣工验收。 

1．2  组织配合穿插作业，各工种之间互创施工条件，确保总工期的实现。 

1．3  推行先进的施工方法和施工机具，提高机械化作业水平，安装施工

作业中应大量采用电、液动小型工具。 

1.4  尽量采用新材料、新工艺，减轻劳动强度，减少劳动投入。 

2  本安装的主要工艺作法，除执行设计图规定的标准图集和规范外，主要

作法按四川省地方标准《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工艺及操作规程》

(BD/5100P01001－88)操作。 

2  主要施工方法： 

2．1  工作原理介绍 

本舞蹈楼、演艺楼建筑高度均超过 24米，为二类高层建筑，按《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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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2001 年版）进行防火设计，耐火

等级为一级。 

（1）火灾自动报警及联动系统 

底层设有消防控制室，与值班室合用。设一套二总线火灾报警控制器。

本项目为二级保护对象，采用局部保护方式。在办公室、教室、公共走道

等场所设置火灾探测器。如果保护区的探测器、线路发生故障，或探测到

火灾信号，则相应的指示灯会点亮，蜂鸣器鸣响，(如为火灾信号则相应楼

层及相邻楼层的声光报警器也鸣响)。 

当发生火警时，火灾自动报警控制器发生火警控制输出信号，主火警

指示灯点亮，报警主机显示首火警地址，通过键盘操作可以显示其它火警

地址。 

镀锌钢管布管，水平安装于吊顶或楼板内，垂直安装于竖井内。报警

总线,DC 24V电源线、报警广播线、火警电话线和联动控制线分别采用 RVS 

2X1.5 ， RVS 2X2.5 ,RVVP 2X1.0 ，BV1.5 阻燃塑料铜芯线布线,钢管之间

用接地线卡连接，如预留预埋与楼板内，则用钢套管焊接，与接线盒，箱

之间接地线用螺栓压接或在盒，箱边缘焊接。 

自动报警系统的接地装置采用共用接地。接地电阻不大于 1 欧姆，如

共用接地电阻不能满足不大于 1 欧姆的要求，则采用专用接地，接地电阻

不大于 4 欧姆。 

消防控制室内设火警直拨电话一台，设一套 40 门火警电话总机，各消

防电梯前室设火警专用电话插孔，变电所、防排烟风机房、水泵房，配电

房，电梯机房等处设电话分机，以便火灾时及时指挥。并将火警电话引至

舞蹈楼、演艺楼、教学大楼等项目。 

消防控制室内火警联动控制器，火警广播通讯柜落地安装，探测器出

线盒顶板或吊顶内暗设，探测器吸顶安装，手动报警按钮和消火栓按钮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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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明设，底部距地 1.5 米。输入模块，输出模块安装在相应连接设备现场

或模块箱内。 

（2）水喷淋灭火系统 

自动水喷淋灭火系统：按中危险度一级的设计要求。在舞蹈楼、演艺

楼实行全喷淋。由地下室自喷水泵加压供给本工程自喷用水，其流量、扬

程为 Q=30L/S,H=90m,能满足本建筑的水量水压要求。自动喷淋系统设湿式

报警阀、安全信号阀、水流指示器、闭式喷头及末端试水装置。室外设有

两套水泵接合器。 

（3）消火栓系统 

消火栓系统：系统用水由琴房大地下室消防泵供给，其流量、扬程为

Q=20L/s,H=75m,能满足本建筑的水量水压要求。地下一层及地上一～八层，

设置减压孔板将消火栓栓口压力控制在 0.5Mpa以内。室外消防用水由室外

消火栓满足，室内消火栓系统室外设有两套水泵接合器，所有消火栓箱均

为自救式。 

（3）应急照明系统 

应急照明系统：采用集中式应急照明配电柜，应急时间 90 分钟。在变

电所、消防控制中心、水泵房、消防电梯机房、送排风机房、排练厅和公

共走道等处设有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标志灯。 

2．2  主要施工方法（火灾自动报警联动系统） 

（1） 配管时应按照设计施工图和施工及验收规范的要求，复测设备设施

的坐标、标高，并对管道的走向进行放线定位，调整与其它设备的距离；

按规定对所有的预埋箱(盒)及管口采取保护措施。 

  （2）配管后，工长、班长、质检员应对照设计施工图作一次全面检查并

填写隐蔽验收资料交至现场有关人员核对签字，防止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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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吊顶内敷设线管应采用单独的卡具吊装或支撑物固定。 

    （4）为保证质量，防止配线潮湿而降低配线的绝缘程度，配线应清除

管内积水、污物，保证管内畅通。 

  （5）配线完毕后，用 500V 兆欧表对配线全部作绝缘电阻测试，其对地

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20MΩ。 

   （6）按设计施工图或设备技术说明书用数码管书写线序，注明配线回

路编号及始末端。导线头应搪锡，接头应牢固，导线对接时应扭转五圈以

上焊接（规范要求）。导线接头处用绝缘带作包封处理。 

    （7）配线全部接通后(分层、分区)再用 500V 兆欧表在线路的始端抽

测回路电阻。其对地绝缘电阻须达到设计要求。 

    （8）探测器底座在未上探测器前应采取保护措施。 

  （9）火灾探测器在吊顶上的具体位置，以建筑装修图为准。 

2．3  管道井内管道安装施工措施 

（1）大管径的管道应比小管径管道先进行施工，需焊接的管道应比不

焊接的管道先进行施工，处在管井边角处的管道应先进行施工，如管道施

工优先顺序互有交叉，应按总体有利于保证质量来考虑。 

（2）管道井内的管道支架应严格按设计要求进行 

（3）负责各系统施工的班组，应在总进度的控制下，合理分配人员，

各班组间相互协调配合，使管井的施工有条不紊地进行。 

（4）需防腐的支架和管道在进入管道井安装前，应先作好防腐。 

（5）井内施工应有足够的照明度，以利安全。 

2．4  水泵安装施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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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泵基础的配筋，混凝土的标号及配合比，严格按照设计图施工。 

（2）地脚螺栓和垫铁的安装严格按照施工图纸。 

（3）地脚螺栓应垂直，螺栓上的油脂和污垢应清除干净，但与泵相连

的螺纹部分应涂油脂。 

（4）螺母与垫圈和垫圈与设备底座间的接触应良好。 

（5）拧紧螺母后，螺栓必须露出螺母，其露出长度宜为螺栓直径的 1/3

－2/3。 

（6）拧紧地脚螺栓，应在预留孔中的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的 75％以上

进行，各螺栓的拧紧力应均匀。 

（7）承受主要负荷和较强的连续振动的垫铁组，宜使用平垫铁。 

（8）每一垫铁组应尽量减少垫铁的块数，且不宜超过五块，并少用薄

垫铁，放置平垫铁时，最厚的放在下面，最薄且不小于 2mm的放在中间，

并应将各垫铁相互的定位焊牢，铸铁垫铁可不焊。 

2．5  泵安装 

（1）电动机与泵连接前，应先单独试验电动机的转向，确认无误后再连

接。 

（2）主动轴与从动轴找正连接后，应盘车检查是否灵活。 

（3）泵与管路连接后，应复核找正情况，如由于管路连接而不正常时，

应调整管路。 

（4）管路与泵连接后，不应再在其上进行焊接和气割。如需焊接和气

割时，应拆下管路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焊渣进入泵内的和损坏泵的零件。 

2．6  泵的调试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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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泵的试运转应在各独立的附属系统试运转正常后进行。 

（2）泵的起动和停止应按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执行。 

（3）离心泵起动前，平衡盘冷却水管路应通畅，吸入管路必须充满输

送液体，排尽空气，不得在无液体情况下起动，自吸泵的吸入管路可不充

满液体。 

（4）电动机的电流不应超过额定值。 

（5）泵的安全保护装置应安全、灵敏。 

2．7  管道焊接施工措施 

    （1）钢管道焊接坡口可用手提式砂轮机磨制，如用气割加工管道坡口

则焊接前必须用手提式砂轮机磨去坡口表面的氧化皮，并将影响焊接质量

的凹凸不平处打磨平整。 

（2）钢管用电焊条应根据母材材质选用，电焊条涂料均匀、坚固，无

显著裂纹、无成片脱落；容易打火、燃烧溶化均匀，无金属和溶渣过大飞

溅。 

（3）管道焊接应有加强面高度和遮盖面宽度。 

（4）管道的对口焊缝或弯曲部位不得焊接支管。弯曲部位不得有焊缝， 

接口焊缝距起弯点应不小于 1 个管径，且不小于 100mm；接口焊疑距离管道

支、吊架边缘应不小于 50mm。 

（5）焊接管道分支管，端面与主管表面间隙不得大于 2mm，并不得将

分支管插入主管的管孔中。分支管管端应加工成马鞍形。 

（6）双面焊接管道法兰，法兰内侧的焊缝不得凸出法兰密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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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要点 

3．1   施工人员按分工到位，按操作规程和设备的技术说明书对报警系统

进行施工、调试。 

3．2   接通 200V 电源，按照设计图和设备技术说明书，将整个系统及设

备接线进行一次全面复查。 

3．3   确定接线无误后，接通 220V 电源，观察各设备面板上的显示灯，

仪表指示是否正常。 

3．4  查火灾报警器自检功能。 

3．5  消音，复位功能。 

3．6  故障报警功能。 

3．7  火灾优先功能。 

3．8  电源自动转换和备用电源的欠压报警功能。 

3．9  按设计图把各编码底座在回路上的位置，通过键盘把探测器等传输

火灾信号的系统部件输入控制器的储存系统。 

3．10 用烟，温感试验器，分别对烟(温)探测器逐个进行加烟或加温试验，

其动作应准确无误。 

3．1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安装内容包括配管、金属线槽敷设、线路敷设、探

测器底座的固定、接线、探测器安装、端子箱板和报警控制设备的固定、

安装、接线、调试及联动功能试验、试运行、交工验收。 

3．12 配管时应按照设计图和施工及验收规范的要求，找准设备、设施的坐

标和标高，对管道的去向进行放线定位，调整与其它设备的距离，并按规

定对所有的预埋箱(盒)及管口采取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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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管井内金属封闭线槽敷设固定于门字角钢支架上，角钢采用 40×40

×4，焊接在建筑主体结构预埋铁件上或用膨胀螺栓固定在建筑主体结构

上；固定点间距不大于 1.5 ～ 2m。 

3．14 报警线连接应在器件箱或分支盒内进行，导线连接必须采用松香焊锡

丝连接，线路的始末端应编号，天棚内接线盒必须加盖板。 

3．15 报警线路敷设后，500V 兆欧表对配线进行绝缘电阻测试。其对地绝

缘电阻值不小于 20 MΩ。 

3．16 安装探测器前，先用火灾单点测试设备对探测器进行抽测检查，若抽

测时发现有不合格产品时，应全部重新测试，保证不合格品不能用在工程

上。 

3．17 安装探测器要求施工人员按设计施工图，结合施工现场核对探测器与

其它设备的距离，要求探测器周围 0.5m 内不应有遮挡物，且距墙的距离不

小于 0.6m，距空调送风口边的距离不小于 1.5m。确认灯应面向便于人员观

察的主要入口方向。 

3．18 为确保按图施工，内业技术员应向工长作好交底工作。各系统的工长，

班长认真熟悉图纸，以便给组员作细致交底。 

3．19 在施工前，应先进行管井的清理和尺寸复核工作。 

3．20 根据管井大样平面图中的管道平面位置，在楼层中定出各管道的平面

位置，然后从井道最高处放下线坠，定出立管的位置，用油漆在井道墙上

做出标记定位。 

3．21 分班组织根据支架形式，具体安装高度进行管道井支架安装。 

3．22 对每层安装完毕后的管道，都应进行调整，使其在立面偏差符合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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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并及时固定。 

3．23 施工操作层的上面一层，应用坚实木板覆盖完管井，以免有物体从上

面管井落下打伤施工人员。 

 

4 施工进度计划 

4．1 施工进度详见后附件施工进度横道图。 

4．2 为确保该工程的工期，在制定计划时，做到以下几点： 

1．健全组织机构，领导和管理安装工程； 

2．建立已完工台帐，做到心中有数； 

3．检查计划完成情况，包括工程形象进度、资源供应及人力安排情况；

如没有按期完成，应及时采取措施、加班保证计划工期。 

4．采用流水作业，安排足够劳动力，合理安排进场时间，利用网络技

术进行优化调整，加快工程进度，确保工程如期完成。  

4．3  保证工期的措施 

1．制定工程进度计划，保证合同工期；争取提前竣工，缩短工期。 

2．科学编制施工进度网络计划，以总计划控制月计划。 

3．把月计划完成情况纳入施工现场人员和操作人员的月考核之中，实

行奖罚制度。 

    4．科学管理，精心安排施工程序，做到施工现场工艺流程合理。 

    5．原材料、成品、半成品按计划供应，保证各种材料供应及时。 

    6．保持与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及外协单位的经常性联系，以求得最大

限度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7．按“标化” 要求组织施工、管理，创造良好的作业环境和生活环

境；加强卫生管理制度，保证工程高速度、高质量的完成。 

5  劳动力安排计划 

所用各施工专业班组，由项目部提出用工计划，公司人劳处按劳动用

工管理制度按计划供应。现场作好入场教育和技术交底等工作。本工程采

用统筹法及网络计划编制用工计划，施工现场采用项目现场管理体制，设

立本工程消防工程项目部，明确其责任、权利和义务，项目目标为优质工

程。 

根据国家颁发的劳动定额，以及工程具体特点运用统筹法及流水作业

法，调配一线生产工人，科学安排劳动力。 

劳动力计划表 

工种、级别 按工程施工阶段投入劳动力 

 
预留预

埋阶段 

管网施

工阶段 

管道试

压阶段 

穿线、校

线阶段 

设备安

装阶段 

系统调

试阶段 

竣工验

收阶段 

管工 6 12 12 5 10 6 6 

电工 6 5 5 12 10 6 6 

焊工 4 6 6 6 5 5 3 

钳工 4 5 5 5 5 2 2 

普工 3 5 5 3 5 2 2 

6   施工机具配置计划 

本工程除各个工种个人使用工具外，现场还需配备如下主要施工机具、



 
 

设备和仪表： 

7  检验、系统调试运行 

工程质量规划目标：一次性验收合格。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国别产地 
制造

年份 
额定功率
（kW） 

备注 

1 大货车 五菱 1 台 柳州 2001   

2 小货车 长安 1 台 重庆 2000   

3 焊机 BX6-315 4 台 成都 2003 315A 备用 1台 

4 套丝机 TQ100-AE 4 台 成都（青羊） 2002 0.75 备用 1台 

5 切割机 S1G-SD41-350 4 台 福建 2002 2.2 备用 2台 

6 电锤 GB2S 5 把 西德（博士） 2002 0.6 备用 2把 

7 电钻 CD-8C 5 把 成都 2002 0.55 备用 1把 

8 台钻 ST-16 1 台 山东 2002 2 备用 1台 

9 试泵 280 型 2 台 上海 2002 1.3 备用 1台 

10 加压泵 280 型 1 台 上海 2002 1.3 备用 1台 

11 沟槽加工机 Ⅱ型 2 台 大连 2002 2.5 备用 1台 

12 绝缘摇表 500 型 2 只 上海 2003 0-250KV 备用 1只 

13 压力表 Y100-1.6MPa 5 只 杭州 2003 Y100-1.6 备用 2只 

14 万用表 DT9025 3 只 深圳 2003  备用 1只 

15 真空表 Z-0.1~0MPa 2 只 上海 2003  备用 1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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