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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电气设计中的消防配电设计方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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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消防配电设计是电气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建筑电气的使用安全，对于建筑系统的整体安全性能也

有重要的影响。本文对建筑电气设计中的消防配电设计进行了分析研究，文章简要阐述了消防配电设计“发热”必要性，

并总结了消防配电设计的关键要点，以具体案例分析了建筑电气设计中消防配电设计的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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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化消防配电设计的必要性

民用建筑建设规模及数量不断增加，建筑企业逐渐将

建筑安全性问题摆在重要战略层面，在建筑工程项目实施过

程中涉及的消防配电直接关系建筑使用安全，关系着用户的

生命财产安全。因此，提高民用建筑电气设计中消防配电系

统设计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迫在眉睫。当前，民用建筑消防配

电设计方案存在配电系统设计不合理问题，主要表现在消防

用电负荷等级确定有误、消防用电负荷计算偏大、消防配电

线路的保护选择不当、消防末端双电源自动切换箱安装位置

不合理、消防用电设备最末级配电箱的配电线路与非消防用

电设备的配电线路混接、消防水泵和消防风机采用变频调速

器控制、消防配电线缆的选择与敷设方式不符合规范要求、

选用的消防配电设备质量不佳等。

二、分析消防配电设计中较为常见的问题

2.1 消防配电供电系统的设计始终是建筑电气资源开发

面临的重点问题，主要涉及配电装置安装不合理，高压单元

电路规划误差大等方面的内容。例如，就负荷建筑物的供电

系统设计来讲，建筑的运行要依靠高压单元，但电路是第二

电路，所以就需要配备独立电源。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使用

高压侧母线开关组的时候，消防配电系统的运行效率就会大

打折扣，不能完全保证建筑物的安全需要。之所以会出现以

上这一现象，主要原因在于高压单元电路设计不合理，独立

电源的使用不到位。而且，部分设计人员在操作的过程中，

也没有依靠以上这两种设计范式，这就大大降低了建筑物的

安全性与可靠性，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埋下风险和隐患。再

者，部分操作人员在供电的过程中，也没有掌握正确的操作

方法和技巧，自身的专业素质仍旧存在一定的欠缺，所以在

配电设计的时候，也无法对控制原路图做出准确的分析，提

出有效的应对方法。

2.2 电源监控设备设计的不合理也是消防配电系统中

存在的重要问题。电源监控能够随时分析消防设备的运行

情况，实现全天候的调节和管理，如果这一装置无法发挥

作用，那么监管人员就无法收集消防系统运行的数据和信

息，消防人员也不能及时排查潜在的风险和隐患，如果事

故发生，也无法采取有效的措施及时制止，最终造成的后

果是不可估量的。

三、分析消防配电设计方案的具体内容

3.1 消防负荷配电接线方案

根据现有规范对消防负荷供电要求，一级消防负荷的

供电应采用双重电源供电，二级消防负荷的供电可采用一路 

10kV 电源的两台变压器的两个低压回路，并在最末一级配

电箱自动切换。目前，建筑电气工程为消防负荷的供配电系

统设计各不相同。采用供电方案主要分为不分组和分组设计

两种。常用的方案是消防

负荷与非消防负荷共用进线开关和同一低压母线段，

接线如图 1 所示。由图 1 可知，这种方案优点是接线简单，

造价也较低。缺点是当低压母线发生短路或火

灾不能有效切除非消防线路不利时，建筑内消防喷淋

水喷洒导致消防线路发生接地故障或短路，造成越级跳闸等

都会使总进线断路器 QF1 跳闸。此方案受非消防负荷故障

的影响大，消防负荷供电可靠性不高。现有火灾案例中有发

生在火灾初期时可启动消防设备灭火，但在灭火过程中，发

生主断路器跳闸，主进线电源虽然有电，但合不上闸，消防

灭火设备不能启动，耽误了最佳灭火时间，火势蔓延造成重

大损失，类似的案例还很多。消防用电设备供电在《建筑设

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版）第 10.1.6 条作了下

述规定：“消防用电设备应采用专用的供电回路 , 当建筑内

的生产、生活用电被切断时 , 应仍能保证消防用电。备用消

防电源的供电时间和容量，应满足该建筑火灾延续时间内各

消防用电的要求 ”。对消防电源提出了专用供电回路要求，

主要目的是消防用电不应与非消防、生活用电的配电线路同

一供电回路，以保证当切断非消防用电时，消防不受非消防

负荷的影响。具体配电接线如图 2 所示。这种接线方案可减

少母线联络断路器 QF7 的操作，但缺点是低压母线较多，

主开关较多操作较复杂，容易误操作，同时应急电源的出口

开关柜要特制，以满足此系统要求。针对以上缺点提出另外

一种接线方案，在变电所内变压器低压出线侧做隔离开关，

在隔离电器下端把消防电源和非消防电源分开，具体配电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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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如图 3 所示。这种接线方案主要适用于以下两个：两个电

源或两回线路正常运行时，分别向建筑物用电负荷供电，重

要负荷母线与一般负荷母线分开；变压器出线至所供母线距

离较近，高压侧保护无死区者。这种系统结构简单，所供负

荷关系明确，维护管理简单，可用在非重要的高层建筑而无

应急备用电源要求的工程中。

图 1 消防负荷与非消防负荷不分组方案

图 2 消防负荷与非消防负荷分组方案

图 3 消防负荷与非消防负荷分组方案

3.2 消防电源设计

对建筑消防电源进行设计时，首先要按照《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GB 50016—2014）确定建筑的消防用电负荷等级，

然后结合《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2009）的规定，

对建筑的消防电源进行设计。消防用电按一、二级负荷供电

的建筑，当采用自备柴油发电机组作为备用电源时，自备柴

油发电机组应设置自动和手动启动装置，机组平时应处于自

启动状态，当市电中断时，低压柴油发电机组应在 30s 内供

电，高压柴油发电机组应在 60s 内供电（当二级负荷由低压

柴油发电机组供电，且自动启动有困难时，可手动启动）。

备用消防电源的供电时间和容量，应满足建筑火灾延续时间

内各消防用电设备的要求，建筑火灾延续时间参照《消防给

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的相关规定。

消防用电的可靠性是保证建筑消防设施可靠运行的基本保

证，因此设计消防电源时，必须满足现行规范、标准的相关

规定。

3.3 配电设计

对于防火分区数量较多的建筑，每个防火分区内的消

防设备应各自独立，互不影响。为了确保火灾发生时，各防

火分区消防设备可靠运行，消防配电干线宜按防火分区划

分，消防配电支线不宜穿越防火分区。消防控制室、消防水

泵、消防电梯机、防烟与排烟风机需要在配电线路的最末端

配电箱设置双电源自动转换装置，并将末端配电箱设置在相

应的机房内，保证建筑物火灾发生时，消防设备能正常运行，

确保灭火作业正常进行。

结束语

综上所述，优化消防配电设计方案，可严重降低火灾

发生率；当火灾事故发生时，可及时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消防

应对措施，避免火灾危害进一步扩大，减少火灾事故造成的

损失。基于此，在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过程中，结合工程实际

情况，勘察收集相关的数据信息，能保证消防配电设计方案

的合理性，提高民用建筑使用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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