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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昆明市某249米超高层建筑给水及消防系统设计介绍

谢文龙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  200000

摘  要：超高层建筑因其壮观，雄伟的身姿而成为现代城市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道风景线。现代都市圈的发展离不开超高层

建筑，超高层建筑内的水系统也较多层及高层建筑复杂，为了保证系统的工作压力满足标准要求，需要在中间的避难层设置

转输水箱及转输水泵，如果建筑高度很高，可能还需要设置二级甚至更多级的转输[1]。水系统的可靠性，实用性以及安全性

是我们尤其需要关注的重点，也是超高层建筑水系统的难点，现将昆明市一栋249米超高层商办建筑内给水系统及消防系统

作一些介绍。

关键词：超高层建筑；给水；消防

1  建筑概况及设计范围

本项目2#楼塔楼为超高层高端写字楼功能，裙房为宴

会厅和游泳池以及配套功能，净用地面积约20975.43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约184518.77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129807.28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54711.49平方米，绿地面积

3173.63平方米，建筑高度249米，地下二层~地下三层为车库

等，消防泵水池和消防泵房设在地下一层。生活泵房设在地

下三层。

2  给水系统设计

2.1  本工程从市政给水管道上接二根DN200的引入管，

在基地内连成DN200环管，供室内外生活、消防用水。室外

消防、生活分别设管道。绿化用水采用收集雨水回用，除垂

直绿化外，不足的绿化用水采用市政中水补充，当市政中水

不足时，由市政自来水补充。

2.2  用水量

本项目总用水量：最高日660.4m3/d，最大小时115.3m3/h。 

其中市政自来水用水量为：最高日622.4m3/d，最大小时

98.5m3/h；雨水回用及市政中水用量：最高日38.4m3/d，最大

小时16.8m3/h。

2.3  给水系统

地下室：由市政水压直接供水。

塔楼办公部分，分区串联，重力供水为主，重力供水压

力不够的采用变频供水：一层至二层由市政水压供水,塔楼办

公部分3层至9层，1区由中间水箱减压重力供水；11~17层，

2区由中间水箱重力供水；3区18~23层由中间水箱+恒压变频

泵供水；4区24~31层由屋顶水箱减压供水，5区33~39层由设

在43层设备层的屋顶水箱供水；6区40~45层由设在43层设备

层的屋顶水箱+恒压变频泵供水[1]。

生活泵房设在地下三层，水池有效容积为100立方米，

分设2个。21层生活水箱50立方米，分设2个。43层生活水箱

30立方米，分设2个。

2.4  水泵选型计算：

办公：

公共厕所均考虑有可能有蹲便器，流量均加了1.2。

每一个供水分区均为8层，流量均为4.6L/s，即16.6m3/h。

提升泵扬程计算：

H =  h（泵房至楼层高度）+h2(沿程及局部水头损失)+自

由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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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区提升泵：扬程 = 10 9.4+7+10 = 126.4（米）

提升泵流量计算采用供水楼层最大小时流量叠加变频供

水楼层秒流量，设计流量30m3/h。

变频泵CRNE15-12，流量15m3/h，杨程135米。3台泵，

交替使用互为备用，功率为11*3kw。

高区提升泵：扬程h（泵房至楼层高度）+h2(沿程及局

部水头损失)+自由水头[1] = 95.5+7+10 = 112.5（米）

提升泵流量计算采用供水楼层最大小时流量。设计流量

25m3/h。

变频泵CRNE15-10，流量15m3/h，杨程120米。3台泵，

交替使用互为备用，功率为11*3kw。

第三区和第六区为变频给水，3区供应5层，6区供应7层

及屋顶消防水箱。

3区扬程计算：

H = h（泵房至楼层高度）+h2(沿程及局部水头损失)+自

由水头[1] = 14+5+10 = 29m

恒压变频泵CRNE10-5，流量10 m3/h，杨程40米。3台泵

交替使用互为备用，功率为2.2kw*3。

6区扬程计算：

H = h（泵房至楼层高度）+h2(沿程及局部水头损失)+自

由水头[1] = 33+5+10 = 48m

恒压变频泵CRNE10-7，流量10 m3/h，杨程58米。3台泵

交替使用互为备用，功率为3kw*3。

3  消防系统设计

本工程地块红线以内室内外消防系统的设计,包括室外

消火栓、室内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淋系统、气体灭火系统、

建筑灭火器等[4]，本次只介绍室内消火栓系统。

3.1  消防水源及消防用水量

3.1.1  消防用水量设计标准及一次灭火用水量[2] [3] [4]

序号 名称 流量
作用时

间h
一次灭火

水量
说明

1
室外消火栓

系统
40L/s 3h 432m3

由城市管网供
及消防水池蓄
有室外消防水

量设消防泵

2
室内消火栓

系统
40L/s 3h 432m3 由消防水池供

3
自动喷水灭
火系统（中

危II级）
30L/s 1h 108m3

车库、办公楼
等喷水强度为
8L/min. m28,作
用面积160m2

4

中庭
(12~18)、宴
会厅(8~12)
自动喷水灭

火系统

52L/s 1h 188m3
喷水强度为15L/
min. m2,作用面

积160 m2

5
中庭(8~12) 
自动喷水灭

火系统
42L/s 1h 152m3

喷水强度为12L/
min. m2,作用面

积160 m2

6
塔楼室内一
次灭火水量

82L/s 584m3

续表：

序号 名称 流量
作用时

间h
一次灭火

水量
说明

7
裙房室内一
次灭火水量

92L 620 m3

8
最大一次灭
火水量合计

132L/
s

1052m3 消防水池蓄水
量1100m3

3.1.2  消防水源

室外消防环管为DN200，从环管引2路至消防泵房，在

室内消防水池蓄有1100立方米水量。满足一次灭火用水量的

要求。

3.1.3  高位消防水箱

在塔楼顶设容积为620吨的高位消防水箱，分为2格。且

在21层中间设备层设2个50吨中间转输消防水箱，兼做裙楼

的高位消防水箱。[2]

3.2  消火栓系统

3.2.1  系统介绍：最高区的7个楼层采用临时高压供水系

统，塔楼其余分4个区采用常高压系统，由屋顶水池供水，

转输水箱同时作为减压水箱，配合减压阀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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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下层和中间设备层设转输泵，屋顶水箱间设最高区

消火栓泵。消火栓系统设有2套消防水泵接合器，分别接在

接在低区消防系统和消防转输泵出水管上[2]。

本建筑物内各层均设消火栓进行保护，其布置保证室

内同层任何一处均有2股   水柱同时到达。水枪的充实水柱

为13m。消火栓栓口压力超过0.5Mpa的，采用减压稳压消火

栓。各压力分区最高处设试验消火栓。塔楼及裙房屋顶设屋

顶试验消火栓。

3.2.2  消火栓泵计算

（1）消防转输泵（低区）

扬程计算：（40L/s,DN200,v = 1.14,i = 1.15%）

H = h（泵房至楼层高度）+3+h2(沿程及局部水头损失)+

自由水头[2]

    = 106.6+3+2.76+10 = 122.4（米）

XBD14/40-150D/7  Q＝144m3/h H = 140m P = 90kw 

2152KG

高区消防转输泵：

H = h（泵房至楼层高度）+3+h2(沿程及局部水头损失)+

自由水头[2]

    = 125.7+3+2.76+10 = 141.5（米）

XBD16/40-150D/8  Q＝144m3/h H = 160m P = 110kw 

2500KG

（2）最高区临时高压系统消火栓泵：

扬程计算：（40L/s,DN150,v = 2.36,i = 7.19%，15L/

s,DN100，v = 1.73,i = 6.0%）

H = h（泵房至楼层高度）+1.1+h2(沿程及局部水头损

失)+栓口处所需水压[2]

    = 23.8+1.1+10+35 = 69.9（米）

高区消火栓水泵：XBD8/40-150D/4  Q＝40L/s H = 80m P 

= 45kw  1463Kg

（3）消防稳压泵：保证最不利点的消火栓静水压为

0.15Mpa。

4  设计要点

4.1  在42层避难层设雨水蓄水池收集塔楼屋面雨水，回

用于塔楼墙面的绿植浇灌；地下室设雨水蓄水池及雨水处理

设施，回用于室外及裙房屋面绿植浇灌以及地面冲洗，有效

节约了生活用水量。

4.2  本建筑塔楼高度249米，在塔楼顶部设备层设置

620T的高位消防水池，采用常高压重力供水系统结合局部临

时高压系统的形式，对比于中间设转输水箱的纯临时高压系

统而言，增加了消防系统的供水可靠性。

结束语:如今人们对生活品质、办公环境的要求也在逐

步提高，我们水系统的设计也会直接关系到建筑环境、寿命

以及安全。同时设计出科学的水系统也必定会延长管道及配

件的使用寿命，我们在对水系统设计的过程中应当进行，反

复论证多方案比选，科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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