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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消防应急照明系统在民用建筑电气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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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民用建筑数量及规模不断扩张。与此同时，人们对电气设计的标准要求也随之

提高。本文论述了智能消防应急照明系统的基本概念，对传统消防应急照明系统与智能消防应急照明系统展开对比，

探究了智能消防应急照明系统设计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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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能消防应急照明系统的基本概念

在民用建筑电气系统中，智能消防应急系统具有一

定的安全性和功能性，与公众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

如果照明效果不好，不仅不利于被困人员快速从火灾事

故现场撤离到安全地带，加重伤亡情况，还无法为紧急

救援工作的有序开展争取宝贵时间。只有对智能消防应

急照明系统实行合理设计，才能有效解决此类问题，确

保整个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为紧急火灾事故救援

工作创造有利条件，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二、传统消防应急照明系统与智能消防应急照明系

统的差异

1.传统消防应急照明系统存在的问题

如果消防应急照明系统的照明灯具因故障未能及时

发送报警信号，会使报警时间滞后，而消防应急照明系

统也就形同虚设；由于消防应急照明灯具的额定电压是

220V，且照明灯具的绝缘性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发生漏

电事故，极易使现场操作人员触电伤亡，尤其是在消防

水迸溅的情况下，更是增大了发生触电安全事故的概率；

当发生紧急火灾事故时，火灾事故现场会产生浓烈的烟

雾，影响逃生人群的视线，干扰被困人员对安全疏散标

志的判断，疏散指示方向不可变，火灾时无法避开着火

处，造成更多人员伤亡；由于传统消防应急照明灯具采

用蓄电池作为备用电源且电池都是独立的，蓄电池维护

工作任务量大，造成了大量的能源浪费。一旦废弃电池

处理不当，还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并无法满足应急

照明时间，造成更大的危害[1]。

2.智能消防应急照明系统的优势特点

（1）安全性

设计人员需遵循就近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对智能

消防应急照明系统展开设计。在发生紧急火灾事故时，

为避免被困人群迷失方向或绕远路，可以优化安全疏散

通道，让被困人群能够在最短时间内逃离火灾现场，并

转移到安全地带。

（2）准确性

在紧急火灾事故现场，为避免因应急照明灯具故障

和指示方向不可变，进入着火区域，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有必要对各类应急照明灯具进行统一调控避开着火区域，

以便为逃生人群提供指引。

（3）迅速性

当发生紧急火灾事故时，被困人群会因为心生恐惧

而失去方向辨识能力，智能消防应急照明系统的语音提

示功能和灯具频闪功能，可以有效消除逃生人群的心理

恐慌，帮助逃生人群在紧急状态下作出正确的判断[2]。

表1  智能应急照明系统和传统照明系统对比

三、民用建筑电气设计中智能消防应急照明系统的

设计策略

1.系统功能及控制设计

系统采用“两线制”（电源线与通信线合并），需敷

设两条线与灯具连接，可实现与现场灯具全天候通讯控

制。系统能够对应急照明灯具、线路及备电电池进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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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当其中一项发生故障时控制器发出报警，并显示故

障位置，提醒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进行维护，确保应急照

明的正常工作。系统根据建筑物防火分区和消防疏散的

情况设定控制区域、疏散路线、疏散预案、系统参数、

灯具等设备的工作状态（开关、方向、语音、频闪等），

火灾发生时，控制系统根据火灾报器传递的报警位置、

地址信息，联动所有应急照明灯具转入应急状态，疏散

指示灯指向最近的安全出口。应急照明控制器放置于消

防控制中心，可提供管理功能和图形显示，系统可通过

图形显示软件，完成系统故障点的平面位置，显示画面

自动切换为报警点的楼层位置。发生火灾时，应急照明

控制器根据火灾报器传递的报警位置、地址信息进行联

动⑴应急照明灯具启动频闪功能，通向火灾发生危险区

域的安全出口灯关闭，点亮通向安全区域的安全出口灯

并闪烁，指向火灾发生危险区域的疏散指示灯具调整方

向指向安全区域⑵点亮应急照明灯具引导人员避烟避险

安全逃离危险区域[3]。

2.供电线路的设计

为使智能消防应急照明系统充分发挥实际作用，有

必要对供电线路展开合理设计。而优化供电线路设计的主

要目的是在发生紧急火灾事故的情况下，确保电力供应的

持续性、稳定性。还必须确保线缆燃烧时无有害气体及腐

蚀性气体产生，火灾时，为确保不熟悉现场人员有逃生机

会，可视距离不得低于15m，选择低烟电线电缆。通常来

说，在选择供电线路的电缆时，往往会优先选择耐火性、

耐高温性、耐腐蚀性良好的电缆，根据实际情况，国家标

准规范开展设计。如果民用建筑高度超过100米，需要为

智能消防应急照明系统提供至少持续1.5小时的照明电力。

线路需选择耐火或矿物绝缘电缆，而为了人员更好的安全

疏散避免被有害气体吸入导致中毒，保证人员可视距离大

更快疏散，需采用低烟无卤电线电缆，不含卤素（F、Cl、

Br、I、At）、不含铅镉铬汞等环境物质的胶料制成，燃烧

时不会发出有毒烟雾的环保型电缆。同时线路敷设也是一

项重要工作。在敷设线路时，要充分考虑多方面问题，如

高温损害问题、空气潮湿问题以及机械性损伤等。一般情

况下，需穿金属管涂防火涂料保护，尽可能的将线路暗敷

在非燃烧体结构中。此外，由于民用建筑的吊顶存在诸多

易燃物，所以要尽量避免在吊顶中敷设线路。将线路暗设

在墙体、楼板内，这既可以保证线路的正常使用，又可以

提高美观度。

3.消防应急灯具的设计

（1）消防应急照明灯具

消防应急照明灯具也是智能消防应急照明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主要作用是在紧急状态下仍能正常工作灯

具，提供照明，帮助逃生人群撤离到安全地带。消防应

急照明灯具既要具备一般照明灯具的基本功能，又应满

足紧急状态下的照明需求。

（2）消防应急标志灯具

消防应急标志灯具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处于危险状态

下的人员快速且准确的判断安全出口。目前，消防应急

标志在民用建筑中较普遍。在发生紧急火灾事故，如果

封闭空间中缺少疏散指示灯，极易造成人群恐慌。此时

消防应急标志灯具的应用极有必要。应急照明灯具安装

位置的合理性，决定了消防救援工作效率。尤其是在紧

急状态下，一旦应急照明灯具的安装位置不合理，就会

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应急疏散和消防救援工作的开展。在

现实生活中，部分民用建筑设计师往往为了外表美观性，

将应急照明灯具安装在建筑顶部结构。一旦发生紧急火

灾事故，火灾事故现场产生的高浓度烟雾会降低应急照

明灯具的实用性。同时，烟雾中夹杂的大粒径颗粒物质

还会损害应急照明灯具的绝缘性，导致火势进一步扩张。

由此可知，设计人员应将应急照明灯具安装在墙壁上或

地面，并根据建筑物实际情况控制应急照明灯具的间隔

距离，以减轻烟雾对应急照明灯具的损害程度[4]。

4.供电电源的设计

通常情况下，民用建筑中的智能消防应急照明系统

的供电方式包括如下两种：其一，集中电源供电方式；

其二，自带蓄电池电源进行供电。智能消防应急照明系

统的电源必须具备专用的消防电源回路，以确保在发生

紧急火灾事故时，电力系统运行的持续性、稳定性，为

逃生人群照明。此外，还要在智能消防应急照明系统的

终端设置自动切换装置，维持紧急状态下蓄电池供电的

持续性、稳定性[5]。

5.通信系统的设计

民用建筑中人员密集，一旦发生紧急火灾事故，后

果不堪设想。所以，在发生紧急火灾事故时，必须第一

时间发出火灾警报信号，将被困人群在最短时间内转移

到安全地带。为此，智能消防应急照明系统应与火灾报

警系统协同设计，通过火灾报警器传递报警位置、地址

信息，确定起火地点，以便帮助被困人员选择最合适的

紧急疏散路线[6]。

四、实际工程案例

以某大型购物商场为例。该商场单层建筑总面积约

为2500平方米。在智能消防应急照明系统设计时，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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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且在楼梯口安装带有语音功能

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在楼道的主通道中设置地面指示灯，

以便为被困人群指引逃生方向。在民用建筑电气设计中，

智能消防应急照明系统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大型公

共建筑。随着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现代科技水平

的提高，消防应急照明系统逐步向着智能化方向发展，

这能够全面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过程中，智能消防

应急照明系统设计至关重要。只有实现消防应急照明系

统的智能化、集成化与自动化设计，才能降低发生火灾

事故的概率，最大程度的减轻火灾事故的危害程度，维

护社会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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