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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将规范及与规范相关的书籍中，对台阶式地坪情况下，与建筑高度认定的相关条文进行分析和对比，

从一种典型的吊层方式出发，结合消防设计的一般原则，在建筑总平面消防设计和建筑内部消防两方面，找到其中的共

性，并就处理这类问题需要重点关注的几个维度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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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山地建筑由于其建设用地的特殊性，为了结合地形和连

接城市规划确定的周边道路，建筑设计经常需将建设用地

原始地形进行分台处理，然后采用吊层、错层、退台等多

种处理手法进行设计，让建筑可在多个标高与周边室外场

地连接。由此也带来了这类建筑在建筑高度认定方面的一

些疑难问题。本文围绕这个问题，以常见的具有前后两个

接地层的吊层设计形式为基本模型（附图1），结合消防设

计的一般原则，通过对现行规范和相关资料进行分析，提

炼出一些共性的要求，并提出处理这类问题的建议，目的

是在设计时做到实事求是。如果一概片面地按最不利原则

认定建筑高度，无谓增加项目投资，错配消防资源，并不

能实质性地提高消防安全。

1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相应条文分析

对于建筑因为连接不同的室外地坪标高而产生多个建

筑高度的情况，现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2018版）①（以下简称“防火规范”）附录A的A.0.1条4

小条“对于台阶式地坪，当位于不同高程地坪上的同一建

筑之间有防火墙分隔，各自有符合规范规定的安全出口，

且可沿建筑的两个长边设置贯通式或尽头式消防车道时，

可分别计算各自的建筑高度。否则，应按其中建筑高度最

大者确定该建筑的建筑高度。”就对此作出了规定。这条

规定既明确了在有多个建筑高度时，建筑总高度计算的最

不利原则，也为实际工程中一些特殊情况的灵活处理确定

了处理原则。

首先，规范对建筑单体设计提出了“防火墙分隔”和“

符合规范规定的安全出口”这两个要求。其次，规范对

建筑总平面设计提出了“沿建筑的两个长边设置贯通式或

尽头式消防车道”的要求。在这三个条件同时满足的前提

下，允许将建筑分为两部分“分别计算各自的建筑高度”

。其中，“防火墙分隔”强调的是建筑内两部分各自独

立，因为高度分别计算是降低消防要求因素，必须要通过

加强分隔来将火灾控制在各自的范围内。“安全出口”的

要求强调的是要保证分别计算建筑高度后，各个部分的实

际垂直疏散距离，要与分别计算高度后的建筑定性一致。

而“两个长边消防车道”，不仅保证了建筑“安全出口”

对应的室外场地安全方面有效性，也确保了消防救援能分

别覆盖分隔开后的两个部分。

2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图示相应内容分析

在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18J811-1《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图示②（以下简称“图示”）里，对本条给出了如下

示意（附图2）

图示清晰地表明了规范“安全出口”和“两个长边消

防车道”两个要求，对“防火墙分隔”的要求，补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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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墙上应采用甲级防火门窗”，并增加了对下段建筑屋

顶“耐火极限≥1.00h”的要求。消防规范对不同楼栋之间

的防火分隔非常严格，对建筑内部不同功能之间的防火分

隔次之，而对同一功能内部的不同用途房间之间和防火分

区之间的防火分隔，则为建筑设计留有一定的灵活度。高

度各自分别计算的两部分建筑，分属不同功能的情况比较

普遍，但是也时有同属一种功能的情况，“墙上应采用甲

级防火门窗”就体现了规范适当兼顾现实状况的考虑。本

文认为实际工程中不能进一步降低这个要求，比如采用防

火卷帘进行替代等，以确保相邻部分的安全。

图示对下段建筑屋顶的耐火极限要求为≥1.00h，与规

范对民用建筑二级耐火等级屋顶的基本要求一致，并未另

行加强。本文认为图示强调的是要将上段建筑和下段建筑

在空间上完全隔开。

由于图示的防火墙正好处于上下两段的水平投影分界

处，在实际工作中应用图示时，“要求上下两段水平投

影不重叠”有时就被延伸理解成了应用本条需要具备的

隐含条件，引起了较多的争议。当建筑沿纵向（即建筑

长度方向）位于不同高程地坪上时（附图3），要求上下

两段水平投影不重叠比较容易实现，比如单元式住宅两

个单元，就可以通过设置防火墙分为两个部分，分别计

算各自建筑高度进行定性。当建筑沿横向（即建筑物宽

度方向）位于不同高程地坪上时（附图3），要求上下两

段水平投影不重叠，要么建筑的上段部分进深受限无法

充分利用土地，要么建筑的下段部分临空面进深不足难

以利用，同时掩埋面又因为进深过大造成无效空间。这

种“要求上下两段水平投影不重叠”的延伸理解，极大

地限制了山地建筑的设计。

3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实施指南》相应内容分析

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实

施指南》③（以下简称“实施指南”）一书中，除了保留

防火规范和图示的两条消防车道、防火墙和安全出口的三

个条件，还就上下段功能是否相同，提出了分段界面的概

念。上下段功能不同时，提出了功能分区楼板的概念和分

区楼板处外墙上下开口的防火措施要求。实施指南进一步

提出了处理这个问题应该关注的重点，强调上下两段的防

火分隔和疏散独立。

对于将下段建筑按地上建筑要求设防时，实施指南还

提出了外墙外露应满足的相关条件。该条件以防火分区为

单位进行分析，对外露外墙长度、安全出口个数、疏散方

向、坡底层室外场地等均提出了要求。

当下段建筑进深较大时，其后部的掩埋面附近区域向上

疏散往平顶层疏散往往更为便捷。但是由于火灾时烟气是

向上蔓延，向上疏散的方向就与烟气蔓延方向一致，人员

的安全会受到威胁，所以应对向上疏散进行限制。

4　解决思路建议

综合以上对本问题的分析可见，将山地建筑的建筑高度

进行分段计算，是工程项目中的现实需求，但是分段计算

后，建筑的设防标准事实上降低了，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措

施。由此，本文对具体实际工程在处理本问题时，提出以

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4.1　关于建筑总平面设计

4.1.1消防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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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建筑总高度和分段高度均为多层建筑，消

防车道是否设置以及是否两条长边均设置的问题，依据规

范对建筑分段定性后的该类型建筑的消防车道要求执行即

可，不用另行增加。

（2）如果建筑总高度为高层建筑，各分段高度均为多

层建筑，此时消防车道应设置在平底层标高，平顶层依据

规范对上段建筑的要求执行即可，可不硬性要求增加。

（3）只要任一分段高度达到高层建筑高度，就应该在

平底层设置消防车道，同时在达到高层建筑的该分段室外

标高设置消防车道。

4.1.2消防扑救场地。

（1）如果建筑总高度和分段高度均为多层建筑，消防

扑救场地可以不作要求。

（2）如果建筑总高度为高层建筑，各分段高度均为多

层建筑，消防扑救场地应优先设置在平底层标高。如果因

上段建筑长边朝向或下段建筑进深影响等原因，布置在平

底层的消防扑救场地不能有效对上段建筑开展救援作业，

消防扑救场地也可布置在平顶层标高。

（3）如果下段建筑达到高层建筑高度，上段建筑为多

层建筑，就应在平底层设置消防扑救场地，并确保救援作

业完全覆盖下段建筑的消防扑救面。如果因上段建筑长边

朝向或下段建筑进深影响等原因，布置在平底层的消防扑

救场地不能有效对上段建筑开展救援作业，就应在平顶层

增设消防扑救场地。

（4）如果下段建筑为多层建筑，上段建筑达到了高层

建筑高度，就应在平顶层布置消防扑救场地，对平底层可

以不作要求。

（5）如果上下段建筑均达到高层建筑高度，则应在平

底层和平顶层均设置消防扑救场地。

4.2　关于单体建筑分隔

（1）防火墙。当上下段两部分功能不同时，应采用

不开设门窗洞口的防火墙分隔。当上下段两部分功能相同

时，可在防火墙上开设甲级防火门窗，不能采用防火卷帘

等其他防火分隔措施。

（2）分界屋顶。下段建筑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

的不燃性屋顶完全分隔。出屋面辅助用房，比如楼梯出口

小间、排风和排烟机房、电梯机房等，按防火规范相关要

求执行。突出屋顶的是建筑功能房间或屋顶天窗，应满足

消防间距的相关规定。

（3）分界楼板。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不燃

性楼板完全分隔，且楼板上不能开设连通上下段空间的

开口。

（4）分段界面处的外墙开口。建筑外墙上、下层开口

之间的防火措施应符合规范第6.2.5条的规定。

（5）楼梯。上下段楼梯位于同一位置时，应在平顶层

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且无开口的防火隔墙分隔。

4.3　安全疏散

（1）安全出口。上下段应分别设置各自直通室外安全

区域的安全出口，安全出口所在的室外场地，应能满足人

员疏散集聚的要求，且与周边场地有便捷的联系通道。

（2）疏散方向。下段建筑按地上建筑要求设防时，

应设置满足人员疏散距离、宽度和个数要求的向下疏散楼

梯，并在平底层疏散到满足要求的室外地面。向上能到达

平顶层的楼梯，不得计入疏散宽度、距离和个数。

5　结语

山地建筑因时因地不同，其设计处理手法也多种多样，

在实际工程项目中，除了关注本文所述的几个维度，还需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消防设计基本原理，实事求是灵

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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