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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建筑行业的发展日益完善，但应用于各类型建筑主

体中的火灾自动报警与消防联动系统却尚未追及建筑

领域的发展节奏，在设计、使用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

提升空间。火灾自动报警与消防联动系统作为现代化

建筑应急预案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保障生命与

财产安全的基础。结合大厦机房的建筑特点，若想要

进一步提升火灾自动报警与消防联动系统的实际运行

效益，便需要加强对其施工要点的关注。

1    工程概述与建设目的

案例工程属于既有建筑改造工程，建筑原身为

2002 年完成设计的公共通信机房及商务写字楼，现属

于集高层民用建筑、公共建筑于一体的综合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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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大厦机房的特殊性，其存在较高的火灾隐患。为全面提升大厦机房的安全性，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不

受损害，本文对火灾自动报警与消防联动系统的施工要点进行深入研究，以期在关键时刻能够充分发挥火灾自动报

警与消防联动系统的优势，辅助相关人员及时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扑灭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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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类别为一类，建筑物耐火等级地上地下均为一级。

目前，该建筑以地下一层机房为代表的部分既有结构、

设施已经逐渐出现破损、老化的情况。因而，结合建

筑自身的规模、状况及业主需要，对其地下一层数据

机房进行改造建设。同时为提升该建筑整体的安全性，

采用总体保护的方式，以大厦机房为中心，构建服务

于整体建筑的火灾自动报警与消防联动系统。该系统

主要由火灾触发装置、火灾报警装置、联动输出装置

及其他辅助设施组成。本工程火灾自动报警与消防联

动系统的联动控制具体流程如图 1 所示。

2    火灾自动报警与消防联动系统技术要点

2.1    电管预埋

依照施工方案、图纸及施工标准规范，对电

器预埋管的外径大小、预埋深度、路径走向、管

图 1    火灾自动报警与消防联动系统控制动作具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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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数量等进行设计与核实。进行线管暗配的情况

下，通常每间隔 1m 都需要运用铁丝将管线绑扎

牢固，管线的弯曲半径应不大于管线外径的 6 倍，

无特殊情况下管线的保护层厚度应≤ 15mm。依

照火灾报警器、手动报警按钮等装置的安装间距

对接线盒的安装位置进行现场测量与核实。对同

层火灾探测器、机房烟感报警器及温度传感器等

装备的数量进行现场核实，安设过程中同步控制

好接线盒、灯头盒、各类传感器等装置之间的 
距离 [1]。

2.2    线槽桥架敷设

本工程相关装置所用电缆及导线均采用桥架敷设

模式，应重点做好保护接地工作，非必要情况下应

尽量避免相邻强、弱电桥架之间采用平行敷设模式；

必要情况下，也要保障相邻桥架之间始终保持 0.3m
以上的距离。桥架必须穿越防火分区的情况下，应

结合现场施工情况做好必要的桥架外孔洞防火封堵

工作，特定区域范围内的桥架线缆也需要运用防火

包、防火泥等材料对其进行封堵 [2]。

2.3    机柜安装

2.3.1    开箱检查

首先，依照工程设计设备清单及装箱单进行安装

准备工作并检查，此环节需要由业主、监理工程师

以及施工单位、设备供应商等人共同参与，签好必

要的检查确认文件并备份。然后依照设备清单、施

工图纸及设备技术资料等对机柜本体及附件装置的

型号、规格、数量等进行校检，确认无误后方可进

行下一环节。

在开箱前先对照原设计检查既有设备的状态，重

点查看是否存在腐蚀、损坏、受潮及缺漏问题，损

坏的设备需及时更换或修复，受潮的设备则需要尽

快烘干。

2.3.2    安装柜体

首先需要完成基础型钢的安装，主要参考设备图

纸及施工设计图，对基础槽钢框架进行现场加工及

防锈处理。然后利用水平仪找准基础高程之后，将

基础槽钢与预埋件焊接在一起，并对焊接部位进行

防腐处理。依照设计图对配电柜编号顺序进行梳理，

梳理过程中可结合现场施工条件明确控制柜的就位

次序，重点需要按照先内后外、先靠墙后入口的原

则进行安装。

安装完成后，利用水平尺及磁吊线锤调整柜体

的垂直度与水平度，柜体垂直度、水平度及柜间缝

隙的偏差都需要参考国家现行的施工验收标准规定。

利用 0.5mm 的钢垫片找平、调整柜体的位置，但要

注意每一处垫片的数量不得高于 3 片。找平无误后，

将柜体与基础型钢衔接，此外还需将柜体与柜体、

柜体与侧挡板等处利用镀锌螺栓连接固定。当每台

柜都与其所对应的基础型钢紧密连接后，进行接地

处理。即在每台柜后面左下部的基础型钢侧面上焊

上鼻子，将 6mm2 铜线与柜上的接地端子连接牢固。

2.4    线缆敷设

在敷设线缆的过程中，需要对每一处管口做好

相应的防护圈，并依照操作规程完成穿线；针对绝

缘层有所破损的线缆，应及时进行封堵或更换处理。

线缆敷设过程中，线缆应始终保持顺直状态，不得

扭结、挤压线缆，线管内不能有接头。针对火灾报

警系统中不同回路的电线，需要避免其穿越同一根

管，并且不同电线绝缘层应设置不同的颜色，以方

便现场施工人员以及后期维修人员的辨认。自动报

警装置回路中，正极“＋”线应使用红色线，负极

“－”线应使用黑色线，此外其余导线可结合现场施

工需要进行选择，但应避免相同用途的线缆出现不

同颜色，施工过程中注意在接线端子处做好相应的

标记。报警线的连接较为特殊，非必要情况下其只

能够在端子箱及接线盒内连线，各类导线的连接需

要采用可靠的压接、焊接方式等，并注意做好绝缘 
措施 [3]。

实际敷设工作中，应先完成现场建筑抹灰、地面

工程等工序后再进行管内、线槽内的穿线工作。在

此之前，还需对管内及线槽内的积水、灰尘等杂质

进行清理，以便穿线后线路的绝缘电阻能够稳定。

实际穿线过程中应使用护围对导线绝缘层进行二次

保护，保障管线安全。机房火灾报警系统需要单独

布线，以保障系统内的电压等级、电流类别等不会

与其他机电设备所混淆。且火灾报警系统自身所延

伸的各种线路要注意间隔。管内及线槽内的导线不

得存在扭结、接头等问题，接头需要焊接在接线盒内，

或者采用端子连接。

本工程所建设的火灾自动报警与消防联动系统处

于大厦地下机房之中，该区域室内环境具有多尘、阴

冷、潮湿等特点。针对该类型的线缆敷设环境，应

对线缆做好相应的密封工作。针对需要穿墙而过的

线缆，也要按照相应的技术标准对其进行密闭处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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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布设接线盒

敷设线缆的过程中，假设出现如下几种工况，则

需要结合现场施工需求，完成接线盒的布设工作，

即：（1）管线长度≥ 30.0m 且无转弯；（2）管线长度

≥ 20.0m，弯曲≥ 1 处；（3）线长度≥ 15.0m，弯曲

≥ 2 处；（4）线长度≥ 8.0m，弯曲≥ 3 处。

当线槽的吊杆直径≥ 6mm，在管线经过建筑变

形缝的情况下，需针对现场缝隙情况做好相应的补

偿措施。可采用金属软管来补偿，使用专用锁头将

金属软管紧固于两端钢管上，使金属软管中间留有

弧度，当建筑物发生变化时，利用金属软管的弹性

变化来实现补偿（图 2）。

2.4.2    安装配件

配件包括探测器、报警按钮、火警模块等。在机

房内安装烟感报警器、温感探测器时，探测器的安

装位置与墙壁、梁边的水平距离要始终≥ 0.5m，与

灯头盒的间隔距离应始终保持≥ 0.7m，安装过程中

要考虑到 0.5m 左右的净距离及灯具半径。在机房走

廊之中安装烟感报警器、探测器时，探测器应优先

考虑居中安装，且相邻烟感报警器的安装距离应控

制在 15m 以内。烟感报警器与端墙之间的距离应设

计为探测器安装距离的一半左右；探测器与灯间距

维持在 50cm 以上，探测器与喷头间距则应维持在

30cm 以上。针对系统内的火灾手动报警按钮，需要

将其安装在墙面上约 1.5m 高的位置，按钮外接导线

的预留量应≥ 10cm。

针对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中的隔离、输出等模块

装置的安装，应优先考虑后期维修人员的检修需

求，尽量将其设置在方便大多数人检查、修正的高

度。针对扬声器的安装，有吊顶处吸顶安装，无吊

顶处安装高度宜为 2.0 ～ 2.2m。机房消火栓报警按

钮应安装在消火栓口侧，注意其醒目性，最好安装

在墙壁上约 1.5m 高的位置，并且要做到开门见栓、 
按钮。

针对机房处的消防广播与火警电话，应保障各

个防火分区中任意位置与其最近的消防扬声器之间

的距离始终在 25m 之内，且每一个扬声器的额定

功率不得低于 3W，以免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其无法

发挥报警性能。消防电话应作为相对独立的消防

通信系统进行设计与施工，消防电话总机应安装

于机房中心消防控制室内，并为其配置一台可以

与外界消防单位、建筑管理机构进行联系的外线 
电话。

为适应机房潮湿的特性，同时也为长时间维持火

灾自动报警与消防联动系统的稳定性，应优先选用

电缆或者铜芯绝缘导线等线路作为工作接地线，经

由消防控制室将其引到接地体。经过墙壁的情况下，

需要利用钢管等比较坚固的管材对其进行保护。除

此之外，还要保障工作接地线及保护接地线之间始

终维持一定的间隔距离，还要对接地的导体做重点

保护工作，但要避免使用金属软管。完成接地装置

的施工后，需要及时完成相应的遮蔽与验收作业，

其主要内容为：测量并记录接地电阻数据、技术文件

查验和施工质量审查等。

3    火灾报警系统调试工作

3.1    单机调试

（1）对系统内每一个回路的线缆进行单独测试，

重点检测其是否存在短路、断路及接地不良等问题，

发现问题后及时反馈并返工。

（2）针对火灾报警探测器、手动火灾报警按钮、

消火栓报警按钮、声光报警器、扬声器、消防电话

等装置进行逐一的模拟动作测试，对其反应精准性、

数据传输效率、响应速度等进行重点测试，做好数

据记录与交底。

（3）逐一对正压送风阀、防火阀、风机等机电设

备进行调试，依照工程特点安装自动化的联动设备，

如安装风阀启动风机、防火阀联动关闭风机等，并

做好配对调试工作。

（4）对消防泵的性能进行单机调试，重点核实

其运行状态、常用泵切换效率等情况。对压力开关、

流量开关与水泵联动信号反馈机制进行实际检测，

分析其是否正常。

（5）对机房所有防火分区喷淋末端进行防水试验，

同步检测水流指示器、信号阀、湿式报警阀等装置

的运行稳定性，检测水力警铃的工作声音分贝是否

图 2    补偿设置

金属软管

金属接头

伸缩缝
跨接地线

固定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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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是否具有报警效果、响应速度是否正常等。

（6）对消防双电源常用、备用模式进行逐一检查，

并检查其模式切换的效果和速度。

3.2    联合调试

若准备工作及单机调试都没有发现问题，应及时

组织、开展联合调试工作，主要对报警系统的联动

逻辑关系以及信号传递效率、响应速度等进行检测。

具体要求如下：

（1）对火灾探测器及手动报警按钮进行测试，检

测探测器周边出现火源或者手动报警的情况下，声

光报警器是否会及时开启、火灾广播是否会及时播

放，风阀、风机、防火卷帘门、电梯等机电设备是

否会自动切换到火警模式。待火警确认后，启动机

房内所有声光报警器及消防广播。

（2）火警确认后，检测消防电梯是否会停在指定位

置并自动打开备用，检测非消防电梯是否会自动停用。

（3）在防火分区内 2 个以上烟感探测器检测到火

情后，检测其所对应的排烟风阀、风机是否会自动

启动。当排烟风管温度随火情演变逐渐上升至 280℃
以上的情况下，检测排烟阀是否会自动关闭，是否

会联动关闭排烟风机。

4    消防联动控制器调试

（1）根据《消防联动控制系统》（GB 16806-
2006）中的相关检测规定，对消防联动控制系统所管

辖的各种用电设备进行统一控制，分析其反馈信号

传输效率，检查其人机交互界面显示性能。

（2）在消防控制器处于自动 / 手动工作状态的情

况下，依照相关规定对其各项性能进行检测并做好

信息记录工作。检测消防控制器的自检性能及控制

器操作级别；假设消防联动控制器与各模块、备用电

源之间出现短路或者断路，检测控制器是否能够在

100s 内发出相应的故障信号；对消音、复位、屏蔽、

主 / 备用电源转换等各项功能进行检测，并在备电状

态下，重复检查控制器最大负载功能。

（3）将控制器调整为手动状态，依照相关规定对

其联动逻辑关系进行设计，依次启动受控设备，并

检查控制器发出信号、模块动作、受控设备动作、

受控现场设备动作及接收反馈信号等功能是否正常。

（4）将控制器调整为自动状态，依照相关规定设

计其逻辑关系，在备电状态下检测其各项功能。

5    结语

总而言之，既有老旧建筑的火灾报警装置及消防

系统已经无法满足当代居民的日常办公、生活需要，

同时也无法为其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更为周密的保障。

因此，应结合建筑的实际情况，及时构建与之相契

合的火灾自动报警与消防联动系统，并明确相关建

设作业的技术控制要点、调试方法等。本文进一步

明确了消防联动系统设置、火灾报警装置优化及技

术革新的重要性，结合实际需求合理优化各装置的

性能，增强火灾自动报警与消防联动系统的使用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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