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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31593《消防安全工程》分为以下九个部分:
———第1部分:计算方法的评估、验证和确认;
———第2部分:所需数据类型与信息;
———第3部分:火灾风险评估指南;
———第4部分:设定火灾场景和设定火灾的选择;
———第5部分:火羽流的计算要求;
———第6部分:烟气层的计算要求;
———第7部分:顶棚射流的计算要求;
———第8部分:开口气流的计算要求;
———第9部分:人员疏散评估指南。
本部分为GB/T31593的第2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建筑消防安全工程分技术委员会(SAC/TC113/SC13)

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公安部四川消防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建

筑科学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胡忠日、谢晓刚、金素艳、姚松经、韩伟平、智会强、阚强、陆守香、张玉贤、毕少颖、

张向阳、邓松华、郭歌、刘松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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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31593的本部分适合从事消防性能化设计或火灾风险评估工作的消防安全工程技术人员、
消防监督人员、消防科研人员、消防标准规范制修订人员等使用,这些专业人员一般需要具备从事消防

安全工程分析的资质和能力,尤为重要的是使用者需要理解并掌握如何从提供的数据中获得所需的参

数。需要注意的是,所获取的数据是否适用于火灾模型或者其他工程方法需要得到充分的辨识和确认,
只有在此前提下,消防安全工程方法才有可能得到可靠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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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工程
第2部分:所需数据类型与信息

1 范围

GB/T31593的本部分规定了消防安全工程所需要的数据类型及可能获得这些数据的方法指南。
本部分适用于辨识各种数据是否适用于消防安全工程的各种物理、数学模型或者工程分析方法,为

消防性能化设计者、审查者及消防安全工程技术人员在使用消防安全工程方法进行设计评估时提供

指导。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5135.1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第1部分:洒水喷头

GB/T5907(所有部分) 消防词汇

GB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T8626 建筑材料可燃性试验方法

GB/T8627 建筑材料燃烧或分解的烟密度试验方法

GB/T14402 建筑材料及制品的燃烧性能 燃烧热值的测定

GB/T14523 对火反应试验 建筑制品在辐射热源下的着火性试验方法

GB/T16172 建筑材料热释放速率试验方法

GB/T31592 消防安全工程 总则(GB/T31592—2015,ISO23932:2009,MOD)
GB/T31593.4 消防安全工程 第4部分:设定火灾场景和设定火灾的选择(GB/T31593.4—

2015,ISO16733:2006,MOD)
GB/T31593.5 消防安全工程 第5部分:火羽流的计算要求(GB/T31593.5—2015,ISO16734:

2006,MOD)
GB/T31593.9 消防安全工程 第9部分:人员疏散评估指南(GB/T31593.9—2015,ISO/TR

16738:2009,MOD)
GA/T505 材料的火灾场景烟气制取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5907和GB/T31592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数据来源及使用

4.1 数据来源

4.1.1 火灾预防所需的数据

采用消防性能化规范及方法进行设计时,需要获取火灾的发生发展和蔓延、火灾发生的环境、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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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火灾的反应、消防系统、建筑结构以及设计目标等相关数据。例如,消防系统的数据信息应包括报警、
灭火、防排烟等。

4.1.2 预测火灾后果所需的数据

在预测火灾对人员、消防安全系统、建筑结构和环境造成的影响时,需要获取火灾发生发展及蔓延、
热通量、燃烧产物及其扩散等相关数据:

———人员的数量、分布情况及人员反应,以及各种干预、系统维护和管理等行为可能产生的作用。
有关数据信息见GB/T31593.9;

———消防系统的功能及可靠性、系统工作程序及人员操作的可靠性等;
———设计对象(如建筑)的几何特征以及周围环境等。

4.1.3 火灾风险评估所需的数据

在分析火灾事故发生的概率、火灾可能对公共活动(如商业运营中断等)和环境造成的影响,以及提

出控制和降低火灾影响的方法时,需要获取数据的可靠性和不确定性、概率分布情况等。若风险评估需

要直接的风险值,还应获取可接受的相关数据。

4.2 数据使用

4.2.1 在不能确定准确数据(如热释放速率)时应选择合适的数值,特别是在获取关于人员行为的数据

时,可通过概率方法来描述人员的分布及其反应情况。

4.2.2 在进行计算分析时,可通过实验测试、实体火灾试验、计算模型、可靠性评估、统计记录、火灾事

件报告和调查等方式来获取有关数据。数据应便于收集,并说明其可靠性、来源、使用范围和限制条件。

4.2.3 消防安全工程评估/计算所需的数据可用于模型计算,也可用于定义火灾场景(见GB/T31593.4)。
数据的名称应尽量明确并加以说明。

4.2.4 对于通过计算模型或工程方法获取的数据,应详细说明该模型和工程方法。

4.2.5 对于通过测试方法或火灾实验获取的数据,应详细说明该测试方法和火灾实验。

4.2.6 如数据还需进一步补充完善,应对补充完善所采用的方法进行说明,以保障工程安全投入使用。

5 建筑环境的相关数据

5.1 建筑类型

数据信息包括:

a) 民用建筑,如商场、地铁、车站、港口、机场等;

b) 隧道;

c) 交通运输工具,如飞机、汽车和火车;

d) 桥梁;

e) 工业厂房。

5.2 建筑外部环境

数据信息包括:

a) 建筑的地理位置;

b) 当地的气象条件,包括气温、湿度、风向风力等;

c) 供水条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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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建筑内部信息

数据信息包括:
a) 建筑的整体尺寸,如占地面积、建筑面积、朝向、外观等;
b) 建筑的空间几何图形,如层高、房间尺寸、走道、空间布局、门窗等;
c) 建筑构件及其耐火特性,如梁、楼板、柱、吊顶、内外墙、楼梯等及其耐火极限;
d) 家具布置情况;
e) 装修布置情况,如墙面装饰材料、顶棚材料、铺地材料等;
f) 其他可燃物布置情况;

g) 疏散、避难系统,如楼梯、防火门、疏散出口等;
h) 防火分隔;
i) 设备管道,消防电梯;

j) 灭火系统,如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供水立管、灭火器、消防卷盘等;
k) 火灾探测报警系统;
l) 疏散照明系统;
m) 防排烟系统;
n) 监控系统。

5.4 当地消防部队的数据

数据信息包括:
a) 消防部队的位置;
b) 道路通行状况及承载能力;
c) 消防部队到达的最长、最短时间;
d) 消防设备进入建筑的位置;
e) 建筑周围消火栓的布置及维护情况;
f) 消防主管的水压、流量。

g) 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如消防知识培训、灭火应急预案演练等。

6 火灾生成物的相关数据

6.1 火灾发生的相关数据

数据信息包括:
a) 热源类型;
b) 热源位置;
c) 热通量,可根据GB/T14402等标准测试获取;
d) 燃烧材料;
e) 热释放速率,可根据GB/T16172等标准测试获取;
f) 自动熄灭条件。

6.2 火灾发展的相关数据

数据信息包括:
a) 通风控制型燃烧速率;
b) 燃料控制型燃烧速率;
c) 燃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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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火灾荷载;
e) 火灾产物,可根据GB/T8627、GA/T505等标准测试获取;
f) 排烟情况。

6.3 火灾产物移动、传播的相关数据

数据信息包括:
a) 一氧化碳;
b) 二氧化碳;
c) 氰化氢;
d) 其他火灾产物。

6.4 挡烟分隔的相关数据

数据信息包括:
a) 防火分隔;
b) 防烟分隔。

6.5 防排烟系统的相关数据

数据信息包括:
a) 自然排烟;
b) 机械排烟;
c) 正压送风;
d) 机械补风。

7 火灾传播的相关数据

7.1 材料的相关数据

数据信息包括:

a) 材料的热特性,可根据GB/T8626、GB/T14523等标准测试获取;
b) 材料的机械特性。

7.2 构件的相关数据

数据信息包括:
a) 分隔构件的特性;
b) 承重构件的特性;
c) 屋顶构件特性;
d) 其他防止火灾蔓延的构件特性。

8 消防系统的相关数据

8.1 与火灾探测器相关的数据

8.1.1 感温探测器

数据信息包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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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火灾的位置和规模。在评估辐射热传递的影响时,应获取以下参数:

1) 火源位置;
2) 起火点与探测器间的距离;
3) 起火点与探测器的方向关系。

b) 温度变化。当通过传热方程得到有关感温元件的温度变化关系时,应考虑周围烟气的温度变

化情况。
c) 速度变化。当需得到烟气与感温元件之间的对流传热速率时,应考虑周围烟气流速的变化

情况。

d) 性能与安装信息参数:
1) 在获取烟气温度场和速度场时,应掌握探测器的布置情况(与火源的垂直距离及辐射半

径),为了更精确地得到烟气的温度和速度,还应获取敏感元件与顶棚间的距离;

2) 探测器的温度等级,探测器的动作温度应按GB5135.1描述的温度等级规定;
3) 时间响应指数(RTI)、导热系数(C)或者其他探测器的灵敏度参数,RTI和C 值可以通过

指定气体温度和流速条件下的标准风道测试获得。RTI和C 的取值范围通常可用于判

断感温元件是否激活喷淋装置。对给定的安装间距,也可用最大火灾热释放速率下感温

探测器的响应时间来划分灵敏度水平。

8.1.2 感烟探测器的相关数据

数据信息包括:
a) 火灾荷载。燃烧产物和产生烟雾的体积受燃料和燃烧类型的影响,应获取这些数据以评估燃

烧产物的质量浓度和产生烟雾的体积。
b) 火灾场景。在获取这些数据时,对阴燃或者明火燃烧应进行说明。

c) 速度变化,受防排烟系统的影响。局部风速可能不会直接影响烟气或者火灾产物/种类及探测

器的响应。但如果燃烧速度非常小,如阴燃阶段,那么烟气流传递到探测器的时间将会显著的

延迟。天花板下部区域的烟气温度分布变化和烟气到达探测器的时间变化,都应被考虑在内。

d) 烟气产物。烟气产物是描述烟气或者其他燃烧产物的一个基本参数,还包括消光系数、几何

平均直径和几何标准偏差等其他信息,烟气产物受防排烟系统的影响。
e) 性能与安装信息参数:

1) 探测器与火源的间距或相对位置;

2) 探测器的感应或者响应时间,可认为它是烟粒大小的函数,如果该函数未知,应掌握探测

器的响应时间与某可测或可知物体特性,如气体温度的关系;
3) 烟气特征长度,烟气进入而引起探测器感应时间的滞后可描述为烟气特征长度与天花板

射流或探测器外部其他流体速度的比率。在大多数工程中,这个滞后时间是可以忽略的,
但对于阴燃火灾则一定要考虑。

8.1.3 光束火灾探测器的相关数据

数据信息包括:
a) 火灾产物;
b) 性能与安装信息参数:对于光束探测器,需要提供关于光束几何形状的信息,如光束长度和高

度、光束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以及与顶棚间的垂直距离。触发探测器的最小光密度可从制造

厂家获得。

8.1.4 光电感应射点式探测器的相关数据

数据信息包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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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火灾场景,如阴燃或者明火;

b) 火灾荷载,包括可燃物类型、燃烧性能分级,可根据GB8624等标准测试确定;

c) 火灾大小,设计火灾场景中的火焰高度和位置,可根据GB/T31593.5确定;

d) 性能与安装信息参数。

8.2 探测系统启动外部装置的相关数据

数据信息包括:

a) 性能与安装信息参数:

1) 延迟时间,从产品说明书中获取;

2) 系统逻辑的确定形式;

b) 自动控制软件应用所需的输入参数。

8.3 灭火系统启动的相关数据

数据信息包括:

a) 性能与安装信息参数,灭火系统各部分的详细描述,如喷嘴性能的说明、管道流动特性和灭火

剂性能;

b) 灭火介质出口设计流速,如喷淋系统的设计密度。

8.4 烟气控制系统启动的相关数据

数据信息包括:

a) 性能与安装信息参数,包括烟气控制系统各组件及其安装位置等信息的详细描述;

b) 系统特性说明,如激活方式、激活时间及该装置应用的合理性;

c) 设计流量。

8.5 温控系统启动的相关数据

数据信息包括:

a) 性能与安装信息参数,包括温控系统各组件及其安装位置等信息的详细描述;

b) 系统特性说明,如激活方式、激活时间及该装置应用的合理性;

c) 设计的热流量。

8.6 安全控制阀,报警装置和联动装置的相关数据

数据信息包括:

a) 性能与安装信息参数,包括控制阀门部件及其安装位置等信息的详细描述;

b) 系统特性说明,如激活方式、激活时间及该装置应用的合理性。

8.7 水喷雾灭火系统的相关数据

数据信息包括:

a) 火灾荷载,包括使用性质;

b) 火灾场景;

c) 火灾大小,设计火灾场景中的火焰高度和位置;

d) 性能与安装信息参数:

1) 喷雾装置的安装位置等信息;

2) 喷雾装置的特性,火灾保护模式,如控制模式、抑制模式、细水雾/薄雾模式,水滴尺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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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分布等;

e) 最大、最小水压调整的相关指导方法,水压调整装置的间距和水的总流量要求。

8.8 其他灭火系统的相关数据

数据信息包括:

a) 火灾荷载,包括使用类型;

b) 火灾场景;

c) 火灾大小,设计火灾场景中的火焰高度和位置;

d) 性能与安装信息参数:

1) 灭火剂分配装置的安装位置;

2) 灭火剂分配装置的特性;

3) 灭火剂的抑制特性,如灭火所需的介质浓度。

e) 设计标准中的相关数据。

9 人员行为相关的数据

9.1 火灾探测状态下人员响应的相关数据

数据信息包括:

a) 探测器类型;

b) 警报器类型及分布;

c) 人员分布及状态,如清醒或睡眠;

d) 其他因素。

9.2 探测器激活状态下人员响应的相关数据

数据信息包括:

a) 人员数量及分布;

b) 人员构成及社会关系;

c) 对建筑物的熟悉程度;

d) 人员体能特征;

e) 其他因素。

9.3 灭火状态下人员响应的相关数据

数据信息包括:

a) 建筑环境和火源位置;

b) 火灾烟气的能见度;

c) 受火灾烟气和高温的影响度;

d) 主动保护设施的状态。

10 与环境和财产保护相关的数据

10.1 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数据

数据信息包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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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火灾烟气颗粒物对环境影响;

b) 有毒气体的浓度及对环境的影响;

c) 火灾其他产物对环境的影响。

10.2 与财产保护相关的数据

数据信息包括:

a) 火灾热辐射可能导致的外部蔓延危险;

b) 火灾烟气蔓延导致可能的外部蔓延危险;

c) 消防系统响应对建筑的影响;

d) 灭火介质对建筑环境的影响;

e) 营运中断造成的损失。

11 火灾风险评估相关的数据

11.1 危险源辨识所需的相关数据

数据信息包括:

a) 火灾荷载的大小及其分布;

b) 引燃源的位置;

c) 由于操作不当造成的火灾危险。

11.2 概率评估所需的相关数据

数据信息包括:

a) 起火概率;

b) 火灾发展和蔓延的概率;

c) 控制火势或控制失效的概率;

d) 人工发现或控制火灾的概率;

e) 自动探测或灭火系统运行情况的概率;

f) 自动探测或灭火系统的激活概率;

g) 成功监测到火灾并向使用人员或消防队报警的概率;

h) 自动灭火系统控制火灾的概率;

i) 消防队控制火灾的概率;

j) 火灾造成建筑结构破坏或失效的概率。

11.3 后果估计所需的相关数据

数据信息包括:

a) 人员伤亡;

b) 直接经济损失;

c) 消防员的伤亡;

d) 间接损失;

e) 环境破坏;

f) 对文化遗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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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风险评价所需的相关数据

主要考虑可接受风险的有关数据。

11.5 风险评价不确定性的有关数据

在风险评估计算中也需要考虑不确定性,这种情况需要通过分配输入数据以平衡各确定性模型。
在风险评估中也可能会需要其他一些参考数据来辅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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