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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住宅建筑火灾安全为研究背景!利用多室多层住宅建筑缩比模型!进行了空间构造形式

对室内火灾升温及高温烟气流动影响的试验研究%重点考察了不同火源点情况下!各房间内部的

升温模式和温度分布!间接分析了高温烟气流动的规律%试验结果表明!住宅建筑的枢纽空间构造

形式'房间门上方垂壁及各房间的相对位置对室内高温烟气的流动具有较大的影响%室门上方垂

壁能够有效阻止高温烟气的扩散!室内外温差要高于无垂壁房间#非起火房间的室门开启方向与起

火房间相对时!高温烟气的进入量要高于两者开口同向或平行情况%

关键词!住宅建筑#建筑火灾#火灾温度#烟气流动#空间构造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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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火灾安全是目前工程界较为关心的问题#

也是社会的热点问题%目前#中国住宅火灾灾害程

度呈加剧趋势#据统计(

*

)

#

())A

年
*

月至
+

月中国城

镇居民住宅共发生火灾
!>"!)

起#直接财产损失

*?AF!&>

万元%因此#系统地开展单元式住宅建筑

火灾安全研究迫在眉睫#研究成果能够为中国住宅

建筑火灾安全设计提供理论依据#亦能够带动相关

领域研究和产品研发的发展%

目前研究机构已建成多种类型的仿真建筑火灾

实物试验模型#针对火灾发展的全过程#火焰物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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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

#烟气扩散模型(

"@>

)

#烟流性状(

F

)及烟气浓度分

布(

?@+

)

#结构构件耐火极限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如#中庭式大空间建筑火灾实验厅(

A

)

&积木式多功能

火蔓延特性实验台(

*)

)

&单室火灾试验平台(

**

)

&多层

多室实体建筑火灾实验平台(

>

)

&构件耐火极限试验

平台(

*(@*!

)等%上述现有的主要火灾试验平台#均以

火灾特性$烟气流动性状#或构件高温承载能力为研

究对象进行的物理性试验%然而上述的研究成果中

均包含了一个空间构造形式的内在影响因素#但是

这一因素还尚未作为建筑火灾安全设防的主要指标

参数%如果将火灾和烟气的物理模型与空间构造形

式相结合#将会极大的促进中国目前的住宅建筑火

灾安全领域的发展#丰富火灾安全基础理论的研究

内容%因此提出基于火灾安全的户型空间设计或家

装改造建议#是目前降低住宅火灾损失的一个有效

的技术手段%探索火灾中高温烟气的流动模式#是

降低住宅火灾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防范措施的理

论基础性研究%笔者拟通过实体多层住宅建筑模型

火灾试验研究#探寻住宅建筑内高温烟气的流动规

律#总结试验数据和现象#揭示空间构造形式对火灾

烟气流动的影响因素%火灾试验将在自制模块式多

层住宅建筑模型上进行#该模型参照苏北某住宅小

区的一单元两户住宅建筑建造#模块通过不同的组

合方式可以模拟多室平面及竖向火灾#也可以进行

不同户型和层数的火灾蔓延试验研究%

:

!

模块式多层住宅建筑火灾流动试验

平台设计

:<:

!

住宅建筑模型组成及尺寸

考虑到不同户型对室内火灾烟气流动的影响#

住宅建筑模型采用可按照不同户型灵活拼装的模块

式设计#根据房间功能制作标准尺寸的空间模块#见

图
*

#模型考虑了住宅建筑常规的功能要求#如客

厅$厨房$卧室$书房$卫生间及楼梯间%按照
*

,

"

缩

比尺寸制作#模型尺寸见图
(

和图
!

%

:<;

!

住宅建筑模型的构成试验平台构成

试验平台由标准化尺寸的独立房间构成#每层

有
+

个独立房间拼接#各房间编号见图
*

!

0

"所示%

其中
5

单元为所有房间之间的交通联系空间#其他

房间通过各自门洞在
5

单元处汇集构成一个完整户

型#这里将其称为枢纽空间&

6

单元为楼梯间&

7

和

8

单元为相同尺寸模型#分别模拟无房门和过梁的

客厅和餐厅及厨房#定义其为大开敞空间&

9

$

:

$

;

!

个单元尺寸相同#分别模拟有房门的卧室和书房#

由于房门上方的过墙类似挡烟垂壁作用#故将这
!

个空间定义为有垂壁空间&

<

单元为卫生间#也定义

为有垂壁空间%

图
:

!

模块化试验平台拼接示意

图
;

!

住宅建筑模型尺寸

:<=

!

住宅建筑模型制作

*

"骨架

每个独立模块由
F̂!g>

等边角钢焊接形成

骨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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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板及隔墙

根据0建筑设计防火规范1!

OL>))*FW())F

"

>c*c*

条耐火等级为二级的民用建筑规定#不燃烧

楼板及非承重墙体耐火极限为
F)<3/

%因此#楼板

采用
!)<<

厚预制混凝土板#内部配置钢筋筛网并

且双向构造配筋#钢筋直径
+<<

%为降低自重#内

嵌墙板采用导热系数为
*&"! ]

,!

<

-

f

"的
*F<<

厚石棉纤维水泥加压平板#表观密度
*&A>

=

,

6<

!

#其

具有高强$轻质$防火$防水性能%经初步自然实火

测试#在最高温度
>))q

直接烘烤情况下#石棉纤维

水泥加压平板
"(<3/

后开始发生挠曲变形#

?+<3/

后粉化破坏%

!

"房门与窗户

试验平台窗户采用
><<

厚普通玻璃#铝合金

包边固定于水泥压力板上%户门为
"<<

厚钢板#

室门为
+<<

厚胶合板制成%

"

"室内家具及装修

根据每次试验的研究内容#布置室内家具和装

修%试验平台实际安装后效果见图
*

!

P

"%

:<>

!

试验平台的温度数据采集装置

试验的量测点位置见图
(

!

0

"#图中黑圆点表示

三热偶束形测点#空圆圈表示置顶单热电偶测点%

置顶单热电偶位于每个房间入口处且距天花板底

*>)<<

%所有热电偶采用直径
(<<

的
'32.@'3M3

热电偶%利用
RYM!)!

数据采集仪采集温度#获得

空间温度分布%热电偶编号模式为
R2@R

S

+

#其中
R

表示楼层号#

S

表示平面位置编号#

+

!

+d*

$

(

$

!

"表

示热电偶束空间竖向布置的编号%

;

!

火灾试验方案设计

试验目的是空间构造形式!如房间相对位置"#

火源点位置变化#各房间连通形式等对室内火灾烟

气流动的影响%利用热电偶量测空间温度分布#归

纳烟气流动的规律%因此#室内家具不按照真实场

景进行布置#仅以总燃烧热释放量相等原则换算成

木材%另外#试验不以考察烟气填充时间为主要研

究目的#故忽略火灾试验平台的尺寸效应的影响%

;<:

!

火灾场景设计

试验共设计
(

个火灾场景#分别为第
(

层的客

厅火灾和厨房火灾#火源点平面位置见图
(

!

0

"%

*

"客厅火灾!

R@*

"2火源
5

客厅火灾以沙发被遗留烟头点燃作为起火原

因%室内房间门均为开启状态&各室窗户均为关闭

状态&通楼梯间户门关闭%

(

"厨房火灾!

R@(

"2火源
6

厨房火灾主要原因假定为燃气炉火引燃橱柜#

并假设燃气管道具有自动关闭功能#排除燃气泄漏

引起的火势加剧和爆炸可能%此工况场景#室内房

间门均为开启状态&各室窗户均为关闭状态&通楼梯

间户门关闭%

;<;

!

试验分组

试验以考察空间构造形式对火灾蔓延和烟气流

动影响为主要目的#试验仅考虑火源点位置的影响

因素&火源点
5

和
6

位置如图
(

!

0

"所示%房间门及

窗户仅作为火灾场景条件#但试验中不排除通楼梯

间户门或玻璃高温破坏造成的火灾蔓延和烟气流动

的变化%试验分组情况见表
*

%

表
:

!

试验分组

试验编号 火源点 窗户 室内门 户门 燃烧物 燃烧物质量,
V

=

R@* 5

闭 开 闭 水曲柳木
*>

R@( 6

闭 开 闭 水曲柳木
*!

;<=

!

试验点火装置及燃烧物质

点火材料为煤油#煤油碟上方由铁架支起杉木

木料及布料作为起火装置#起火时间以木料和布料

燃烧为起点#通过木料燃烧模拟室内家俱或电器起

火%室内火灾荷载参照0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

范1

(

*"

)的
2&)&*

和
2&)&(

进行估算#根据总热释放

量相等原则换算成水曲柳木质量后#客厅火灾用木

料为
*>V

=

#厨房火灾用木料为
*!V

=

%试验目的为

探索室内火灾的温度空间分布特征和烟气流动规

律#所以不强调火灾试验过程的绝对温度%

;<>

!

试验场地及环境

试验模型安置在露天开阔场地进行#试验当天

气候环境如下'

*

"试验
R@*

进行期间#户外实测温度
>&!q

#风

向东北#风速
!&F<

,

G

#气压
*))"&A7H0

#相对湿度

"!X

&

(

"试验
R@(

进行期间#户外实测温度
F&?q

#风

向东北#风速
(&*<

,

G

#气压
*)!*&!7H0

#相对湿度

"?X

%

=

!

火灾试验过程

=<:

!

试验
SO:

试验
R@*

从点火到试验结束共进行了
>+<3/

%

试验过程见图
>

%

*

"起火阶段#点燃火源点的煤油#木垛开始燃

烧#火焰尺寸较小#发烟量不大%

(

"初燃阶段#

F<3/

后#木垛燃烧面积开始增

大%由于模型房间密闭#火焰保持竖直%

*>*

第
"

期 郭
!

震!等&住宅建筑内火灾高温烟气流动规律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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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燃烧的持续#火焰面积逐渐扩大#房间内的

燃烧物相继起火#发烟量开始增加%在这一阶段中#

起火房间的温度上升速度极快#而其他房间的温度

变化幅度很小%

此阶段天花板上模拟吊顶的木条开始燃烧%同

时玻璃温度较高%

!

"全面燃烧#该阶段的起始标志是起火房间窗

户玻璃的受热破碎%在点火后
*!<3/

左右#玻璃向

内破碎脱落%由于新鲜空气的进入#火势突然增加#

整个房间内的可燃物全部起火%此时#火焰开始向

内蔓延#室内的烟气浓度较高#可见度极小#大量黑

色烟气从窗口上缘向外溢出%

"

"降温阶段

随着可燃物燃尽#火焰逐渐减小#室内温度开始

降低#降温速度略小于升温过程%整个试验历时

>+<3/

#终止试验#此时室内平均温度降低至
F!q

%

图
?

!

试验
SO:

火灾过程

=<;

!

试验
SO;

试验
R@(

的火源点位于厨房位置%试验历时

F!<3/

%试验过程见图
F

%

图
@

!

试验
SO;

火灾过程

!!

*

"起火阶段#由于天气干燥#点燃火源点的煤油

后#木垛迅速开始燃烧%火焰范围不大#出烟量较

少#透过玻璃可以观察到室内情况%

(

"初燃阶段#木垛燃烧范围扩大#模拟吊顶也被

引燃%室内已聚集大量黑烟#火势较为剧烈%

!

"全面燃烧#厨房窗户玻璃在点火后
*><3/

左

右破碎#标志着进入全面燃烧阶段#室内木垛已全部

燃烧%较新鲜冷空气作为助燃剂#加剧了所有可燃

物的燃烧速度%部分火苗从室内窜出窗户%

"

"试验结束#随着室内可燃物全部燃尽#火势逐

渐减小%在试验进行
F!<3/

后已无明火#试验结束%

>

!

火灾引起的住宅建筑模型内温度变

化规律

!!

通过火灾试验#得到了
(

种火灾工况下住宅单

元平面及高度方向的温度分布情况%利用所测温度

值与试验时间的关系#对试验数据进行处理#可以初

步归纳室内升温规律%按照牛顿流体力学原理可

知#冷空气的浮力作用使高温低密度的烟气流漂浮

和运动#也就是说室内空间的温度场除了受到火源

点热辐射升温外#高温烟气的流动也是室内温度升

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通过研究室内空间温度

的变化可以间接得获得高温烟气的流动规律%

><:

!

起火时间与单元空间内部各监测点温度变化

根据试验
R@*

和
R@(

位于大开敞空间!客厅和

厨房"的测点
*

"

?

的温度值与时间的关系绘于图
?

!

0

"$!

6

"#位于有房门空间!卧室$书房$卫生间"的测

点
+

"

*(

温度值与时间的关系绘于图
?

!

P

"$!

B

"%图

中温度曲线均为靠近天花板处的热电偶!

R2@(

S

!

"量

测值变化%

图中反映了各测点温度随火源点的燃烧变化情

况#由于缩比的试验平台存在空间尺寸效应#内部

的氧气量偏少#造成试验过程中温度偏低于实际火

灾%依据测点温度变化的曲线#忽略玻璃破碎对温

度曲线的影响#起火后室内平面温度动态变化具有

以下几点特征'

*

"火源点位置的影响

模型
R@*

的测点温度以
*

$

(

$

!

$

>

$

"

$

F

$

?

顺序从

高到低变化%模型
R@(

的起火点在厨房#所以该模

型的测点
*

"

?

的温度变化与模型
R@*

完全不同%

模型
R@(

的
+

"

*(

测点温度变化现象与模型
R@*

基

本一致#只是测点温度排列的顺序发生了变化#模型

R@*

的
A

号测点最高#而模型
R@(

的
*)

号测点最高%

(

"有垂壁房间的温度升温特点

根据
R@*

和
R@(

的
+

"

*(

测点温度可以发现#

温度较高的房间均是门开洞方向面对起火房间#说

明火源点位置变化引起各室温度变化的随机性#但

是高温烟气流动方向和方式具有确定性%

!

"枢纽空间的平面温度分布特点

模型
R@*

测点
!

$

"

$

>

三点处在同一水平位置而

且间距相同#但是测点
>

的温度要高于测点
"

&模型

R@(

的火源点位置在厨房#但是枢纽空间的
"

号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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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温度仍旧低于同在枢纽空间的其他测点温度%这 反映了烟气流动方向的选择性%

图
A

!

火灾试验测点温度变化曲线

!!

根据温度值的比较可以间接的判断高温烟气层

进入不同空间区域的先后顺序'温度高的区域说明

高温烟气层较易进入或是较早的进入&温度低的区

域说明高温烟气层在进入的过程中存在热损失#可

以认为是较晚进入或是不易进入%

高温烟气以湍流的形式向外扩散%在流动的过

程中#因烟气层下缘卷吸冷空气发生热交换#造成烟

气扩散距离越远#远端温度越低%空间构造形式决

定了烟气流动的路径和距离#也就造成了室内空间

温度分布的变异性&或是说非起火房间与起火房间

的相对位置#决定了非起火房间升温速度和幅度#进

一步说明烟气流动具有方向的选择性#空间布局是

影响流动方向的关键因素%

><;

!

室内竖向温度变化

室内竖向温度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空间温

度场的分布特征%

(

次试验中#火源点!

R@*

的测点

*

#

R@(

的测点
?

"受到火焰的直接热作用#温度值在

竖向变化很小%所以选取试验
R@*

和
R@(

非火源点

测点
(

$

!

$

>

$

F

的竖向温度变化进行分析%

"

个测点

的竖向温度与时间变化曲线见图
+

所示%

从图
+

中可以看出'

*

"相同高度的测点#靠近起火点的温度量测值

均高于远离火源点的测点#这与
"&*

节中的分析结

果一致%

(

"选取某一火灾时刻#如
R@*

中
;d*><3/

时#

可以发现测点
R2@(!!

温度要高于
R2@(((

#说明相

同时刻在起火房间附近空间内#远离火源点但靠近

天花板的烟气层温度要高于接近火源点但靠近地板

位置&同样#选取某一温度#如
R@(

中
Bd*))q

#测

点
R2@((!

要早于
R2@(!(

到达该温度#这表明高温

烟气水平方向的流动速度要高于下沉速度%

根据上述对室内竖向温度变化的试验结果分

析#可以进一步明确火灾中烟气流动的一般规律'

*

"高温烟气在空间竖向存在梯度#高温气体因

受到浮力作用而聚集在天花板下方#又因为烟气层

下缘卷吸冷空气发生热交换降温#所以温度依次向

下降低%

(

"按照黏性流体力学观点#烟气层贴着天花板

底以湍流形式前进#前端锋面速度受到火源点功率

的直接影响#而烟气层下缘的湍流模式在卷吸冷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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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

试验竖向温度变化曲线

气进行热交换的同时还受到冷空气层的浮力作用#

下降速度低于前端锋面速度&另外#由于热交换#烟

气层下缘温度要低于前端锋面温度&所以造成高温

烟气水平方向的流动速度要高于下沉速度的现象%

!

"高温烟气趋于先充满整个空间的天花板#然后

再向下扩散#因此挡烟垂壁!各房间门上方的过墙"可

以阻碍烟气层的水平扩散#延长烟气扩散时间%

由于卷吸冷空气使烟气密度增大#导致烟气层下

降!烟气层厚度增加"#表现为烟气填充空间现象%高

温烟气层先到达的空间#烟气层厚度越大#在竖向空

间上温度梯度小%

基于上述的讨论#如果忽略火源点的热辐射#空

间内各点的温度均受到高温烟气层流动的影响%由

于住宅单元特有的多室格局形式#如#门上方的过墙

!类似挡烟垂壁"#也就势必会影响高温烟气的水平

流动%

><=

!

起火位置对单元空间内部各监测点温度变化

的影响

火灾发生时#非起火房间的温度上升以高温烟

气层流动和热交换为主的%从
>))G

到
*)))G

以

*))G

为间隔#将
*(

个平面测点位置的顶部热电偶

量测温度值绘于图
A

#图中横坐标对应为平面测点

编号#纵坐标为量测温度值%横向可以比较各测点

间的温度差异#纵向反映了不同时刻同一测点位置

的温度变化#温度值的疏密反映了温度变化的速率%

图
M

!

不同时刻顶部测点的温度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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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中可以看出'试验中#有垂壁空间!

9

$

:

$

;

!

个房间"测点
+

"

*)

温度变化幅度很小#而且温

度较低#说明热烟气进入这
!

个房间的烟气量少#或

是烟气温度低&但是由于火源点位置不同#这
!

个房

间的温度值和变化幅度不一样#试验
R@*

中
*)

号测

点的温度低于试验
R@(

#升温幅度却高于试验
R@(

&

A

号测点的温度差异更为明显#在试验
R@(

中最高温

度仅为
?F&"q

#而在试验
R@*

中最高温度平均达到

*"(q

%另外#在试验
R@*

和
R@(

中#卫生间温度

!测点
*(

"变化不大%

因此#火源点位置对空间各房间的温度影响较

大#从空间布局构造方面得到起火位置与单元空间

内部各监测点温度变化的规律'

*

"当非起火房间的门面对起火房间#该房间将

进入较多的高温烟气#但是有垂壁房间的温度低于

相同水平位置的大开敞空间#说明有垂壁房间虽然

面对起火房间#但是高温烟气层厚度必需达到房门

上方垂壁高度后才能进入#这一过程增加了烟气层

的热量损失%

(

"当非起火房间的门位于起火房间烟气流出方

向的后方#则该房间进入的烟气量较少且温度较低#

该房间的升温也是因高温烟气层下沉到门上方过墙

而溢入的#不过下沉速度要小于
*

"的情况#这与烟

气流动方向有关%

!

"当非起火房间门与烟气流动方向平行时#起

火房间位置对该房间温度几乎没有影响#该房间的

升温原因与
(

"相同%

通过上述
!

个方面的讨论#可以得到结论'住宅

单元火灾的具有随机性#但是火灾过程中高温烟气

的流动符合一定规律性#不论火灾发生在哪个房间#

高温烟气必将通过枢纽空间向其他房间扩散#那么

枢纽空间的构造形式决定了高温烟气的流动规律%

?

!

影响火灾烟气流动的空间因素

根据上述对试验结果的现象的分析#可以初步

得到影响住宅建筑火灾烟气流动的空间因素'枢纽

空间构造形式#房门上方垂壁#各房间之间的相对位

置%由于试验过程中#通往楼梯间的户门未被烧坏#

因此在玻璃破碎前#模型基本处于完全封闭的多室

联通模式%

?<:

!

枢纽空间对高温烟气扩散的影响

枢纽空间起到了各房间相互连通的作用%如果

将各房间看作是网络上的节点#那么枢纽空间便是

这个网络的干线%任一节点释放出的高温烟气必将

通过网络干线向其他节点扩散%但是如前所述#并

不是所有节点升温速度和温度值是相同的#也就是

说网络干线!枢纽空间"决定了其他节点获得高温烟

气的分配原则#即枢纽空间的构造形式决定了高温

烟气的流动规律%

从试验模型来看#枢纽空间与其他房间的连接

形式主要有
(

种'

*

"无垂壁!过墙"全敞连接#如客厅$厨房#高温

烟气可以无障碍通过#

(

次试验中#无垂壁全敞空间

升温速度和温度值都高于有垂壁房间%

(

"有垂壁!过墙"连接#如卧室$书房$卫生间#高

温烟气层必须集聚厚度达到门上过墙高度才能进入

这些房间#烟气的集聚减缓了这些房间内部的温度

上升速度#集聚过程中的热量散失也降低了进入这

些房间的温度值%

?<;

!

垂壁对烟气流动的影响

按照黏性流体力学观点#烟气层的湍流式前进#

会卷吸底部的冷空气进入#烟气层下缘部分的温度

降低#烟尘颗粒开始下沉#造成烟层厚度增加%与卷

吸的冷空气热对流#使分子运动速度减缓#烟层水平

流速逐渐降为零#见图
*)

所示%图中#

@

C

6

#

@

6P

分别

表示烟气层厚度和垂壁高度&

^

C

6

!

@

"为烟气层锋面

水平速度#是烟层厚度的函数#它受到火源点功率的

直接影响%当
@

C

6

$

@

6P

时#烟气层可以直接通过垂

壁进入房间&当
@

C

6

"

@

6P

时#烟气层将先形成垂壁回

流在向房间内扩散#但是扩散速度和温度将低于

^

C

6

!

@

"

<0U

%

图
:N

!

烟气层与垂壁高度关系

!!

当非起火有垂壁房间的门面对起火房间时#烟

气前进方向受到门上方垂壁的阻碍#形成垂壁回流#

温度和速度均比原烟气层锋面有一定降低#冷空气

的浮力使垂壁回流进入非起火房间&但是垂壁回流

速度仍受到火源点功率的影响#其仍旧高于烟气层

下缘热交换冷却引起的烟层下沉速度%当非起火房

间的门位于起火房间烟气流出方向的后面时#烟气

是以热交换冷却的烟层下沉方式进入#所以升温时

间滞后#且温度较低%

?<=

!

各房间之间的相对位置对烟气流动的影响

根据起火位置对单元空间内部各监测点温度变

化的影响分析#烟气流动具有方向性%当烟气进入

>>*

第
"

期 郭
!

震!等&住宅建筑内火灾高温烟气流动规律试验研究



 http://qks.cqu.edu.cn

枢纽空间后#各单元与枢纽空间的相对位置也影响

各自空间的升温'

*

"当单元开口面对高温烟气进入枢纽空间方向时'

5

无垂壁!过墙"全敞连接时#高温烟气无障碍

进入#升温速度快#温度值较高#该单元与起火单元

之间形成主要高温高速烟气流通道#决定了全局火

灾蔓延和烟气流动的发展和形式%

9

有垂壁!过墙"连接时#高温烟气层厚度到达

门上过墙高度后烟气进入#烟气温度和升温速度低

于
5

情况#属于中温烟气流通道%

(

"当单元开口!通常为有垂壁连接"背向或平行

于高温烟气进入枢纽空间方向时#高温烟气进入主要

是以烟气层湍流卷吸增厚超越垂壁高度的方式%这

种进入形式的速度和烟气携温量要远小于
*

"的情况%

@

!

结论

利用模块式火灾试验平台#构建了缩比
!

层住

宅单元模型#初步分析了住宅单元室内火灾发展的

情况#进行了高温烟气流动和火灾蔓延的试验研究

和分析%根据试验结果#可以发现室内火灾的以下

几个显著特点和规律%

*

"非燃烧房间与燃烧房间的连通形式是影响高

温烟气流动的主要因素%当非燃烧房间与燃烧房间

的连通形式较为直接时#高温烟气向非燃烧房间的

流动和扩散也较为快#该房间的温度增加值也较高%

(

"由于住宅建筑中各房间均通过枢纽空间联

系#任一起火房间的高温烟气均将先进入枢纽空间#

然后再向其他房间扩散#因此#枢纽空间的构造形式

!如尺寸#各房间门的相对位置等"对室内高温烟气

流动具有决定性%

!

"房间室门上方的过墙!或称为垂壁"具有阻碍

烟气流动的作用#由于烟气层贴天花板底水平运动#

当室门上方垂壁高度大于烟气层厚度时#将有效减

缓或改变烟气水平运动速度或方向&同理#高温烟气

更易进入或流出大开敞空间!如客厅$厨房等"#在面

对起火房间相同位置情况下#高温烟气进入非起火

房间速度和温度仅与室门上方垂壁高度有关%

"

"当火源点确定后#烟气的运动模式是固定的#

但是烟气运动所表现出的现象受到了空间形式的影

响#也就是说空间形式对高温烟气的流动具有一定

规律性影响%对于不同单元起火$枢纽空间构造$各

单元开口程度及隔墙位置等影响因素的机理分析#

将结合烟气运动规律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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