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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先简要介绍雷士德工学院的历史背景，通过对雷士德工学院旧址的消防安全调研，分析建

筑设计之初的消防安全和功能转型为海员医院后的消防措施；再介绍建筑在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４年的

两次消防改造，并提出目前建筑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最后总结，虽然建筑消防设施较为完善，但仍

要加强管理，对建筑不安全之处进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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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雷士德工学院背景

雷士德工学院是１９３１年雷士德基金会根据亨

利·雷士德生前遗嘱投资兴建的，校址在雷士德生

前确定的东熙华德路（今长治路５０５号）
［１］，１９３４年

竣工。雷士德工学院在上海只存在１０年（１９３４—

１９４４），是上海百年影响力最大、寿命最短的名校。

雷士德工学院由德和洋行鲍斯惠尔建筑师设

计，占地面积为１００００余平方米，建筑面积为

１９９００平方米
［２］。建筑平面呈“Ｙ”型，造型似一架

飞机，这是受到１９３２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掀起

的“航空救国”的爱国热潮的影响。建筑为装饰艺

术派风格，主楼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地面部分六

层，顶部有一圆形塔楼。主要两翼四层，两端叠落

为三层（见图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全部沦陷，１９４２年１２

月，雷士德工学院被日本同文书院强行接管，改名

为东亚工业学院。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海军接管，

后被吴淞商船学校使用。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上海

航务学院。１９５３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航务学院

迁并大连海运学院，这里便归上海海员医院使用

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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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雷士德工学院正立面
　

２　原建筑消防安全

２．１　原建筑消防设计

建筑设计年代较早，没有较为完整科学的规范

条例，建筑材料耐火极限较低，消防救灾水平也相对

落后。建筑消防的效果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靠人

们疏散秩序和速度决定。建筑设计对消防的措施主

要体现在功能空间布局和疏散流线上。

２．１．１　内外空间　建筑的出入口主要有３个，分布

于主楼的南北面。南面为大楼主入口，设有３个外

开双开门。北面两入口分布在礼堂两侧走道尽头，

分别设有一扇外开双开门。

建筑北部为两层高礼堂，两翼为教室。水平交

通主要由东西向主要通道串联不同功能空间，垂直

交通主要由大厅西侧电梯和礼堂西侧楼梯解决，两

端的消防楼梯辅助垂直交通，流线简单清晰（图２）。

图２　原建筑流线分析
　

２．１．２　安全疏散　建筑安全出口共有５个，除了主

要的３个入口外，两端的消防楼梯入也各设一出口。

建筑疏散主要靠两端的消防楼梯（图３），消防楼梯

没有前室，只有一扇双向双开木门，只能有限地隔离

烟气和热能。楼梯北侧开设窗洞，可供采光通风。

礼堂左侧的楼梯由于是开放式楼梯，只能是离火源

较远的火灾初期可以使用。由于一、二层设通高礼

堂空间，二层布置部分看台坐席，故在礼堂北面增设

两个封闭消防楼梯。

２．２　功能转型后的消防措施

１９５３年起，雷士德工学院被合并后，大楼归上

海海员医院所有。由于医院需要，１９７４年在原建筑

北面加建了急诊部大楼，１９７７年竣工后形成较为完

善的诊疗系统。原建筑主要作为住院部使用，加建

部分有３个体块，东面为一层的锅炉房，北面为两层

的建筑，一层为库房，二层为办公室，西面为六层急

诊部，如图３所示。

图３　二层平面图
　

随着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消防救灾水平也随

之提高，消防法规也日渐完善，消防设施也逐步普

及，人们对历史建筑的保护观念也慢慢加强。海员

医院也做了相应的消防措施以保证人员和建筑的

安全。

２．２．１　防灾规划　在医院防灾规划（图４）中，就已

留出一条连接东长治路和商丘路的消防车道（图

５）。消防车道可直接由城市干道东长治路进入，

较为方便快捷，车道可到达大部分主体建筑周围，

但未在医院内部形成环路。在原建筑西北角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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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qks.cqu.edu.cn

消防水泵接合器（图６），为建筑内部消火栓提供必

要消防用水。场地南北各有一块集散区，南部为原

建筑正门所对的绿化集散区和加建建筑北面停车

集散区。

图４　防灾规划示意图
　

图５　消防车道
　

图６　消防水泵接合器
　

２．２．２　内外空间　建筑加建后，主要入口为两个，

原建筑南侧主门保留作为住院部入口，但只开中间

一扇双开门，加建部分西侧靠近商丘路入口的位置

设有急诊科主要出入口（图７）。原建筑大礼堂被弃

用封闭（图８），内部无火源，不具备燃烧条件。

建筑水平交通由原建筑与加建建筑东西向主要

通道以及两条通道的连接通道解决。原建筑的垂直

交通还是以建筑中部电梯和楼梯完成，加建部分以

建筑东侧电梯和西侧消防楼梯完成，其他消防楼梯

辅助垂直交通（图９）。

图７　急诊科入口
　

图８　礼堂被弃用封闭
　

图９　加建后流线分析
　

２．２．３　安全疏散　加建后建筑安全出口共有６个，

除了２个主要入口外，原建筑与加建建筑两端各的

消防楼梯有一安全出口，见图１０。原建筑中部礼堂

西侧的楼梯也改造成封闭式楼梯，并设有防火卷帘，

当火灾发生时可降下阻隔火势穿过木门蔓延至楼梯

间。但所有楼梯依旧没有前室，门也依旧为木门。

由于礼堂已经封闭，礼堂北侧的两道楼梯也已封闭。

建筑共有５个疏散楼梯间，分别位于走道尽端或流

７１第３７卷增刊　　　　　　　　　　　　王玮颉：雷士德工学院消防安全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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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交叉处。疏散楼梯间最长间距为３０ｍ，楼梯梯段

净宽为１．６５ｍ，靠墙设有扶手，见图１１。原建筑五

层平面由于大部分为室外平台，发生火灾直接逃向

室外平台即可（图１２）。

图１０　加建后二层疏散流线分析
　

图１１　消防楼梯间
　

图１２　加建后五层疏散流线分析
　

２．２．４　消防设施　在消防改造前，楼内消防设施较

为简陋，只有消火栓和灭火器。

加建部分设２个消火栓，一个消火栓位于东侧

疏散楼梯内，另一个位于东侧电梯口。原建筑一至

四层设３个消火栓，分布于３个疏散楼梯内（图１３）。

原建筑五层建筑由于原有３个消火栓与诊室不在连

通的室内空间内，故于门厅东侧设置一个消火栓

（图１４）。

建筑内灭火器位于走道内，两侧布置有房间的

走道上灭火器的最大间距约为１５ｍ（图１５）。根据

消防规范条例，医院的消防等级属于严重危险

级———Ａ类火灾危险场所，灭火器的最大保护距离

为１５ｍ
［３］。

图１３　二层消火栓分布图
　

图１４　五层消火栓分布图
　

图１５　二层灭火器分布图
　

３　建筑消防改造

虽然建筑内设置了消火栓和灭火器，但对建筑

消防来说，安全隐患还是很大。在调研过程中，笔者

走访了医院主任室、保卫科、消防控制室，了解到医

院在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４年分别进行了消防改造。

３．１　２００８年消防改造

在２００８年的消防改造中，建筑增加了烟雾报警

器、自动喷淋系统、防火卷帘和监控系统等消防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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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　烟雾报警器、自动喷淋系统　消防改造中在

走道和房间里都安装了光电式烟雾报警器（图１６）

和自动喷淋喷头。光电式烟雾报警器能在室内烟雾

量达到报警浓度时探测器报警，红色指示灯亮，蜂鸣

器鸣叫以提醒危险的发生，并将信号传至消防控制

室。加建部分由于顶部有吊顶，净高较低，消防水管

隐于吊顶内，喷头采用下垂型（图１７）。原建筑部分

走道净高较高，采用直立型喷头（图１８）。两种喷头

喷出水流均成抛物状［５］。自动喷淋系统的水源主要

由市政管网提供，但在消防水泵接合器旁也设置了

喷淋水泵接合器（图１９），以保证足够水源水压。

图１６　烟雾报警器
　

图１７　下垂型喷头
　

图１８　直立型喷头
　

图１９　喷淋水泵接合器
　

３．１．２　防火卷帘　由于医院为多层建筑，防火等级

不低于二级，防火分区最大允许面积为２５００ｍ２，设

置自动喷淋系统后还可增加一倍。该大楼每层面积

约为２１３０ｍ２，但原建筑自身硬件较为陈旧，且只有

一、二层与加建部分连接，出于安全虑，将原建筑和

加建建筑分设防火分区（图２０），由防火卷帘（图２１）

分隔。

图２０　二层防火分区示意图
　

图２１　防火卷帘
　

３．１．３　监控系统消防改造在一层大厅西侧设置了

消防控制室（图２２），离建筑出口较近。并在大楼中

增设了监控系统（图２３），消防控制室的工作人员可

对大楼各处实时监控。

图２２　消防控制室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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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３　监控系统
　

３．２　２０１４年消防改造

医院在２０１４年４月起，又对大楼做了进一步消

防改造。此次消防改造在每个疏散楼梯处配备了乙

级防火门，并在原建筑走道内增设机械排烟。

３．２．１　防火门　由于原建筑疏散楼梯用门均为木

门，为可燃材料，且封闭性也不好。发生火灾时不仅

不能隔离火源和烟雾，烟雾很容易通过门缝进入疏

散楼梯间，而且也十分容易被引燃。

于是在此次改造时在所有疏散楼梯处设置了耐

火极限为０．９ｈ的钢质乙级防火门（图２４），符合消

防规范对疏散楼梯间防火门的要求［４］。

图２５　防火门
　

３．２．２　机械排烟　当火灾发生时，原建筑走道排烟

只能通过端部窗口和与加建建筑连接走道的部分侧

窗自然排烟，由于走道较长，自然排烟基本没什么效

果。此次改造在走道两端及中部设置了３个机械排

烟装置（图２５），可使火灾发生时走道烟雾能较快排

出室外，增加逃生率。

图２５　机械排烟示意图
　

４　存在的隐患

两次消防改造使原建筑和加建建筑在消防安全

性能上有了很大的提升，消防设施和预警机制也有

了很大的改善。但在建筑硬件和使用上还是存在一

些隐患。

４．１　可燃物

由于建筑建成年代较早，房间使用的门均为上

世纪的木门（图２６），防火性能差，自身也是极易燃

烧的材料。不论何处发生火灾，火势都将通过木门

迅速蔓延至走道。

除了建筑自身可燃物外，在医院上班的保洁人

员会将洗净的衣服直接晾在连接原建筑和加建建筑

走道旁的窗上（图２７），使窗口挂满可燃物，火灾发

生时很容易将火势引至氧气充裕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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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６　木门
　

图２７　走道窗上晾晒的衣服
　

４．２　标识

建筑内一些区域安全出口标识并不明显。原建

筑走道内除了三个疏散楼梯门上各有一处标识外，

仅中部疏散楼梯处有一悬挂式的标识（图２８）。建

筑内多为住院的病人，病痛状态下的逃生需要更为

明显的逃生标识。

图２８　走道内唯一悬挂式标识
　

而加建部分中部的二层办公区并未设置任何

标识，通道为袋形走道（图２９），对逃生方向的引导

更为重要。虽然办公的都是对医院空间特别熟悉

的人，但不排除火灾发生时的紧张慌乱而找不到

方向。

图２９　办公区走道无标识
　

４．３　疏散楼梯

虽然疏散楼梯增加了乙级防火门，但由于没有

消防前室，在疏散过程中，烟雾还是较容易进入疏散

楼梯间。在原建筑中部疏散楼梯二楼至一楼平台处

还保留有一个木门框（图３０），使得平台深度变小，

逃生过程容易在此处减缓人流速度，造成人流拥挤，

是非常不安全的。

图３０　疏散楼梯平台木门框
　

４．４　杂物堆放

医院的消防设施上逐步完善，但走道内还存在

着杂物堆放的情况使消防设施不易获取。在二楼走

道的西端堆放着轮椅、梯子和推床，挡住了角落灭火

器的获取通道（图３１）。这样的杂物堆放在火灾发

生时只会增加获取临时灭火设备的时间，这可能造

成更严重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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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１　走道端头杂物堆放
　

４．５　消防车道

在规划上消防车道可到达建筑大部分主体建筑

周围，但现状是消防车道成了室外停车场，周边停满

了车辆（图３２）。很多位置消防车只能勉强通过，这

对消防救援造成困难，耽误救援时间。

图３２　消防车道上停满了车
　

５　结　语

雷士德工学院在从设计到使用，再到功能转变，

经历了８０余年的历史，也经历了中国消防设施和水

平改变的过程。建筑的消防设施也得到了更新换

代，消防机制也逐步完善，历史建筑得以更好地保

护。但在改造后，还是应该时刻保持警惕，避免火灾

的发生。在消防设施完善的同时，也应该加强管理

机制，减少室内疏散通道和消防设施附近的杂物堆

放，减少室外消防车道的地面停车，保证消防车道的

畅通。建筑老旧门窗、安全标识最好在之后也能得

以替换和改善，使得历史建筑能够长久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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