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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白云应急救援中心项目

方案设计说明

第一部分 建筑设计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白云街道，地块位于麻车路西侧，东义路北

侧，用地面积为 6649.13 ㎡，用地形状较为狭长，南北宽度约为 50 米，东西向长

度 118 米~135 米，用地性质为消防站建设用地。

地块内拟建 1 栋消防大队主楼、综合训练楼、训练塔、接警室及连廊，建筑

面积 6008.83 平方米，其中主楼 3083.33 平方米，综合训练楼 2186.36 平方米（含

地下消防水池、水泵房 179.60 平方米），连廊 46.08 平方米，接警室 132.00 平

方米，训练塔 577.00 平方米，垃圾收集间 24.96 平方米。

建成后作为白云街道的一级普通消防站。

二、设计依据

1、《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版）

2、《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

3、《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 建标 152-20174

4、《城市消防站设计规范》 GB51054-2014

5、《铝合金门窗工程技术规范》JGJ214-2010/J1071-2010

6、《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 113-2015

7、《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50001-2010

8、《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

9、《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房屋建筑2013年版）

10、《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规划建筑》(2009年版)

11、《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12、《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2017

13、 《浙江省城市建筑工程停车场（库）设置规则和配建标准》（2013）

14、《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50345-2012

15、现状地形图

16、建设单位提供的设计任务书

17、国家现行的相关专业设计规范与规定

三、规划设计理念：

1、提高土地利用率

2、交通流线便捷合理。

3、推行绿色建筑及新型建筑材料及建筑技术。

4、提高建筑实用性，满足不同的功能使用及发展需求。

5、充分利用地形，将建筑设计与空间设计融合。

四、总平面布局

项目地块东临麻车路，在麻车路上设置项目的出入口，出入口宽度为 19 米，

出入口与南侧的道路交叉口的距离超过 70 米，满足规范要求；主入口进入到场地

内依次为接警室、主楼、综合训练馆及训练塔；主楼为东西向，东侧为消防车回

转场地，最窄处为 19m，主楼西侧为综合训练馆，并通过连廊相连接，地块西南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143/3177606.shtml
http://www.baidu.com/link?url=kI9RRbjqYUu_QDBAE2TkajjTx4FOIPnaPaqN8X2m8ALjNiE7BCJi_HpHqTemhkkG498wCEycwVXRthdeCuS3-_&ck=9951.5.0.0.0.408.517.0&shh=www.baidu.com&sht=62095104_23_oem_dg
http://www.baidu.com/link?url=7pVXdPcvdqHArXf_4_QnYWhGqfPKO201r_104ru2DA6GLH1sLEPOYXBzYulGzandiM9jDGDJ0eyYHxIgfrpmDUi7tl1xePHvp-bdG2akUzvzYSwWbCNWZGfJUCOzRx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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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为训练塔。地块内设计有环状道路，满足消防队员的训练需求。在综合训练楼

西侧设置有 10 个机动车位，满足规范要求。

五、 建筑单体设计

接警室：单层建筑，建筑层高为 3.9 米，建筑功能包括岗亭、接警室及休息

室。

主楼：设计为四层备勤楼局部五层，首层层高 6.0 米，二~四层层高为 3.9

米，局部五层为 4.2 米，平屋面部分女儿墙及构架部分高度为 5.05 米，一层为消

防车库及入口门厅，共设计有 6 个消防车库；二层为备勤室及站务办公室及相关

配套用房；三层为学习室、一体化俱乐部及电视、电话会议室；四层为家属接待

室、影院、公众宣传教育用房及相关配套的储藏室、物资库等，五层为洗衣间及

平屋面。

综合训练楼：设计为二层建筑，地下一层层高为 3.9 米，一层层高为 4.5 米，

二层层高为 10.95 米。地下一层为消防水池、水泵房；一层为厨房、餐厅、执勤

器材库，体能训练室、充气室、器材维修间；二层为篮球馆、羽毛球馆。

训练塔：建筑层数为 10 层，建筑高度 38.50 米，建筑层高 3.5 米，构架部分

高度为 3.5 米。

垃圾收集间：单层建筑，建筑层高 2.8 米。

2、立面造型

建筑造型采用简约现代风格，竖向线条简洁，色彩明快，与消防站的建筑功

能相呼应。

接警室外墙采用芝麻灰干挂花岗岩外墙，主楼及综合训练楼为外墙仿石漆（光

面），局部采用石材干挂，训练塔采用外墙弹性涂料。

六、无障碍设计

建筑一层设置无障碍楼梯、无障碍卫生间、无障碍坡道无障碍坡道设双层扶

手,无障碍卫生间内外地面高差为 0.015m，应以斜坡过渡。无障碍楼梯距踏步起

点和终点 250 设置盲道，踏面和踢面的颜色有区别.

七、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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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结构设计

2.1 设计依据

1、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2018；

2、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2008；

3、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

4、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2015 年版）；

5、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2010；

6、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 年版）；

7、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

8、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2008；

9、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2011；

10、 《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2017；

11、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50108-2008；

12、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

13、 《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55001-2021；

14、 《混凝土结构设计通用规范》GB55008-2021；

15、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55002-2021；

16、 《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GB55003-2021，

17、 《钢结构通用规范》 GB55006-2021；

18、 《砌体结构通用规范》GB55007-2021；

19、 《东阳市民用建筑工程常见质量缺陷防治措施 100 条》（2017 年版）

2.2 设计标准

2.2.1 结构安全等级为二级，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为 50 年。

2.2.2 抗震设防：本工程所在地区为六度抗震设防地区。Ⅱ类场地，基本地

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05g，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35s；属于

抗震一般地段。

2.2.3 基本风压：按 50 年一遇，风压值为 Wo=0.35 KN/m2,地面粗糙度为 B

类。

2.2.4 基本雪压：按 50 年一遇，So=0.55N/ m2；按 100 年一遇，So=0.65N/ m2。

2.2.5 本建筑物耐火等级为二级。相应各类主要构件的耐火极限、所要求的

最小构件尺寸及保护层最小厚度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的要

求。

2.2.6 地下水：该工程抗浮设计水位为室外道路标高考虑。

2.3 工程概况

2.3.1

抗震设防分类及抗震等级

楼号 功能 层数 设防烈 设防类别 结构形 抗震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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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式

接警室

岗亭、接

警室及休

息室

1F 六度
标准设防

类

框架结

构
四级

主楼 备勤用房
4F（局部

5F）
六度

重点设防

类

框架结

构
三级

综合训

练楼
训练用房 2F 六度

重点设防

类

框架结

构
三级

训练塔 训练塔 10F 六度
标准设防

类

剪力墙

结构
三级

2.4 结构体系

根据建筑的功能及使用的要求，本项目由2栋多层建筑和1栋高层建筑组成，

多层建筑均为框架结构体系，高层建筑为剪力墙结构体系；结构顶板梁高一般取

400~850mm。本工程基础形式待地质勘察报告出来后再定。多层建筑长度超过 55

米，增设一道 120 宽伸缩缝。

2.5 设计使用荷载

其他 2.5 KN/m2

会议室 3.0 KN/m2

卫生间（带蹲坑） 2.5（8.0）KN/m2

器材室 5.0 KN/m2

上人屋面 2.0 KN/m2

普通不上人屋面 0.55 KN/m2

走廊 3.0 KN/m2

消防疏散楼梯 3.5 KN/m2

隔墙、填充墙采用轻质环保的材料，按实际取值

2.6 建筑材料

2.6.1混凝土：基础素砼垫层采用C15砼，主体结构采用C30。本工程均采用商

品混凝土。

2.6.2钢筋：梁柱主筋采用φ12-φ25HRB400级钢筋，楼板等采用φ8- φ14

钢筋，均采用 HRB400级钢筋。箍筋采用φ6-φ12HPB400级钢筋。

2.6.3填充墙：土 0.000以下砌体由M7.5水泥砂浆砌筑MU20.0混凝土实心砖。

并用1:3水泥砂浆做双面粉刷，粉刷厚度为20。土 0.000以上采用Mu10页岩烧结多

孔砖（矩形孔），M5.0混合砂浆砌筑或陶粒增强加气混凝土砌块，专用砂浆砌筑。

本工程均采用预拌砂浆。

2.6.4 结构钢：Q235B、Q355B 等

2.7 结构计算

1、上部结构分析程序：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PKPM,SATWE 单机版（2010 版），

基础分析程序：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JCCAD 软件。

2、上部结构嵌固部位：基础顶.

2.8 结构节材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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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的填充墙均采用页岩烧结多孔砖（矩形孔），一方面可以减少结构自

重，减少承重构件的截面和配筋，另一方面同时可满足建筑节能需要。

2、尽量采用高强度的材料，如大部分采用 HBRB400 钢筋。竖向的承重构件（柱

和剪力墙）采用高等级的砼，以减少构件的截面尺寸，而对于水平构件（梁、板），

高等级的砼一方面容易开裂，另一方面会使构件的最小配筋率提高，势必造成浪

费，所以在考虑施工方便的前提下，上部结构梁板均采用 C30，有利于控制造价。

3、合理的选取结构体系。经过多次的比较，同时结合建筑功能的需求，采用

框架结构，选择合理经济的间距布置，使构件的配筋达到合理的范围。合理的结

构体系能造价、用材达到最优。

4、合理的选择构件尺寸。在满足结构计算和建筑使用功能的前提下，选择合

理的受力构件（墙、柱、梁、板）的尺寸，使其达到最经济配筋率，以节省用材。

5、对附属构件的优化：尽量使建筑节点简单合理化，可减少建筑用材。

6、砼和砂浆分别采用商品砼和商品砂浆，一则有利于保证质量，同时能提高

使用效率，减少污染等。

7、设计中，尽量考虑到实际施工的现状，遵循模数协调原则，适当的采取预

制成品。

8、尽可能的采用可再生能源和可循环使用的材料，减少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第三部分 给排水设计

（一）设计依据

1、《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版）

2、《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2014

3、《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

4、《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

5、《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2010

6、《建筑屋面雨水排水系统技术规范》CJJ142-2014

7、《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2018

8、《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2016 年版）

9、其他专业提供的相关设计资料。

（二）室外给排水系统

地块周边道路有完善的市政给排水条件，市政给水水压为 0.35MPa。

1、室外给水：

本工程取用城市自来水作为区内的生活、消防水源。室外消防用由市政给水管

网上各引入 2 根 DN150 管提供，生活用水从其中一路 DN150 供水管网上接出一根

DN100 给水管。(生活，消防给水分设)

2、室外排水

1）本工程雨水主要出路为市政道路。

2）排水体制：雨、污分流。雨水、污水分别排至校区外市政雨污水管网。

3）雨水设计：设计暴雨强度公式按照东阳市暴雨强度公式：

q=3748.528x（1+0.761lgP）/（t+16.38）
0.852

L/s.ha

室外取设计重现期地面 Te=3a，屋面 Te=5a;地面集流时间 t =15min;

屋面降雨历时按 5min 计算。

4）污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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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经过化粪池处理后与废水汇合，排入市政污水管。

排水方式：地上排水为重力排水，地下室排水压力提升。

（三）室内给排水系统

1、生活给水系统

1）给水水源：以市政自来水作为给水水源。

2）本工程生活冷水给水由市政供水管道直接供水，充分利用市政供水压力，

市政给水水压为 0.35MPa。

3）保证各用水点供水压力不超过 0.2MPa,超压区域各用水支管设可调式减压

阀，阀后压力为 0.20MPa。

4）本工程校区进水口处设总计量水表，各单体建筑设单体用水量计量水表。

5）防水质污染：a.生活饮用系统的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GB5749-2006）的要求。b.生活饮用水管道严禁与非饮用水管道连接，

当作为中水、回用雨水等的补充水时，应补入贮水池，其进水管口最低点高出溢

流边缘的空间间隙应符合规范要求。c.生活饮用水不得因管道内产生虹吸、背压

回流而受污染。d.卫生器具和用水设备等的生活饮用水管的配水件出水口不得被

任何液体或杂质所淹没。e.严禁生活饮用水管道与大便器、小便斗采用非专用冲

洗阀直接连接冲洗。生活饮用水管道应避开毒物污染区，用水管不得穿越大小便

槽和贮存各种液体的池体。f. 生活饮用水管的敷设应符合建筑给排水和小区给排

水规范对管线综合敷设的要求，特别是与生活污水管线的水平净距和竖向交叉的

要求。g. 生活饮用水管在堆放及操作安装中，应避免外界污染，验收前后应进行

清洗和封闭。

2、生活排水系统

1）室内雨污水分流，分别排至室外；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2）卫生间排水立管设置伸顶通气管。

3、雨水排水系统

1）本建筑屋面天沟落水口均安装 87 型雨水斗。

2）设计暴雨强度公式按照东阳市暴雨强度公式：

q=3748.528x（1+0.761lgP）/（t+16.38）
0.852

L/s.ha

设计暴雨重现期 5 年 ,降雨历时 5 分钟，校核重现期为 10 年。

3）斗前水深为 150mm，屋面雨水系统排水能力满足溢流设计要求。

4、消防系统

依据国家有关的消防规范要求，建筑室内设室内消火栓系统及手提式干粉

灭火器。

1)消防水源及用水量：

室外消防用水量: 30 L/S

室内消火栓用水量: 15 L/S 火灾延续时间 2 小时

综合训练楼地下室设消防水池一座,有效容积 108m³(储室内消防用水量)，主

楼屋顶设 18T（有效容积）消防水箱一个，满足初期火灾消防用水量的要求。

2）室外消火栓系统：

室外消防用水从主入口与次路口各引入 1 根 DN150 给水管. 供本工程室外消

防用水，管网沿区域消防道路内四周呈环布置，按间距不超过 120 米，保护半径

不超过 150 米布置室外消火栓。

3)室内消火栓系统

各楼层均设置室内消火栓保护，消火栓的布置保证有二股充实水柱到达同层

室内任何部位，水枪的充实水柱不小于 13 米，水量不小于 5L/S.

消火栓采用单口单阀消火栓。消火栓 箱内有 DN65 室内消火栓, 19mm 口径水枪

一支. DN65x25m 锦纶衬胶水带一条,消防软管卷盘一套(配置内径∅ 19 的消防软管,

长度 30m)。每只消火栓箱内均有一副消防按钮。消防管网上下呈环布置。

http://www.jianshe99.com/web/zhuanyeziliao/biaozhungui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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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泵设在地下室泵房内，（一用一备）消防泵自灌自控，出水管设检查用压

力表.泄压阀和放水阀，稳压泵受系统压力变化自动启闭。

4) 灭火器设置

本工程火灾类型为A类，灭火器按中危险级配置,灭火器保护半径为20米, 选

用 4Kg 磷酸铵盐干粉手提式灭火器, 每只消火栓箱处配二具 ABC/MF4 磷酸铵盐干

粉灭火器，便于提取。

5、管道标高及尺寸：

1）给水管系指管中心标高；排水管系指管内底标高，管径均标注公称直径。

2）尺寸除标高以米计外，其余均以毫米计。

6、管材及连接方式：

1)室外生活给水管采用聚乙烯（PE）给水管，热熔连接；室外排水管均采用 HDPE

双壁波纹管，橡胶圈接口。

2)室内生活给水支管采用 PPR 给水塑料管 （PN1.6MPa），热熔接。室内排水

管采用硬聚氯乙烯 PVC-U 塑料管，专用胶水粘接。

3) 消防管：DN≥150 采用无缝钢管热镀锌后二次安装，法兰连接，80≤DN≤100

采用热镀锌钢管，卡箍连接；DN<80 采用热镀锌钢管，螺纹连接。

4)生活给水管阀门：DN≤50 为截止阀，DN>50 为闸阀（或蝶阀），止回阀采用

旋启式止回阀。

5）消防系统：泵房内为明杆闸阀,，其余为蝶阀；水泵出口止回阀采用防水锤

止回阀， 其余均采用旋启式止回阀。阀门承压均采用 1.60MPa。

四）给排水节能

1、市政水压约 0.35MPa，生活给水由市政直接供水。

2.用水点压力大于 0.20Mpa 处设支管减压阀。

3.景观、灌溉等不同用途的供水均应设置水表，各引入管处均设水表计量；对

不同用途和不同付费单位的供水设置水表。

4.绿化用水、道路浇洒用水，景观补水等不与人体接触的生活用水采用回用雨

水，回用雨水经本地块设置雨水蓄水池收集弃流后雨水，经机械过滤、消毒等工

艺处理后制取，水质达到中水水质标准；不得采用市政自来水和地下井水作为景

观用水水源。

5.所有卫生洁具水嘴均采用节水型产品，卫生洁具应采用节水型卫生洁具，洁

具配件必须采用节水配件；卫生器具用水效率等级应达到标准规定的 2 级，坐便

器用水量单档平均值为 5L，双档（大档 5L，小档 3.5L），冲洗水箱容积为 5L，

给水水嘴，流量为 0.125L/s，小便器冲洗水量 3L，大便器冲洗阀冲洗水量为 5L，

小便器冲洗阀冲洗水量为 3L。

6.洗脸盆、洗手盆、洗涤盆采用陶瓷片等密封耐用、性能优良的水嘴；

7.消防水箱、水池均设置液位显示器和设置液位信号传感器，并设置液位报警

装置。溢流管和通气管设防虫网罩。不锈钢水箱由厂家另行设计和安装。

8.建筑内卫生洁具选用国家《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节水设备》(产品)目录中公

布的 设备、器具和器材。所有洁具满足现行国家行业标准《节水型生活用水洁具》

(CJ/T164-2014)及《节水型产品技术条件与管理通则》GB/T18870 的要求。

9.给水系统中使用的管材、管件，必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要求。

10.本工程阀门选用高性能零泄漏阀门。

第四部分 电气设计

一、强电部分：

1、设计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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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 16 2008）

2）《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

3）《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2010)；

5)《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13）；

6)《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 51309-2018）；

7)《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节能专篇》（电气分册）；

8)《2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GB50053-2013)；

9)《民用建筑绿色设计标准》(DB33/1092-2016)；

10)《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15）、

11)浙江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33/1036-2007）

12)《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用电分项计量系统设计标准》

(DB33/1090-2013)；

15)相关专业提供的资料。

2、 供配电设计

2.1）负荷性质

建筑内应急照明、普通走廊照明、计算机房供电等设备以及保安监控装置等用

电负荷均属二级用电负荷。其他普通用电等用电为三级用电负荷。

2.2）负荷计算：

80*6649.13=531.9KW

2.3）供电电源和电压

最高供电负荷等级为二级，利用原有配电房供电。本工程的动力，照明配电电

压为 380/220V，供电距离不大于 250 米；

2.4）合理选择单相负荷相位，使三相尽量平衡。最大相负荷不超过三相负荷

平均值的 115%，最小相负荷不小于三相负荷平均值的 85%。

2.5）供电系统向公用电网注入的谐波电流应满足《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

GB/T14549 的规定，选用用电设备的谐波电流限值应满足国家现行标准《电磁兼

容限值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GB17625.1 的要求。

2.6）在配电房处设置有源滤波装置，变配电所内对供电系统进行谐波监测，

无功补偿电容串接电抗器，防止谐波放大。

2.7）保护和计量 10kV 电源进线开关采用三相定时限过电流和电流速断保

护。变压器馈线回路采用三相定时限过电流和电流速断保护及变压器温度保护，

真空断路器采用微机综合保护（MFI）。

2.8）过电压和接地

高压电源采用电缆方式进入高压开关室后，在每段高压母线上均设置高压避

雷器，以防雷电波侵入。另外，为防止雷电波通过电源线路对计算机及相关的弱

电设备造成危害，本次设计采取分级保护、逐级泄流的原则，在相应变电箱的低

压母线处安装放电电流较大的一级电源防雷器；在重要楼层或重要设备电源的进

线处加装二级或三级电源防雷器，要求两级电源防雷器之间的距离大于 15m。

低压系统采用 TN-C-S 系统，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点直接接地，变配电所所有设

备不带电的金属外壳均接地，接地装置采用综合接地体（基础内钢筋），接地电

阻值要求不大于 1Ω。建筑物内所有电气设备的不带电金属外壳均应可靠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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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竖井内敷设专用的接地干线（扁钢），建筑物均设置总等电位联结和局部等

电位联结。

2.9） 建筑物内用电负荷均为低压负荷，供电电压为 380/220V。对大容量负荷

用放射式供电，一般小容量负荷采用分区树干式供电。消防用电负荷（消防泵、

火灾报警系统用电等）、排污泵，排烟风机等 二级负荷均双电源供电，末端设双

源自动切换箱。

2.10） 一般低压配电箱均采用 XGL 型配电箱。在动力站房、电气竖井内安装的

配电箱（柜）选用明装型号，在其它场所的配电箱、插座箱一般均选用嵌入式型

号。

导线、电缆选择与敷设

2.11）配电干线一般选用无卤低烟阻燃型线、缆，消防配电干线选无卤低烟耐火

型阻燃电缆，配电干线一般在封闭式金属线槽、电气竖井内明敷。配电支线一般

选用 BV 电线穿钢管暗敷或封闭式金属线槽。

3、照明设计

3.1）照明电压和照明系统

根据项目特点、建设标准，不同场所的视觉作业要求，确定合理的照度标准、

照度均匀度、眩光限值及光源的显色指数均满足《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50034-2013 的相关节能要求。

主要功能房间的照明功率密度值应达到《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13

的目标值要求。室外道路照度标准、主要部位的照明功率密度应满足《城市夜景

照明设计规范》JGJ/T 163 的要求。

照明方式:功能明确的房间或场所，按功能需要采用一般照明、分区一般照明

和局部照明相结合的方式。照明设计采用直接照明的方式。照明采用分区树干式

的供电方式，照明电源的电压为 220V。

各场所照度按如下标准设计：

本项目各个场所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装修二次设计需参照该表）

房间或场

所

照明功率密度（W/m2） 对应照度值（LX)
UGR U0 Ra

现行值 目标值 设计值 标准值 设计值

卫生间 ≤6.0 ≤5.0 - 150 - - 0.60 80

办公室 ≤9.0 ≤8.0 - 300 - 19 0.60 80

厨房 ≤6.0 ≤6.0 - 100 - 19 0.60 80

车库 ≤2.0 ≤1.8 30 19 0.60 80

休息室 ≤4.0 ≤3.5 100 106.3 - - 80

走廊、门

厅
≤6.0 ≤5.0 150 154.2 25 0.60 80

楼梯间 ≤4.0 ≤3.5 100 107.8 25 0.60 80

学习室 ≤9.0 ≤8.0 300 - 19 0.20 80

3.2）光源与灯具选型

（1）本工程所采用灯具功率因数均要求大于 0.9，光源、镇流器的效能应符

合国家能效标准的节能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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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走道、楼梯间、卫生间、学习室、室外等无人长期停留的场所，均选

用发光二极管（LED）灯。

3.3）灯具的能效及效率

（1）在满足眩光限制的前提下，优先选用直接型灯具。光源能效、灯具效率、

镇流器能效满足《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 第 3.2 节、第 3.3 节，及《全国

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 节能专篇》（电气 2007 版）第 3.2 节。

（2）灯具效率不应低于下面两个表的数值

直荧光灯灯具的效率

灯具出光口形

式

开敞式
（玻璃或塑料）

格栅灯
透明 磨砂、棱镜

灯具效率 75% 70% 55% 65%

紧凑型荧光灯筒灯灯具的效率

灯具出光口形式 开敞式 保护罩 格栅

灯具效率 55% 50% 45%

高强度气体放电灯灯具的效率

灯具出光口形式 开敞式 格栅灯或透光罩

灯具效率 75% 60%

其他应选用效率高的灯具，并符合《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13 的有关规

定。

（3）室外道路环境照明等的灯光不应直接射入室内。室外灯光对室内的影响

满足《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JGJ/T163 的相关规定。

3.4）照明控制方式

（1）走廊、楼梯间、门厅、大空间等场所的照明系统采取分区、分组、定时、

感应等节能控制措施；大空间、多功能、多场景场所的照明，采用智能照明控制

系统；道路照明集中分组控制，并具备深夜减光控制功能。车道及车位灯具采用

智能控制。

（2）在具有天然采光的区域，应结合天然光采用合理的人工照明布置及控制；

当自然光达到照度要求时，应尽量避免开启人工照明。

3.5）应急照明

楼内的所有楼梯灯、公用走道上照明均采用双电源供电，并在上述各场所及大面

积厅、出入口设置自带电池的应急疏散指示灯，管理中心等场所均设自带电池的

照明灯具作备用照明。

3.6）照明干线一般选用无卤低烟阻燃聚乙烯铜线、缆，多层建筑在电气竖井

内走桥架敷设，照明支线一般选用聚氯乙烯铜电线穿管敷设。照明配电箱一般选

用模数式组合配电箱，在电气竖井内明装，在其它场所一般为嵌入式安装。所有

照明灯开关、插座均暗装。

4．动力系统

4.1）变压器能效值不低于《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20052-2013 中节能评价值的要求。

4.4）排烟风机为手动、联动两种方式控制。手动可在现场和消防控制中心

两地控制。

4.5）空调系统、通风系统采用直接数字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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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建筑装修设计选用电器时，采用国家能效标识二级及以上的产品。

4.7）集中制备的电开水炉具有温度或时间控制措施。

5.用电分项计量及运行模式

按功能区域设置电能监测与计量系统。按照明插座、空调用电、动力用电、

特殊用电进行分项计量。本工程中需单独考核用电量的功能区域、公共设施等应

单独计量。用电分项计量系统的设置应满足能耗节点的计量和数据上传的要求。

5.1、计量装置采用数字式电能表计，具备数据远传功能。电能表计的精

确度等级不低于 1.0 级，且配用精确度等级不低于 0.5 级的电流互感器。

5.2、根据用电场所不同和设备不同，分别对厨房、空调、水泵房、照明

插座，排烟设备用房，信息机房的电力设置电表计量装置。

用电分项计量的示意图如下：

总用电 分项能耗 一级能耗节点

建筑总用电

照明插座用电
室内照明插座用电

室外景观照明用电

暖通空调用电 空调末端用电

动力设备用电

电梯用电

给排水系统用电

非空调通风用电

特殊用电
厨房用电

信息中心用电

电开水器用电

6、防雷接地保护

1） 防雷等级：根据自然条件，当地雷电日数和建筑物重要程度，建筑按二

类防雷建筑物设防。

2） 本设计采用屋面女儿墙设置针带结合的避雷接闪器，在屋面上装设不大

于 10x10m 或 12x8m 的网格避雷网以防直接雷。利用柱内主筋作接地引下线，利用

基础内钢筋作接地体。为防止雷电波的侵入，进入建筑物的各种线路及金属管道

采用全线埋地引入，并在入户端将电缆的金属外皮、钢管及金属管道与接地装置

连接。二类防雷建筑采取以下措施以防侧击雷、作等电位联接：

a、建筑物内钢构架与钢筋混凝土的内筋互相连接；

b、应利用钢柱或钢筋混泥土柱子内钢筋作为防雷装置引下线，结构圈梁中的钢筋

应每三层连成闭合回路，并应同防雷装置引下线连接；

c、应利用钢筋混泥土结构内的钢筋设置局部等电位联结端子板，并应将建筑物内

的各种竖向敷设的金属管道及类似金属物每三层与局部等电位联结端子板连接一

次。

3） 防雷击电磁脉冲：高压进线侧装设避雷器、低压柜进线柜设第一级防浪

涌保护器、各楼层配电箱设第二级防浪涌保护器、重要的设备机房设第三、第四

级防浪涌保护器。各信息及弱电设备房应与引下线柱子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做屏

蔽、接地和等电位联结。

7、电气安全

1）选用的电气设备均与使用环境相适应。电气设备及线路的安装符合电气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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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规定，当无法满足要求时，采取防护措施。对潮湿场所的用电设备采用漏电保

护。

2）低压系统采用 TN-C-S 接地系统，各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点直接接地，总配

电所及各变电所内所有不带电的设备金属外壳均须可靠接地，接地装置采用建筑

物的基础内钢筋作综合接地体，接地电阻不大于 1。所有电气设备的不带电金

属外壳均应可靠接地，电气竖井内敷设专用的接地干线（扁钢）， 建筑物均设置

总等电位联结和局部等电位联结。卫生间做局部等电位联结。为防人身触电，选

用的电气设备均与使用环境相适应。电气设备及线路的安装符合电气安全规定。

所有插座配电回路（分体空调回路除外）均加装漏电保护装置，漏电电流要

求小于 30mA。所有电气设备的不带电金属外壳均应可靠接地，电气竖井内敷设专

用的接地干线，配电箱至单相插座的接地极设一根专用的 PE 接地线，所有一类灯

具外壳都与专用 PE 线可靠连接。

3）为保护重要设备及弱电设备的安全，在其低压电源回路上装设过电压保护装置，

信号回路上装设信号避雷器。

二、弱电部分

1、设计依据：

1）《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50314-2006）

2）《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311-2007

3）《有线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50200-94

4）《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GB50348 2004

5）《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395-2007

6）《入侵检测报警规范》GB50394-2007

7）《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GB50174-2008；

8）《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2010；

2、综合布线系统

本工程数据及语音均采用综合布线系统。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和二层星型网

络拓扑结构。共设置语音系统和数据系统各一套网络。MDF 设置于弱电井（间），

管理本建筑的数据、语音点；主干区语音接入采用 110 卡接式配线架，数据接入

采用 RJ45 配线架。

3、有线电视系统

本工程电视信号源引自当地有线电视网，配线箱设置在综合楼一层的弱电机房

内。在弱电井道内设若干处电视分配接线箱，楼内信号采用邻频传输网络。再敷

设至户内的用户插座。每户设若干只终端插，电平达 644db。

4、计算机网络系统

本项目共设计 2 套网络，一套为数据网络，一套为弱电系统专用网络（传输视

频监控系统数据）。网络系统主要提供：数据网主要传输内部的数据传输；弱电

网主要传输视频监控的视频数据。2 套系统均采用双层结构，水平至用户终端达

到百兆，主干传输达到千兆。数据网络接入层交换机采用 24 口千兆电口/2 口千

兆铜口设备，通过综合布线系统光缆接入核心交换机千兆铜口。弱电网接入层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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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24 口电口/2 口千兆铜口设备，通过安防布线系统六类线接入弱电网核心交换

机的千兆铜口。

5、监控系统

采用数字安防架构，采用内部弱电网络,单独设立子网。监控系统的电视墙设

置于门卫，系统网络设置于弱电机房。通过前端彩转黑低照度网络摄像机对室外

主要出入口、汽车车库、出入口、教学楼走廊区域进行监视、录像。在弱电井（间）

设置机柜“BOX”内设置网络交换机，通过六类线接入到弱电机房的磁盘阵列完成

视频存储。系统网络将图像送到监控机房。监控中心通过电视监视墙进行视频显

示和回放，并可实现与报警的联动操作，使保安人员能实时了解校园内人流，车

流，物流动态。实现人防与技防的结合，从而保证校园内人财物的安全。

6．电话通讯系统

本系统采用用户程控交换机系统，固定电话系统由当地电信公司直接接入至

弱电机房内。

8、机房工程

1）本次设计机房包括：弱电机房。

2）弱电机房：设计机房装修、机房布局、机房空调、机房 UPS、机房照明、机

房接地

3）设计微孔金属吊顶和防静电地板，墙面涂刷防尘涂料。

4）UPS：15KVA 2 小时后备，供电范围：机房及井道安防设备。

5）设计微孔金属吊顶和防静电地板，墙面涂刷防尘涂料。

9、防雷接地系统

整个防雷接地系统分为两个部分：接地部分；防雷部分；

（1）接地部分：对弱电机房、井道、桥架的接地。

（2）防雷部分：防雷保护器－供电线路防雷保护；信号线路防雷保护。

10、综合管路系统

1）桥架部分

弱电子系统在统筹规划下，可合用一套桥架，以节约造价，同时方便维护和

管理。

垂直桥架： 每个弱电井内安装弱电垂直桥架，均为槽式金属桥架。与水平

主桥架连通后接入机房从弱电管井开始安装。

水平桥架： 和垂直桥架相对应，我们在水平区域内安装了水平桥架。

水平桥架在吊顶内部或顶板下方安装。

电源线、广播系统单独管道、桥架穿线。

2）管路部分

地下层均采用钢管，地面以上楼层采用 JDG 管。

第五部分 绿色建筑设计

本工程绿色建筑等级：二星级

设计依据

1、《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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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技术管理的

通知》省建设发[2009]218号。

3、《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93）。

4、《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 7106-2008）。

5、《建筑幕墙》（GB/T 21086-2007）。

6、《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4）。

7、国家及当地的现行有关规划及设计的规定和规范。

一、建筑部分：

1、场地建设不破坏当地文物、自然水系、湿地、基本农田、森林和其他保护

区。

2、建筑场地选址无洪灾、泥石流及含氡土壤的威胁，建筑场地安全范围内无

电磁辐射危害和火、爆、有毒物质等危险源。

3、平立面设计不对周边建筑物带来光污染，不影响周围建筑的日照要求。

4、场地内无排放超标的污染源。

5、场地环境噪声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的规定。

6、建筑平面布局和空间功能安排合理，减少相邻空间的噪声干扰以及外界噪

声对室内的影响。

7、建筑入口和主要活动空间设有无障碍设施。

8、在建筑构造上保证各个部分的维护结构的合理厚度以及构造由冷桥处采用

保温材料的局部处理，做好屋面保温层。

9. 建材的使用上，尽量采用轻质隔墙，以减轻建筑自重，节约结构构件用料。

10.建筑屋面采用挤塑聚苯保温隔热板保温层（燃烧性能 B1 级），减少室内

能耗。

11.门窗面积比例较好，保证建筑空间均有良好的采光通风性能。

12.建筑外墙保温材料采用无机轻集料保温砂浆，外保温形式。

13.建筑外门、外窗均采用节能型材。

二、给排水部分

(一)设计文件编制依据：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4；

浙江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33/1092-2016；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2003）(2009版)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节能专篇——给水排水》（2007）

(二)采用有效措施控制管网漏损:

2.1给水管材采用内壁光滑、压力水头损失小，强度好、耐腐蚀、使用寿命长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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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管材，达到了降低电耗和水量损失的效果；选用性能高的阀门、零泄漏阀门等

措施避免管道渗漏。

2.2给水系统无超压出流现象；

2.3根据水平衡测试标准安装分级计量水表，安装率达 100%；

2.4采用分区供水系统，避免供水压力过高或压力骤变。

2.5卫生器具用水效率等级为二级。

(三)采用节水器具和设备，节水率不低于 8%：

3.1 所有用水部位均采用节水器具和设备, 坐式大便器冲洗水箱的水容积不大于

6L，充分节水；公共卫生间采用感应式水嘴、感应式小便斗冲洗阀、脚踏式蹲便

器延时自闭冲洗阀。；

3.2采用减压限流措施，表前供水压力不大于 0.2MPa，用水点处的水压力不小于

0.05MPa。

3.3消防水箱进水采用高性能的进水控制器，控制进水；同时设置溢流报警装置，

防止进水阀失灵，水箱溢流排水，浪费水资源。

3.4本工程水设置集中集热、集中储热的集中式的热水系统，热水系统的管道、水

箱等采取保温措施。

(四)绿化用水采用微喷滴灌方式浇洒，并设置单独用水计量装置。

三、电气部分

1、设计依据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4）

《民用建筑绿色设计标准》（DB33/1092-2013）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用电分项计量系统设计标准》

DB33/1090-2013

2、设计说明

2.1 供配电系统：

1) 变电所（变压器）低压供电半径不超过 200 米。

2)变压器长期工作负载率不大于 85％。

3) 无功补偿及谐波治理在变电所（变压器）专项设计时考虑，要求在低压侧

设置集中无功补偿，补偿后低压侧功率因数不应低于 0.9；并有高次谐波抑制和

治理措施。

4)电力线路截面按技术条件并结合经济电流合理选择。

2.2 照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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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照明方式为一般照明和局部照明相结合的方式。

2) 各类房间和场所的照度和照明功率密度值为：

3)一般场所为荧光灯或其他节能高效灯具。除注明外，公共部位有吊顶的场

所，选用嵌入式格栅荧光灯，无吊顶场所选用荧光灯管吸顶安装或采用吸顶灯，

具体灯具形式由业主确定；荧光灯灯管为节能型（T5/T8）灯管；采用电子镇流器

或电感式节能镇流器加电容补偿使 cos∅ ≥ 0.9。

4)照明灯具的效率、统一眩光值、一般显色指数等指标满足《建筑照明设计

标准》GB50034-2013 的相关要求。

5)根据建筑的照明要求，合理利用天然采光和节能高效、便于管理的照明控

制措施：在具有天然采光的区域，采取合理的人工照明布置及控制措施； 公共场

所的照明采用集中控制或自动控制方式；

2.3 电气设备：

1) 变压器选择低损耗、低噪声的 SCB13 型节能变压器，应达到国家现行标准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20052 中规定的目标能效限定值

及节能评价值的要求。

2) 变压器选用[D，yn11]结线组别的变压器。

3) 选用配备高效电机及先进控制技术的电梯。

3．4 计量及运营管理：

1)用电分项计量系统：各类用电分项设置，系统合理并清晰。在配电房及各

层配电总箱处设置一级能耗监测点计量表，并在分配电箱处设置二级能耗监测点，

设置智能化仪表，由智能化专业实现此系统的数据传输等，便于内部考核管理，

并可以向当地主管部门传输数据，实现管理途径的合理高效用能分配。

2)设置能耗检测系统：对建筑的输配系统、热水及照明办公设备耗电等各部

分能耗实行独立分项计量，各能耗数据进行远程集中监测与记录，并有优化管理

措施。

3)设置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对空调系统、供配电系统，照明系统等进行自动

监测与控制，并满足国家相关规范要求。

第六部分 通风、空调设计

一、项目概述

详建筑

二、设计依据：

1、《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2012)；

2、《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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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4、《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15）

6、《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 暖通空调·动力》；2009

7、《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

8、《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55002-2021

9、《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2021

10、《建筑环境通用规范》 GB55016-2021

11、浙江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331036-2021

12、浙江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33/1092-2021

三、设计范围

1、通风系统设计。2、防排烟系统设计。

四、设计气象参数

2.1 设计范围：

本设计包括所有建筑的通风、防排烟系统设计；

2.2 室内外设计计算参数

2.2.1 室外气象资料(参金华）

设计用室外气象参数 单位 数值

冬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 ℃ 5.2

夏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 ℃ 33.1

冬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温度 ℃ 0.4

冬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相对湿度 ％ 78

夏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干球温度 ℃ 36.2

夏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湿球温度 ℃ 27.6

冬季室外平均风速 m/s 2.7

夏季室外平均风速 m/s 2.4

冬季室外大气压力 hPa 1017.9

夏季室外大气压力 hPa 998.6

五、空调系统设计

（）本项目均采用分体空调，配合建筑设置室外机位，新风通过门窗缝隙渗

入。

六、通风系统设计

房间类型

排 风 送 风

备 注

换气次数 通风方式 换气次数 通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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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h） （次/h）

公共卫生间 10 机械排风 —— 自然补风

淋浴间、更

衣室

6 机械排风 —— 自然补风

厨房排油烟 50 机械排风 —— 自然补风

厨房 12 机械排风 —— 自然补风 平时兼事故

七、防排烟系统设计

1、防烟系统设计：

本项目所有楼梯间均采用自然通风。可开启外窗面积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GB51251-2017）的要求。

2、排烟系统设计

1、本工程小于 100 平米房间均设置可开启外窗。

2、本工程面积大于 100 平米的房间设置有效面积不小于其房间面积 2%的可

开启外窗自然排烟。自然排烟窗设置在外墙上方且设在储烟仓内。

3、公共建筑、工业建筑防烟分区的最大允许面积，及其长边最大允许长度

空间净高 H（m） 最大允许面积 长边最大允许长度

H≤3.0 500 24

3＜H≤6 1000 36

H＞6 2000 60m，具有自然对流条件时，不应大于 75m

注：1、公共建筑、工业建筑中的走道宽度不大于 2.5m 时，其防烟分区的长

边长度不应大于 60m；

当空间净高大于 9m 时，防烟分区之间可不设置挡烟设施。

4、其他

（1）排烟风机在 280℃时能连续工作 30min 以上。所有排烟风机入口处设有

排烟防火阀，当输送烟气温度超过 280℃时，排烟防火阀自动关闭，排烟风机停

止运行。每个防烟分区内的排烟口应设置在储烟仓内且距最远点的水平距离不超

过 30m。

（2）排烟管道下列部位应设排烟防火阀：垂直风管与每层水平风管交接处的

水平管道上；一个排烟系统负担多个防烟分区的排烟支管上；排烟风机入口处；

穿越防火分区处；汽车库内穿过不同防烟分区的排烟支管上。排烟阀火灾时可手

动和电动启闭，排烟阀的手动驱动装置，应固定安装在距楼地面 1.3-1.5m 高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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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的位置。

（3）无论图中是否标注，通风管道在以下位置设置 70℃熔断的防火阀：a.

穿越防火分区处；b.穿越通风机房的房间隔墙和楼板处；c.穿越重要或火灾危险

性大的场所的房间隔墙和楼板处；d.穿越防火分隔处的变形缝两侧；竖向风管与

每层水平风管交接处的水平管段上。

（4）当风管穿过需要封闭的防火、防爆的墙体或楼板时，必须设置厚度不小

于 1.6mm 的钢制防护套管，风管与防护套管之间应采用不燃柔性材料封堵严密。

风管穿过防火隔墙、楼板和防火墙时，穿越处的风管上的的防火阀、排烟防火阀

两侧各 2.0m 范围内的风管应采用耐火风管或风管外壁应采取防火保护措施，且耐

火极限不应低于该防火分隔体的耐火极限。

（5）通风、排烟系统的所有部件、配件及材料均采用不燃型。

（6）防火阀、排烟防火阀采用独立的支吊架。

（7）加压送风管井、排烟管井均内衬风管。

（8）防排烟管道及相关设备采用抗震支吊架，由专业公司二次深化设计。

八、暖通节能设计

1、空调新风取值满足国家规范 GB50736-2012 要求。

2、暖通空调计算参数满足国家规范要求。

3、采用逐时动态负荷计算方法确定冷热负荷

4、送风机与新风阀联锁，当风机停止运行时新风阀关闭。

5、空调系统按使用时间、温度要求等划分。

6.本工程 VRF 系统冷媒要求采用 R410A 环保冷媒；系统冷媒管等效长度满足

对应制冷工况下满负荷的性能系数不低于 2.8。

VRF 机组全年性能系数 APF【（W.h）/（W.h）】满足下列要求：

制冷量 CC（kW） 综 合 性 能 系 数

（W/W）

CC≤28 ≥4.4

14<CC≤28 ≥4.3

28<CC≤50 ≥4.2

50<CC≤68 ≥4.00

CC＞68 ≥3.8

1. 本工程空调所用的房间空调器所采用的产品应取得中标认证中心节能产品认

证，全年性能系数（APF）和制冷季节能效比（SEER）不应小于下表的规定值。

制冷量 CC（kW） APF【（W.h）/ SEER【（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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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 （W.h）】

CC≤4.5 ≥4.50 ≥5.40

4.5<CC≤7.1 ≥4.00 ≥5.10

7.1<CC≤14.0 ≥3.70 ≥4.70

9、全热交换器回收效率不低于 60%。

10、选用节能产品，合理设置通风系统作用半径，风系统风量大于 10000m3/h

时，新风系统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0.24 w/（m3/h），机械通风系统风机单位风

量耗功率 Ws ＜0.27w/（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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