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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由于规划日照要求及得房率等因素加持，小天井住宅楼在城市建设

中的保有量不断增多。但由于建筑空间限制，小天井住宅楼存在着更高的火灾风险。为提高小天井住宅楼

的防火安全性，本文首先通过文献调研总结了小天井住宅楼的火灾特性；其次，分析了火灾发生的原因及危

害，指出其火灾风险较高的问题；然后，提出了从建筑防火设计、消防设施配置等方面的防火安全设计对策；

最后，对未来的防火安全管理进行了展望，以期为小天井住宅楼的防火安全性提供理论依据和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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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the number of small courtyard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urban construction continues to increase due to factors such as planned sunshine

requirements and housing acquisition rate. However，due to space limitations，small courtyard

residential buildings have a higher risk of fire. To improve the fire safety of small courtyard

residential buildings，this article first summarizes the fire characteristics of small courtyard

residential buildings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Secondly，the causes and hazards of fires were

analyzed，and the problem of high fire risk was pointed out；Then，fire safety design strategies

were proposed from the aspects of building fire protection design，fire protection facility

configuration，etc；Finally，an outlook was made on future fire safety management，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management plans for the fire safety of small courtyard residential buildings.

引言：

我国的城镇化和小康社会建设使住宅建设取得了长足进

步，各类住宅楼宇大量涌现，改善了广大居民的住房条件。

但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一些问题需重点关注。例如，

城市中大量出现的小天井住宅楼，其建筑空间限制较大，一

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因此，研究小

天井住宅楼的火灾特性，改进其防火安全设计，提高居民的

防火安全意识，对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下文将

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这一问题，以期为小天井住宅楼的防火

安全管理提供参考借鉴。

何为小天井住宅？即在住宅平面内或住宅单元间存在由

四周建筑物围合而成且顶上无盖的室外空间的住宅，该空间平

面至少有一个方向尺寸小于 6 米。平面设计中的主要存在形

式：住宅通过敞开连廊与住宅建筑外墙间形成的非封闭天井。

一、小天井住宅楼的火灾特性

（一）火灾类型多样，复合性突出

火灾分为 A、B、C、D、E、F六类，其中住宅建筑火灾类

型，就占其中五类，即 A 类火灾（固体物质火灾）、B类火灾

（液体或可熔化的固体物质火灾）、C类火灾（气体火灾）、E

类火灾（带电火灾）、F类火灾（烹饪器具内的烹饪物火灾），

火灾类型多样，一次火灾往往包含几类火灾，复合性突出。

（二）可燃物繁多，毒害性大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快速发展，全国城镇燃气

使用规模增长迅猛，用气人口目前全国已经超过 6.67 亿人，

全国城镇燃气的使用普及率已经达到 97.87%，可以说与人民

群众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在燃气使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

时，燃气安全的风险日益凸显，由于管线老化泄露，燃气爆

炸时有发生；居室内部存在大量的可燃装修材料和生活用品，

当发生火灾时，这些可燃材料会产生大量烟气，燃烧蔓延极

快；有机保温隔热材料保温性能优越，广泛使用于住宅外保

温建设，它的燃烧热释放率高，燃烧速度快，并会产生大量

有毒气体。这将对火场内的人员产生严重威胁；业主装修时，

私自乱搭防护网、挑板等，其上堆放废旧家具、包装纸板、

塑料桶瓶等废旧物品，有的生活阳台上也有堆放可燃易燃物

的情况，由于没有达到消防安全要求，火灾时，改变了建筑

房间或区域的火灾危险性，增加了新的着火点，加剧火灾蔓

延，为消防人员对火灾的控制和扑灭增加了难度；另外，电

动车大量进入家庭，由于充电或使用过程中，电瓶的燃爆引

起车辆自身的橡胶、海绵等有机燃烧，火灾时，产生的烟气

和有毒气体难以控制。因此，小天井住宅楼一旦发生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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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燃烧蔓延速度极快，给人员逃生和灭火带来了极大难度。

（三）“烟囱效益”明显，烟气蔓延迅速

小天井住宅楼中凹的建筑空间，由于通风条件差，火灾

时，会形成烟气堆积区，随着天井内温度升高，热空气和烟

气沿着有垂直空间向上升，造成空气加强对流，加剧火灾烟

气的蔓延，形成“烟囱效益”。天井会成为火势和烟气迅速向

上竖向蔓延的通道，快速发展为不可控的状态，给人员疏散

和消防救援带来较大困难。根据《火灾动力学》中的风助蔓

延模式，该现象不仅仅存在虹吸效应和烟囱效应，建筑存在

凹角落时，通常还伴随着“壕沟效应”，火灾的影响更大。

二、小天井住宅楼火灾发生的原因分析

（一）电池爆炸引起的火灾

根据《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在高层民用建

筑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

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是禁止的，老旧小区在这管理规定

的执行上有一定的困难，乱停、乱放的情况比较普遍，且一旦

发生火灾，危害极大。有些小区对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

自行车充电，作了统一布置调整，借用住宅楼下架空区域集中

停放和充电，电动车电源燃爆情况时有发生，但相应的防火改

造未加强到位，有些直接和天井联通，加剧了火灾蔓延的风险。

（二）电器设备引起的火灾

住宅套内电器和电线布置较为密集。电气线路老化、超

负荷使用以及加热器具、电吹风烘烤衣物等原因都可能引起

电气火灾。特别是部分住户经常使用功率较大的电热器具、

为户外电动车充电方便，私搭“飞线”，而配电系统和线路又

无法满足供电需求，极易过载起火。另外，电热毯使用年限

较长，因收藏不当，折叠导致内部电阻丝断裂，引发火灾，

该类火灾危险性及其大，床上及周边大量的可燃物，增大了

火灾的燃烧强度。

（三）用火设备引起的火灾

居民购买了不良的炉灶设备，如：没有灭火断气功能；

灶具安装时，接头处安装不到位，有漏气情况；管道老化破

损等原因，均会引起燃气的泄露，泄漏的燃气与空气混合，

在一定浓度范围内，遇到点火源（如明火、静电、电火花等）

时，可能引发爆炸。

（三）用火不慎引起的火灾

由于居民麻痹大意、消防安全意识淡薄，在床上吸烟；

使用炉火、灯火不慎极易引发火灾；乱丢未熄灭的火柴、烟

头，因死灰复燃而引发火灾。

（四）小孩玩火引起的火灾

目前不少火灾是由小孩玩火引起的。如小孩玩火柴、打

火机，吸烟、烧纸等。另外，小孩怀着好奇、好玩的心态点

燃可燃物引发火灾的情况也比较多。

三、小天井住宅楼火灾的危害

（一）生命财产损失

小天井住宅楼，以户为单位，集中布置，人员众多，一

旦发生火灾，人员逃生和灭火都面临极大困难。特别是夜间

突发火灾更严重，熟睡人员来不及撤离，天井内浓烟、火势

迅速蔓延，很可能引发其他住户户内火灾，导致更多人死亡。

即使成功逃生，也可能已经吸入大量浓烟中毒，对身体造成

损伤。由于住户财产比较集中，一次火灾就可能烧毁大量贵

重物品。另外，火场猛烈的火势，弥漫的浓烟、灭火用水，

都会造成房屋结构、装修等相关财产的全面损坏。总体而言，

小天井住宅楼火灾造成的生命和经济损失都极为严重。

（二）环境污染

小天井住宅楼火灾过程中释放大量 CO、HCN 等有毒气体，

这些气体直接排放到城市环境中，严重污染局部大气环境。

同时，大量浓烟影响能见度，对其他建筑物和设施也产生一

定损害。此外，灭火水对周边土壤和水系也会造成二次污染。

一些有毒有害物质随灭火废水进入市政管网，对城区生态环

境和居民健康造成隐患。小天井住宅楼火灾造成的环境污染

影响时间长、范围广，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三）心理影响

小天井住宅楼火灾发生后，直接遭受灾害的居民很可能

会出现心理问题。有的人可能产生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出现焦虑、抑郁、恐慌等症状。儿童和老人尤其脆弱。同时，

这类火灾事件也对其他周边居民产生恐慌影响，他们担心自

己也会遭遇同样的不幸。如果事故原因没有查清或者防火安

全隐患没有整改，公众情绪会更为激动。长此以往，可能会

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四、小天井住宅楼的设计探讨

（一）建筑防火设计

小天井住宅楼的防火安全设计应遵循“防火为主，消防

为辅”的方针，建筑防火设计除满足现行的国家、行业、所

在省市的设计规范、规程、规定、标准、措施外，还需根据

火灾蔓延途径的特点，在小天井住宅楼设计时，对建筑构造、

灭火救援设施等作相应的思考：

1.其他业态建筑与住宅组合建造时，其他业态房间不应

在天井内设置门窗、洞口；（注 1：天井虽然为室外区域，但

四周围合，且尺寸较小，通风不佳，“烟囱效益”明显，故天

井范围应纳入住宅区域）

2.敞开连廊直接对外开口宽度不应小于 6.0m，当连廊设

有竖向承重构件时，总宽度不应大于连廊直接对外宽度的

20%；（注 2：在满足消防间距及合理的结构设计要求前提下，

尽量将敞开连廊的对外开口宽度做大，减小天井内通风不畅

的影响）

3.敞开连廊上下层之间应考虑不低于 1.2m 的实体高度，

其上宜采用栏杆；（注 3：对外廊提出两侧窗槛墙的要求主要

考虑火灾发生时热和高温对在外廊上疏散人员的影响，在满

足防火构造前提下，尽量将敞开连廊的对外开口高度做大，

减小天井内通风不畅的影响）

4.天井平面应规整，不宜出现凹槽，凹槽内不宜开设窗

洞；（注 4：天井内通风不畅，加上凹槽的加持，“壕沟效应”

和“烟囱效应”更加明显，内部设窗洞会增大火灾烟气进入

户内的风险）

5.天井内宜开设厨房、卫生间的窗，不宜开设其他房间

或封闭阳台窗户，若必须设窗时，该外窗应采用耐火完整性

不低于 1.00h 的防火玻璃窗，不应设置开敞阳台；（注 5：厨

房、卫生间的装修材料燃烧性以 A级为主，且无织物窗帘，

外部引燃户内的几率较小。其他房间如：卧室、书房、封闭

阳台等内部装修和使用物品的燃烧性能不可控，火灾时为了

防止外部高温烟气引燃室内可燃物，开向天井的窗户应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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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耐火完整性不低于 1.00h，且具备火灾时熔断器熔断后自

动关闭功能的防火玻璃窗）

6.建筑开窗墙面距敞开连廊内侧不大于 2.0m 时，面对连

廊的外窗应采用耐火完整性不低于 1.00h 的防火玻璃窗；（注

6：当敞开连廊距住宅建筑外墙不大于 2.00m 时，面对连廊

开启的窗户应采：用耐火完整性不低于 1.00h，且具备火灾

时熔断器熔断后自动关闭功能

的防火玻璃窗）

7.天井内建筑外墙上、下层窗户之间宜设置挑出宽度不

小于 1.0m，长度不小于开口宽度的防火挑檐，若采用高度不

小于1.2m 的实体墙时，该区域内应增设防火挑檐，防火挑檐

的竖向间距不大于 27.0m；（注 7：防火挑檐能使烟火离开墙面，

改变上升路径，使烟火通道不再通畅，更好的缓解“烟囱效应”）

8.天井内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 A级；（注 8：天井内

通风、散热效果差，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 B1、B2级时，

会促使火灾的蔓延）

9.小天井住宅建筑的消防登高操作场地宜布置非天井

侧。（注 9：首先小天井住宅建筑均为板式建筑，天井和户门

在同一侧，消防登高操作场地及救援窗设置另外一侧，能更

好的达到双向营救的效果，另外，天井一侧大部分面宽被楼

梯间、电梯间和连廊占据，不能很好的对户内开展扑救工作）

（二）消防设施配置

小天井住宅楼应合理配置消防设施，建立完善的消防系

统，为火灾时的灭火救援提供重要保障。在天井内开窗的厨

房应设置燃气泄漏报警器，该报警器能很好的检查到燃气的

泄露，避免因燃气泄露而引起爆炸的隐患发生。应急广播与

应急照明系统配合使用也必不可少。当发生火灾时，应急广

播可向处在建筑内的人员发出语音指引，指导其迅速有序地

向安全出口疏散。应急照明系统则可在浓烟条件下提供足够

照度，确保人员在烟雾天气下也能识别疏散路线。

（三）消防安全管理

物业管理单位应当遵守消防法律、法规、规章（以下统

称消防法规），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履

行消防安全职责，保障消防安全。物业管理单位的法定代表

人是居民住宅区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对居民住宅区的消防安

全工作全面负责，应当在管理范围内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1.制定消防安全制度，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开展消防安

全宣传教育。

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可以提高广大居民的防火防烟避险自

救意识，是建立完善防火安全体系的重要环节。社区应定期

或不定期对小天井住宅楼居民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培训。

通过邀请专业人员进行系统讲解，让居民全面了解小天井住

宅楼的火灾危险性，熟悉火灾时的应对措施和自救方法。同

时还应定期组织消防演习，模拟火灾情景，提高居民逃生避

险的实际操作能力。此外，知识竞赛、报幕等形式的宣传教

育也应积极开展，利用日常生活场所广泛张贴文字提示、易

见警示标识等，时刻提示和警示居民注意防火。要针对老人、

儿童等特殊群体，开展适合其特点的消防安全教育。通过绘

本故事、漫画手册等生动直观的方式宣传防火知识；或者组

织专门的实地操作活动，指导这些弱势群体掌握逃生自救技

能。家庭也应经常向儿童灌输防火安全意识，告知可能引发

火灾的危险行为。

2.开展防火检查，消除火灾隐患。

在防火检查过程中发现以下问题，及时与当事人沟通并

及时协助其整改。

1.1 在公共区域存放废旧物品、私人物品，不仅影响美

观，应及时，还会影响居民安全疏散，消防救援人员的救援，

如果是该物品为可燃或易燃物品还会降低公共区域的消防安

全等级增加火灾隐患。

1.2 在天井、凹槽内等隐蔽区域外墙，违规设置外挑构

件，存放可燃或易燃物，不仅破坏了楼层间防火构造，为火

灾的产生及蔓延提供了条件，一旦发生火灾，在“壕沟效应”

和“烟囱效应”加持下，过火区域增加，出现引火进屋的情

况，整栋楼成分段过火状态。

1.3 电动车进楼的行为已在《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

理规定》明文禁止，电动车电源在使用或充电过程中，发生

燃爆，对他人和自己家庭造成严重的伤害。

1.4 居民为满足自身使用方便，私自搭线设置户外充电

处，增加用电负荷，配电系统和线路又无法满足供电需求，

极易过载起火，另外，电动车电源在充电过程中的燃爆也会

会威胁到整栋楼的消防安全。

3.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

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为居民保

留一条畅通的通道至关重要，任何个人及单位不能侵占、堵

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对违规行为及时整改。

4.保障公共消防设施、器材以及消防安全标志完好有效。

消防设施、器材作为建筑物安全的重要保障之一，在发

生火灾时担负着报警、灭火、保障人员安全地疏散、控制火

势蔓延等重要功能。

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小天井住宅楼存在着火灾风险较高

的问题，必须从建筑防火设计、消防设施配置、消防安全管

理等方面入手，综合采取各项防控措施，持续推进各项工作，

以逐步增强这类建筑的防火与抗灾能力。只有高度重视和认

真对待，才能为广大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有力保障，实

现和谐稳定的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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