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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案首页 

课程名称 消防概论 

专业 

班级 

消防 2001班 

课程性质 纯理论课 消防 2002班 

课程代码 540406 消防 2003班 

学    分 4  

教学周数 9-19 周学时 2*3 是否合班 否 

教材名称及

出版社 《建筑消防概论》，张永根 朱磊，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12月第一版 

参考书目 消防设施操作员（初级），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课程类型 √必修课        □限选课        □任选课 

授课类型 √理论课       □实验课      理实一体化课      □实训（实践、上机）课 

教师个人课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第 1/2 节 
消 2002班 

明 2-303 

消 2003班 

明 2-303    

第 3/4 节 

   

消 2003 单

/2002 双班 

明 2-303  

第 5/6 节 
 

消 2001单班 

明 2-603  

  消 2001班 

明 2-504  

第 7/8 节      

课程主要章节、重点和难点简述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公共安全形势

日益严峻，而消防救援队伍作为国家综合性常备应急骨干力量，应急救援任务日趋繁重。

面对火灾、爆炸、地震和群众遇险等需要应急救援的突发状况，如何提高消防员火灾扑

救和应急救援能力，提升消防救援队伍战斗力，促进人才队伍建设，是当前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也是本课程设置的初衷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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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紧盯新时期消防救援队伍训练实战化需求，遵循职业教育规律和特点，总结

了灭火救援、执勤训练和教育培训经验，同时吸收了消防技术新理论、新成果和先进理

念。注重实用，讲求实效，不追求内容的理论深度，而讲求知识的实用性和技能的可操

作性，紧密结合灭火救援实战，将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加以归纳、提炼，既方便系统学习，

也有备随用随查，为以后的专业细分课程，不断提高消防职业技能水平，打下夯实基础。。 

 

第一章建筑基本知识 

1、建筑物的分类 

2、建筑物的构造组成 

3、工业和民用建筑的基本形式 

 

第二章建筑火灾与防火技术措施 

1、★建筑火灾的发展与蔓延 

2、建筑火灾的危害 

3、建筑防火设计的重要意义 

4、■建筑防火设计的重要内容 

 

第三章建筑总平面布局和平面布置 

1、★建筑物的总平面布局 

2、■防火间距 

3、建筑物的平面布置 

 

第四章建筑物的耐火等级 

1、建筑材料的燃烧性能 

2、建筑构件的燃烧与耐火性能 

3、建筑的耐火等级 

4、建筑结构在火灾情况下的倒塌与破坏 

 

第五章 防火分区（隔）与防烟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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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防火分区的概念和划分 

2、建筑防火分区的面积标准 

3、特殊部位的防火分隔 

4、防火分隔物 

5、防烟分区 

 

第六章 安全疏散 

1、★安全出口的数量和宽度 

2、■安全出口的布置 

3、■安全疏散设施 

 

第七章 灭火救援设施 

1、消防车道 

2、救援场地及入口 

3、消防电梯 

4、直升机停机坪 

 

第八章 建筑消防设施概述 

1、建筑消防设施作用与分类 

2、建筑消防设施灭火救援应用 

3、消防控制室 

 

第九章 消防水源及供水设施 

1、消防水源及供水设施概述 

2、★消防水源及供水设施组成及工作原理 

3、■消防水源及供水设施操作 

4、消防水源及供水设施巡查 

 

第十章 消火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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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消火栓系统概述 

2、★消火栓系统组成与工作原理 

3、■消火栓系统操作； 

4、消火栓系统巡查 

 

第十一章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1、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概述 

2、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组成与工作原理 

3、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操作 

4、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巡查 

 

第十二章 气体灭火系统 

1、气体灭火系统概述 

2、气体灭火系统组成与工作原理 

3、气体灭火系统操作 

4、气体灭火系统巡查 

 

第十三章 泡沫灭火系统 

1、泡沫灭火系统概述 

2、泡沫灭火系统组成与工作原理 

3、★泡沫灭火系统操作 

4、■泡沫灭火系统巡查 

 

第十四章 防烟排烟系统 

1、防烟排烟系统概述 

2、防烟排烟系统组成与工作原理 

3、防烟排烟系统操作 

4、防烟排烟系统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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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概述 

2、★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组成与工作原理 

3、■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操作 

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巡查 

 

第十六章 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 

1、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概述 

2、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的组成 

3、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巡查 

 

第十七章 其他建筑消防设施 

1、★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2、★防火门（窗） 

3、★防火卷帘 

4、★灭火器 

5、★干粉灭火系统 

6、★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 

7、★消防供配电系统 

 

第十八章 消防常用巡查仪器 

1、■消防常用巡查仪器的作用及使用要求 

2、常用巡查仪器 

 

备注：教学重点、难点标注：打★的为教学重点，打■的为教学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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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案设计（第 4 次课） 

课    题 

第四章建筑物的耐火等级 

1、建筑材料的燃烧性能 

2、建筑构件的燃烧与耐火性能 

3、建筑的耐火等级 

4、建筑结构在火灾情况下的倒塌与破坏 

 

授课班级 消防 2002 授课时间 11.16 
 

周一第一二节课 
 

课   型 纯理论课 授课课时 2   课时 地点 明 2-303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建筑材料的燃烧性能 

2、建筑构件的燃烧与耐火性能 

3、建筑的耐火等级 

4、建筑结构在火灾情况下的倒塌与破坏 

 

能力目标 

 

1、掌握建筑材料、建筑构件的燃烧性与耐火性 

2、掌握建筑的耐火等级以及建筑结构在火灾中的破坏性分析。 

 

素质目标 

 

1、理解初步识别建筑材料、建筑构件的耐火性 

2、懂得建筑结构在火灾中的破坏性识别与分析。 

 

教学重点 
 

建筑构件的燃烧与耐火性能 

教学难点 建筑结构在火灾情况下的倒塌与破坏 

教学内容 

第四章 建筑物的耐火等级 

第一节 建筑材料的燃烧性能 

第二节 建筑构件的燃烧与耐火性能 

第三节 建筑的耐火等级 

第四节 建筑结构在火灾情况下的倒塌与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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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准备 

1、提前收集建筑材料的燃烧性能等资料，方便开展课程历程。 

2、收集《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8624-2012）等建筑消防资料，辅助诠释

概念。 

3、准备建筑结构在火灾情况下的倒塌与破坏等多媒体资料，帮助学生建立直观认识。 

参考资料 《人民日报》、视频《逃出生天》、《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8624-2012），
以及建筑构造等辅助资料。 

 

教学过程 方法与手段 教学备注 

【课堂导入】 

第一环节： 

1、以视频《逃出生天》为例，选择其中建筑物燃烧片段，抛出疑

问，引导同学们开展对本章的认识。 

什么是建筑材料的燃烧性能？ 

为什么要了解建筑材料的燃烧性能？ 

了解建筑材料的燃烧性能有什么用？ 

不同的建筑材料的燃烧性能是一样一样的吗？怎么来衡量呢？ 

建筑材料的燃烧性能决定起火难易程度及火灾扩大蔓延速度的

基本因素之一，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与耐火性能则共同决定了建筑物

的耐火等级。 

想了解这些概念，学习了本章你就会轻而易举找到答案。 

2、引入建筑材料的燃烧性能的概念，让孩子们懂得当材料、产品

和构件燃烧或遇火时，所发生的一切物理和（或）化学变化，称为该

材料的燃烧性能。 

第二环节：引入课程内容讲授。 

 

【教学实施】 

第四章 建筑物的耐火等级 

第一节 建筑材料的燃烧性能 

建筑材料的燃烧性能——决定起火难易程度及火灾扩大蔓延速

度的基本因素之一，  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与耐火性能则共同决定了

1、以视频

《逃出生

天》为例，

选择其中建

筑物燃烧片

段，抛出疑

问，引导同

学们开展对

本章的认

识。 

 

2、设定疑

问，激发孩

子们对问题

解答的求知

欲，展开本

章课程的学

习。 

 

3、运用多媒

体《逃出生

天》让学生

认识到不同

的建筑材料

燃烧条件和

燃烧过程是

不同的，所

以，它们燃

1、视频

《逃出生

天》为例，

选择其中建

筑物燃烧片

段。时间控

制在 5 分

钟。 

 

2、设定疑

问，在观

影、设问以

及小讨论等

多种形式

中，引导孩

子们认识建

筑材料的燃

烧性能决定

起火难易程

度及火灾扩

大蔓延速度

的基本因素

之一，建筑

构件的燃烧

性能与耐火

性能则共同

决定了建筑

物的耐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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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方法与手段 教学备注 

建筑物的耐火等级。 

那么，什么是建筑材料呢？它们之间的耐火等级怎么来了解？ 

一、建筑材料的分类（参见教材第 51 页） 

建筑工程中使用的各种材料 

原材料、半成品、成品 

单一材料、复合材料 

二、建筑材料的燃烧性能 

常用材料等级划分 

为什么要了解建筑材料的材质？因为不同的建筑材料燃烧条件

和燃烧过程是不同的，所以，它们燃烧性能是不同的。 

第二节 建筑构件的燃烧与耐火性能 

一、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 

当材料、产品和构件燃烧或遇火时，所发生的一切物理和（或）

化学变化，称为该材料的燃烧性能。 

分三类。 

我国建筑材料及制品的燃烧性能分级是按照 GB8624-2012《建筑

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执行的。 

二、建筑构件的耐火极限 

1、耐火极限定义 

建筑构件的耐火极限是指在标准耐火试验条件下，建筑构件、配

件或结构从受到火的作用时起，至失去承载力、完整性或隔热性时止

所用时间，用小时表示。 

2、影响构件耐火极限的因素 

（1）材料的燃烧性能    

构件材料的燃烧性能、有效荷载量值、钢材品种、实际材料强度、

截面形状与尺寸、配筋方式、配筋率、表面保护、受力状态及支承条

件和计算长度。 

（2）构件的截面尺寸：截面尺寸越大，耐火极限就高。 

烧性能是不

同的。 

当材料、产

品和构件燃

烧或遇火

时，所发生

的一切物理

和（或）化

学变化，称

为该材料的

燃烧性能。

建筑构件的

燃烧性能与

耐火性能则

共同决定了

建筑物的耐

火等级。对

于消防救援

的意义重

大；在培养

学生直观认

知的基础

上，认知岗

位重要性，

树立起学生

爱岗敬业、

尽忠职守的

职业道德

观。 

级。 

 

3、需要特

别掌握的知

识点：建筑

材料的燃烧

性能往往是

决定起火难

易程度及火

灾扩大蔓延

速度的基本

因素之一，

建筑构件的

燃烧性能与

耐火性能则

共同决定了

建筑物的耐

火等级。建

筑物的耐火

等级往往又

影响着消防

救援应对实

施。这些知

识点与消防

救援的密切

关系。 

 

 

4、借助辅

助资料，让

学生明白：

建筑物具有

较高的耐火

等级, 可以

起到以下作

用： 

（1）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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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方法与手段 教学备注 

（3）保护层的厚度 

3、耐火极限的判定 

耐火极限的判定分为分隔构件、承重构件以及具有承重、分隔双

重功能的承重分隔构件。 

判断构件达到耐火极限的条件： 

失去完整性 

失去隔热性 

失去承载能力和抗变形能力 

4、提高建筑构件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的方法 

三、常见建筑构件的燃烧与耐火性能 

第三节 建筑的耐火等级 

建筑物的耐火等级是衡量建筑物耐火程度的标准。由建筑构件的

燃烧性能和最低耐火极限决定。 

建筑物耐火等级的划分以楼板的耐火极限为基准。 

各耐火等级建筑物中楼板的耐火极限确定以后，其他建筑构件的

耐火极限再根据构件在建筑结构安全中的地位,来确定合适的耐火极

限。 

楼板耐火极限的确定是以我国火灾情况和建筑特点为依据的。 

一、单、多层民用建筑的耐火等级 

单、多层民用建筑的耐火等级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其

中一级耐火等级的耐火性能最高。 

确定建筑物耐火等级，应考虑建筑物的层数、面积、长度及使用

性质等。 

二、高层民用建筑的耐火等级 

 (1)一类高层建筑的耐火等级应为一级，二类高层建筑的耐火等

级不应低于二级。 

    (2)裙房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高层建筑地下室的耐火等级应

为一级。 

筑物发生火

灾时，确保

其能在一定

的时间内不

破坏、不传

播火灾，延

缓和阻止火

势的蔓延。 

（2）为人

们安全疏散

提供必要的

疏散时

间 。 

（3）为消

防人员扑救

火灾创造有

利条件。 

（4）为建

筑物火灾后

重新修复使

用提供有利

条件。 

 

5、视频资

料展示建筑

结构在火灾

情况下的倒

塌与破坏。

时间 10 到

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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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方法与手段 教学备注 

三、工业建筑的耐火等级 

厂房（仓库）耐火等级:  耐火等级分为一、二、三、四级。 

汽车库、修车库的耐火等级应分为三级。 

 

教材扩展： 

提高构件耐火极限的措施 

1)处理好构件接缝构造，防止发生穿透性裂缝。 

2)使用热导率低的材料，或增大构件厚度以提高构件隔热性。 

3)使用非燃性材料。 

4)构件表面抹灰或喷涂防火涂料。 

5)加大构件截面，尤其是厚度。 

6)配置 Q345(16Mn)、 Q390(15MnV)钢，把粗钢筋配于截面中部或构

件内层，细钢筋配于角部或构件外层；梁采用相对较细、根数较多的

钢筋。 

7)柱子和连续梁可提高混凝土强度等级，其余承重构件可提高材

料强度等级。 

8)改变构件支撑条件，增加多余约束，做成超静定形式。 

第四节 建筑结构在火灾情况下的倒塌与破坏 

一、火灾中建筑构件倒塌的机理 

火灾中建筑结构的破坏形式有三种：变形增大、局部垮塌和结构

整体坍塌。 

（一）建筑材料破坏的基本形式 

1、屈服 

2、断裂 

（二）结构构件的破坏机理 

1、强度破坏 

2、稳定性破坏 

二、火灾作用下几种常见结构建筑倒塌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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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方法与手段 教学备注 

三、火灾中建筑倒塌的预测 

 

 

【知识（技能）巩固练习】 

一、教材重点内容扩展： 

1、课堂小提问： 

你来说说“提高建筑构件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的方法”？ 

参考方法： 

（1）适当增大构件的截面尺寸 

（2）对钢筋混凝土构件增加保护层厚度 

（3）在构件表面做耐火保护层 

（4）在构件表面涂覆防火涂料 

（5）进行合理的耐火构造设计 

（6）钢梁、钢屋架下做耐火吊顶 

（7）其他方法 

2、课堂小讨论： 

举例一起来谈谈：针对常见建筑构件的燃烧与耐火性能，你有什

么相应的防火方法。 

（一）木材 

防火保护方法： 

1、浸渍 

2、添加阻燃剂 

3、涂覆 

（二）钢材 

（三）混凝土 

（四）玻璃 

 

二、多媒体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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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方法与手段 教学备注 

混凝土爆裂 

爆裂是钢筋混凝土构件和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在火灾中的常见现

象。在火灾初期，混凝土构件受热表面层发生的块状爆炸性脱落现象

称为爆裂。 

 

【教学小结】 

从建筑学的角度来讲，火灾是造成建筑物或建筑物构件燃烧以致

结构倒塌破坏、人员伤亡的灾害。人类的生产、生活与建筑物密不可

分，所以，研究建筑材料的燃烧与耐火性能以及建筑结构的倒塌破坏

规律，进而采取有效的防火对策，是减少火灾损失和人员伤亡的重要

措施。 

课后作业与训练 

课后分组讨论 

1、请阐述火灾作用下几种常见结构建筑倒塌的一般规律。 

2、请设定一份火灾中建筑倒塌的预防方案。 

 

教学反思 

 

通过本次教学，总结并反思如下： 

1、为了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需要通过适当的进行情景化教学进行知识

的拓展。 

2、对于直观知识内容，可以结合视频等图像识别方式来加深学生的认识和理

解。 

3、对于重要专业知识与内容，可以结合影响力较大的案例进行分析与讲解，

加深学生的认识和对知识的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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