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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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次课） 

课    题 

第五章 防火分区（隔）与防烟分区 

第一节 防火分区的概念和划分 

第二节 建筑防火分区的面积标准 

第三节 特殊部位的防火分隔 

第四节 防火分隔物 

第五节 防烟分区 

授课班级 消防 2002 授课时间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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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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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目标 

 

1、了解并初步掌握防火分区的概念和建筑防火分区的面积标准 

2、了解并初步掌握防火分隔物、防烟分区以及特殊部位的防火分隔 

 

素质目标 理解建筑物防火分隔并能够初步分析判断 

教学重点 
 

防火分区的概念和建筑防火分区的面积标准 

教学难点 防火分隔物、防烟分区以及特殊部位的防火分隔 

教学内容 

第五章 防火分区（隔）与防烟分区 

第一节 防火分区的概念和划分 

第二节 建筑防火分区的面积标准 

第三节 特殊部位的防火分隔 

第四节 防火分隔物 

第五节 防烟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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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准备 

1、提前收集建筑案例，开展课程历程。 

2、收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等规范，辅

助诠释概念。 

3、准备建筑物防火分区和防烟分区资料，帮助学生建立直观认识。 

参考资料 《人民日报》、视频《逃出生天》、《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

设计防火规范》等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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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拉家常，拉开同学们对本章的认识。 

冬天来了，孩子们采取多种方式取暖。“你们都采取了哪些取暖

方式啊？”，“那么，你们知道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度过漫长的冬季呢？”

“火是怎么被发现的呢？”一问一答间，提起孩子们的兴趣，让大家

了解到火的使用是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

动物，就在于人类会使用火。早在一百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知道

利用火来取暖御寒、防御野兽、熏烤食物、打造武器和工具等。人类

自学会用火之后，生产力得以不断提高，社会也随之快速进步与发展。 

火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若失去控制，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 

2、引入火灾的概念，让孩子们懂得火之所以成灾，是因为失去了

控制；何以失控，存在着哪些因素呢？ 

 

第二环节：引入课程内容讲授。 

 

【教学实施】 

第五章 防火分区（隔）与防烟分区 

第一节 防火分区的概念和划分 

防火分区是指采用具有较高耐火极限的墙和楼板等构件作为一

个区域的边界构件划分出的，能在一定时间内阻止火势向同一建筑的

其它区域蔓延的防火单元。 

1、观看视频

资料《逃出

生天》，以视

频中人们暂

避的空间来

说明防火分

区，例如防

火分区的面

积大小应根

据建筑物的

使用性质、

高度、火灾

危险性、消

防扑救能力

等因素确定

等等。 

 

2、通过多媒

体资料介

绍，对防火

分区和防烟

分区有直观

认识。 

 

3、运用多媒

体《逃出生

天》让学生

认识到建筑

1、观看视

频资料，时

间控制在 5

分钟。 

 

2、结合多

媒体授课，

在观影、设

问以及小讨

论等多种形

式中，引导

孩子们认识

防火分区和

防烟分区。 

 

3、需要特

别掌握的知

识点：防火

分区（隔）

与防烟分

区，这些知

识点与消防

救援的密切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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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方法与手段 教学备注 

1. 水平防火分区：采用具有一定耐火能力的墙体、门、窗等水平

防火分隔物，按规定的建筑面积标准，将建筑物各层在水平方向上分

隔为若干个防火区域。 

2. 竖向防火分区：为了把火灾控制在一定的楼层范围内，防止其

从起火层向其他楼层垂直蔓延，应沿建筑高度划分防火分区，也称为

层间防火分区。竖向防火分区主要是用具有一定耐火性能的钢筋混凝

土楼板、上下楼层之间的窗间墙作分隔构件。 

防火分区面积划分考虑因素： 

防火分区的面积大小应根据建筑物的使用性质、高度、火灾危险

性、消防扑救能力等因素确定。 

第二节 建筑防火分区的面积标准 

一、民用建筑的防火分区面积 

不同耐火等级民用建筑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1 表中规定的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当建筑内设置自动灭

火系统时，可按本表的规定增加 1.0 倍；局部设置时，防火分区的增

加面积可按该局部面积的 1.0 倍计算。 

2 裙房与高层建筑主体之间设置防火墙时，裙房的防火分区可按

单、多层建筑的要求确定。 

3 建筑内设置自动扶梯、敞开楼梯等上、下层相连通的开口时，

其防火分区的建筑面积应按上、下层相连通的建筑面积叠加计算；当

叠加计算后的建筑面积大于上表的规定时，应划分防火分区。对于《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允许采用敞开楼梯间的建筑，如 5 层或 5 层以下的

防火分区是

指采用具有

较高耐火极

限的墙和楼

板等构件作

为一个区域

的边界构件

划分出的，

能在一定时

间内阻止火

势向同一建

筑的其它区

域蔓延的防

火单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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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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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方法与手段 教学备注 

教学建筑、普通办公建筑等，该敞开楼梯间可以不按上、下层相连通

的开口考虑。 

4 防火分区间应采用防火墙分隔，如有困难时，可采用复合防火

卷帘（3.0h 以上）、防火卷帘加水幕和防火水幕带分隔。防火墙上设

门窗时，应采用甲级防火门窗，并应能自行关闭。 

一、民用建筑的防火分区面积 

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内的商店营业厅、展览厅，当设置自动灭

火系统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并采用不燃或难燃装修材料时，其每个防

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置在高层建筑内时，不应大于 4000m2； 

2  设置在单层建筑或仅设置在多层建筑的首层内时，不应大于

10000m2； 

3  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时，不应大于 2000m2。 

 

二、厂房（仓库）的防火分区面积 

工业建筑防火分区设计 
 

 

 

 

 

 

厂房的层数和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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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方法与手段 教学备注 

仓库的防火分区面积 

 
 

 

 

 

 

 

 

仓库的防火分区层数和面积 
 

 

 

 

 

 

 

第三节 特殊部位的防火分隔 

一、建筑内部楼梯间及各种管（井）道等特殊部位的防火分隔 

二、建筑幕墙的防火分隔 

三、中庭的防火分隔 

四、自动扶梯的防火分隔 

第四节 防火分隔物 

一、防火墙 

设置找找找——“防火墙来了噢” 

二、防火门、防火窗 

防火门：防火门是具有一定耐火极限，且在发生火灾时能自行关

闭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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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方法与手段 教学备注 

功能：防火、隔烟 

要求：合理的选材、良好的结构、可靠的耐火性能、轻质、美观、

耐久 

耐火性能的检测依据：《门和卷帘的耐火试验方法》（GB 7633—

2008） 

防火门的分类和构造 

防火窗  概念：防火窗是采用钢窗框、钢窗扇及防火玻璃（防火

夹丝玻璃或防火复合玻璃）制成的，能起隔离和阻止火势蔓延作用的

防火分隔物。 

设置部位：防火间距不足部位的建筑外墙上的开口或天窗、建筑

内的防火墙或防火隔墙上需要观察等部位以及需要防止火灾竖向蔓

延的外墙开口部位。 

安装方法：固定窗扇、活动窗扇 

耐火极限：甲级为 1.5h；乙级为 1.0h；丙级为 0.5h； 

功能要求：设置在防火墙、防火隔墙上的防火窗，应采用不可开

启的窗扇或具有火灾时能自行关闭的功能。 

三、防火卷帘 

防火卷帘的分类和构造 

按帘板厚度，可分为轻型：厚度为 0.5-0.6mm；重型：厚度为 1.5-

1.6mm。 

按卷帘动作方向，可分为：上卷，宽度可达 10m，耐火极限可达

4h。侧卷，宽度可达 80-100m, ≮90°转弯，耐火极限可达 4.3h。 

按帘板构造，可分为：普通型钢质，耐火极限分别达到 1.5h,2.0h；

复合型钢质，中间加隔热材料，耐火极限可分别达到 2.5h,3.0h,4.0h。

非金属材料制作的复合防火卷帘，主要材料是石棉布，有较高的耐火

极限。 

组成：帘板、滚筒、托架、导轨及控制机构 

卷起方法：电动式和手动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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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方法与手段 教学备注 

四、防火阀 

五、排烟防火阀 

六、水幕系统 

七、防火封堵材料 

八、阻火圈 

九、防火分隔设施的消防应用 

十、防火分隔设施的消防巡查 

水平防火分区的防火分隔构件： 防火墙、防火门、防火窗、特级

防火卷帘以及有冷却水或水雾保护的钢质防火卷帘、防火水幕带、窗

间墙及防火带等等。 

竖向防火分区的防火分隔构件： 耐火楼板、上下楼层之间的窗

间墙、封闭和防烟楼梯间等等。 

防火水幕带 

设置范围：在某些需要设置防火墙或其他防火分隔物而无法设置

的情况下，可采用防火水幕带进行分隔。 

设置要求：防火水幕带宜采用喷雾型喷头，也可采用雨淋式水幕

喷头。水幕喷头的排列不应少于 3 排，防火水幕带形成的水幕宽度不

宜小于 5m。在设有防火水幕带的部位的上部和下部，不应有可燃和

难燃的结构或设备。 

防火带 

设置范围：当厂房内由于生产工艺连续性的要求、展览建筑等大

空间需求等原因，无法设防火墙时，可以改设防火带。 

具体做法：在有可燃构件的建筑物中间划出一段区域，将这个区

域内的建筑构件全部改用不燃性材料，并采取措施能阻挡防火带一侧

的烟火不会流窜至另一侧，从而起到防火分隔的作用。 

防火带 

设置要求：防火带中的屋顶结构应用不燃性材料制作，其宽度不

应小于 6m，并高出相邻屋脊 0.7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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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带最好设置在厂房、仓库内的通道部位，以利于火灾时的安

全疏散和扑救工作； 

防火带下不得堆放可燃物资，或搭建可燃建（构）筑物。 

第五节 防烟分区 

在建筑内部合理采用防火分隔措施，在一定时间内把火灾限制在

特定的局部空间内，是减少火灾损失的有效办法。 

防火分区与分隔设计是建筑防火设计的重点之一。 

 

【知识（技能）巩固练习】 

一、课堂小讨论 

1、观影后进行“防火分区的划分原则”讨论。 

参考答案： 

1) 防火分区一般按建筑面积划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汽车

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等规范均对各类建筑的防火分区

的最大允许面积做了具体规定，防火分区划分应符合规范规定的面积

及构造要求。     

2) 防火分区还必须结合建筑物的使用功能、平面形状、人员交通

和疏散要求等实际情况进行划分。 

3) 作为人员疏散通道的楼梯间、前室和某些避难功能的场所，以

及为扑救火灾而设置的消防通道，必须受到完全保护。 

4) 建筑内有特殊防火要求的场所和部位，应设置更小的防火区

域进行特殊的防火分隔。 

5) 建筑物设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防火分区的面积可适当加

大。 

二、课堂小认知 

1、通过图例，看看“防火墙来了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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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小结】 

在这一章节里，我们了解： 

在建筑内部合理采用防火分隔措施，在一定时间内把火灾限制在

特定的局部空间内，是减少火灾损失的有效办法。 

防火分区与分隔设计是建筑防火设计的重点之一。 

课后作业与训练 区分并学会使用防火分隔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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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