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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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次课） 

课    题 

第七章 灭火救援设施 

第一节 消防车道 

第二节 救援场地及入口 

第三节 消防电梯 

第四节 直升机停机坪 

授课班级 消防 2002 授课时间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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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车道 

2、救援场地及入口 

3、消防电梯 

4、直升机停机坪 

 

能力目标 

 

1、认识消防车道、救援场地及入口、消防电梯、直升机停机坪。 

2、懂得灭火救援设施设施。 

 

素质目标 认识灭火救援设施并了解这些设施的设置。 

教学重点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消防车道、消防登高面、救援窗及直升机停机坪的设置目

的，熟悉其设置的作用。 

教学难点 
掌握消防车道、消防登高面、救援窗及直升机停机坪及消防电梯的设置范围、数

量、要求 

教学内容 

第七章 灭火救援设施 

第一节 消防车道 

第二节 救援场地及入口 

第三节 消防电梯 

第四节 直升机停机坪 

教学准备 

1、提前收集建筑案例，开展课程历程。 

2、收集灭火救援设施等重点内容，辅助诠释概念。 

3、准备消防车道、消防登高面、救援窗及直升机停机坪及消防电梯的设置范围、数量、

要求等设置资料，帮助学生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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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人民日报》、视频《逃出生天》、消防车道、消防登高面、救援窗及直升机停机坪

及消防电梯的设置范围、数量、要求等设置资料。 

 

教学过程 方法与手段 教学备注 

【课堂导入】 

第一环节： 

建筑灭火救援设施是消防员进行建筑火灾处置的技术支撑，主要

包括消防车道、救援场地及入口、消防电梯和屋顶直升机停机坪等方

面。 

1、通过观看视频，拉开同学们对本章的认识。 

观看视频资料《逃出生天》，以视频中消防员进行建筑火灾场景

来说明进行建筑火灾处置的技术支撑，展开对消防车道、救援场地及

入口、消防电梯和屋顶直升机停机坪等方面讲解 

2、结合图示，帮助学生理解掌握重要设备设施。 

 

第二环节：引入课程内容讲授。 

 

【教学实施】 

第七章 灭火救援设施 

建筑灭火救援设施是消防员进行建筑火灾处置的技术支撑， 

主要包括消防车道、救援场地及入口、消防电梯和屋顶直升机停

机坪等方面。 

第一节 消防车道 

一、消防车道的宽度、间距和限高 

可以利用交通道路，但在通行的净高度、净宽度、地面承载力、

转弯半径等方面应满足消防车通行、转弯与停靠的需求，并保证畅通； 

街区内的道路也应当考虑消防车的通行，道路中心线间的距离设

定为不宜大于 160m。 

消防车道设置需考虑的因素： 

1、观看视频

资料《逃出

生天》，观看

视频资料

《逃出生

天》，以视频

中消防员进

行建筑火灾

场景来说明

进行建筑火

灾处置的技

术支撑，展

开对消防车

道、救援场

地及入口、

消防电梯和

屋顶直升机

停机坪等方

面讲解。 

 

2、通过多媒

体资料介

绍，对消防

员进行建筑

火灾处置的

主要包括消

防车道、救

援场地及入

口、消防电

梯和屋顶直

升机停机坪

等方面技术

支撑讲解；

结合视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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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救援设

施。 

 

3、需要特

别掌握的知

识点：消防

员进行建筑

火灾处置的

技术支撑，

主要包括消

防车道、救

援场地及入

口、消防电

梯和屋顶直

升机停机坪

等方面的建

筑灭火救援

设施，并认

识到这些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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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消防部队使用的消防车辆的技术参数：外形尺寸、载重、转

弯半径等 

建筑物的体量大小 

建筑物周围的通行条件 

二、环行消防车道 

高层民用建筑，超过 3000 个座位的体育馆，超过 2000 个座位的

会堂，占地面积大于 3000 m2 的商店建筑、展览建筑等单、多层公共

建筑应设置环形消防车道，确有困难时，可沿建筑的两个长边设置消

防车道；对于住宅建筑和山坡地或河道边临空建造的高层建筑，可沿

建筑的一个长边设置消防车道，但该长边所在建筑立面应为消防车登

高操作面。 

工厂、仓库区内应设置消防车道。 

高层厂房，占地面积大于 3000m2 的甲、乙、丙类厂房和占地面

积大于 1500 m2 的乙、丙类仓库，应设置环形消防车道，确有困难时，

应沿建筑物的两个长边设置消防车道。 

环形消防车道至少应有两处与其他车道连通。 

三、消防车道的其他要求 

1 消防车道的净高和净宽 

车道的净宽度和净空高度均不应小于 4.0m；消防车道与建筑之

间不应设置妨碍消防车操作的树木、架空管线等障碍物；消防车道靠

建筑外墙一侧的边缘距离建筑外墙不宜小于 5m；消防车道的坡度不

宜大于 8%。 

2 消防车道的最小转弯半径 

转弯半径应满足消防车转弯的要求。消防车的最小转弯半径是指

消防车回转时消防车的前轮外侧循圆曲线行走轨迹的半径。 

3 消防车道的回车场 

尽头式消防车道应设置回车道或回车场，回车场的面积不应小于

12m×12m；对于高层建筑，回车场不宜小于 l5m×l5m；供重型消防

景展示让学

生对这些技

术支撑的救

援设施有直

观认识。 

 

3、运用多媒

体《逃出生

天》让学生

认识到建筑

灭火救援设

施是消防员

进行建筑火

灾处置的技

术支撑，主

要包括消防

车道、救援

场地及入

口、消防电

梯和屋顶直

升机停机坪

等方面。掌

握这些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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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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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方法与手段 教学备注 

车使用时，不宜小于 18m×18m。 

室外消火栓的保护半径在 150m 左右，按规定一般设在城市道路

两旁，故将消防车道的间距应为 160m。 

第二节 救援场地及入口 

建筑的消防登高面、消防救援场地和灭火救援窗，是火灾时进行

有效的灭火救援行动的重要设施。本节主要介绍这些消防救援设施的

设置要求。 

一、定义 

消防登高面——登高消防车能够靠近高层主体建筑，便于消防车

作业和消防人员进入高层建筑进行抢救人员和扑救火灾的建筑立面

称为该建筑的消防登高面，也叫建筑的消防扑救面。 

消防救援场地——在高层建筑的消防登高面一侧，地面必须设置

消防车道和供消防车停靠并进行灭火救人的作业场地，该场地就叫做

消防救援场地。 

灭火救援窗——在高层建筑的消防登高面一侧外墙上设置的供

消防人员快速进入建筑主体且便于识别的灭火救援窗口称为灭火救

援窗。厂房、仓库、公共建筑的外墙应每层设置灭火救援窗。 

二、合理确定消防登高面 

对于高层建筑，应根据建筑的立面和消防车道等情况，合理确定

建筑的消防登高面。根据消防登高车的变幅角的范围以及实地作业，

高度不大于 5m 且进深不大于 4m 的裙房不会影响举高车的操作，因

此，高层建筑应至少沿一条长边或周边长度的 l/4 且不小于一条长边

长度的底边连续布置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该范围内的裙房进深不应

大于 4m，高度不大于 5m。建筑高度不大于 50m 的建筑，连续布置消

防车登高操作场地有困难时，可间隔布置，但间隔距离不宜大于 30m，

且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的总长度仍应符合上述规定。 

建筑物与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相对应的范围内，应设置直通室外

的楼梯或直通楼梯间的入口，方便救援人员快速进入建筑展开灭火和

视频镜头，帮

助学生理解：

对于高层建

筑，设置消防

电梯能节省

消防员的体

力，使消防员

能快速接近

着火区域，提

高战斗力和

灭火救援效

果。根据在正

常情况下对

消防员的测

试结果，消防

员从楼梯攀

登的高度一

般 不 大 于

23m，否则，

对人体的体

力消耗很大。 

对于地

下建筑，由于

排烟、通风条

件很差，受当

前装备的限

制，消防员通

过楼梯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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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方法与手段 教学备注 

救援。 

三、消防救援场地的设置要求 

（一）最小操作场地面积 

消防登高场地应结合消防车道设置。考虑到举高车的支腿横向跨

距不超过 6m，同时考虑普通车（宽度为 2.5m）的交会以及消防队员

携带灭火器具的通行，一般以 10m 为妥。根据登高车的车长 15m 以

及车道的宽度，最小操作场地长度和宽度不宜小于 15m×8m。对于建

筑高度大于 50m 的建筑，操作场地的长度和宽度分别不应小于 15m

×15m，且场地的坡度不宜大于 3%。 

（二）场地与建筑的距离 

根据火场经验和登高车的操作，一般离建筑 5m，最大距离可由

建筑高度、举高车的额定工作高度确定。一般如果扑救 50m 以上的建

筑火灾，在 5～13m 内消防登高车可达其额定高度，为方便布置，登

高场地距建筑外墙不宜小于 5m，且不应大于 10m。 

（三）操作场地荷载计算 

作为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由于需承受 30 t 至 50 t 举高车的重

量，对中后桥的荷载也需 26t，故从结构上考虑应作局部处理还是十

分需要的。虽然地下管道、暗沟、水池、化粪池等不会很影响消防车

荷载，但为安全起见，不宜把上述地下设施布置在消防登高操作场地

内。同时在地下建筑上布置消防登高操作场地时，地下建筑的楼板荷

载应按承载大型重系列消防车计算。 

（四）操作空间的控制 

应根据高层建筑的实际高度，合理控制消防登高场地的操作空

间, 场地与建筑之间不应设置妨碍消防车操作的架空高压电线、树木、

车库出入口等障碍，同时要避开地下建筑内设置的危险场所等的泄爆

口。 

第三节 消防电梯 

对于高层建筑，设置消防电梯能节省消防员的体力，使消防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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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接近着火区域，提高战斗力和灭火救援效果。根据在正常情况下

对消防员的测试结果，消防员从楼梯攀登的高度一般不大于 23m，否

则，对人体的体力消耗很大。 

对于地下建筑，由于排烟、通风条件很差，受当前装备的限制，

消防员通过楼梯进入地下的危险性较地上建筑要高，因此，要尽量缩

短达到火场的时间。由于普通的客、货电梯不具备防火、防烟、防水

条件，火灾时往往电源没有保证，不能用于消防员的灭火救援。因此，

要求高层建筑和埋深较大的地下建筑设置供消防员专用的消防电梯。

符合消防电梯的要求的客梯或工作电梯，可以兼作消防电梯。 

一、消防电梯的设置范围 

1.建筑高度大于 33m 的住宅建筑。 

2.一类高层公共建筑和建筑高度大于 32m 的二类高层公共建筑。 

3.设置消防电梯的建筑的地下或半地下室，埋深大于 10m 且总建

筑面积大于 3000m2 的其他地下或半地下建筑（室）。 

4.符合下列条件的建筑可不设置消防电梯: 

（1）建筑高度大于 32m 且设置电梯，任一层工作平台上的人数

不超过 2 人的高层塔架。 

（2）局部建筑高度大于 32m，且局部高出部分的每层建筑面积

不大于 50m2 的丁、戊类厂房。 

二、消防电梯的设置要求 

1.消防电梯应分别设置在不同防火分区内，且每个防火分区不应

少于 1 台。地下或半地下建筑（室）相邻两个防火分区可共用 1 台消

防电梯。 

2.建筑高度大于 32m 且设置电梯的高层厂房（仓库），每个防火

分区内宜设置 1 台消防电梯。 

3.消防电梯应具有防火、防烟、防水功能。 

4.消防电梯应设置前室或与防烟楼梯间合用的前室。设置在仓库

连廊、冷库穿堂或谷物筒仓工作塔内的消防电梯，可不设置前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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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电梯前室应符合以下要求： 

（1）前室宜靠外墙设置，并应在首层直通室外或经过长度不大

于 30m 的通道通向室外； 

（2）前室的使用面积公共建筑不应小于 6m2，居住建筑不应小

于 4.5m2；与防烟楼梯间合用的前室，公共建筑不应小于 10 m2，居

住建筑不应小于 6 m2。 

（3）前室或合用前室的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不应设置卷帘。 

5.消防电梯井、机房与相邻电梯井、机房之间应设置耐火极限不

低于 2.00h 的防火隔墙，隔墙上的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6.在扑救建筑火灾过程中，建筑内有大量消防废水流散，电梯井

内外要考虑设置排水和挡水设施，并设置可靠的电源和供电线路，以

保证电梯可靠运行。因此在消防电梯的井底应设置排水设施，排水井

的容量不应小于 2m3，排水泵的排水量不应小于 10L/s。且消防电梯

间前室的门口宜设置挡水设施。 

7.消防电梯的载重量及行驶速度。为了满足消防扑救的需要，消

防电梯应选用较大的载重量， 

一般不应小于 800kg，且轿厢尺寸不宜小于 1.5m×2m。这样，火

灾时可以将一个战斗班的（8 人左右）消防队员及随身携带的装备运

到火场，同时可以满足用担架抢救伤员的需要。对于医院建筑等类似

建筑，消防电梯轿厢内的净面积尚需考虑病人、残障人员等的救援以

及方便对外联络的需要。消防电梯要层层停靠，包括地下室各层。为

了赢得宝贵的时间，消防电梯的行驶速度从首层至顶层的运行时间不

宜大于 60s。 

8.消防电梯的电源及附设操作装置。消防电梯的供电应为消防电

源并设备用电源，在最末级配电箱自动切换，动力与控制电缆、电线、

控制面板应采取防水措施；在首层的消防电梯入口处应设置供消防队

员专用的操作按钮，使之能快速回到首层或到达指定楼层；电梯轿厢

内部应设置专用消防对讲电话，方便队员与控制中心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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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电梯轿厢的内部装修应采用不燃材料。 

第四节 直升机停机坪 

对于建筑高度大于 100m 的高层建筑，建筑中部需设置避难层，

当建筑某楼层着火导致人员难以向下疏散时，往往需到达上一避难层

或屋面等待救援。仅靠消防队员利用云梯车或地面登高施救条件有

限，利用直升机营救被困于屋顶的避难者就比较快捷。 

一、直升机停机坪的设置范围 

建筑高度大于 l00m 且标准层建筑面积大于 2000m2 的公共建

筑，其屋顶宜设置直升机停机坪或供直升机救助的设施。 

二、直升机停机坪的设置要求 

（一）起降区 

1．起降区面积的大小。当采用圆形与方形平面的停机坪时，其

直径或边长尺寸应等于直升机机翼直径的 1.5 倍；当采用矩形平面

时，其短边尺寸大于或等于直升机的长度。如图 2-11-5 所示。并在此

范围 5 米内，不应设设备机房、电梯机房、水箱间、共用天线、旗杆

等突出物。如图 2-11-6 所示。 

 

图 2-11-5 屋顶停机坪平面示意图 

1—停机坪；2—高层建筑屋面；3—楼梯间与障碍物 

图 2-11-6 屋顶停机坪与其他突出物的尺寸示意图 

2.起降区场地的耐压强度。由直升机的动荷载、静荷载以及起落

架的构造形式决定，同时考虑冲击荷载的影响，以防直升机降落控制

不良，导致建筑物破坏。通常，按所承受集中荷载不大于直升机总重

的 75%考虑。 

3．起降区的标志。停机坪四周应设置航空障碍灯，并应设置应

急照明。特别是当一幢大楼的屋顶层局部为停机坪时，这种停机坪标

志尤为重要。停机坪起降区常用符号“H”表示（如图 2-11-7 所示），

符号所用色彩为白色，需与周围地区取得较好对比时亦可采用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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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浅色地面上时可加上黑色边框，使之更为醒目。 

 

图 2-11-7 停机坪常用符号示意图 

（二）设置待救区与出口 

设置待救区，以容纳疏散到屋顶停机坪的避难人员。用钢制栅栏

等与直升机起降区分隔，防止避难人员涌至直升机处，延误营救时间

或造成事故。待救区应设置不少于 2 个通向停机坪的出口，每个出口

的宽度不宜小于 0.90m，其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 

（三）夜间照明 

停机坪四周应设置航空障碍灯，并应设置应急照明，以保障夜间

的起降。 

（四）设置灭火设备 

在停机坪的适当位置应设置消火栓，用于扑救避难人员携带来的

火种，以及直升机可能发生的火灾。 

（五）其他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航空管理有关标准的规定。 

 

 

 

 

 

 

 

 

 

【知识（技能）巩固练习】 

一、课堂小思考 

设置消防电梯有哪些意义？ 

二、课堂小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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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图例，学习“消防车道”设置。 

 

 

 

 

 

 

 

 

 

消防车道 

车道的净宽度和净空高度均不应小于 4.0m；转弯半径应满足消

防车转弯的要求。目前，我国普通消防车的转弯半径为 9m，登高车

的转弯半径为 12m，一些特种车辆的转弯半径为 16m～20m。 

 消防车道与建筑之间不应设置妨碍消防车操作的树木、架空管

线等障碍物；消防车道靠建筑外墙一侧的边缘距离建筑外墙不宜小于

5m；消防车道的坡度不宜大于 8%。    

环形消防车道至少应有两处与其他车道连通。尽头式消防车道应

设置回车道或回车场，回车场的面积不应小于 12m×12m；对于高层

建筑，不宜小于 15m×15m；供重型消防车使用时，不宜小于 18m×

18m。 

消防车道的路面、救援操作场地、消防车道和救援操作场地下面

的管道和暗沟等，应能承受重型消防车的压力。 

消防车道可利用城乡、厂区道路等，但该道路应满足消防车通行、

转弯和停靠的要求。 

消防车道不宜与铁路正线平交，确需平交时，应设置备用车道，

且两车道的间距不应小于一列火车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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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看图示，认知“直升机停机坪” 

 

三、教材重点内容扩展： 

结合视频场景描述，帮助学生理解： 

1、对于高层建筑，设置消防电梯能节省消防员的体力，使消防

员能快速接近着火区域，提高战斗力和灭火救援效果。根据在正常情

况下对消防员的测试结果，消防员从楼梯攀登的高度一般不大于

23m，否则，对人体的体力消耗很大。 

2、对于地下建筑，由于排烟、通风条件很差，受当前装备的限

制，消防员通过楼梯进入地下的危险性较地上建筑要高，因此，要尽

量缩短达到火场的时间。由于普通的客、货电梯不具备防火、防烟、

防水条件，火灾时往往电源没有保证，不能用于消防员的灭火救援。

因此，要求高层建筑和埋深较大的地下建筑设置供消防员专用的消防

电梯。符合消防电梯的要求的客梯或工作电梯，可以兼作消防电梯。 

 

 

【教学小结】 

建筑灭火救援设施是消防员进行建筑火灾处置的技术支撑，主要

包括消防车道、救援场地及入口、消防电梯和屋顶直升机停机坪等方

面。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消防车道、消防登高面、救援窗及直升机

停机坪的设置目的，熟悉其设置的作用，掌握消防车道、消防登高面、

救援窗及直升机停机坪及消防电梯的设置范围、数量、要求。 

 

课后作业与训练 

本章思考题 

1.设置消防电梯有哪些意义？ 

2.消防车道的设置有哪些要求？ 

3.灭火救援窗的设置要求及意义是什么？ 

4.屋顶停机坪的设置有哪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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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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