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图集

人防物资库设计及示例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人防物资库设计及示例》编审名单

常文武   熊爱民   张福君   魏  喆   沈小燕   刘宇飞   陈庆瑜      

陈宝旭   李春安   李宝明   姚赤飚

田川平

郑小硕   范俊玲

王  佳   潘隆帮

编制组负责人：

编制组成员：

审查组长：

审查组成员：

项目负责人：

项目技术负责人：

潘隆帮   陈冠晴   郑小硕   范俊玲   高  明   杨洁如   李红霞  

王  平   吴璐璐   孙颖慧   赵之恒   张卓鹏   韩昳琳   王  婧  

袁代光

刘艳丽   郭俊鹏   孙亚欣   李小乙   徐欢欢   王  安   平  川 

王培清   赵贵华   李晓筱   郭  鹏   蔚苗苗   



人防物资库设计及示例

目      录

目录...................................................................1-1

编制说明................................................................1-4

设计要点................................................................2-1

人防物资库（一）示例

1 建筑专业

建筑设计说明..........................................................1-3-1

人防总平面图..........................................................1-3-3

房间装修表............................................................1-3-4

地下二层平时平面图....................................................1-3-5

地下二层战时平面图....................................................1-3-6

地下一层平面图........................................................1-3-7

首层平面图............................................................1-3-8

剖面图................................................................1-3-9

1#人防楼梯及主要出入口平面详图（一）.................................1-3-10

1#人防楼梯及主要出入口平面详图（二）.................................1-3-11

1#人防楼梯及主要出入口剖面详图（一）.................................1-3-12

1#人防楼梯及主要出入口剖面详图（二）.................................1-3-13

1#人防楼梯及主要出入口立面详图.......................................1-3-14

2#人防楼梯及次要出入口平面详图（一）.................................1-3-15

2#人防楼梯及次要出入口平面详图（二）.................................1-3-16

2#人防楼梯及次要出入口剖面详图.......................................1-3-17

2#人防楼梯及次要出入口立面详图.......................................1-3-18

门窗表、门窗立面图...................................................1-3-19

2 暖通专业

通风设计说明..........................................................1-4-1

人防进排风口部通风原理图..............................................1-4-3

战时通风平面图........................................................1-4-4

进排风口部通风详图....................................................1-4-5

3 给水排水专业

给水排水设计说明......................................................1-5-1

给水排水主要器材表....................................................1-5-3

人防给排水平面图......................................................1-5-4

主要出入口给排水放大图................................................1-5-5

水箱间给排水放大图....................................................1-5-6

水箱间给水轴测图......................................................1-5-8

给水轴测图............................................................1-5-9

排水轴测、剖面图.....................................................1-5-10

4 电气专业

电气设计说明..........................................................1-6-1

主要材料设备表........................................................1-6-4

电气系统图（一）......................................................1-6-5

电气系统图（二）......................................................1-6-6

电气系统图（三）......................................................1-6-7

目录
校对审核 设计 页 1-1

图集号

主编单位技术负责人

主编单位负责人

设计负责人

技术审定人

主编单位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潘隆帮朱 茜 张瑞龙



目录
校对审核 设计 页 1-2

图集号

电气系统图（四）......................................................1-6-8

电气系统图（五）......................................................1-6-9

电气系统图（六）.....................................................1-6-10

电气平面图...........................................................1-6-11

照明平面图...........................................................1-6-12

通信平面图...........................................................1-6-13

防空报警控制室详图...................................................1-6-14

管线穿越人防工程口部做法.............................................1-6-15

电缆穿人防墙（楼板）密闭做法.........................................1-6-16

多根电缆穿人防墙（楼板）密闭做法.....................................1-6-17

防爆波电缆井大样图...................................................1-6-18

呼唤按钮安装图.......................................................1-6-19

人防物资库（二）示例

1 建筑专业

建筑设计说明..........................................................2-3-1

人防总平面图..........................................................2-3-4

材料做法表、房间装修表................................................2-3-3

地下一层平时平面图....................................................2-3-5

地下一层战时平面图....................................................2-3-6

首层平面图............................................................2-3-7

1-1剖面图.............................................................2-3-8

主要出入口、排风竖井详图（一）........................................2-3-9

主要出入口、排风竖井详图（二）.......................................2-3-10

主要出入口、排风竖井详图（三）.......................................2-3-11

次要出入口、进风竖井详图（一）.......................................2-3-12

次要出入口、进风竖井详图（二）.......................................2-3-13

屋顶警报控制室平面详图、防爆波电缆井详图.............................2-3-14

门窗表、门窗立面图...................................................2-3-15

2 暖通专业

通风设计说明..........................................................2-4-1

主要设备材料表........................................................2-4-3

人防进排风口部通风原理图..............................................2-4-4

战时通风平面图........................................................2-4-5

进风口部通风详图......................................................2-4-6

排风口部通风详图......................................................2-4-7

3 给水排水专业

给排水设计说明........................................................2-5-1

给排水主要器材表......................................................2-5-3

人防给排水平面图......................................................2-5-4

主要出入口给排水放大图................................................2-5-5

战时水箱间给排水放大图................................................2-5-6

应急救灾水箱给排水放大图..............................................2-5-7

战时水箱给水轴测图....................................................2-5-8

应急救灾水箱间给水轴测图..............................................2-5-9

应急救灾水箱剖面图...................................................2-5-10

平时卫生间给排水详图.................................................2-5-11

排水轴测、剖面图.....................................................2-5-12

4 电气专业

电气设计说明..........................................................1-6-1

主要材料设备表........................................................1-6-4

电气系统图（一）......................................................1-6-5

电气系统图（二）.....................................................1-6-6

电气系统图（三）.....................................................1-6-7

电气系统图（四）......................................................1-6-8

电气系统图（五）......................................................1-6-9

电气系统图（六）.....................................................1-6-10

电气平面图...........................................................1-6-11

照明平面图...........................................................1-6-12

通信平面图...........................................................1-6-13

防空报警控制室详图...................................................1-6-14

管线穿越人防工程口部做法.............................................1-6-15

电缆穿人防墙（楼板）密闭做法.........................................1-6-16

多根电缆穿人防墙（楼板）密闭做法.....................................1-6-17

防爆波电缆井大样图...................................................1-6-18

呼唤按钮安装图.......................................................1-6-19

潘隆帮朱 茜 张瑞龙



编制说明 
校对审核 设计 页 1-3

图集号

编制说明
1  编制目的

    为提高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的设计质量，推动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领域的标准化发

展，使人防工程在战时能确保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本图集编制组对照新颁布的北京市地标规

范《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DB11/994-2021中的设计要求，结合北京市人民防空工

程的特点，编制出《北京市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图集》系例；在充分解读北京市人防

地标规范和政策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各专业的设计要点；采用图文并茂、以图为主的形式，

为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图绘制提供一种示范性画法，以利于提高人民防空工程

的设计水平和施工图编制质量，促进北京市国防动员事业的发展。

2   编制依据

2.1 本图集根据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的相关工作计划的要求进行编制。

2.2 本图集依据的主要标准规范：

《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                               DB11/994-2021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98-2009

《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标志和着色标准》                           RFJ 01-2014

《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34-200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2014（2018版）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                                       GB 50108-2008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                                       GB 50352-2019

《民用建筑通用规范》                                           GB 55031-2022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 55037-2022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2012

《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GB 50981-2014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5-2019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2013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2-2009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4-2011

《北京市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事后检查要点（试行）》

当依据的标准规范进行修订或有新的标准规范出版实施时，本图集与现行工程建设标准

不符的内容或技术等，工程技术人员在参考使用时，应注意加以区分，并应对本图集相关内

容进行复核后参照设计。

3   适用范围

    本图集适用于北京市（不包含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所属人防工程）新建改建的

核5级常5级、核6级常6级平战结合人防物资库工程设计。

4   编制内容

4.1 本图集依据北京市地方标准《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DB11/994-2021,提炼编制了人防

物资库设计要点。设计要点包括建筑专业、通风专业、给水排水专业、电气专业，不含结构

专业。结构专业可参照北京市地方标准《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DB11/994-2021进行设计。

4.2 本图集编制了人防物资库设计示例2项，每项示例分为建筑专业设计示例、通风专业设计

示例、给水排水专业设计示例和电气专业设计示例四个部分，并配有其相关的平、剖面布置，

平、剖面布置图中配有相关的详图索引，用以示范人防物资库的设计。

5   编制原则

    本图集以北京市较为优秀的人防工程设计实例为蓝本，结合新版北京市的平战结合人民

防空工程设计规范，通过总结和归纳，提炼出适合北京市的人民防空工程的设计要点、方法

和表达方式，并提供相关专业施工图设计示例，方便广大设计人员学习和参考。

5.1 符合性原则

    本图集内容符合当前北京市国防动员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

5.2 适用性原则

    本图集采用示例形式直观表达，内容较全面清晰，易于准确理解和掌握，适用于北京地

区的人民防空工程设计。

5.3 典型性原则

    本图集采用的设计示例及建筑布置是符合新颁布北京市人防设计规范要求的典型设计，

侧重示范了施工图阶段的人防相关内容图纸表达，设计人员通过对典型人防工程设计示例的

学习和参考，在具体工程设计中可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

6   注意事项

6.1 人防工程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设计选用的构造做法应满足人防工程的防护、

防水、防潮、防腐、抗震、环保等各方面的要求。

6.2 本图集中设计示例及其建筑布置是按照现行规范要求进行的典型设计。由于地面建筑形

式的多样性，在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中，可根据工程具体情况参照执行。

6.3 本图集仅限于人防设计的相关内容，故侧重于战时功能的设计，不详细交代其他图集已

有的内容和平时需要的其他特殊功能要求，如地下室防水措施、节能措施等。

6.4 本图集所编制设计示例图中的尺寸不可尺量，设计内容和参数仅供设计人员参考使用，

需结合实际项目进行必要的调整。

7   其他

7.1 本图集所注尺寸以mm为单位，标高以m为单位。

7.2 本图集应与相关图集有机结合，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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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要点
1  建筑专业

1.1 一般规定

1.1.1 人防物资库工程的位置、规模、战时和平时用途，应符合城乡规划、地下空间和人防

工程专项规划的规定。

1.1.2 人防物资库宜结合居住区、商业办公区、文化娱乐、体育设施等建设。

1.1.3 根据人防规划要求和平时需要，相邻的人民防空工程之间以及人防工程与相邻的城市

地下建筑之间宜直接连通。

1.1.4 人防工程距生产、储存易燃易爆物品厂房、库房的距离不应小于50m ；距有害液

体、重毒气体的储罐不应小于100m。

1.1.5 人防工程的中心医院、急救医院应设置设置固定电站；救护站、防空专业队工程、

人员掩蔽工程和配套工程等人防工程的建筑面积之和大于5000m²时，应设置柴油电站。

1.1.6 与人防物资库平时和战时功能无关的设备房间应设置在防护区之外。穿过人防围护结

构的管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与人防物资库无关的管道不应穿过人防围护结构；上部建筑的生活污水管、雨水管、

燃气管等不应进入人防物资库工程；

   （2）当供水、消防、排水、供热、冷媒、供电、通信等管道穿过人防物资库工程的顶板

或临空墙时，其公称直径不宜大于150mm；穿过门框墙时，其公称直径不应大于80mm；

   （3）管道及其穿过的人防围护结构应采取防护密闭措施。

1.1.7 人防物资库工程的防水设计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50108

规定的防水等级二级标准，其上部建筑范围内的顶板应采用防水混凝土，当有条件时宜附加

一种柔性防水层。

1.1.8 人防物资库工程的室内装修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室内装修应选用防火、防潮的材料，并应满足防腐、抗震、环保及其他特殊功能的

要求；其内部装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的规定；

   （2）顶板的底面不应抹灰；平时设置吊顶时，应采用轻质、坚固的龙骨，吊顶饰面材料

应方便临战时拆卸；

   （3）密闭通道、扩散室等染毒区的房间、通道，其墙面、顶面、地面均应平整光洁，易

于清洗；

   （4）人防物资库工程设置地漏的房间和通道，应采取防水、防滑的构造措施，并设排水

坡坡向地漏；其楼地面宜低于相邻楼地面15mm，并应采用不吸水、易冲洗、防滑的面层材料。

1.2 主体

1.2.1 人防物资库工程的上部建筑层数为9层或不足9层，以及无上部建筑时，其防护单元的

防护区建筑面积不应大于4000㎡，抗爆单元的防护区建筑面积不应大于2000㎡。

1.2.2 当人防物资库工程如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其防护单元的防护区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8000㎡。

    （1）上部建筑的层数为10及以上，其中部分上部建筑可以不足10层或没有上部建筑，但

该部分的建筑面积不大于200㎡；位于多层地下室底层的人防物资库，其上方的地下室层数可

计入上部建筑的层数；

    （2）多层的人防物资库，当其上下相邻楼层划分为不同防护单元时，位于下层及以下的

各层。

1.2.3 人防物资库的内部房间用厚度100mm及以上的普通砖或砌体隔墙分隔为小房间布置且单

元内的房间面积均不超过50㎡时，可不划分抗爆单元。

1.2.4 人防物资库防护单元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人防物资库工程中每个防护单元的防护设施和内部设备应自成系统，出入口的数量

和设置应满足本要点第2.3节的要求；

    （2）人防物资库中相邻防护单元之间应设置厚度不小于250mm的钢筋混凝土防护密闭隔

墙，且应满足防护单元隔墙的抗力要求；

    （3）人防物资库工程中相邻防护单元之间应设置战时连通口，其连通口应按照规范

DB11/994-2021第3.2.4的要求设置；

    （4）人防物资库中的每个防护单元内不应设置伸缩缝和沉降缝。

1.2.5 人防物资库工程防护单元内的相邻抗爆单元应设置抗爆隔墙。

1.2.6 在人防工程中的染毒区与清洁区之间应设置整体浇筑的钢筋混凝土密闭隔墙，其厚

度不应小于200mm，并应在染毒区一侧墙面用水泥砂浆抹光。当密闭隔墙上有管道穿过时，

应采取密闭措施。在密闭隔墙上开设门洞时，应设置密闭门。

1.2.7 人防物资库的室内地平面至顶板的结构板底面的净高不应小于2.40m；室内地平面至梁

底、管底净高不应小于2.00m。

1.2.8 核6级常6级人防物资库顶板的防护厚度不应小于250mm。核5级常5级人防物资库顶板的

最小防护厚度为360mm（有上部建筑的顶板）或540mm（无上部建筑的顶板）。核5级常5级人

防物资库工程外墙的顶部最小防护距离为360mm。

1.2.9 上部地面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人民防空工程，其顶板底面不应高出室外地平

面。

1.2.10 上部地面建筑为砌体结构和无上部地面建筑的人防工程，其顶板底面高出室外地平面

的，应符合下列规定：

   （1）具有取土条件的核5级常5级人防工程，其顶板底面高出室外地平面的高度不应大于

0.50m，且其应按下述要求在高出室外地平面的外墙外侧覆土：覆土的断面应为梯形，其上部

水平段的宽度不应小于1.0m，高度不应低于人防工程顶板的上表面；其水平段外侧为斜坡，

坡度不应大于1：3（高：宽）；

   （2）核6级常6级的人防工程，其顶板底面高出室外地平面的高度不应大于1.00m，且其高

出室外地平面的外墙必须满足战时防常规武器爆炸、防核武器爆炸、密闭和墙体防护厚度等

各项防护要求。

1.3 出入口

1.3.1 人防工程每个防护单元应设置不少于两个战时出入口，不包括竖井式出入口和防护

单元之间的连通口，除符合规范DB11/994-2021第3.3.3条规定的人防工程外，其中应至少

有一个室外出入口作为战时主要出入口。

1.3.2 人防物资库，当其主要出入口不能满足轻型车进出时，应设置承重不小于1.0t的

物资垂直运输口，且宜按电力、人力两用设计。

1.3.3 当两人防物资库相邻或人防物资库与人员掩蔽工程相邻时，可在防护密闭门外共设一

个室外出入口。相邻防护单元的抗力级别不同时，共设的室外出入口应按高抗力级别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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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上部地面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或钢结构的核6级常6级防空地下室，确因条件限制无

法设置室外出入口时，当符合下列各项条件时，可不设室外出入口：

   （1）在其上部建筑的首层应设置一个专门通往防空地下室的出入口。出入口的首层应直

通室外地面，且其梯段上端至室外的距离不宜大于2.00m；

   （2）在首层楼梯间的梯段及至通向室外的门洞之间，应设置有与地面建筑的结构脱开的

防倒塌棚架；

   （3）首层楼梯间直通室外的门洞外侧上方，应设置有挑出长度不小于1.00m的防倒塌挑

檐；当门洞两侧5米范围内的钢筋混凝土剪力墙从下到上所有层均无洞口时可不设；

   （4）主要出入口与其中的一个次要出入口的防护密闭门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不应小于

15.00m。

1.3.5 人防物资库的室外出入口的出地面段应有防雨防地表水的措施。

1.3.6 人防物资库的出入口通道、楼梯和门洞等尺寸应根据战时及平时的使用要求及防护密

闭门、密闭门的尺寸确定。

1.3.7 人防物资库的主要出入口宜按物资进出口设计，建筑面积不大于2000㎡的人防物资库

的物资进出口门洞净宽不应小于1.50m，建筑面积大于2000㎡的人防物资库的物资进出口门洞

净宽不应小于2.00m。

1.3.8 室外出入口通道的形式和长度需符合下列要求：

    （1）室外出入口防护密闭门外有防护顶盖段长度不应小于5.00m。

    （2）室外出入口不宜采用直通式；楼梯式室外出入口不应采用扇形踏步。

1.3.9 人防物资库的室内出入口，当采用钢筋混凝土人防门时，其通道的形式和内通道长度

均可按建筑需要确定；当采用钢结构人防门时，其通道不宜采用无拐弯形式；当室内出入口

具有一个90°拐弯时，其内通道长度可按建筑需要确定。

1.3.10 甲6级、甲5级人防物资库的临空墙最小防护厚度分别为250mm、300mm。

1.3.11 人防工程出入口应设置人防门，其数量应符合规范DB11/994-2021表3.3.10 的规

定；并按由外到内的顺序设置防护密闭门、密闭门，其中防护密闭门应向外开。

    人防门其他设置要求如下：

    （1）密闭门宜向外开启；

    （2）防护密闭门和密闭门的门前通道，其净宽和净高应满足门扇的开启和安装要求，且

应满足至少开启90°的要求。当通道尺寸小于规定的门前尺寸时，应采取通道局部加宽、加

高的措施；

    （3）防护密闭门设置在直通式坡道中时，应采取避免常规武器爆炸破片直接命中防护密

闭门的措施，包括在通道出地面段上方设置防倒塌棚架或适当弯曲或折转通道轴线等；

    （4）防护密闭门沿通道侧墙设置时，门扇应嵌入墙内设置，且其外表面不应突出通道的

内墙面。

1.3.12 设置在出入口的防护密闭门和通风口的防爆波活门的设计压力值，甲5 级人防工

程应为0.30MPa；甲6 级人防工程应为0.15MPa。

1.3.13 人防物资库的战时出入口，其各出入口应设置1个密闭通道。

1.3.14 当电梯通至地下室时，电梯必须设置在人防工程的防护区以外。

1.4 通风口、水电口

1.4.1 人防物资库的进风口、排风口宜在室外单独设置。室外进风口宜设置在排风口的上风

侧，进风口与排风口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宜小于10m，进风口与柴油机排烟口之间的水平距离不

宜小于15m，或高差不宜小于6m。

1.4.2 室外进风口不应设在低洼易积水的地段，且下缘距室外地平面的高度不得小于0.50m；

位于倒塌范围以内的室外进风口，其下缘距室外地平面的高度不宜小于1.00m。进排风口应采

取防倒塌、防堵塞以及防雨、防地表水等措施。

1.4.3 通风口应采用防爆波活门加扩散室的消波设施。当采用悬板式防爆波活门时，悬板活

门应嵌入墙内至少300mm，且活门门框墙最薄处厚度不应小于250mm。

1.4.4 人防物资库进风口的除尘室一侧应与扩散室相邻，并应设临空墙；除尘室另一侧应与

进风机房相邻，并应设密闭隔墙和密闭门。

1.4.5 战时主要出入口的防护密闭门外的通道内以及进风口的竖井或通道内，应设置洗消污

水集水坑。坑深不宜小于0.60m，容积不宜小于0.50m³。

1.4.6 当战时采用室外埋地电缆直接进出防护区时，应在防护区外设置防爆波电缆井。

1.5 辅助房间

1.5.1 人防物资库应在其清洁区的进风口附近设置进风机房。排风机房可根据工程需要在清

洁区的排风口附近设置。

1.5.2 人防物资库宜设置干厕（便桶），干厕（便桶）宜设在排风口附近，且宜单独设置局

部排风设施。

1.5.3 人防物资库每个防护单元宜设一个配电室。

1.6 平战功能转换及平时使用

1.6.1 人防物资库平时使用的出入口应根据使用功能需要，设置管理用房。管理用房的建筑

面积不宜小于15㎡，并应满足人员长期值守的要求，应设供暖设施，宜设冲水厕所。

1.6.2 人防物资库的平时使用宜结合地面建筑的用地性质确定，优先满足社会公益事业的需

要。

1.6.3 人防物资库的平时使用功能应按相关规范进行设计。

1.6.4 平时用途为人防宣教场所、社区安全科普宣传教育工作站的人防物资库，周边道路应

便于人员进出，并应满足消防和人员疏散要求。室内公众参观流线应便捷，不应迂回及交叉。

公众宣传、公众参观、安全体验等用房宜采用清洁、耐磨的地面。

1.6.5 平时用途为应急物资储备库的人防物资库，应在防护区外至少设置一部载重不小于

1.0t的运输货梯或设置满足轻型车进出的运输坡道；基地周边道路应方便车辆进出，基地内

应设置货物临时堆场。

1.6.6 人防物资库的出地面的开口（含出入口、通风竖井等）应采取防止雨水倒灌的措施，

并应具有将倒灌入内的雨水及时排出的措施。通风采光井出地面建筑在室外有开口时，其开

口下边缘距离地面不宜小于1.0m，并应满足当地防洪要求。出入口、通风采光窗井等应设置

挡水设施，其高度可根据当地最高积水位确定。

1.6.7 结合平时汽车库修建的人防物资库的设备用房、干厕等房间宜布置在不影响停车位的

地方。

1.6.8 平战结合的人防工程中，下列各项应与工程同步实施到位，不得预留平战转换内

容：　

   （1）现浇的钢筋混凝土和混凝土结构、构件；

设计总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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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战时使用的及平战两用的出入口、连通口的防护密闭门、密闭门；

   （3）战时使用的及平战两用的通风口防护设施、通风采光窗的防护挡窗板等；

   （4）战时使用的给水引入管、排水出户管；

   （5）手术室、卫生间、盥洗室、洗涤室等房间的固定设备。

1.7 防空警报与高点监控

1.7.1 警报器应根据地形和居民分布，按照警报音响覆盖半径设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警报器宜设置在地面高度为20m至50m，且有平屋顶建筑物的屋顶层上，预留场地面

积不应小于8㎡；

    （2）警报器支架四脚应分别设有钢板作为支座，支座四周应用钢丝绳固定牢靠。每两根

钢丝绳之间的水平角度应保持90°；

    （3）警报器顶端预留1.2m的天线及避雷针的高度，整体高度应按不小于3.2m预留。

1.7.2 警报器控制室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警报器控制室建筑面积不应小于8㎡，距警报器中心不宜大于40m。警报器控制室门窗应

分别安装防盗门和护栏。

1.7.3 高点监控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高点监控设施应设置在建筑物顶层最高位置处或建筑物阳角区域内，周围不得有遮

挡；

    （2）高点监控设施设置应预留满足高点监控设备支架安装的固定点和支撑点，设备安装

场地不宜小于4㎡，应具有开阔、平整的工作平面，设备支架高度不宜高于4m，监控视角范围

不小于180°；

    （3）高点监控控制室应设置在建筑顶部，建筑面积不应小于8㎡，距设备支架不应超过

50m，门窗应分别安装防盗门和护栏，可与警报器控制室合并设置。

1.8 人防标志

1.8.1 人防物资库工程的标志系统设置应满足安全、使用、协调、通用的要求，内容应包括

管理标志、导向标志、设施标志和设备标志。

1.8.2 所有人防物资库工程均应在防护区内部合适位置设置管理标志，管理标志应包括使用

管理规定、使用要求、警告性或提示性要求、工程示意图、各类口部和辅助用房名称等。

1.8.3 所有人防物资库工程均应在其服务的场地范围内设置外部导向标志和内部导向标志（内

部导向标志平时可不安装，临战时应安装）。外部导向标志应包括当前位置示意图、外部导

向箭头、距离提醒、首层入口名称标志等，内部导向标志应包括建筑物内部的导向箭头、导

向带、人防层入口名称标志等。

1.8.4 人防物资库工程的主、次要出入口的首层地面楼梯入口和人防层第一道防护密闭门入

口处均应设置口部名称标志牌，宜统一设置在入口门洞的正上方显著位置。

1.8.5 人防物资库工程导向标志分为人行导向标志和车行导向标志，应根据人防工程功能需

求设置，合理组织战时使用时的人流和车流，方便集散，避免流线交叉。

1.8.6 人防物资库工程人行导向标志点位的规范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在人行流线的起终点、转折点、分叉点、交叉点等可能引起人行路线疑惑的位置应

设置导向标志点位；

    （2）在连续通道范围内，导向标志点位的间距应根据其所处环境、标志大小与字体、人

流密集程度等因素综合确定，并不应超过50m；

设计要点 

    （3）在楼梯或坡道的起点、终点宜设置楼梯或坡道标志；

    （4）在不同功能区域及进出地下室的过渡区域应设置导向标志点位。

1.8.7 人防物资库内部设备和设施标志设置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

施标志和着色标准》RFJ01的规定。

1.8.8 人防物资库标志系统（内部导向标志除外）应与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实施。

1.9 兼作应急避难场所

1.9.1 兼作应急避难场所的人防工程的位置、规模、战时、平时及应急用途，应根据城市人

防工程建设规划、地面建筑规划及抗震防灾规划确定。

1.9.2 人防物资库工程兼作应急避难场所宜按Ⅲ类应急避难场所设计，其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500m。

1.9.3 兼作应急避难场所的人防物资库工程建筑面积不宜小于2000㎡，人均使用面积不应小

于5㎡。

1.9.4 规模较大的兼作应急避难场所的人防工程应划分避难单元，其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个避难单元的建筑面积不应大于4000㎡；

    （2） 各避难单元的应急避难设施应自成系统；

    （3） 相邻避难单元间应用防火墙分隔并互相连通，连通口应设防火门。

1.9.5 避难单元出入口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每个避难单元的出入口不应少于2个，各出入口应设置成不同朝向，且至少有一个

位于地面建筑倒塌范围之外；

    （2）出入口通道净宽应按避难人数每100人不小于1m确定。每个出入口通过人数不应超

过700人。当通道内设门时，通道净宽应按门净宽计算；

    （3）当战时出入口用作避难单元出入口时，其人员通过的防护密闭门和密闭门应采用无

门槛或或活门槛的人防门。

1.9.6 避难单元应设指挥区，指挥区可结合广播、通信、监控室统筹设置，建筑面积可按8㎡

至12㎡确定。

1.9.7 避难单元内应设生活区并进行分区。每个生活区不应超过1000㎡。相邻生活区之间应

设人行通道，人行通道宽度不应小于2m。

1.9.8 避难单元内应设临时或固定的用于紧急处置的医疗救护与卫生防疫设施。

1.9.9 避难单元内应设饮水处，数量为每250人一处，每100人应至少设一个水龙头。每个饮

水处的建筑面积可按5㎡~10㎡确定。

1.9.10 避难单元内应设水冲厕所或活动式厕所，厕所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厕位数量不宜少于避难人数的2%。分男女设置时，女厕位数量不宜低于男厕位数量

的1.5倍；混合设置时，专用女厕位数量不宜低于总厕位数量的20%；

    （2）厕所应设在排风口附近，并宜单独设置局部排风设施。

1.9.11 避难单元内应设置满足应急生活需要的可移动的废弃物分类储运设施，并宜布置在排

风口附近。

1.10 人防工程建筑面积计算

1.10.1 人防工程建筑面积应按人防工程的防护区、战时主要出入口、竖井、人防连通道等部

分建筑面积之和计算，且应以每个防护单元为单位分别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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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防护区建筑面积应为与第一道防护密闭门、第一道防爆波活门相连接的临空墙、外墙

边缘和防护单元隔墙中线围合而成的，其防护设备和内部设备均能自成系统的使用空间的建

筑面积。

1.10.3 战时主要出入口处楼梯间的建筑面积应按自然层计入人防工程建筑面积。

1.10.4 地面管理用房建筑面积应为管理人防工程而设置的出地面建筑的建筑面积。

1.10.5 竖井包括通风竖井和物资垂直运输井。物资垂直运输井建筑面积应按自然层计入人防

工程建筑面积。战时通风竖井的建筑面积应按相邻防护区所在层的水平投影面积计入人防工

程建筑面积。

1.10.6 人防工程之间的人防连通道应按其水平投影面积计入人防工程建筑面积，其面积指标

可计入任一相邻防护单元面积指标之中。

1.10.7 当防护区内部的坡道下方加以利用时，结构层高小于2.20m（无法获取层高时净高不

足2.10m的）时，不应计入人防工程建筑面积。

1.10.8 次要出入口、采光井、仅供平时使用的通风竖井、防爆波电缆井、转换风道等不应计

入人防工程建筑面积。

1.10.9 位于防护区内且专供人防工程使用的变电所、消防水泵房、消防水池等可计入人防工

程建筑面积。

1.10.10 战时主要出入口敞开部分不应计入人防工程建筑面积。永久性防倒塌棚架，有围护

结构的应按其围护结构外围水平面积计入人防工程建筑面积；无围护结构的应按其结构底板

水平面积的1/2计入人防工程建筑面积。

1.10.11 封堵结构或预留连通道口外侧房间、通道以及土建风道、油罐、储水（油）池等，

不应计入人防工程建筑面积。

1.10.12 防护结构外墙外侧的防水层、保温层不应计入人防工程建筑面积。

1.10.13 防护区内底板下的水池、水封井与管沟、防爆波化粪池、油管接头井等不应计入人

防工程建筑面积。

1.10.14 两个防护单元共用战时主要出入口及战时通风竖井，其共用部分面积指标可计入任

一相邻防护单元面积指标之中。

1.10.15 警报控制室及高点监控控制室不应计入人防工程建筑面积。

1.10.16 人防工程建筑面积应以㎡为单位，计算过程中面积应取位至0.0001㎡，最终面积应

取位至0.01㎡。

1.10.17 其他人防工程空间建筑面积，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

GB/T50353的规定计算。

1.10.18 人防工程建筑计算明细表示例，见下表。

设计要点 

序号 类别 面积（㎡） 备注

1 防护区

与第一道防护密闭门、第一道防爆波活

门相连接的临空墙、外墙边缘和防护单

元隔墙中心线围合而成的建筑面积

2 战时主要出入口

2.1

主入口出入口的第一道防护

密闭门或防护门以外有防护

要求的通道

2.2 楼梯间 按自然层计

2.3 地面管理用房
为管理人防工程而设置的出地面建筑的

建筑面积

3 竖井 按水平投影面积计

4 物资垂直运输井 按自然从层计

5 人防连通道 按水平投影面积计

人防工程建筑面积计算明细表

*

*

*

*

*

*

*

*

注：人防工程建筑面积=1+2+3+4+5。

潘隆帮朱 茜 张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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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集号

2  通风专业
2.1 一般规定

2.1.1 人防物资库工程的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应满足战时的防护要求及战时及平时的

使用功能要求。战时应按防护单元设置独立的系统，平时宜按防护单元和防火分区设置系统。

2.1.2 人防物资库工程专供非人防建筑使用的供暖、通风、空调管道不应穿过人防围护结构，

相应的设备房间、装置应设置在防护密闭区之外。

2.1.3 人防物资库工程内的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的设备、管道等应设置标志，标志的设计、

尺寸、颜色、制作材料等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标志和着色标准》

RFJ01的规定，应与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实施。

2.2 防护通风

2.2.1 人防物资库工程应设置清洁通风和隔绝通风。

2.2.2 人防物资库工程的清洁式通风量可按清洁区的换气次数1h-1~2h-1。
2.2.3 人防物资库工程战时隔绝防护时间≥2h，隔绝防护时室内CO2容许体积浓度≤3.0%。

2.2.4 人防物资库工程战时新风进风口不应设置在建筑出入口通道或楼梯间内。

2.2.5 人防物资库工程应选用双连杆密闭阀门，安装距离应满足安装和操作空间要求；阀门

的设置距离应满足其自身阀板开启90°的要求；二个串联密闭阀门中心距离不小于阀门内径。

2.2.6 设置在染毒区的进、排风管，应采用2mm至3mm厚的钢板焊接成型，其抗力和密闭防毒

性应满足战时的防护需要，且风管应有0.5%的坡度坡向室外。

2.2.7 人防物资库工程的进风系统应设置防爆波活门、扩散室和除尘室、集气室；排风系统

应设置防爆波活门、扩散室。

2.2.8 人防物资库工程每个口部的密闭通道的防护密闭门门框墙、密闭门门框墙上应设置

DN50、材质为热镀锌钢管的气密测量管（可与电气预埋备用管合用），管的两端战时应有相

应的防护、密闭措施。

2.3 平战功能转换及平时使用

2.3.1 平时使用的人防物资库工程，应根据平时使用功能确定设置供暖和空调系统，其室内

空气设计温度和相对湿度、人员新风量标准、排风量标准等，应根据房间平时使用功能，按

照国家现行暖通空调设计规范的要求确定。

2.3.2 平时通风管道穿过两个防护单元之间密闭隔墙时，应设置在临战转换时对穿墙处管道

进行防护密闭的措施，宜采取断开管道，并宜对穿墙孔洞采取门式封堵等措施,不宜采用封堵

板封堵。

2.3.3 人防物资库工程平时和战时合用一个通风系统时，应按平时和战时工况分别计算系统

的新风量，并应按下列规定选用通风和防护设备:

    （1）应按最大的计算新风量选用清洁式通风管管径、粗过滤器、密闭阀门和通风机等设

备；

    （2）应按战时清洁式通风的计算新风量选用门式防爆波活门，并应按门扇开启时的平时

通风量进行校核。

2.3.4 人防工程平时和战时合用一个通风系统时，应按平时和战时工况分别计算系统的新

风量，并应按下列规定选用通风和防护设备：

    （1）应按最大的计算新风量选用清洁通风管管径、粗过滤器、密闭阀门和通风机等

设备；

   （2）应按战时清洁通风的计算新风量选用门式防爆波活门，并应按门扇开启时的平时

通风量进行校核；

   （3）应按战时滤毒通风的计算新风量选用滤毒进（排）风管路上的过滤吸收器、滤毒

风机、滤毒通风管及密闭阀门。

2.3.5 人防物资库工程战时的进、排风口或竖井宜结合平时的进、排风口或竖井设置，合用

的消波装置宜选用门式防爆波活门。平时通过该活门的风量，宜按防爆波活门门扇全开时的

风速不大于10m/s确定。平时和战时通风量差别较大时，应分别设置。

2.3.6 人防物资库工程内的厕所、污水泵房等排风房间，应按防护单元单独设置排风系统，

且宜平战两用。

2.3.7 通风机应根据不同使用要求，选用节能和低噪声产品。战时电源无保障的人防工程，

应采用电动、人力两用通风机。

2.3.8 引入人防工程的供暖、空调水管道，在穿过人防围护结构处应设置防护密闭套管或

防护密闭套管加防护挡板，并应在围护结构的内侧设置公称压力不小于1.0MPa的阀门。

2.4 兼作应急避难场所

2.4.1 兼作应急避难场所的人防物资库工程宜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合理组织自然通风。

2.4.2 当兼作应急避难场所的人防物资库工程采用机械通风时，人员新风量应按10m³/（p·

h）~15m³/（p·h）确定。

设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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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集号

3  给水排水专业
3.1 一般规定

3.1.1 人防管理用房的用水房间，应配套设置给水、排水设施。

3.1.2 人防物资库工程的给水排水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50015的规定。

3.1.3 人防物资库工程内给水排水的设备、管道等应设置标志，标志的设计、尺寸、颜色、

制作材料等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标志和着色标准》RFJ01的规定，应

与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实施。

3.1.4 与人防工程无关的管道不应穿过人防围护结构，与人防工程无关的给水排水设备用房

应设在人防工程的防护密闭区之外。

3.2 给水

3.2.1 人防物资库工程的给水水源，平时宜采用市政给水管网供给。

3.2.2 人防物资库工程战时人员生活用水、饮用水量标准：饮用水为3~6(L/p.d)，生活用水

为4(L/p.d)。

3.2.3 人员掩蔽工程战时人员生活用水、饮用水的储水时间：

   （1）有可靠内水源时，饮用水的储水时间是2~3（d）,生活用水的储水时间是0（d）；

   （2）无可靠内水源时，饮用水的储水时间是15（d）,生活用水的储水时间是

3~7（d）（有防护外水源）或7~14（d）（无防护外水源）。

3.2.4 人防物资库工程的每个防护单元均应设置洗消用水储水箱。

3.2.5 人防物资库工程给水管的敷设，应根据平时装修要求及结构情况，可设于吊顶内、管

沟内或沿墙明设。给水管道不应穿过通信、变配电设备房间。可能产生结露的给水管道，应

根据使用要求，采取相应的防结露措施。

3.2.6 人防物资库工程的给水管不宜从出入口引入。

3.2.7 人防物资库工程给水管道的防护阀门的设置及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当给水管、消防水管从围护结构引入时，应在围护结构内侧的管道上设置防护阀

门；管道穿越防护单元之间的防护密闭隔墙时，应在防护密闭隔墙两侧的管道上设置防护

阀门；管道穿越上下防护单元时，应在防护密闭楼板下侧的管道上设置防护阀门。

   （2）防护阀门应采用公称压力大于系统工作压力，且不小于1.0MPa，阀芯为不锈钢或

铜质材料制成的闸阀或截止阀。

3.2.8 防护阀门应设在进入人防围护结构或防护密闭隔墙、板后的直线管段上，且围护结构

（或防护密闭隔墙、板）内侧距离阀门的近端面不宜大于200mm；阀门应有明显的启闭标志。

3.2.9 穿过人防围护结构的给水管道应采用复合金属管或热镀锌钢管，管道公称压力不应小

于1.0 MPa。

3.2.10 人防工程给水进水管用单独设置水表计量。

3.2.11 给水管道穿过人防围护结构时，应采取防震、防不均匀沉降措施。水泵间应设隔声、

减振措施。

3.3 排水

3.3.1 人防物资库工程的污废水宜采用机械排除。战时电源无保障时，应有备用的人力机械

排水措施。

3.3.2 人防物资库工程在隔绝防护时间内不得向工程外排水，在此期间所产生的生活污废水

和设备排水均应储存在污水集水池内。

3.3.3 战时使用的集水池的有效容积应为调节容积和储备容积之和。调节容积不宜小于最大

一台污水泵5min的出水量，且污水泵每小时启动次数不宜超过6次。储备容积应大于隔绝防护

时间内产生的全部污水量的1.25倍。集水池如平时使用时，应在临战前将池内污水抽空。

3.3.4 战时使用的集水池，应按每个防护单元独立设置。战时集水池宜设在战时用水集中区

域，水箱间、干厕房间内应设供战时使用的集水池。

3.3.5 污水泵房及提升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平时使用的污水排水泵应设备用泵，启动方式应采用自动控制。仅战时使用的排水

泵可不设备用泵，可采用手动启动方式，并可临战安装；

   （2）人防工程战时没有可靠的电源时，还应在泵房设手摇泵作为紧急排水口。电泵与手

摇泵的出水管可连通排出，压力排水管上设手摇泵排水接口；

   （3）污水泵宜选用防堵塞的潜污泵；

   （4）集水池房间及污水泵房应设有冲洗水嘴、软管及排除地面积水措施。

3.3.6 人防物资库工程上部建筑的排水立管应从顶板上的防护填层直接排至室外，如上部排

水管确需穿越人防工程顶板时，应将管道经过部分通过围护结构与下层防护区分隔。

3.3.7 多层人防工程的上层战时排水管不应排入下层人防集水池。当确需排入下层时，应在

下层设独立的集水池，并应采用围护结构与下层防护区隔开。

3.3.8 多层人防工程的上层卫生间排水应采用同层排水布置。

3.4 平战功能转换及平时使用

3.4.1 设置在人防物资库清洁区内，供平时使用的生活储水箱、消防水池（箱）可兼作战时

储水池（箱），但应有能在3d内完成系统转换及充水的措施。

3.4.2 结合汽车库设置的人防物资库的储水箱及增压供水设备，当影响平时使用时，可在临

战时安装。但应一次完成施工图设计，并应注明预留孔洞、预埋进水、排水等管道接口和临

战转换技术措施。

3.4.3 专供平时使用的管道，当确需穿过人防工程抗爆隔墙时，宜设置便于管道临时截断、

封堵的措施。

3.5 兼作应急避难场所

3.5.1 兼作应急避难场所的人防物资库工程可选用市政供水管网、供水车、储水池（箱）、

管井等两种以上的供水设施供水，并设置可将其供水处理为直接饮用水的净水设备，或采用

储备瓶装饮用水的方式供应人员饮用水。

3.5.2 人员饮用水应按3L/（p.d）确定，人员生活用水量应按10L/（p.d）确定。若避难单元

内设置水冲厕所，则人员生活用水量应该按40L/（p.d）确定。

3.5.3 人员饮用水、生活用水的贮水时间不应少于3天。

3.5.4 避难单元内设置饮用水、生活用水贮水池（箱）的有效容积应根据避难人员数量、用

水量标准及贮水时间确定。

3.5.5 避难单元内应设排水系统，可与平时和战时排水系统合用。

设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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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集号

4  电气专业

4.1 一般规定

4.1.1 人防工程内安装的变压器、断路器、电容器等电气设备，应采用无油、防潮设备。

4.1.2 人防物资库的管理用房，应配套设置照明、电源插座、通信插座等设施。

4.1.3 人防物资库的战时智能化系统应按其战时用途进行设计。

4.1.4 人防物资库内配电柜、变压器、配电箱等主要电气设备应设置标志。标志的设计、尺

寸、颜色、制作材料等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标志和着色标准》RFJ01

的规定，应与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实施。

4.2 电源

4.2.1 人防物资库战时电力负荷按战时用电负荷的重要性、供电连续性及中断后供电可能造

成的损失或影响程度分为一级负荷、二级负荷和三级负荷。

   （1）一级：基本通信设备、应急通信设备、音响警报接受设备、高点监控设备，柴油电

站配套的附属设备，应急照明。

   （2）二级：重要的风机、水泵，正常照明，电动防护密闭门、电动密闭门和电动密闭阀

门。

   （3）三级：不属于一级和二级负荷的其它负荷。

4.2.2 人防物资库的总计算负荷大于等于200kVA时，宜采用高压供电。采用高压供电时，单

台变压器的容量不宜大于1250kVA。

4.2.3 人防工程内部电源采用柴油发电机组或蓄电池组。蓄电池组的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小

于战时隔绝防护时间。

4.2.4 人防物资库战时应有不少于一路电力系统电源。

4.2.5 人防物资库战时各级电力负荷的供电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一级负荷应有两路及以上电源供电，其中一路电源应是该人防工程的自备电源；

   （2）二级负荷应有两路电源供电，其中一路电源应时区域电源或自备电源；

   （3）三级负荷应有一路电源供电。

4.2.6 电力系统电源、应急电源和内部电源应分列运行。

4.3 配电

4.3.1 人防物资库设置总配电室时，配电室应设于抗力级别最高的防护单元内，并在其内应

设置内、外电源的配电总柜（箱），分别对平时、战时的各级负荷配电。

4.3.2 人防物资库的每个防护单元均应引接电力系统电源和内部电源，电源的进线处应设置

防护单元的总开关及电力系统和内部电源的转换开关。人防电源配电柜（箱）宜设置在清洁

区，可设在值班室内。

4.3.3 从低压配电室、电站控制室至每个人防物资库工程的防护单元的战时配电回路应各自

独立。

4.3.4 人防物资库工程的每个防护单元应自成配电系统，且其战时一级、二级和大容量的三

级电力负荷宜采用放射式配电。

4.3.5 配电箱、照明箱、控制箱等各种电气设备箱（柜），不应在人防工程的外墙、临空

墙、防护密闭墙、密闭隔墙上嵌墙暗装。若必须设置式，应采取挂墙式明装。

4.3.6 人防物资库的各种电气设备当采用集中控制或自动控制时，应设置就地控制装置、

设计要点 

就地解除集中控制和自动控制的装置。

4.4 线路敷设

4.4.1 与人防工程无关的电力管、电信管不宜穿过人防围护结构。与人防无关的电气、智能

化系统机房应设置在人防工程的防护区之外。

4.4.2 所有进出人防工程的各类线缆穿过人防工程的外墙、临空墙、密闭隔墙、楼板时，均

需进行防护密闭或密闭处理。

4.4.3 人防工程内的保护管、接线盒应采用热镀锌钢管、钢板，钢管壁厚应大于等于2.5mm，

钢板厚度应大于等于1.5mm，接线盒防护钢盖板厚度应大于等于3.0mm。

4.4.4 所有人员出入口和连通口的防护密闭门门框墙。密闭门门框墙上均应预埋4~6根备用

保护管，并应符合防护密闭要求。备用保护管为公称口径50mm~80mm，管壁厚度不应小于

2.5mm的热镀锌钢管。

4.4.5 战时电源配电回路的电缆穿过其它防护单元或非防护区时，在穿过的其它防护单元或

非防护单元内，应采取与受电端防护单元等级相一致的防护措施。

4.5 照明

4.5.1 人防物资库工程平时和战时的照明均应有正常照明和应急照明；平时照明应设值班照

明，出入口处宜设过渡照明。

4.5.2 人防物资库工程战时通用房间的照度标准值：物资库50lx（参考平面及其高度为0.75m

水平面），值班室、电站控制室、配电室等150lx，出入口100lx，风机室、水泵间、储油间、

除尘室、厕所75lx。

4.5.3 人防物资库工程战时应急照明应符合下列规定：

    （1）疏散照明应包括疏散指示标志照明和疏散通道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灯配电末端回路

和疏散通道应急照明灯配电末端回路应分开设置。疏散通道照明的地面最低照度值不应低于

5lx；

    （2）安全照明的照度值不应低于正常照明照度值；

    （3）备用照明的照度值（值班室、电站控制室、柴油发电机房、通道、配电室等场

所），应满足最低工作需要的照度值，且不应低于正常照明照度值的10%；

    （4）战时应急照明的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小于该人防工程的防护隔绝时间；

    （5）战时的应急照明宜利用平时的应急照明，且应保证在战时独立运行、不受消防系统

控制。

4.5.4 人防物资库工程的值班照明应能单独控制，值班照明宜利用正常照明中能单独控制的

灯具或应急照明。

4.5.5 工程出入口处的过渡照明宜采用自然光过渡，当采用自然过渡不能满足要求时，应采

用人工照明过渡。过渡照明应能满足晴天、阴天和夜间人员进出工程的需要。

4.5.6 通道、出入口、公用房间的照明与房间照明宜由不同回路供电。

4.5.7 战时主要出入口防护密闭门外直至地面的通道照明电源，应由防护单元内人防电源柜

（箱）供电。

4.5.8 战时主要出入口的通道照明，当防护区内和非防护区灯具共用一个电源回路时，应在

防护密闭门内侧设置短路保护装置，或对非防护区的灯具设置单独回路供电。对于非防护区

疏散照明灯具应设置单独回路供电，不可与防护区内照明采用熔断器共用电源回路。

潘隆帮朱 茜 张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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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智能管理

4.10.1 人防物资库的进风机、排风机、排水泵、人防门等人防设备需要设置设备监控系统，

可与建筑物内平时设有的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共用。

4.10.2 人防物资库的人员出入口、主要通道、战时设备机房、配电室、充电桩处等场所宜安

装视频监控系统。

4.10.3 设有消防及安防监控中心的建筑，宜在火灾报警系统主机和安防视频系统主机上设置

标准通讯接口，并宜预留将人防工程内消防报警信号、视频监控信号上传区、市人防工程主

管部门监控管理中心的条件。

4.11 兼作应急避难场所

4.11.1 人防物资库兼作应急避难场所的应急照明、医疗、指挥、通讯和柴油发电站配套设施

电力负荷应为一级负荷，其它均应为二级负荷。

4.11.2 设置柴油电站的人防工程兼作应急避难场所。柴油发电站设备应平时全部安装到位。

4.11.3 未设置柴油电站的人防工程兼作应急避难场所，应预留引接可移动发电设备的固定回

路，保障应急供电。

4.11.4 人防物资库兼作应急避难场所时应设置火灾区域报警系统。

4.6 防雷与接地

4.6.1 由室外防爆波电缆井引入人防工程的电力电缆、信息系统铜缆、含有加强钢丝的光纤

等，应在入口处采取防雷击电磁脉冲措施。

4.6.2 人防工程宜采用TN-S、TN-C-S接地保护系统。

4.6.3 附建式人防工程没有特殊接地要求时，接地系统宜与地面建筑接地系统共用。

4.6.4 单建式人防工程应自设接地系统。周边有建筑群体时，接地装置宜与其可靠连接共用。

4.6.5 人防物资库工程内应将下列导电部分做等电位连接：

    （1）保护接地干系；

    （2）电气装置人工接地极的接地干系或总接地端子；

    （3）室内通风管、给排水管、电缆梯架、托盘、槽盒、导管等金属管道；

    （4）室内机电设备金属外壳；

    （5）建筑物结构中的金属构件，如防护密闭门、密闭门、防爆波活门的金属门框等；

    （6）电缆金属外护层。

4.6.6 值班室、战时设备机房、配电室及潮湿场所内应设置局部等电位联结。

4.6.7 电源插座和潮湿场所的电气设备，应加设剩余电流保护器。

4.6.8 保护线（PE）上，严禁设置断开PE线的任何开关电器。

4.7 通信

4.7.1 人防物资库中的值班室、通风机室等房间应设置电话分机。

4.7.2 人防物资库中每个防护单元内的通信设备电源最小容量为3kW。

4.8 平战功能转换及平时使用

4.8.1 战时市电无法正常供电时，应能及时切除战时三级负荷的供电。

4.8.2 平战转换期安装的配电箱、灯具、开关、插座等均应明装。

4.8.3 为战时一级、二级负荷供电专设的EPS、UPS自备电源设备，应设计到位，平时可不安

装，但应留有接线和安装位置，并在30d转换时限内完成安装和调试。

4.8.4 临战时应断开与平战合用配电系统相连的消防联动控制系统、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等非

战时功能的通讯、控制线缆。

4.9 防空警报与高点监控

4.9.1 设有防空警报器和高点监控设备的工程，警报器和高点监控设备相关信号应与指挥中

心连通。

4.9.2 防空警报器设施、高点监控设备战时电力负荷按一级设计，平时电力负荷按所在建筑

物最高电力负荷等级设计。

4.9.3 防空警报器设施、高点监控设备电源配电箱应由该楼人防配电箱（柜）专用回路供电，

楼内线路敷设要求宜与消防要求一致，楼顶应穿保护管，采用暗敷设。

4.9.4 防空警报器控制室内应设置电源配电箱，供电压力AC220电源，电源箱功率不应小于

3kW，进线断路器过负荷整定值不应小于25A。

4.9.5 高点监控控制室内应设置于AC220/380V 5kW电源箱，提供24h不间断供电。进线断路器

过负荷整定值不应小于25A。

4.9.6 警报控制室应设置电话、网络通讯设施。

4.9.7 在高点监控控制室和警报控制室外墙距地1m处，应预留两根φ25信号传输穿线管。

设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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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临战封堵

7

5

序号

1

2

3

4

名  称

固定门槛防护密闭门

活门槛防护密闭门

固定门槛密闭门

防火隔声门

图  例 备  注

9

防 火 门 括号内文字为防火等级

防护密闭门

密闭门

FHGM 

FHM(甲) 

防爆波活门

活门槛密闭门

洗消污水集水坑

临战构筑墙体

带百叶回风口的门

8

下沿门缝实现回风

也可通过加大门扇

BFM1520-30

固定门槛钢筋混

凝土防护密闭门

门洞高2.0m

门扇设计压力值0.30MPa中国建筑标准设计

研究院产品标识 门洞宽1.5m

BGFM4022-30

钢结构防

护密闭门

门洞高2.2m

门扇设计压力值0.30MPa中国建筑标准设计

研究院产品标识 门洞宽4.0m

BHFM1520-30

活门槛钢筋混

凝土防护密闭门

门洞高2.0m

门扇设计压力值0.30MPa中国建筑标准设计

研究院产品标识 门洞宽1.5m

BM1520

固定门槛钢筋

混凝土密闭门

门洞高2.0m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

研究院产品标识

门洞宽1.5m

BHM1520

活门槛钢筋

混凝土密闭门

门洞高2.0m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

研究院产品标识

门洞宽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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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防护密闭门、密闭门型号符号含义

5.2.1 固定门槛钢筋混凝土防护密闭门

5.2.2 钢结构防护密闭门

5.2.3 活门槛钢筋混凝土防护密闭门

5.2.4 固定门槛钢筋混凝土密闭门

5.2.5 活门槛钢筋混凝土密闭门

设计要点 

5  其他
5.1 制图图例

    （1） 除按国家相关制图标准执行外，补充与人防工程设计有关的图例，见表5.1。

表5.1  补充图例

潘隆帮朱 茜 张瑞龙

AutoCAD SHX Text
-

AutoCAD SHX Text
-

AutoCAD SHX Text
-

AutoCAD SHX Text
-

AutoCAD SHX Text
-



BGM4022

钢结构密闭门 门洞高2.2m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

研究院产品标识

门洞宽4.0m

BMH3600-30

门式 战时最大风量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

研究院产品标识

活门设计压力值0.30MPa活门

FHM1221(甲)

门洞宽1.2m 防火等级甲级

防火门 门洞高2.1m

节点详图号

详图所在页号

节点详图号图集号

详图在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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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钢结构密闭门

5.3 防爆波活门型号符号含义

5.4 防火门型号符号含义

5.5 索引方法

      本图集集中详图的编号及索引方法如下：

设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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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防物资库（一）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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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设计说明

1-4-1

通风设计说明

轴流式通风机

插板阀

系统

消声器

（混流风机）

图   例

RS

RP

P 超压测压管

人防送风管

人防排风管

对开多叶调节阀

防火阀

平面

球阀（旋塞阀）

自动排气活门

换气堵头

截止阀

名  称

油网滤尘器

图    例

图  例 名   称

止回阀 百叶风口

手动密闭阀门

(空气冷却器)
除湿机

平面

系统

平面

系统

手、电动

01

02

03

04

05

序号 图号 图纸名称 图幅 备注

防风施-01

防风施-02

防风施-03

防风施-04

防风施-05

通风设计说明

主要设备材料表

人防进排风口部通风原理图

战时通风平面图

进排风口部通风详图

-- --

-- --

-- --

-- --

-- --

选用标准图集目录

01

02

03

04

05

06

序号 图号 标准图集名称 备注

07FK02

12K101-1～4

07K103-2

13K115

07K120

10K121

防空地下室通风设备安装

通风机安装（2012年合订本）

防、排烟设备安装

暖通空调风管软连接选用与安装

风阀选用与安装

风口选用与安装

--

--

--

--

--

--

图   例 名   称

密闭阀门

1   工程概况

1.1 建筑功能：平时功能为汽车库，战时功能为人防物资库。

1.2 建筑面积：本防护单元的建筑面积为2496.43㎡，其中防护区建筑面积为2314.8㎡。

1.3 抗力级别：核6级常6级。

1.4 防化级别：丁级。

1.5 设计使用年限：50年。

1.6 耐火等级：一级。

1.7 抗震设防烈度：8度。

2   设计依据

2.1 与各方进行的会议纪要。

2.2 国家现行的有关规范和标准：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2012

  《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DB11/994-2021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50098-2009

  《人民防空工程质量验收与评价标准》RFJ01-2015

  《人民防空工程防护功能转换设计标准》RFJ1-98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2016

  《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34-2004

  《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标志和着色标准》RFJ01-2014

   其他相关的规范、规程及规定等。

2.3 相关专业提供的工程设计资料。

2.4 业主提供的相关设计资料、图纸、电子文件、电子邮件、会谈纪要、设计和使用要求

等。

3   设计范围

    设计范围：人防物资库(一)战时通风系统。

4   战时通风系统

4.1 平时车库排风排烟量应由计算确定，当消防排烟不能利用车道进行补风时，应设补风

井。

4.2 战时人防物资库设清洁通风和隔绝防护时的内循环通风。进风系统由防爆波活门，扩

散室，手电动密闭阀门，插板阀，送风机组成。

4.4 战时清洁式通风送风按换气次数1～2次/h计算。隔绝防护时间≥2h，CO2容许体积浓度

≤3.0%。

4.5 战时送风管道尽量利用平时风管、风口。

4.6 战时清洁排风由防爆波活门，扩散室，手电动密闭阀门，排风机组成。

4.7 进排风口部所选防爆活门的额定风量应大于或等于战时清洁通风量。

4.8 对于贮存特殊要求的人防物资库，宜预留若干台移动降湿机电源插座，并与给水排水

专业配合预留相应排水措施。

暖通专业图纸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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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设计说明

1-4-2

4.9 设置在染毒区的进、排风管，应采用2mm～3mm厚的钢板焊接成型，且应有0.5%的坡度

坡向室外。

4.10 人防物资库设置空气质量监测仪。

4.11 本示例战时通风简要计算表略。

5   施工安装

5.1 进排风口部至清洁区最后一道密闭阀门范围内的进排风管为染毒管道，采用3mm厚钢板

焊接制成，同时管道应有0.5%的坡度坡向室外。清洁区最后一道密闭阀门以里的管道为清

洁区管道，采用镀锌钢板制作，厚度按《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2016

有关规定执行。

5.2 穿过防护密闭墙的通风管，应采取可靠的防护密闭措施，并应在土建施工时一次预埋

到位。

5.3 人防工程内的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的设备、管道等应设置标志，标志的设计、尺

寸、颜色、制作材料等应符合先行行业标准《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标志和着色标准》

RFJ01的规定，应与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实施。

5.4 未说明处应严格遵守《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2016和《人民防空

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34-2004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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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设备材料表主要设备材料表

编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风量9900m
3
/h

全压540Pa

功率3.0kW

2 油网滤尘器 LWP-D 块 8 两组，立式安装

3 手、电动密闭阀门 D664 只 4 -

4 插板阀 D664 只 1 -

5 风量调节阀 800x500 只 1 -

6 风量调节阀 D664 只 1 -

7 气密性测量管 DN50 只 4 详见07FK02第60页

8 插板阀 1000x400只 1 -

风量8950m
3
/h

全压480Pa

功率3.0kW

10 防火调节阀 1600x400只 1 常开，280℃关

11 防火调节阀 1000x400只 1 常开，70℃关

12 消声器 1000x400台 1 长1000mm

13 消声器 1600x400台 1 长1000mm

14 平时使用设备 - 台 1 -

15 平时使用设备 - 台 1 -

16 单层百叶风口 800x400 个 12 L=3000m
3
/h

17 单层百叶风口 300x150 个 2 L=250m
3
/h

18 单层百叶风口 200x150 个 1 L=150m
3
/h

19 单层百叶风口 1600x800个 1 L=8800m
3
/h

20 板式排烟口 (500+250)x400个 1 -

21 防火阀 250x120 个 2 -

22 止回阀 200x120 个 1 -

轴流送风机1 台 1 -

轴流排风机9 台 1 -



人防进排风口部通风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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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集号

梁琳审核

进风口部通风原理图

排风口部通风原理图

进风、排风口部阀门、风机操作顺序

开启 关闭 开 关

清 洁 式 X1、X2、X4、X5 X3 SF、PF --
开启风井内防护密闭门、密闭门

关闭平时使用设备

隔绝防护时的

内循环通风
X4、X3 X1、X2、X5 SF PF

关闭平时使用设备，机房门打开

关闭风井内防护密闭门、密闭门

通风方式

阀门 风机

战

时

通

风

备注

X2X1 X5 PF 70°C

SF X4 70°CX2X1

X3

LWP-D

扩散室风井
战时排风

战时送风集气除尘扩散室风井



抗爆单元A

建筑面积：1200.97m2

抗爆单元B

建筑面积：970.71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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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排风井

平时进风井

平时集气室

排风扩散室

垂直运输井

1#楼梯

密闭通道

平时集气室

战时进风井

平时排风井

战时进风机房

平时排风机房

除尘室

扩散室

值班收费室

战时排风机房

平时进风机房

密闭通道

1#汽车坡道

弱电机房

配电室

其他人防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相邻防护单元连通口

二等人员掩蔽工程

其他人防区

二等人员掩蔽工程

战时通风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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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排风机房

战时进风机房

平时集气室

战时进风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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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风口部通风平面图 排风口部通风平面图

说明：

1.进风机房手、电动密闭阀3-2之前及排风机房手、电动密闭阀3-3之后的染毒区风管均采用3mm厚

的钢板焊接，管道与设备的连接法兰衬以橡胶垫密封圈。管道安装时应按0.5%的坡度坡向室外。

2.图中设备和管件编号的内容详见图1-4-2主要设备材料表。

3.图中标注尺寸单位标高以米计，其余均以毫米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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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水排水设计说明

1   概述

    本人民防空工程位于xx市xx小区内，本工程地下一层人民防空工程抗力级别为核6级常6级，

防化级别为丁级;平时为汽车库，战时为物资库。本工程建筑面积为34681.3平方米,人防物资库

建筑面积2496.43平方米。

1.1 本施工图设计包括人民防空工程战时使用的给排水系统设计。

1.2 设计依据

   《人民防空工程防化设计规范》RFJ013-2010

   《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DB11/994-2021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

2   给水系统

2.1 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供水由室外城市市政给水管网供给。市政给水管网最低供水压力为

0.18MPa。生活饮用水平时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的规定，战

时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GB 50038的规定。

2.2 物资库战时给水系统包括管理人员饮用水、人员生活用水、口部染毒区墙、地面的冲洗用

水。

2.3 人民防空工程战时用水量见下表：

2.4 为了满足战时管理人员的用水需要，在人民防空工程清洁区内设置一个有效容积为9m ³的人
员生活用水储水箱。水箱材质为不锈钢。人员生活用水储水箱同时贮存人员生活用水和口部染毒

墙、地面冲洗用水。人员饮用水按18.9L桶装水计,需贮存24桶。

2.5 人员生活用水水箱设气压给水装置一套，以满足战时洗消用水水量和水压的需要；给水泵设

电动给水泵和手摇泵各一台，以保证战时停电后供水的需要。

2.6 生活用水储水箱均设置紫外线消毒设备，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

CJJ 140的规定。战时管理人员生活用水的供给不设管道系统，经紫外线消毒器后，由人员直接

在水箱间通过水嘴取用。

2.7 人防工程范围内的生活给水单独设水表计量。

2.8 物资库主要出入口的密闭通道及防护密闭门以外的通道分别设置洗消冲洗栓，用于战时口部

染毒墙、地面的冲洗。

选用标准图目录

序号 标准图集编号 图纸名称 备注

1 09FS10 防空地下室给排水设计示例 -

2 08FJ06 防空地下室施工图设计深度要求及图样 -

3 07FS02 防空地下室给排水设施安装 -

4 12S101 矩形给水箱 -

5 08S305 小型潜水排污泵选用及安装 -

6 12S108-2 真空破坏器选用与安装 -

给水排水专业图纸目录

序号 图号 图纸名称 图幅 备注

1 水防施-01 给水排水设计说明 A3 -

2 水防施-03 给排水主要器材表 A3 -

3 水防施-04 人防给排水平面图 A3 -

4 水防施-05 主要出入口给排水平面大样图 A3 -

5 水防施-06 水箱间给排水平面大样图 A3 -

6 水防施-07 给水系统图 A3 -

7 水防施-08 排水系统、剖面图 A3 -

给水排水设计说明

人民防空工程战时用水量表

项目 用水量标准 储水时间（d）
用水人数

（或面积）
用水量（L）

人员饮用水 3L/（人 d） 15 10人 450

人员生活用水 4L/（人 d） 7 10人 280

墙、地面冲洗用水 10L/m2 - - 6000



给水排水设计说明

3   排水系统

3.1 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的污水由排水系统汇集至污水集水池，由设在集水池内的潜水排污泵

提升至室外污水检查井。

3.2 战时卫生间设管理人员使用的移动干式厕所。

3.3 需冲洗的口部染毒区均应设置收集洗消废水的集水池（坑）。洗消废水集水池不得与清洁区

内的集水池共用。集水池（坑）设置如下：

    物资库主要出入口的密闭通道及防护密闭门以外的通道、进风竖井、进风扩散室、除尘室的

墙、地面的冲洗废水，分别设集水坑收集。采用移动式污水泵排水,并在集水坑处预留排水移动

泵电源插座。

4   平战功能转换

4.1 物资库的储水箱及增压供水设备，当影响平时使用时，可在临战时安装。但应一次完成施工

图设计，并应注明预留孔洞、预埋进水、排水等管道接口和临战转换技术措施。

4.2 人民防空工程平时用水由室外市政管网直接供给。

4.3 临战前应对储水箱进行冲洗、消毒，再加满新鲜城市自来水。

4.4 人民防空工程临战前在厕所内按照建筑图标注的位置和数量摆放干式马桶。

5   施工说明

5.1 给水管、消防管、压力排水管、通气管在穿过人民防空工程围护结构时，应在围护结构内侧

设置防护阀门，防护阀门应采用公称压力大于系统工作压力，且不小于1.0MPa，阀芯为不锈钢或

铜质材料制成的闸阀或截止阀。

5.2 防护阀门应设在进入人防围护结构或防护密闭隔墙、板后的直线管段上，且围护结构（或防

护密闭隔墙、板）内侧距离阀门的近端面不宜大于200mm ；阀门应有明显的启闭标志。

5.3 人防工程内给水排水系统的设备、管道等应设置标志，标志的设计、尺寸、颜色、制作材料

等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标志和着色标准》RFJ01的规定，应与工程同步

设计、同步实施。

5.4 给水管采用内壁衬塑的钢塑复合管,围护结构以内的重力排水管采用承插口的A型柔性接口排

水铸铁管，与潜污泵连接的排水管采用内壁衬塑的钢塑复合管；集水池通气管采用热镀锌钢管。

5.5 明露的给排水管道均做防结露保温，保温材料采用橡塑管壳，其厚度由设计计算确定。

5.6 其他的施工安装要求见有关规范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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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排水主要器材表

图例

图例 名称

市政给水管

洗消给水管

排水管

压力排水管

防护阀门（闸阀）

截止阀

止回阀

浮球阀

存水弯

电热水器

刚性防水套管

地漏

潜水排污泵

给水泵

手摇泵

可挠性接头

冲洗栓

Y型过滤器

偏心异径管

真空破坏器

冲洗龙头

SJ

J

设备和主要器材表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数量 备注

1
食品级

不锈钢水箱
3000x2000x2500 座 1 生活水箱

DP32-4-8x4

Q=4m
3
/h H=32m N=1.1kW

SH-38

Q=3.53m3/h H=30m

4 紫外线消毒器 QL4-30 个 1 -

JYWQ50-12-28-1200-3

Q=12m3/h H=28m N=3.0kW

6 防护阀门 DN100 个 1 -

7 防护阀门 DN50 个 1 -

8 浮球阀 DN50 个 4 -

9 磁耦合水位计 - 个 1 -

10 真空破坏器 DN25 个 1 -

11 冲洗龙头 DN25 个 1 -

2 给水泵 台 1 -

3 手摇泵 台 2 -

5 潜水排污泵 台 2 各一用一备

F

YF



抗爆单元A 抗爆单元B

战时排风机房

平时进风机房

垂直运输井
排风扩散室

平时集气室

1#汽车坡道

战时排风井
平时进风井

密闭通道

储藏间 配电室

值班收费

密闭通道

1#楼梯

2#楼梯

战时集气室 除尘室扩散室 战时进风井
平时排风井

平时集气室战时进风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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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防给排水平面图

生活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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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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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集水池
战时(兼平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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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出入口给排水平面大样图

洗消废水集水池
1000x1000x1000

洗消废水集水池
1000x1000x1000

洗消废水集水池
1000x1000x1000

洗消废水集水池
1000x1000x1000

洗消废水集水池
1000x1000x1000

主要出入口给排水平面大样图

说明：

1.手摇泵安装详见07FS02《防空地下室给排水设施安装》。

2.储水箱参考12S101《矩形给水箱》。

3.给水泵用于保证墙、地面冲洗用水手动控制启、停。



水箱间给排水平面大样图

DN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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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箱间给排水平面大样图说明：

1.手摇泵安装详见07FS02《防空地下室给排水设施安装》。

2.储水箱参考12S101《矩形给水箱》。

3.给水泵用于保证墙、地面冲洗用水手动控制启、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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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水系统图

生活水箱

有效容积：9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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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增压泵出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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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系统、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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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水坑剖面图

排水系统图

集水坑盖板留孔图

-11.300 说明：

1.潜污泵安装详见08S305《小型潜水排污泵选用及安装》。

2.潜污泵采用自耦式安装，两台泵互为备用。潜污泵由手动

或水位自动控制启、停。

潜污泵



值班收费

弱电机房

电缆井

电气设计说明

1   工程概况

     1.1 工程名称 :某物资库。

1.2 工程地点 :****

1.3 建设单位 :****

1.4 本工程为附建式人防工程。

人防工程类别和防护等级：

防护类别：甲类

   抗力级别：核6级、常6级

防化级别：丁级

战时功能：物资库

1.5 建筑面积：本工程人防建筑面积为2496.43平方米。

1.6 建筑层数：地下1层，地上8层。

1.7 耐火等级：一级。

2   设计依据

2.1 甲方提供的设计任务书。

2.2 甲方提供的本工程设计任务书及批准的设计方案，本工程仅作战时地下室设计。

2.3 建筑、通风、给排水专业提供的电气设备要求。

2.4 现行的国家主要规程规范及设计标准。

  《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标准》    DB11/994

  《人民防空工程防化设计规范》        RFJ013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GB50098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版）      GB50016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50034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50052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50054

  《人民防空工程质量验收及评价标准》  RFJ01

3   设计范围

3.1 本次电气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战时动力配电系统，战时照明系统，通风方式控制

及通讯系统、接地及安全措施。非战时功能部分，详见平时图纸。

4   供配电系统

4.1 战时负荷等级和各级别负荷容量

一级负荷：通信设备、应急照明。

二级负荷：正常照明、战时风机、水泵、电动密闭阀门、三种通风装置系统、洗消用的

电加热淋浴器；

三级负荷：不属于一级负荷和二级负荷的其他负荷。各等级负荷容量见战时电力负荷计

算汇总表。

图 纸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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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排风井平时集气室

战时进风机房
平时排风机房

生活水箱

电缆井

电气设计说明

4.2 供电设计

4.2.1 本工程的平时电源从工程附近公共变配电室引一路220/380V电源至AT-RF配电柜，再分

别引至各人防电源配电箱.

4.2.2 战时备用电源采用设于防化通信值班室的EPS电池组，战时安装，平时预留位置，仅安

装满足平时消防负荷用的EPS容量，战时用EPS在转换时间内安装到位。

4.3 线路敷设

4.3.1 战时使用电缆电线与平时一致。由室外地下进、出人防工程的强电或弱电线路，应分

别设置强电或弱电防爆波电缆井。电缆桥架及电缆穿越人防外墙、临空墙及密闭隔墙的各种

电缆管线（电缆桥架断开改为穿管，一根电缆一根管）和预留备用管应进行防护密闭处理，

具体作法参照本图集详图。

    平时桥架及穿越人防外墙、临空墙及密闭隔墙的各种电管线和预留备用管不得穿越滤毒

室扩散室、密闭通道、防毒通道等人防功能性房间。平时消防配电敷设应满足防火要求：当

采用暗敷设时，应穿在金属管中，并应敷设在不燃烧体结构内，且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30mm；

当采用明敷设时，应敷设在金属管或封闭式金属线槽内，并应采取防火保护措施。

4.3.2 布线用各种电缆、电缆桥架、金属线槽、预留的密闭套管及封闭式母线在穿越防火分

区楼板、隔墙时，其空隙应采用相当于建筑构件耐火极限的不燃烧材料填塞密实。穿过外墙、

临空墙、防护密闭隔墙和密闭隔墙的管线和备用管应选用壁厚度不小于2.5mm的热镀锌钢管。

4.3.3 电缆桥架遇风管水管时应与相关专业协商敷设路由，但桥架底距地不得小于2.5米，电

缆桥架或管线穿过平时防火分区隔墙（无人防要求的密闭隔墙）的孔洞时，应按消防要求采

取防火包或密封防火泥封堵。

4.4 设备安装

4.4.1 人防工程内各种动力配电箱、照明箱、控制箱、不得在外墙、临空墙、防护密闭隔墙、

密闭隔墙上嵌墙暗装，若必须设置时应采取挂墙明装。本工程内的各种电源配电箱、控制箱

除厂家自带的控制箱外其余所有配电箱、控制箱均为非标产品。除图中注明的箱体外其余箱

体均按以下要求安装：箱体高度600mm以下的，底边距地1.5米；600～800mm高，底边距地1.2

米；800～1000mm高，底边距地1.0米；1000～1200mm高，底边距地0.8米；1200mm以上的落地

安装，下设300mm基础。

4.4.2 本工程所有电气设备均应选用无油、防潮、防霉性能好的产品。

4.4.3 所选电缆应根据建筑规模、功能、环境特征、使用要求选用符合阻燃等级、燃烧性能、

产烟毒性特征要求的电缆。

4.4.4 水泵、进风机、排风机等设备电源出线口的具体位置，以相关专业图纸为准。

4.4.5 消防用电设备、消防配电柜、消防控制箱等应设置明显标志。

5   照明系统

5.1 贯彻“绿色照明”的原则，照明灯具均要求采用高效节能型灯具及器件，主要场所照度

和功率密度见表。战时应急照明中的疏散照明地面最低照度值不低于5Lx,应急、备用照明照

度不低于正常照明的10%，7.5Lx；当电力系统电源中断时,自动切换到内部电源,并在15S内恢

复正常照明。

5.2 照明插座分别由不同支路供电，照明及插座回路均为单相三线，所有插座回路均设剩余

电流动作保护断路器。平面图中照明及插座线路未标注导线根数的为三根，单联单控开关导

线根数为两根。从防护区内引至非防护区（防护密闭门以外）的照明电源回路不得与防护区

内照明回路共用一个电源回路，各自分开。

5.3 在防化通信值班室等处设置应急照明；战时应急照明灯采用常备电源供电，其连续供电

时间不应小于该人防工程隔绝防护时间，物资库防护隔绝时间不小于2h。灯具外壳采用玻璃

或其他非燃烧材料制作的保护罩。应急照明支线由顶楼梯出口设板接线盒至吊顶灯具一段明

敷线路穿钢质波纹管或普利卡管并在管外壁做防火处理。

5.4 战时防护区内的灯具采用链吊式或线吊,平站结合灯具没满足战时要求时在临战前改装或

加装防掉落保护网罩防护区外的灯具不受此限制。

5.5 疏散照明为节省投资，按平战结合考虑布置。临战调整灯具，按战时规定有序疏散。

6   接地及安全措施

6.1 人防电源接地系统采用TN-S系统。利用建筑物基础钢筋做共用接地装置，接地电阻不大

于1欧姆。

6.2 战时不使用的电气设备、电线、电缆应在临战前全部接地，战时使用的电气设备应在临

战前加装氧化锌避雷器。 金属电缆桥架及其支架和引入或引出电缆的金属导管应可靠接地，

全长不应少于2处与接地保护导体(PE)相连。

6.3 将人防工程内保护接地干线、室内公用金属管道、建筑物结构中的金属构件、室内的电

气设备金属外壳等导电部分做等电位连接。具体做法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等电位联结安

装》15D502、《<人民人防工程设计规范>图示-电气专业》05SFD10。

7   战时电话系统

7.1 在各防护单元内的人防双电源配电箱旁预留有战时通讯设备电源配电箱，容量按每个防

护单元3kW。

7.2 在防化通信值班室、战时进风机房、战时排风机房等房间内设置电话插座，留有电话线

路与附近指挥工程连通。

8   其他施工中注意事项

8.1 施工前仔细核对地上院电气图纸，对于穿越人防墙的管路要做好防护密闭处理，电缆桥

架穿越人防墙处改为穿管通过，具体做法详见07FD02-18、20～23页。强电应符合一根电缆穿

主要场所照度及功率密度表

场所 物资库 战时风机房 防化通信值班室

照度标准 50lx 75lx 150lx

LPD 按照人防平时功能执行GB55015 第3.3.7条LPD值。



一根密闭管；同类多跟弱电线路可合穿在一根管径不大于25mm保护管内，但应采用暗管加密

闭盒的方式进行防护密闭或密闭处理。

8.2 图中未尽事宜均以国家现行有关设计规范为准，未经设计人员认可，不得擅自修改。

8.3 在设备安装时，若电气设备和水、暖设备位置相冲突时，可根据情况适当移位。

8.4 各类风机等设备电源出口的具体位置，以暖通专业设备为准。

9   电气平战转换专项内容

9.1 战时总配电箱、各防护单元人防配电箱及战时进风机、排风机控制箱（均含电源管线），

强弱电管线、灯具和电源插座，电气及通信穿墙预埋套管等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施工或者安

装到位，不得预留平战转换内容。

9.2 电气工程平战转换要求

9.2.1 战时市电无法正常供电时，应能及时切除战时三级负荷的供电。

9.2.2 电缆、护套线、弱电线路和预埋备用保护管穿过临空墙、防护密闭隔墙、密闭隔墙，

除平时有要求外，其穿墙管孔应做密闭处理。平时未做密闭处理的临战时应采取防护密闭或

密闭封堵，在30d转换时限内完成。

9.2.3 临战时应检查、拆除不符合密闭要求的线路，并应满足战时的电力、信号及通信线路

要求，穿过外墙、临空墙、防护密闭隔墙、密闭隔墙围护结构时，应满足相应防护等级的密

闭要求。

9.2.4 临战时应检查灯具的安装应满足战时要求，照明灯具及光源应完好无缺。战时封堵的

出口所设置的出口指示灯，应按战时要求拆除或遮挡。当选用吸顶灯具时，应在临战时加设

防掉落保护网。临战需更换、拆除或新安装的灯具均应在30d转换时限内完成。

9.2.5 平战转换期安装的配电箱、灯具、开关、插座等均应明装。

9.2.6 为战时一级、二级负荷供电专设的EPS、UPS自备电源设备，应设计到位，平时可不安

装，但应留有接线和安装位置，并在30d转换时限内完成安装和调试。

10   其他

10.1 穿过人防工程围护结构、防护密闭墙（板）的电气管线和预留备用套管应做好密闭或防

护密闭处理。预留备用管应在两端加管堵。

10.2 所有消防和弱电系统管线穿过人防工程围护结构、防护密闭墙（板）时应做防护和密闭

处理，电气管线和预留备用套管应做好密闭或防护密闭处理。预留备用管应在两端加管堵。

管线（桥架）不得穿越安装有防护（密闭）门的门洞。

10.3 人员出入口的防护密闭门门框墙、密闭门门框墙上预埋6根SC50备用管，管壁厚度不小

于2.5mm，为热镀锌钢管，且符合防护密闭要求。

电气设计说明

战时电力负荷计算汇总表

Kx=0.9

合   计 KΣ=0.9

防护单元一

防护单元 防护单元功能
一级负荷 二级负荷一级、二级总负荷 计算负荷

备  注
（kW） （kW） （kW） （kW）

物资库 8 17.1 25.1 22.59

8 25.1 22.5917.1

平时电力负荷计算汇总表由平时设计单位提供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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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材料设备表

主要设备材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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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系统图 (一)

充电模块

通信模块

回路控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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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集气室

除尘室 扩散室

战时进风井

平时排风井平时集气室

战时进风机房
平时排风机房

生活水箱

电缆井

(二)电气系统图

人防区域电话系统示意图



(三)电气系统图



(四)电气系统图



战时排风机房
平时进风机房

垂直运输井
排风扩散室平时集气室

1#汽车坡道

战时排风井
平时进风井

密闭通道

配电室

值班收费

密闭通道

1#楼梯

2#楼梯

战时集气室

除尘室 扩散室

战时进风井

平时排风井平时集气室

战时进风机房
平时排风机房

生活水箱

弱电机房

电缆井 电缆井

战时旱厕

（2个）

污水泵单台
1.5kW 一用一备

给水泵
1.1kW

送风机
3kW

排风机
3kW

电气桥架300x100
梁下200mm安装

AL-RF

AT-RF

AC1

AC2

AT1

AT2

AT-RF-WL3

AT-RF-WL3

AT-RF-WL5

AT-RF-WL5

未特殊注明时为预留穿墙密闭套管， 6根SC50热镀锌钢管。

电气平面图

预留6SC150

ALE-RFAT-RF-WL2

通信

设备

预留

手摇泵

紫外线消毒
0.12kW



战时排风机房
平时进风机房

垂直运输井
排风扩散室平时集气室

1#汽车坡道

战时排风井
平时进风井

密闭通道

配电室

值班收费

密闭通道

1#楼梯

2#楼梯

战时集气室

除尘室 扩散室

战时进风井

平时排风井平时集气室

战时进风机房
平时排风机房

生活水箱

弱电机房

电缆井 电缆井

战时旱厕

（2个）

WL1

WL2

WL3
WL4

WL5
WL7

WL8

WL9
WL10

WL11

WL12

WL12

WL13

 照明平面图

说明：应急照明以平时设计为主，本图仅标示出修改区域中特别需要注意的部位。

WC1



战时排风机房
平时进风机房

垂直运输井
排风扩散室平时集气室

1#汽车坡道

战时排风井
平时进风井

密闭通道

配电室

值班收费

密闭通道

1#楼梯

2#楼梯

战时集气室

除尘室 扩散室

战时进风井

平时排风井平时集气室

战时进风机房
平时排风机房

生活水箱

弱电机房

电缆井 电缆井

战时旱厕

（2个）

电气桥架300x100

梁下200mm安装

 通信平面图

未特殊注明时为预留穿墙密闭套管， 6根SC50热镀锌钢管。

预留6SC80



值班收费

弱电机房

电缆井

管线穿越人防工程口部做法

注：

1.预留备用穿墙管数量为4-6根，管径为50-80mm。

2.核5级、核6级、核6B级、常5级、常6级人防工程的电气管线采用

暗管敷设时，战时在接线盒内填密封材料，不需设置抗力片，防护

密闭门外的接线盒应采用防护盖板，盖板厚度应≥3.0mm。

3.核4级、核4B级、核5级、常5级人防工程的电气管线采用明管敷

设时，在受冲击波方向应设置抗力片防护。

A 口部电缆暗管侧墙进线 B 由上部建筑直接引入工事 C 口部电缆暗管侧墙进线 D 口部明线侧墙进线

G 接线盒详图

F 连通口照明暗管敷设E 线路暗管敷设防护密闭处理



配电室

密闭通道

2#楼梯

战时集气室

除尘室 扩散室

战时进风井

平时排风井平时集气室

战时进风机房
平时排风机房

生活水箱

电缆井

电缆穿人防墙(楼板)密闭做法

2DN8

A 电缆穿临空墙、防护密闭墙安装示意图 B 电缆穿单元防护密闭隔墙安装示意图

 C 预留密闭穿墙管平时不穿线封堵做法  D 电缆穿密闭墙安装示意

注：抗力片厚度为10mm热镀锌钢板，5级以下不设抗力片。 注：抗力片厚度为10mm热镀锌钢板，5级以下不设抗力片。

注：适用于各种抗力工程注：核6级、核6B级、常6级



说明
1.电缆穿管管径，预埋位置见平面图。
2.防护密闭墙管两端另加抗力片。
3.密闭肋钢板应与结构钢筋焊牢。

穿墙管密闭肋示意图

A型 B型 C型 D型 E型



防爆波电缆井大样图

人防工程室内

说明：强、弱电井分别预留6根密闭管分别作为战时强、弱电进线预留管;

 其余管子均作为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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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波电缆井
此处共预埋 4排管，每排 3根

余同

（室外地坪）（室外地坪）

注：1、电缆应在电缆井中盘一圈作为余量。
2、电缆井战时用粗中砂填满。

密闭肋

抗力片

人防顶板

人防内部

防爆波电缆井大样图 1-1 剖面图



呼唤按钮安装图

1.使用时顺时针拔动手柄使图示箭头对准上面“开”,

2.产品出厂前应作防锈处理。
 再单指伸入孔内即可触按呼唤按钮。

说 明: 

A-A



人防物资库（二）示例



图纸目录

2   工程概况

1   设计依据

 建筑设计说明

1.1 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审批意见

1.2 勘察院工程测量成果通知单（文号）

1.3 人民防空办公室人防工程初步设计审查意见书（文号）

1.4 甲方对初步设计的意见

1.5 双方往来传真、邮件、文件及会议纪要

1.6 国家现行的规范、规程、规定，主要有：

    《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DB 11/994-2021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

    《办公建筑设计标准》JGJ/T 67-2019

    《建筑防火设计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 50098-2009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34-2004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场址及配套设施》GB 21734-2008

    《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GB55030-2022

    《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标志和着色标准》RFJ01

2.1 本工程位于北京市xx区，东、西侧均为住宅小区，北临人民村南路，南侧为住宅用地；

    本工程地下1层，地上8层，地下一层平时使用功能为汽车库、设备用房及储藏室，战时

    为人防物资库，地上为办公用房。

2.2 设计标准

2.2.1 建筑类别：二类高层建筑

2.2.2 设计工作年限：50年（以主体结构确定）

2.2.3 建筑耐火等级：地上建筑耐火等级为不低于二级，地下耐火等级为一级

2.2.4 抗震设防烈度：8度

2.2.5 地下室防水等级：一级

2.2.6 防空地下室

      防护类别：甲类

      抗力级别：核6级常6级

      防化级别：丁级

      平时功能：汽车库、设备用房及储藏室、兼做应急避难场所

      战时功能：人防物资库

2.2.7 结构类型：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2.3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2.3.1 规划建设用地面积：xxx平方米

2.3.2 总建筑面积：14763.79平方米其中：地上

      10999.69平方米，地下3764.10平方米;其

      中人防建筑面积3007.74平方米，防护区

      建筑面积为：2715.3平方米，掩蔽面积为：

      2267.47平方米,其他竖井及口部建筑面积

      292.44平方米。

2.3.3 容积率：2.2

2.3.4 建筑密度：26.7%
 建筑设计说明

图号 图纸名称 图幅

表1

建防施-01

 人防总平面图

建防施-02

 建筑设计说明

建防施-03

建防施-04 工程做法表、室内装修做法表

建防施-05

 平时地下一层平面图

建防施-06

 战时地下一层平面图

建防施-07

 应急避难地下一层平面图

建防施-08

 首层平面图

建防施-09

 1-1剖面图 2-2剖面图

建防施-10

 进风口部、室外出入口详图（一）

建防施-11

 进风口部、室外出入口详图（二）

建防施-12

 进风口部、室外出入口详图（三）

建防施-13

 进风口部、室外出入口详图（四）

建防施-14

 排风口部详图

建防施-15

 预留连通口、主要出入口详图（一）

建防施-16

 主要出入口详图（二）

建防施-17

 门窗表、门窗立面图

提示:

1. 本图集仅表示人防相关图纸，其余图纸本图集从略。

2. 平战功能转换时限及工程量详“平战功能转换表”。

平战功能转换表

建防施-18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建筑设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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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面积（m
2
）

1    防护区            2715.3

2    战时主要出入口    254.4

3    竖井               15.6

4    垂直物资运输井     22.44

5    人防连通道          -

人防工程建筑面积（m
2
）   3007.74

2.3.5 绿地率：38.6%

2.3.6 建筑主体高度（檐口）：40.40米

2.3.7 建筑层数：地上8层，地下1层



3    人防工程设计说明

页岩砖

隔板墙

钢筋混凝土墙、柱

加气混凝土砌块

1

序号 图集号 图 集 名 称

选 用 图 集 表 

备  注

地下工程防水08BJ6-1

楼梯、平台栏杆及扶手16BJ7-1

19BJ1-1 工程做法 华北标图集

公用建筑卫生间16J914-1

6   墙体及顶板

5   设计标高及单位

    本人防工程设在地下一层，人防工程为一个防护单元，划分为2个抗爆单元。设有两个室

外出入口和一个室内出入口，进风竖井兼作战时物资吊装井，本期工程与相邻人防工程之间

设有连通口，与周边其他地下室预留连通口。其中坡道室外出入口为战时主要出入口，坡道

净宽4.0米，净高2.4米，室外出入口通过人防工程通道与主体结构连接，均位于防倒塌范围

之外，位置及其周边建筑物、构筑物层数及高度见总平面图。主要出入口与次要出入口水平

直线距离为54.3米。本工程楼梯室外出入口防护密闭门外通道长度为8.7米，坡道室外出入口

防护密闭门外通道长度为25.3米，室内出入口内通道长度为3.4米，坡道室外出入口出地面后

均为防倒塌棚架结构。

    战时排风口为内附壁式，进风口在室外单独设置，进排风口出地面后均为防倒塌棚架结

构。进风口处设有扩散室、除尘室、密闭通道和进风机房，排风口处设有扩散室和排风机房。

本人防工程设有战时生活水箱，水箱可临战安装。

    本人防工程需临战转换的部分为卫生间，卫生间平时设为水厕，战时为旱厕，临战时需

进行转换。

    本人防工程兼做应急避难场所，共分为1个避难单元，建筑面积2888.11平方米,其中生活

区建筑面积为1550.17平方米，可容纳人数300人，共设有4个出入口，其中2个出入口位于地

面建筑倒塌范围以外，疏散宽度共为7.9米。

    本避难场所内设有应急避难水箱间、移动厕所，水箱、移动厕所为临时安装；

    本避难场所应急避难时给排水有保障时。

7   门窗

2

3

4

5

6

华北标图集

华北标图集

华北标图集

国标图集

比例<1:50 比例≥1:50

建筑设计说明

8.2 门窗过梁、圈梁做法见结施图。

8.3 两种材料的墙体交接处，在做饰面前均须加钉金属网，防止裂缝。

8.4 本说明未尽事宜均按国家有关施工及验收规范执行。

8.5 本工程防空地下室图纸目录见表一，选用图集见表二，室内装修做法见表三。

国标图集

提示:

1. 本图样设计说明中仅对与人防相关的方面做出了说明，外装修、

   室外工程、建筑防水、建筑节能、无障碍设计等方面均省略，

   其余图纸本图集从略。

2. 选用图集表仅列出人防工程设计中相关的选用图集，

   地面建筑选用图集省略。

页岩砖

隔板墙

钢筋混凝土墙、柱

加气混凝土砌块

4   应急避难场所设计说明

8   其他

图   例

本工程图纸按《建筑制图标准》(GB/T50104-2010)及《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

(GB/T50001-2017)绘制,其中墙体按本工程图例：

07FJ01-03 防空地下室建筑设计（2007年合订本）

屋面详图08BJ5-1

表2

5.1 本工程设计标高±0.000，相当于绝对标高47.20m。

5.2 各层标高为完成面标高，屋面标高为结构面标高。

5.3 本工程标高以米（m）为单位，标注尺寸以毫米（mm）为单位。

6.1 外墙：外墙为防水钢筋混凝土墙，详见结构施工图纸。本工程防空地下室地下室外墙

    厚度为400mm。

6.2 临空墙及门框墙:临空墙及门框墙均为钢筋混凝土墙，厚度均为300mm。

6.3 人防顶板:人防顶板为防水混凝土,厚度为250mm。

6.4 内墙：除钢筋混凝土墙外，采用200厚加气混凝土砌块，砌筑砂浆强度等级不低于M5。

    加气混凝土砌块墙的构造做法见02J102-2《框架结构填充小型空心砌块墙体建筑构造》。

    构造柱、水平配筋带等做法见结施。内隔墙构造参见J111~114《内隔墙建筑构造》。

6.5 本工程防空地下室外墙及底板为防水混凝土，另加两道(3+4)SBS改性沥青柔性防水卷材。

6.6 内外墙留洞：钢筋混凝土墙预留洞见结施和设备施工图纸。非承重墙预留洞见建施和

    设备施工图纸。

7.1 门窗立面形式、开启方式等见门窗立面图；门窗数量见门窗表。

7.2 门窗立面均表示洞口尺寸，门窗加工尺寸要按照装修面厚度由承包商予以调整；

8.1 本工程施工图应与各专业设计图密切配合施工，注意预留孔洞、预埋件，不得随意剔凿；

    水池、水箱的做法见水施图。

审核 校对 设计 页

图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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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01

02

03

04

05

名称与内容 平战施工；安装及转换时限与要求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通风口的人防门、悬摆活门

表3

战时进风机、除尘设施、各类阀门、压差测量管、放射性测量管、尾气
监测取样管、测压装置风机至扩散室段的风管及其余部分风管

战时排风机、各类阀门、超压排气活门等风机至扩散室段的风管应安装到
位，及其余部分风管

平时完成全部安装，临战时在15天内关闭各种人防门

平时封堵门框预埋、凹槽设置到位；封堵预制构件堆放在指定位置，临战前 15天
转换时限内完成封堵安装

平时安装完成;过滤吸收器可临战前3天与风管连接

平时安装完成

平时安装完成进风风机、排风风机、排烟风机、风管、除尘设施、测压装置、超
压排气活门及各类阀门等

洗手盆、口部洗消装置、冲洗栓等

各类水管、水泵、水箱、各类阀门

动力配电箱、照明箱、控制箱等

各类穿线管、预留备用管

电力照明

排水管、各类阀门、排水泵、防爆波地漏、清扫口、地漏、集水坑、手摇泵
或移动排水泵等

平时安装完成

战时砌筑，战时在3天内完成

平时安装完成

平时安装完成

平时安装完成

平时安装完成

平时安装完成

15

16

17

18

19

21

22

23

接地系统

抗爆隔墙与挡墙

信息接入箱、信息接口箱、防空警报设备接口、视频监控设备接口以
及相互连通的线缆

电缆、电线穿墙管、预留备用管

在30天内完成安装

平时完成防护密闭或密闭封堵

平时安装完成

平时安装完成

根据图纸战时砌筑；战时在3天内完成

平时预埋件施工到位，战时堆垒，在 3天内完成

按相关规范执行。

平时安装完成

在15天转换时限内全部接地

注：转换时限：早期转换（30天）、临战转换（15天）、紧急转换（3天）；

平战功能转换表

两种通风方式信号装置系统、有防护能力的音响信号按钮

通信电源和通信线路、音箱警报器、电话分机等通信设备

06 战时水箱和供水泵、给水管、各类阀门等 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后战时水箱和供水泵可以拆除封存，根据图纸战时砌筑，
战时在3天内完成

平时安装完成

20

战时干厕、盥洗室、洗消间内洗消槽或盆

封堵构件存放室

防护密闭门、密闭门、活门、封堵预埋件

拆除对战时设备有影响的平时设备、拆除楼梯间防火门

临空墙上开设的平时通行口封堵（外封堵）

油管、储油设施、进油过滤器、油泵、各类阀门等

平战功能转换表

审核 校对 设计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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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1

地1 棚1踢1内墙1

地1 棚1踢1内墙1

地2 棚3踢2内墙4
地4 棚2内墙3

地3 棚1踢2内墙2
地2 棚1踢2内墙2

管理用房、楼梯间一层

楼梯间、电间、弱电间

进风机房、排风机房
卫生间

生活水箱间
密闭通道、预留连通道、除尘室、集气室、扩散室

室内装修做法表

吊顶高度(mm)

一层

地下

顶棚房间名称位置 楼、地面 墙面 踢脚

工程做法表、室内装修做法表

汽车库

1.贴10厚地砖,100高，稀水泥浆擦缝

2.10厚1：2水泥砂浆（内掺建筑胶）

3.素水泥浆一道甩毛

1.6厚1:2.5水泥砂浆罩面压实赶光

2.素水泥浆一道

3.8厚1:3水泥砂浆打底扫毛

4.素水泥浆一道甩毛

地2防爆波电缆井、风井 水泥墙面压实赶光

地5 踢2内墙2

提示

1. 本图样仅对地下一层防空地下室及室外出入口房间部分给出装修表，其他部分省略。

2. 本图样中各类做法仅为示例，不得作为其他实际工程的设计依据。

2200

楼面

地面

做法 构造做法

1. 铺10厚地砖，稀水泥浆擦缝

2. 20厚1:3水泥砂浆结合层

3. 防水混凝土底板

4. 50厚C20细石混凝土保护层

5. 4+3厚SBS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6. 100厚C15混凝土垫层一次抹平

1. 20厚1:2.5水泥砂浆压实赶光

2. 素水泥浆一道（内掺建筑胶）

3. 4~7做法同地1(3~6)

1. 20厚1:2.5水泥砂浆压实赶光

2. 素水泥浆一道

3. 35厚C15细石混凝土随打随抹

4. 3厚高聚物改性沥青涂膜防水层

5. 最薄处30厚C15细石混凝土，从门口向地漏找1%坡

6.6~9做法同地1(3~6)

1. 10厚铺地砖，稀水泥浆擦缝

2. 6厚建筑胶水泥砂浆粘结层

3. 35厚C15细石混凝土随打随抹

4. 3厚高聚物改性沥青涂膜防水层

5. 最薄处30厚C15细石混凝土，从门口向地漏找1%坡

6. 6~9做法同地1(3~6)

1. 50厚C25彩色混凝土面层，内配φ14@200双向钢筋

2. 水泥浆一道（内参建筑胶）

3.3~6做法同地1(3~6)

地1

地2

地3

地4

地5

1. 涂无机涂料

2. 基层喷封底涂料一遍

3. 5厚1：0.5：0.25水泥石灰膏砂浆找平

4. 8厚1:1；6水泥石灰膏砂浆打底 扫毛

5. 3厚外加剂专用砂浆抹基面刮糙

6.聚合物水泥砂浆修补墙面

1. 喷水性耐擦洗涂料

2. 2厚精品粉刷石膏罩面

3. 8厚粉刷石膏砂浆打底分遍找平

4. 素水泥浆一道甩毛

1. 白水泥擦缝

2. 5厚釉面砖面层

3. 5厚1:2建筑胶水泥砂浆粘结层

4. 素水泥浆一道

5. 9厚1:3水泥砂浆打底压实赶光

6. 素水泥浆一道甩毛(内掺建筑胶)

1. 铝合金装饰条

2. 12厚矿棉吸声板，建筑胶粘剂粘贴

3. 玻璃布一层绷紧钉牢于木龙鼓表面

4. 40厚玻璃棉毡建筑胶点粘结于木龙骨档内

5. 40x40木龙骨，正面刨光，满涂氟化钠防腐剂

  双向中距600

6. 墙缝原桨抹平

7. 墙体基层预埋40x60x60防腐木砖双向中距600

编号
做法

内墙

内

墙1

内

墙2

内

墙3

内

墙4

编号 构造做法

1. 涂无机涂料

2. 基层喷封底涂料一遍

3. 满刮2厚面层耐水腻子找平

4. 板底满刮3厚底基防裂腻子分遍找平

5. 素水泥浆一道甩毛

1. 0.6厚铝条板

2. U型轻钢龙骨LB50x26中距小于等

  于1200，用特制吊件LB50-1P吊挂

3. ∅4吊杆下部固定于吊件上，上
  部焊于L40x40x4短角钢上

4. L40x40x4角钢，长40用膨胀螺丝

  固定在筋混凝土楼板上，双向中

  距小于等于1200

1.做法同内墙4

做法

顶棚

棚1

棚2

棚3

编号

踢

脚1

踢脚

踢

脚2

构造做法

表4

1.满涂银粉保护剂(或着色剂保护层)

2.3+3厚SBS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3.20厚1:3水泥砂浆找平层

4.最薄30厚轻集料混凝土找2%坡

5.钢筋混凝土屋面板

屋面

做法
屋1

做法
编号 构造做法

表5

工程做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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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1
5
0
0

BYC1815

600600

1
2
0
0

SC1212

1200

4
0
0
0

BYC1240

M1022(M1021)

2
2
0
0
(
2
1
0
0
)

1000750(1000)750(1000)

2
2
0
0
(
2
1
0
0
)

M1522(M2021)

门窗立面图

 门窗表、门窗立面图

类型 设计编号 洞口尺寸(mm)数量 图集名称 页次 选用型号 备注

BM0820 800X2000 2 21 BM0820

BM1020 1000X2000 1 21 BM1020

BHM1520 1500X2150 2 21 BHM1520

反BHM1520 1500X2150 1 21 BHM1520

BHM2020 2000X2150 1 25 BHM2020 双扇活门槛钢筋混凝土密闭门

BGM4025 4000X2500 1 30 BGM4025 双扇无门槛钢结构密闭门

反BFM1020-15 1000X2000 1 11 BHFM1020-15单扇固定门槛钢筋混凝土防护密闭门

BHFM1020-05 1000X2150 1 11 BHFM1020-05

反BHFM1020-05 1000X2150 1 11 BHFM1020-05

反BHFM1020-15 1000X2150 1 11 BHFM1020-15

BHFM1520-15 1500X2150 2 12 BHFM1520-15

反BHFM1520-15 1500X2150 1 12 BHFM1520-15

正BHFM2020-15 2000X2150 1 17 BHFM2020-15 双扇活门槛钢筋混凝土防护密闭门

BGFM4025-15 4000X2500 1 27 BGFM4025-15

BGFM5025-05 5000X2500 2 27 BGFM5025-05

防爆波活门 BMH14500-15 600X1700 2 31 BMH14500-15 悬板活门

M1021 1000X2100 1 成品木夹板门

M1022 1000X2200 1

M1522 1500X2200 1

M2021 2000X2100 1

FM甲1021 1000X2100 1

FGM甲1521 1500X2100 3

FM甲2021 2000X2100 1

FM乙1022 1000X2200 1

FM乙1522 1500X2200 1

BYC1240 1200X2800 1

BYC1815 1800X1800 1

普通窗 C1212 1200X1200 2 塑钢中空玻璃

防雨百叶窗

防护门

密闭门

单扇固定门槛钢筋混凝土密闭门

单扇活门槛钢筋混凝土密闭门

单扇活门槛钢筋混凝土防护密闭门

双扇无门槛钢结构防护密闭门

铝合金防雨百叶窗

07FJ03

普通门
成品钢制外门

甲级防火门

成品钢制防火门

乙级防火门

600600

注:本图集所表示门窗表为整个工程门窗表的一部分，仅仅表示了地下二层（人防层）的门窗数量。

实际工程中可将整个工程的门窗表（应包括人防设备）提交人防主管部门送审。

表6门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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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平面图

±0.000(47.200)

战时主要出入口

避难单元2#出入口

战时次要出入口

避难单元3#出入口
避难单元4#出入口

地下室轮廓线

人防工程范围

新建办公楼轮廓线

战时排风井

防爆波电缆井

8F/-1F

H=40.4m/-3.9m

新建办公楼

人防连通道

下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一期）

编号 数量 备注

9500.00

14763.79

10999.69

3

4

5

2.2

辆 80

辆 8

辆 72

辆 50

% 38.6

项目名称

1 建设用地面积

2 总建筑面积

容积率

机动车停车位

地下停车位

地上停车位

自行车车位数量

绿地率

地上总建筑面积

其
中

其
中

6

26.7建筑密度 %

7

人防工程设计方案指标明细表

人防管理用
房建筑面积

（m
2
）

地上其他部分
建筑面积（m

2
）

人防防护
区建筑面
积（m

2
）

人防其他部分
建筑面积

（m
2
）

10.93 126.26 2715.3 155.25

人防工程地上建筑面积
（m2）

人防工程地下建筑面积
（m2）

137.19 2870.55

所在
建筑
栋号
及位
置

防护
单元
编号

战时
主要
出入
口编
号

战
时
功
能

平
时
用
途

抗
力
等
级

人防工
程

建筑面
积
（m2）

地下
一层

1#防
护单
元

1#-1
口部

物
资
库

汽
车
库

甲
6
3007.74

B

A
D

C

3764.10地下总建筑面积

10838.08办公楼建筑面积

161.61其他建筑面积

不含二期工程

其
中

不含二期工程

不含二期工程

X=301244.431

Y=496444.061
X=301232.050

Y=496318.005

X=301157.975

Y=496322.206 X=301170.655

Y=496451.307

X=301186.283

Y=496345.135
X=301187.778

Y=496360.362

X=301195.541

Y=496359.600

X=301196.362

Y=496367.960

X=301198.825

Y=496393.039

X=301199.646

Y=496401.399

X=301233.386

Y=496413.458X=301226.340

Y=496341.201

管理用房

道路

场地设计标高

绿化

主要出入口

46.700

用地红线

地上建筑轮廓线
50.10

46.900

(±0.00)

49.80

X=301192.881

Y=496417.437
X=301188.599

Y=496368.722

X=301191.062

Y=496393.801

应急救灾移动厕所(5个)

X=301191.883

Y=496402.161

图例

X=301176.330

Y=496346.113
X=301179.409

Y=496369.273

X=301183.427

Y=496418.365

X=301182.693

Y=496402.712

人    民    村    南    路

避难单元1#出入口
地下室轮廓线

室内地坪设计标高

人防物资库

X=301178.656

Y=496361.610

X=301181.941

Y=49639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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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M甲1523 FM乙1523FGM甲1523 FGM甲1523

FM乙1523

FM甲1823 FM甲1521

强电井弱电井

风井

前室

F
M
乙

1
5
2
2

FM乙1522
FM乙1522

风井

FM甲1522

合用前室

消防电梯

F
M
乙

1
0
2
1

扩散室

反
B
F
M
1
0
2
0
-
1
5

F
M
乙

1
5
2
2

F
M
甲

1
0
2
1

集气室

F
M
甲

1
5
2
1

强电间

平时、战时排风机房

B
G
F
M
4
0
2
5
-
1
5

密闭通道

FM乙1321

反BHM1520

通道

扩散室

集气室

平时、战时进风机房

F
G
M
甲

1
5
2
2

通道

BHM1520

FM甲1521FM甲1521

密闭通道

反
B
H
F
M
1
5
2
0
-
1
5

变配电室 热计量小室 中水泵房报警阀间 生活给水泵房加压送风机房丙2类储藏

防火门平时关闭

F
J
L
M
乙

4
0
2
5

F
J
L
M
乙

4
0
2
5

防火单元1

防烟分区1

建筑面积：895.74m
2

防烟分区2

建筑面积：1900.26m
2

F
J
L
M
特

4
0
2
5

B
G
M
4
0
2
5

FGM甲1521

正
B
M
1
0
2
0

强电

弱电

F
M
乙

1
5
2
1

M1021

弱电间

F
M
甲

1
0
2
2

BGFM5025-05

-6.300

汽车库

FJLM特5025

F
M
甲

1
0
2
1

集水坑

2000x1500x1500

集水坑(余同)

1000x1000x1000

集水坑

2000x1500x1500

集水坑

2000x1500x1500

集水坑

2000x1500x1500

集水坑(余同)

1000x1000x1000

BHFM1020-05

反BHFM1020-05

FM甲1022

女

男

女

81750

6600 8400 8400 8400 8400 8400 8400 8400 6600 5450 4300

81750

6600 8400 8400 8400 8400 8400 8400 8400 6600 5450 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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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尘室

集气室

B
H
M
2
0
2
0

F
M
甲

2
0
2
1

1#进风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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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避难水箱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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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一层平时平面图

注:

平时兼应急避难时使用

1700 5000 1700

1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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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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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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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
0
0
0

1
4
0
0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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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0

3000 500

详见楼座设计

卫生间

B
H
M
1
5
2
0

B
M
0
8
2
0

防爆波电缆井详见07FJ02

1
5
0

3
5
0

密闭通道

9
0
0

1
5
0
0

混凝土门槛

200高

1. 本工程地下一层平时为汽车库和设备用房，战时为人防物资库； 

2. 本工程地下一层建筑面积为3767.23平方米，汽车库建筑面积为2918.74平方米，

共72个小汽车停车，其中充电车位8个。

3. 本工程地下一层为一个防火分区，两个防火单元。

汽车库

密闭通道

B
M
H
1
4
5
0
0
-
1
5

BMH14500-15

B
H
F
M
1
5
2
0
-
1
5

1000 4800 850 100

BHFM1520-15

B
H
F
M
2
0
2
0
-
1
5

预留连通口

反
B
H
M
1
0
2
0

1#排风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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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一层平时平面图

卫生间仅平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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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风井

兼物资吊装井

临战堆垒500-1000mm厚沙袋

上端宽度≥500，高度≥1800mm

战时主要出入口

5150 200

地下一层战时平面图

平时使用

非防护区

详见楼座设计

5000400

混凝土门槛

200高

防爆波电缆井详见07FJ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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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闭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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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工程地下一层防空地下室抗力级别为甲6级，防化等级为丁级； 

 平时为汽车库，战时为物资库。

2. 本工程地下一层建筑面积为3767.23平方米，人防建筑面积为2888.11平方米。

防空地下室掩蔽面积为2267.47平方米。

3. 临战时水冲厕所停止使用，改为特制马桶。

4. 地漏位置详见水施图。

BHFM1520-15

密闭通道

BMH14500-15

战时封堵口

1#排风井

进风口部、室外出入口详

 建防施-12、13、14、15

 排风口部详图

 建防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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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配电室 热计量小室 中水泵房报警阀间 生活给水泵房加压送风机房丙2类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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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一层应急避难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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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楼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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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本工程地下一层平时为汽车库，战时为物资库， 

人防物资库兼做应急避难场所；

2. 本工程地下一层建筑面积为3767.23平方米，避避场所建筑面积为2888.11平方米。

生活区建筑面积为1550.17平方米，掩蔽人数为300人。

3. 移动厕所临时安装,地漏位置详见水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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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层平面图
注:

1.首层平面图详见楼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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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风口部、室外出入口详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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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集水坑(余同)

1000x1000x1000

进风口部、室外出入口-3.150标高平面图

注：

1、集水坑做法参见：07FJ02-110；

2、凡通道内设有集水坑的地面应找1%坡，使水流向集水坑；

3、所有构造柱和剪力墙尺寸、位置以结施为准；

4、活门槛做法详见RFJ01-2008第4页,活门槛预埋件在浇筑混凝土时预埋；

5、钢爬梯做法详见:07FJ02-84-2；

6、本图所标注的各种预留洞与预埋件等应与各工种密切配合，且以相关专业为准；

7、所有固定门槛人防门的门槛高150mm，确认无误后方可施工,严禁事后剔凿。

8、楼梯栏杆扶手参图集16BJ7-1第40页A18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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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风口部、室外出入口详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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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墙雨水口详见08BJ5-1钢栏杆详见16BJ7-1

注：

1、集水坑做法参见：07FJ02-110；

2、凡通道内设有集水坑的地面应找1%坡，使水流向集水坑；

3、所有构造柱和剪力墙尺寸、位置以结施为准；

4、活门槛做法详见RFJ01-2008第4页,活门槛预埋件在浇筑混凝土时预埋；

5、钢爬梯做法详见:07FJ02-84-2；

6、本图所标注的各种预留洞与预埋件等应与各工种密切配合，且以相关专业为准；

7、所有固定门槛人防门的门槛高150mm，确认无误后方可施工,严禁事后剔凿。

8、楼梯栏杆扶手参图集16BJ7-1第40页A18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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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风口部、室外出入口详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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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风口部、室外出入口详图(四)

防水收头

08BJ6-1

500 500
踏步防滑条详见

16BJ7-1

钢栏杆详见

16BJ7-1
防水收头

08BJ6-1

钢栏杆固定

16BJ7-1

女儿墙防水收头详08BJ5-1 女儿墙防水收头详08BJ5-1

注：

1、集水坑做法参见：07FJ02-110；

2、凡通道内设有集水坑的地面应找1%坡，使水流向集水坑；

3、所有构造柱和剪力墙尺寸、位置以结施为准；

4、活门槛做法详见RFJ01-2008第4页,活门槛预埋件在浇筑混凝土时预埋；

5、钢爬梯做法详见:07FJ02-84-2；

6、本图所标注的各种预留洞与预埋件等应与各工种密切配合，且以相关专业为准；

7、所有固定门槛人防门的门槛高150mm，确认无误后方可施工,严禁事后剔凿。

8、楼梯栏杆扶手参图集16BJ7-1第40页A18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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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阶做法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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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留连通口、主要出入口详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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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集水坑做法参见：07FJ02-110；

2、凡通道内设有集水坑的地面应找1%坡，使水流向集水坑；

3、所有构造柱和剪力墙尺寸、位置以结施为准；

4、活门槛做法详见RFJ01-2008第4页,活门槛预埋件在浇筑混凝土时预埋；

5、钢爬梯做法详见:07FJ02-84-2；

6、本图所标注的各种预留洞与预埋件等应与各工种密切配合，且以相关专业为准；

7、所有固定门槛人防门的门槛高150mm，确认无误后方可施工,严禁事后剔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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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坡道沿行车道中线展开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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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出入口详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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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道1-1剖面图预留连通口平面图 预留连通1-1剖面图

预留连通口预留连通口

说明：

1、集水坑做法参见：07FJ02-110；

2、凡通道内设有集水坑的地面应找1%坡，使水流向集水坑；

3、所有构造柱和剪力墙尺寸、位置以结施为准；

4、活门槛做法详见RFJ01-2008第4页,活门槛预埋件在浇筑混凝土时

预埋；

5、钢爬梯做法详见:07FJ02-84-2；

6、本图所标注的各种预留洞与预埋件等应与各工种密切配合，且以

相关专业为准；

7、所有固定门槛人防门的门槛高150mm，确认无误后方可施工,严禁

事后剔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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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设计说明 

2-4-1

1   工程概况

1.1 建筑功能：平时功能为汽车库，战时功能为人防物资库。

1.2 建筑面积：本工程人防建筑面积为3007.74㎡，防护区建筑面积为2715.3㎡，掩蔽面积

为2267.47㎡。

1.3 抗力级别：核6级常6级。

1.4 防化级别：丁级。

1.5 设计使用年限：50年。

1.6 耐火等级：一级。

1.7 抗震设防烈度：8度。

2   设计依据

2.1 与各方进行的会议纪要。

2.2 国家现行的有关规范和标准：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2012

  《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DB11/994-2021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50098-2009

  《人民防空工程质量验收与评价标准》RFJ01-2015

  《人民防空工程防护功能转换设计标准》RFJ1-98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2016

  《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34-2004

  《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标志和着色标准》RFJ01-2014

   其他相关的规范、规程及规定等。

2.3 相关专业提供的工程设计资料。

2.4 业主提供的相关设计资料、图纸、电子文件、电子邮件、会谈纪要、设计和使用要求

等。

3   设计范围

    设计范围：人防物资库(二)战时通风系统。

4   战时通风系统

4.1 平时车库排风排烟量应由计算确定，当消防排烟不能利用车道进行补风时，应设补风

井。

4.2 战时人防物资库设清洁通风和隔绝防护时的内循环通风。进风系统由防爆波活门，扩

散室，手电动密闭阀门，插板阀，送风机组成。

4.4 战时清洁式通风送风按换气次数1～2次/h计算。隔绝防护时间≥2h，CO2容许体积浓度

≤3.0%。

4.5 战时送风管道尽量利用平时风管、风口。

4.6 战时清洁排风由防爆波活门，扩散室，手电动密闭阀门，排风机组成。

4.7 进排风口部所选防爆活门的额定风量应大于或等于战时清洁通风量。

4.8 对于贮存特殊要求的人防物资库，宜预留若干台移动降湿机电源插座，并与给水排水

通风设计说明

轴流式通风机

插板阀

系统

消声器

（混流风机）

图   例

RS

RP

P 超压测压管

人防送风管

人防排风管

对开多叶调节阀

防火阀

平面

球阀（旋塞阀）

自动排气活门

换气堵头

截止阀

名  称

油网滤尘器

图    例

图  例 名   称

止回阀 百叶风口

手动密闭阀门

(空气冷却器)
除湿机

平面

系统

平面

系统

手、电动

01

02

03

04

05

序号 图号 图纸名称 图幅 备注

防风施-01

防风施-02

防风施-03

防风施-04

防风施-05

通风设计说明

主要设备材料表

人防进排风口部通风原理图

战时通风平面图

进排风口部通风详图

-- --

-- --

-- --

-- --

-- --

选用标准图集目录

01

02

03

04

05

06

序号 图号 标准图集名称 备注

07FK02

12K101-1～4

07K103-2

13K115

07K120

10K121

防空地下室通风设备安装

通风机安装（2012年合订本）

防、排烟设备安装

暖通空调风管软连接选用与安装

风阀选用与安装

风口选用与安装

--

--

--

--

--

--

图   例 名   称

密闭阀门

暖通专业图纸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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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设计说明

2-4-2

专业配合预留相应排水措施。

4.9 设置在染毒区的进、排风管，应采用2mm～3mm厚的钢板焊接成型，且应有0.5%的坡度

坡向室外。

4.10 人防物资库设置空气质量监测仪。

4.11 本示例战时通风简要计算表略。

5   施工安装

5.1 进排风口部至清洁区最后一道密闭阀门范围内的进排风管为染毒管道，采用3mm厚钢板

焊接制成，同时管道应有0.5%的坡度坡向室外。清洁区最后一道密闭阀门以里的管道为清

洁区管道，采用镀锌钢板制作，厚度按《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2016

有关规定执行。

5.2 穿过防护密闭墙的通风管，应采取可靠的防护密闭措施，并应在土建施工时一次预埋

到位。

5.3 人防工程内的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的设备、管道等应设置标志，标志的设计、尺

寸、颜色、制作材料等应符合先行行业标准《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标志和着色标准》

RFJ01的规定，应与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实施。

5.4 未说明处应严格遵守《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2016和《人民防空

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34-2004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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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集号

梁琳审核

主要设备材料表主要设备材料表

编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风量12000m
3
/h

全压550Pa

功率4.0kW

2 油网滤尘器 LWP-D 块 8 两组，立式安装

3 手、电动密闭阀门 D860 只 4 -

4 插板阀 D860 只 1 -

5 风量调节阀 1000x500只 1 -

6 风量调节阀 D860 只 1 -

7 气密性测量管 DN50 只 8 详见07FK02第60页

8 插板阀 1000x500只 1 -

风量10800m
3
/h

全压570Pa

功率4.0kW

10 防火调节阀 1000x500只 2 常开，70℃关

11 消声器 1000x500只 2 长1000mm

12 平时使用设备 - 台 1 -

13 平时使用设备 - 台 1 -

14 单层百叶风口 1000x500个 10 L=4170m
3
/h

15 单层百叶风口 500x250 个 1 L=850m
3
/h

16 单层百叶风口 800x400 个 12 L=3000m
3
/h

17 单层百叶风口 400x200 个 1 L=500m
3
/h

18 单层百叶风口 300x150 个 2 L=150m
3
/h

19 侧回风口 1000x1000个 1 L=10800m
3
/h

20 侧送风口 2000x2000个 1 -

21 板式排烟口 (500+250)x400个 1 -

22 防火阀 250x120 个 2 -

23 防火阀 400x160 个 1 -

24 止回阀 320x160 个 1 -

轴流送风机1 台 1 -

轴流排风机9 台 1 -



人防进排风口部通风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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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集号

梁琳审核

进风口部通风原理图

排风口部通风原理图

进风、排风口部阀门、风机操作顺序

开启 关闭 开 关

清 洁 式 X1、X2、X4、X5 X3 SF、PF --
开启风井内防护密闭门、密闭门

关闭平时使用设备

隔绝防护时的

内循环通风
X4、X3 X1、X2、X5 SF PF

关闭平时使用设备，机房门打开

关闭风井内防护密闭门、密闭门

通风方式

阀门 风机

战

时

通

风

备注

SF X4 70°CX2X1

X3

LWP-D

X2X1 X5 PF 70°C

战时送风集气除尘扩散室风井

扩散室风井
战时排风



排风井

前室
合用前室

扩散室

集气室

排风机房

密闭通道 通道

除尘室

集气室

集气室

进风机房

通道通道

密闭通道

地面建筑轮廓线战时次要出入口

变配电室热计量小室 中水泵房报警阀间 生活给水泵房加压送风机房丙 类储藏

预留连通口

汽车库

干厕

抗爆单元

平方米

人防物资库

应急避难水箱间

进风井

兼物资吊装井

战时主要出入口

平时使用

非防护区

详见楼座设计

密闭通道

密闭通道

抗爆单元

平方米

弱电间

强电间

战时通风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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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排风口部通风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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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进风机房手、电动密闭阀3-2之前及排风机房手、电动密闭阀3-3之后的染毒区风管均采用3mm厚

的钢板焊接，管道与设备的连接法兰衬以橡胶垫密封圈。管道安装时应按0.5%的坡度坡向室外。

2.图中设备和管件编号的内容详见图2-4-2主要设备材料表。

3.图中标注尺寸单位标高以米计，其余均以毫米计。

进风口部通风平面图 排风口部通风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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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水排水设计说明

1   概述

    本人民防空工程位于xx市xx小区内，本工程地下一层人民防空工程抗力级别为核6级常6级，

防化级别为丁级;平时为汽车库，战时为物资库。本工程建筑面积为3767.23平方米,人防物资库

建筑面积3007.74平方米。

    人防物资库兼做应急避难场所,避避场所建筑面积为2888.11平方米。生活区建筑面积为

1550.17平方米，掩蔽人数为300人。

1.1 本施工图设计包括人民防空工程战时使用的给排水系统设计。

1.2 设计依据

   《人民防空工程防化设计规范》RFJ013-2010

   《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DB11/994-2021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

2   给水系统

2.1 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供水由室外城市市政给水管网供给。市政给水管网最低供水压力为

0.18MPa。生活饮用水平时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的规定，战

时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GB 50038的规定。

2.2 物资库战时给水系统包括人员饮用水、人员生活用水、口部染毒区墙、地面的冲洗用水。

2.3 人民防空工程战时用水量见下表：

2.4 为了满足战时管理人员的用水需要，在人民防空工程清洁区内设置一个有效容积为10.0m ³的
人员生活用水储水箱。水箱材质为不锈钢。人员生活用水储水箱同时贮存人员生活用水和口部染

毒墙、地面冲洗用水。人员饮用水按18.9L桶装水计,需贮存24桶。

2.5 人员生活用水水箱设气压给水装置一套，以满足洗消用水水量和水压的需要；给水泵设电动

给水泵和手摇泵各一台，以保证战时停电后供水的需要。

2.6 生活用水储水箱均设置紫外线消毒设备，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

CJJ 140的规定。战时管理人员生活用水的供给不设管道系统，经紫外线消毒器后，由人员直接

在水箱间通过水嘴取用。

2.7 人防工程范围内的生活给水单独设水表计量。

2.8 物资库主要出入口的密闭通道及防护密闭门以外的通道分别设置洗消冲洗栓，用于战时口部

染毒墙、地面的冲洗。

选用标准图目录

序号 标准图集编号 图纸名称 备注

1 09FS10 防空地下室给排水设计示例 -

2 08FJ06 防空地下室施工图设计深度要求及图样 -

3 07FS02 防空地下室给排水设施安装 -

4 12S101 矩形给水箱 -

5 14S104 二次供水消毒设备选用及安装 -

6 08S305 小型潜水排污泵选用及安装 -

7 12S108-2 真空破坏器选用与安装 -

给水排水专业图纸目录

序号 图号 图纸名称 图幅 备注

1 水防施-01 给水排水设计说明 A3 -

2 水防施-03 给排水主要器材表 A3 -

3 水防施-04 战时人防给排水平面图 A3 -

4 水防施-05 应急避难给排水平面图 A3 -

5 水防施-06 主要出入口给排水平面大样图 A3 -

6 水防施-07 水箱间给排水平面大样图 A3 -

7 水防施-08 水箱间给水系统图 A3 -

8 水防施-09 水箱间剖面图 A3 -

9 水防施-10 卫生间给排水平面大样图 A3 -

10 水防施-11 排水系统及剖面图 A3 -

给水排水设计说明

人民防空工程战时用水量表

项目 用水量标准 储水时间（d）
用水人数

（或面积）
用水量（L）

人员饮用水 3L/（人 d） 15 10人 450

人员生活用水 4L/（人 d） 7 10人 280

墙、地面冲洗用水 10L/m2 - - 6000



给水排水设计说明

6.2 防护阀门应设在进入人防围护结构或防护密闭隔墙、板后的直线管段上，且围护结构（或防

护密闭隔墙、板）内侧距离阀门的近端面不宜大于200mm ；阀门应有明显的启闭标志。

6.3 人防工程内给水排水系统的设备、管道等应设置标志，标志的设计、尺寸、颜色、制作材料

等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标志和着色标准》RFJ01的规定，应与工程同步

设计、同步实施。

6.4 给水管采用内壁衬塑的钢塑复合管,围护结构以内的重力排水管采用承插口的A型柔性接口排

水铸铁管，与潜污泵连接的排水管采用内壁衬塑的钢塑复合管；集水池通气管采用热镀锌钢管。

6.5 明露的给排水管道均做防结露保温，保温材料采用橡塑管壳，其厚度由设计计算确定。

6.6 其他的施工安装要求见有关规范和标准。

3   排水系统

3.1 平时使用的污水由排水系统汇集至废水集水池，由设在集水池内的潜水排污泵提升至室外污

水检查井。

3.2 战时卫生间设管理人员使用的移动干式厕所。

3.3 需冲洗的口部染毒区均应设置收集洗消废水的集水坑。洗消废水集水池不得与清洁区内的集

水池共用。集水坑设置如下：

    物资库主要出入口的密闭通道及防护密闭门以外的通道、进风竖井、进风扩散室、除尘室的

墙、地面的冲洗废水，分别设集水坑收集。采用移动式污水泵排水,并在集水坑处预留220V三孔

防溅电源插座。

4   应急避难场所

4.1 本物资库人防工程兼作应急避难场所。共分为1个避难单元，可容纳人数300人。应急避难场

所给水系统包括应急避难人员的饮用水和人员生活用水。本避难场所内设有应急避难水箱间、移

动厕所，水箱、移动厕所为临时安装；

4.2 应急避难场所供水水源为市政供水管网和储水箱两种，战时生活水箱兼做应急避难水箱。

4.3 应急避难场所用水量见下表：

4.4 饮用水、生活用水的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的规定。

4.5 本物资库战时生活用水水箱兼做应急避难生活水箱。应急避难生活水箱仅供人员盥洗用水，

由有效容积为10.0m³的储水箱和变频加压供水设备供给，由管道系统引至卫生间洗脸盆处。应急

避难人员饮用水为瓶装饮用水，1.5L*12瓶/箱的瓶装饮用水，需供应150箱。

4.6应急避难单元生活区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6 50140 的规定

配置灭火器。

5   平战功能转换

5.1 物资库的储水箱及增压供水设备，当影响平时使用时，可在临战时安装。但应一次完成施工

图设计，并应注明预留孔洞、预埋进水、排水等管道接口和临战转换技术措施。

5.2 人民防空工程平时用水由室外市政管网直接供给。

5.3 临战前应对储水箱进行冲洗、消毒，再加满新鲜城市自来水。

5.4 平时使用的水冲厕所应在人民防空工程临战前平战功能转换时关闭进水管阀门。按照建筑图

标注的位置和数量摆放干式马桶。

6  施工说明

6.1 给水管、消防管、压力排水管、通气管在穿过人民防空工程围护结构时，应在围护结构内侧

人民防空工程应急避难场所用水量表

项目 用水量标准 储水时间（d）
用水人数

（或面积）
用水量（L）

人员饮用水 3L/（人 d） 3 300人 2700

人员生活用水 10L/（人 d） 3 300人 9000



给排水主要器材表

R

设备和主要器材表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数量 备注

DP32-4-8x4

Q=4.8m3/h H=30m N=1.1kW

SH-38

Q=3.53m3/h H=30m

气压罐 SQL800-6 800 个 1 -

5 紫外线消毒器 QL4-30 个 1 -

JYWQ50-12-28-1200-3

Q=12m
3
/h H=28m N=3.0kW

7 防护阀门 DN100 个 2 -

8 浮球阀 DN50 个 2 -

9 磁耦合水位计 - 个 2 -

真空破坏器 DN25 个 2 -10

冲洗龙头 DN25 个 2 -11

坐便器 个 3 平时使用12

污水提升器 流量2L/s，扬程10米，功率300W 个 3 平时/应急避难13

洗脸盆 感应式水嘴 个 3 平时/应急避难

1
食品级

不锈钢水箱

2 给水泵 台 1
变频自动

给水泵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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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防给排水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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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手摇泵安装详见07FS02《防空地下室给排水设施安装》。

2.储水箱参考12S101《矩形给水箱》。

3.给水泵用于保证墙、地面冲洗用水手动控制启、停。



水箱间给排水平面大样图

水箱间给排水平面大样图
说明：

1.手摇泵安装详见07FS02《防空地下室给排水设施安装》。

2.储水箱参考12S101《矩形给水箱》。

3.给水泵用于保证墙、地面冲洗用水手动控制启、停。

D
N
2
5

J

紫外线消毒器

D
N
5
0

D
N
5
0

DN50
SJ

DN100

D
N
2
0

D
N
1
0
0

通气管

溢流管

通气管

玻璃管液位计

DN50 DN5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700

950 5000 700 1
0
0
0

3
0
0
0

3
0
0

3
0
0

4004005070050100

5
0
0

7
0
0

1
0
0

300

10001000

废水集水池

2000x1500x1500

J

8
0
0

4
0
5



水箱间给水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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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箱间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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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本图为侧向式消毒器的示意图，也可使用上向式消毒器。

2.消毒器安装高度由设计人员根据选用设备情况自定。

3.紫外线消毒器的安装参考14S104第10页。

4.水箱基础一般为混凝土，也可为能满足承重要求的其他材料。

5.水箱有效容积应为出水管内底至最高水位之间容积。

-5.700

吸水喇叭口缘加设水平防涡板

1
0
0

-4.500溢流水位
-4.350

2-2 剖面图

紫外线消毒器

QL4-30

5*3*1.5
有效容积10m3

-6.300

-5.400 低水位

-4.600 高水位

-4.200

-5.800基础顶DN100

D
N
1
0
0

D
N
1
0
0

DN50

溢流管

18目不锈钢丝防虫网罩

DN50

人孔，加盖带锁

D
N
5
0

-5.400 低水位

DN50D
N
5
0

-4.350

-5.700 水箱底

吸水喇叭口缘加设水平防涡板

1
0
0

D
N
1
0
0-3.900

十八目不锈钢丝防虫网

通气管

战时生活水箱

水箱基础

DN20

DN20

-5.5005*3*1.5

有效容积10m3

战时生活水箱

-4.500 溢流水位

1-1 剖面图

D
N
5
0

D
N
1
0
0 -3.900

通气管

D
N
1
0
0-4.100

通气管

型钢底架

-5.400 低水位



平时卫生间给排水平面大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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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卫生器具安装详见O7FS02《防空地下室给排水设施安装》。

2.一体式排水泵安装详见RFJ05-2009-GSPS《人防工程设计大样图》。

3.卫生间内接应急避难给水管的洗手盆仅应急救灾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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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系统、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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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潜污泵安装详见08S305《小型潜水排污泵选用及安装》。

2.潜污泵采用自耦式安装，两台泵互为备用。潜污泵由手动或水位自动控制启、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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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设计说明

1   工程概况

1.1 工程名称 :某物资库。

1.2 工程地点 :****

1.3 建设单位 :****

1.4 本工程为附建式人防工程。

人防工程类别和防护等级：

防护类别：甲类

抗力级别：核6级、常6级

     防化级别：丁级

战时功能：物资库

1.5 建筑面积：本工程人防建筑面积为3007.74平方米。

1.6 建筑层数：多层民用建筑。

1.7 耐火等级：一级。

2   设计依据

2.1 甲方提供的设计任务书。

2.2 甲方提供的本工程设计任务书及批准的设计方案，本工程仅作战时地下室设计。

2.3 建筑、通风、给排水专业提供的电气设备要求。

2.4 现行的国家主要规程规范及设计标准。

  《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标准》    DB11/994

  《人民防空工程防化设计规范》        RFJ013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GB50098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版）      GB50016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50034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50052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50054

  《人民防空工程质量验收及评价标准》  RFJ01

3   设计范围

3.1 本次电气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战时动力配电系统，战时照明系统，通风方式控制

及通讯系统。非战时功能部分，详见平时图纸。

4   供配电系统

4.1 战时负荷等级和各级别负荷容量

一级负荷：通信设备、应急照明。

二级负荷：正常照明、战时风机、水泵、电动密闭阀门、三种通风装置系统、洗消用的

电加热淋浴器；

三级负荷：不属于一级负荷和二级负荷的其他负荷。各等级负荷容量见战时电力负荷计

算汇总表。



电气设计说明

4.2 供电设计

4.2.1 本工程的平时电源从工程附近公共变配电室引一路220/380V电源至AT-R配电柜，再分

别引至各人防电源配电箱.

4.2.2 战时备用电源采用设于防化通信值班室的EPS电池组，战时安装，平时预留位置，仅安

装满足平时消防负荷用的EPS容量，战时用EPS在转换时间内安装到位。

4.3 线路敷设

4.3.1 战时使用电缆电线与平时一致。由室外地下进、出人防工程的强电或弱电线路，应分

别设置强电或弱电防爆波电缆井。电缆桥架及电缆穿越人防外墙、临空墙及密闭隔墙的各种

电缆管线（电缆桥架断开改为穿管，一根电缆一根管）和预留备用管应进行防护密闭处理，

具体作法参照本图集详图。

    平时桥架及穿越人防外墙、临空墙及密闭隔墙的各种电管线和预留备用管不得穿越滤毒

室扩散室、密闭通道、防毒通道等人防功能性房间。平时消防配电敷设应满足防火要求：当

采用暗敷设时，应穿在金属管中，并应敷设在不燃烧体结构内，且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30mm；

当采用明敷设时，应敷设在金属管或封闭式金属线槽内，并应采取防火保护措施。

4.3.2 布线用各种电缆、电缆桥架、金属线槽、预留的密闭套管及封闭式母线在穿越防火分

区楼板、隔墙时，其空隙应采用相当于建筑构件耐火极限的不燃烧材料填塞密实。穿过外墙、

临空墙、防护密闭隔墙和密闭隔墙的管线和备用管应选用壁厚度不小于2.5mm的热镀锌钢管。

4.3.3 电缆桥架遇风管水管时应上翻，如上翻确实无法做到时可下翻,但桥架底距地不得小于

2.5米，电缆桥架或管线穿过平时防火分区隔墙（无人防要求的密闭隔墙）的孔洞时，应按消

防要求采取防火包或密封防火泥封堵。

4.4 设备安装

4.4.1 人防工程内各种动力配电箱、照明箱、控制箱、不得在外墙、临空墙、防护密闭隔墙、

密闭隔墙上嵌墙暗装，若必须设置时应采取挂墙明装。本工程内的各种电源配电箱、控制箱

除厂家自带的控制箱外其余所有配电箱、控制箱均为非标产品。除图中注明的箱体外其余箱

体均按以下要求安装：箱体高度600mm以下的，底边距地1.5米；600～800mm高，底边距地1.2

米；800～1000mm高，底边距地1.0米；1000～1200mm高，底边距地0.8米；1200mm以上的落地

安装，下设300mm基础。

4.4.2 本工程所有电气设备均应选用无油、防潮、防霉性能好的产品。

4.4.3 所选电缆应根据建筑规模、功能、环境特征、使用要求选用符合阻燃等级、燃烧性能、

产烟毒性特征要求的电缆。

4.4.4 水泵、进风机、排风机等设备电源出线口的具体位置，以相关专业图纸为准。

4.4.5 消防用电设备、消防配电柜、消防控制箱等应设置明显标志。

5   照明系统

5.1 贯彻“绿色照明”的原则，照明灯具均要求采用高效节能型灯具及器件，主要场所照度

和功率密度见表。战时应急照明中的疏散照明地面最低照度值不低于5Lx,应急、备用照明照

度不低于正常照明的10%，7.5Lx；当电力系统电源中断时,自动切换到内部电源,并在15S内恢

复正常照明。

5.2 照明插座分别由不同支路供电，照明及插座回路均为单相三线，所有插座回路均设剩余

电流动作保护断路器。平面图中照明及插座线路未标注导线根数的为三根，单联单控开关导

线根数为两根。从防护区内引至非防护区（防护密闭门以外）的照明电源回路不得与防护区

内照明回路共用一个电源回路，各自分开。

5.3 在防化通信值班室等处设置应急照明；战时应急照明灯采用常备电源供电，其连续供电

时间不应小于该人防工程隔绝防护时间，物资库防护隔绝时间不小于2h。应急照明支线由顶

楼梯出口设板接线盒至吊顶灯具一段明敷线路穿钢质波纹管或普利卡管并在管外壁做防火处

理。

5.4 战时防护区内的灯具采用链吊式或线吊,平站结合灯具没满足战时要求时在临战前改装或

加装防掉落保护网罩防护区外的灯具不受此限制。

5.5 疏散照明为节省投资，按平战结合考虑布置。临战调整灯具，按战时规定有序疏散。

6   接地及安全措施

6.1 人防电源接地系统采用TN-S系统。利用建筑物基础钢筋做共用接地装置，接地电阻不大

于1欧姆。

6.2 战时不使用的电气设备、电线、电缆应在临战前全部接地，战时使用的电气设备应在临

战前加装氧化锌避雷器。 金属电缆桥架及其支架和引入或引出电缆的金属导管应可靠接地，

全长不应少于2处与接地保护导体(PE)相连。

6.3 将人防工程内保护接地干线、室内公用金属管道、建筑物结构中的金属构件、室内的电

气设备金属外壳等导电部分做等电位连接。具体做法参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等电位联结安

装》15D502、《<人民人防工程设计规范>图示-电气专业》05SFD10。

7   战时电话系统

7.1 在各防护单元内的人防双电源配电箱旁预留有战时通讯设备电源配电箱，容量按每个防

护单元3kW。

7.2 在防化通信值班室、战时进风机房、战时排风机房等房间内设置电话插座，留有电话线

路与附近指挥工程连通。

8   其他施工中注意事项

8.1 施工前仔细核对地上院电气图纸，对于穿越人防墙的管路要做好防护密闭处理，电缆桥

架穿越人防墙处改为穿管通过，具体做法详见07FD02-18、20～23页。强电应符合一根电缆穿

主要场所照度及功率密度表

场所 物资库 战时风机房 防化通信值班室

照度标准 50lx 75lx 150lx

LPD 按照人防平时功能执行GB55015 第3.3.7条LPD值。



一根密闭管；同类多跟弱电线路可合穿在一根管径不大于25mm保护管内，但应采用暗管加密

闭盒的方式进行防护密闭或密闭处理。

8.2 图中未尽事宜均以国家现行有关设计规范为准，未经设计人员认可，不得擅自修改。

8.3 在设备安装时，若电气设备和水、暖设备位置相冲突时，可根据情况适当移位。

8.4 风机等设备的控制箱二次原理图由设备厂家出图；各类风机等设备电源出口的具体位置，

以暖通专业图纸为准。

9   电气平战转换专项内容

9.1 战时总配电箱、各防护单元人防配电箱及战时进风机、排风机控制箱（均含电源管线），

强弱电管线、灯具和电源插座，电气及通信穿墙预埋套管等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施工或者安

装到位，不得预留平战转换内容。

9.2 电气工程平战转换要求

9.2.1 战时市电无法正常供电时，应能及时切除战时三级负荷的供电。

9.2.2 电缆、护套线、弱电线路和预埋备用保护管穿过临空墙、防护密闭隔墙、密闭隔墙，

除平时有要求外，其穿墙管孔应做密闭处理。平时未做密闭处理的临战时应采取防护密闭或

密闭封堵，在30d转换时限内完成。

9.2.3 临战时应检查、拆除不符合密闭要求的线路，并应满足战时的电力、信号及通信线路

要求，穿过外墙、临空墙、防护密闭隔墙、密闭隔墙围护结构时，应满足相应防护等级的密

闭要求。

9.2.4 临战时应检查灯具的安装应满足战时要求，照明灯具及光源应完好无缺。战时封堵的

出口所设置的出口指示灯，应按战时要求拆除或遮挡。当选用吸顶灯具时，应在临战时加设

防掉落保护网。临战需更换、拆除或新安装的灯具均应在30d转换时限内完成。

9.2.5 平战转换期安装的配电箱、灯具、开关、插座等均应明装。

9.2.6 为战时一级、二级负荷供电专设的EPS、UPS自备电源设备，应设计到位，平时可不安

装，但应留有接线和安装位置，并在30d转换时限内完成安装和调试。

10   其他

10.1 穿过人防工程围护结构、防护密闭墙（板）的电气管线和预留备用套管应做好密闭或防

护密闭处理。预留备用管应在两端加管堵。

10.2 所有消防和弱电系统管线穿过人防工程围护结构、防护密闭墙（板）时应做防护和密闭

处理，电气管线和预留备用套管应做好密闭或防护密闭处理。预留备用管应在两端加管堵。

管线（桥架）不得穿越安装有防护（密闭）门的门洞。

10.3 人员出入口的防护密闭门门框墙、密闭门门框墙上预埋6根SC50备用管，管壁厚度不小

于2.5mm，为热镀锌钢管，且符合防护密闭要求。

电气设计说明

战时电力负荷计算汇总表

物资库 Kx=0.9

合   计 KΣ=0.9

防护单元一

防护单元
防护单元 一级负荷 二级负荷 计算负荷 备  注

功能 （kW） （kW） （kW）

8 24.4 32.4 29.2

8 32.4 29.224.4

平时电力负荷计算汇总表由平时设计单位提供相关数据。

一级、二级总负荷

（kW）



主要材料设备表



电气系统图 (一)

[WDZN-RYS-2x4+WDZN-RYSP-2x1.5]SC32

充电模块

通信模块

回路控制模块



(二)电气系统图



(三)电气系统图

人防区域电话系统示意图



(四)电气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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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平面图

紫外线消毒器

0.12kW
给水泵

单台1.1kW(一用一备)

送风机
4kW

排风机
4kW

AL-RF

AT-RF

ALE-RF

AT1AC1

AC2

AT-RF-WL5

AT-RF-WL8

未特殊注明时为预留穿墙密闭套管， 6根SC50热镀锌钢管。

电气平面图

预留6SC150
AT2

污水泵单台
1.5kW(一用一备)

液位计

AT-RF-WL5

AL-RF-W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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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平面图

WL1

WL2

WL3

WL4 WL5

WL6

WL7

WL8

WL9

WL10

WL11

WL12

WL13

WL14

WL15

WL16

 照明平面图

说明：应急照明以平时设计为主，本图仅标示出修改区域中特别需要注意的部位。

WL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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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平面图

电气桥架200x100

梁下200mm安装

 通信平面图

未特殊注明时为预留穿墙密闭套管， 6根SC50热镀锌钢管。

预留6SC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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