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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建筑工程而言,消防系统的施工质量对于整个消防系统功能的发挥有着巨大影响。在实际消防安装工程施工的过程中,必须要改

进整体的安装施工水平,采取科学的工程管理策略,注重工程施工的科学性,保障消防系统的正常运行。本文就对消防设备的施工安装及日常维

护措施进行分析阐述,希望对消防系统工程的顺利完工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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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防设备耐火和耐热布线要求 

1.1消防自动控制系统和联动控制系统布线要求 

对于消防自动控制系统及联动控制系统而言,需要对电源线及联动

控制线的材料进行严格把控,以耐火性较高的铜芯电线为主。而针对报

警、消防电话及应急广播等设备的连接线路,则需采用阻燃阻热性能强的

电线电缆,这样在火灾发生时,才能更好的保证相关设备的正常使用,提高

救援效率。 

1.2明暗线铺设要求 

明线铺设时需要使用的保护材料应以金属管、可绕电气导管或金属封

闭线槽等材料为主,这些材料的绝缘及阻燃性相对较好,能够减少内部线

路电缆损坏程度。在暗线铺设过程中,不但要采用金属管、可绕电气管或

硬质塑料管作为主要保护材料,还需在暗线外层设置阻燃层,且厚度不可

低于30毫米,以降低外部压力对内部线路电缆的影响。另外,明暗线在铺设

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要求施工操作,并在安装完成后做好

质量验收工作,尤其是暗线安装质量验收环节,以减少后续使用中问题的

产生。 

1.3消防设备配电线路布线要求 

在布线中,针对消防设备配电线路,除了要使用阻燃性较好的电缆材

料外,还应在电缆竖井中针对设备电线设置绝缘层和保护套,以提升配电

线的阻燃阻热效果。如果其与延燃电缆一同敷设在电缆井中,则需要在两

种线路间设置隔离板,以免相互影响阻碍消防设备的正常使用。 

2 消防设备安装施工 

2.1消防报警系统安装施工 

施工人员需结合消防报警系统的概况合理配置导线,在穿线前认真检

查关口和护口,规避线损和遗漏问题。线路绝缘摇测后应安装探测器,如安

装中遇到风口、风管和照明灯具时,则需适度调整安装位置,采取合理的隔

离措施,这里设备间的间隔也需满足工程施工的要求。在消防控制室工作

接地的过程中,应以铜芯绝缘导线为首选,线芯面积为6mm
2
,接地电阻不得

超过4欧。 

2.2消防管网和组件安装施工 

建筑工程消防设备前,要做好孔洞和套管预留的检查核实工作,若与

水电管线发生冲突,则可与相关专业的工作人员沟通交流,制定解决措施。

消火栓系统安装中,主要采用焊接钢管,将热镀锌钢管作为喷淋系统,严格

控制连接安装偏差。在消防管网安装施工中,要先仔细检查管道,彻底清理

管道内的杂物和污物。之后采用变径接头控制管道变径。在管道螺纹部分

使用适量的螺纹连接密封材料。在管道吊架和支架安装时,需协调吊架和

支架与喷头间的关系,保障喷头的喷水效果。 

工程施工中,施工人员需在明装消火栓上设置两道红色的防火标志,

在喷淋配水干管和配水管上设置红色环圈。喷淋头安装施工中,先要做好

系统试压和冲洗工作,满足工程施工要求后方可安装喷淋头。在安装喷淋

头时,应使用专业的安装工具。如通风管道的宽度在1.2m以上,则喷淋头需

位于通风管道的腹面以下。其他组件的安装也十分关键。水流指示器通常

位于建筑工程水平分支干管上,且采取直立安装形式,确保指示箭头与水

流处于同一方向。 

水压试验与冲洗尤为关键。工作人员务必严格按照要求完成水压强度

试验和严密性试验工作,管网试压时,需采用分层试压模式,试压前合理调

试仪器设备的各项参数。如在水压试验中出现泄漏问题,则第一时间停止

试压工作,抽空管网中的试验介质,且确保其满足要求后方可再次试压。试

压结束后,可按照要求冲洗管网首先冲洗配水干管,随后分别冲洗配水管

和配水支管,冲洗配水管后需做好排水工作,及时封堵预留孔洞。 

2.3防排烟与人防通风管道安装施工 

在安装施工期间,施工人员需结合建筑工程施工结构形式,确定防排

烟与人防通风管道的安装位置和安装形式。依据结构特点和要求完成设计

工作后,方可开展工程建设和施工。工作人员要彻底清理施工现场防排烟

与人防通风管道中的杂物,认真检查和审核土建单位提供的标高基准线和

预留孔洞的位置及尺寸,确定位置和尺寸均可满足工程施工要求后,使用

直升机等专业设备,将风管运往施工现场。风管到达施工现场后,应仔细检

查风管的质量和参数,如发现风管表面出现明显的损伤或缺陷,需及时采

取有效的处理措施,使其满足工程施工的基本要求,随后仔细检查工程施

工中需要使用的工具和设备。在风管和部件安装的过程中,确定标高后,

施工人员要制作吊架,确定吊点,按照要求安装吊架、连接风管和法兰,随

后安装风管和部件,检查质量标准,最后采取多种措施做好成品保护工作。 

2.4通风机安装施工 

在安装通风机阶段,施工人员必须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工程的设计图纸

及通风机安装时必备的技术资料,并在工程施工前准备施工中需要的器

具。然后结合图纸的要求认真检查通风机的型号和规格,检查其能否高度

满足设计的规范和要求,仔细检查通风机的质量,避免通风机出现空洞、裂

纹和蜂窝等问题。另外,施工人员要加强基础放线和处理工作,按照要求吊

装通风机,质后安装风机减震器和风机本体。完成通风机安装施工后,仔细

检查通风机的运行情况,确保通风机平稳运行,定位装置稳定可靠。 

3 消防设备的日常维护与管理 

3.1消防设备日常维护分析 

3.1.1清洗探测器,测试加烟功能 

火灾初期,火灾探测器的作用不容忽视。因此,在消防设备日常维护和

管理过程中,应定期清洗和维修感温、感烟探测器。探测器连续运行超过2

年后,工作人员就要以3年为一个周期全面清理探测器。为更加方便地清洗



建筑技术研究 
第 2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19 年 12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32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和维护探测器,建筑工程消防设备的负责人应定期将消防探测器运送至设

备清洗厂,全面清洗和检修设备,从而保证设备的安全平稳运行。 

再者,在消防设备日常维护工作中,工作人员还需测定探测器的加烟

功能。在大规模建筑物中需要设置较多的探测器,故而无法逐一测试探测

器,抽检成为了大型建筑探测器测试的主要手段。探测器加烟功能抽检工

作中,先检查核对探测器的地质及现场布置的具体方位,以有效发挥其报

警和预警的作用。在加温和加烟时,工作人员需客观准确地记录探测器报

警的延迟情况,从而更加全面和客观地了解探测器的性能,并对通过测试

和探测器的设备做明显标记。在下一次的抽测过程中,可选择其他的探测

器作为测试对象,有效规避重复测试问题。 

3.1.2做好消防水系统和防排烟系统功能测试 

建筑工程消防设备检测和维护的过程中,消防水及排烟系统功能测试

是十分重要的内容。消防水系统功能测试中,测试人员需要测试消防水自

动启动、现场启动,消防控制室远程启动的运行情况,同时明确末端防水测

试水流指示器和消防栓启动按钮做好测试工作。在测试防排烟系统功能的

过程中,工作人员应仔细检查阀体关闭情况,核查消防控制室返回信号,且

明确消防中心远程直接启动功能是否满足系统运行要求。再者,测试人员

还要就消防风机运行的基本情况做好测试工作。 

3.2积极维护火灾报警控制器 

火灾报警控制器在建筑消防设备中极为关键。所以,设备运行时需采

取多种有效措施做好设备的运行维护工作。火灾报警控制器若处于长期运

行状态,则会积累较多的灰尘,为确保设备的稳定和安全运行,可及时做好

灰尘清理工作,防止灰尘堆积影响电路板散热。再者,工作人员还应仔细检

查和测试火灾报警器控制设备所使用的电池性能,如发现失效电池,要及

时更换新电池,注重供电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3.3建立健全消防设施维护管理制度 

3.3.1创建完善的消防设备登记制度 

当前,消防设备种类明显增多,对设计人员的专业性也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为更好地管理和使用设备,需就多种不同的消防设备做好登记工作,

统计并整合设备的功能参数,做好设备分类工作,使工作人员更加方便快

捷地查阅到设备的基本信息。且建立设备部件更换记录,做好设备采购工

作,尤其要重视更换频率较高的部件采购工作,建立保管和更换记录,及时

了解和掌控设备部件更换概况,杜绝建筑中使用不合格的消防设备。 

3.3.2创建消防器材和工具管理制度 

详细记录消防设备中,经常使用的灭火器、安全帽和维修工具等多种

可移动的器材,使用后要将器材归位,以便在后续的工作中快速地找到所

需工具。 

3.3.3创建消防设备值班巡检制度 

高层建筑消防控制室应当全天候专人值守,进而全面掌控消防设备运

行的概况,正确处理可能发生的火灾信号。值班人员需时刻关注消防设备

的运行情况,如发现设备运行故障,应第一时间明确故障类型,然后采取有

效的故障排除措施。不同班次的值班人员必须按照要求编写交接记录和说

明,值班人员也可仔细检查电源和消防设备及仪表仪器的运行状态,若发

现问题需及时解决,且在解决问题后做好处理记录。 

3.3.4创建定期设备的试验制度 

为确保消防设备在发生火灾时可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和价值,工作人

员务必定期组织消防设备运转试验,同时结合建筑实际确定试验的时间间

隔。由于建筑火灾的危险性较大,所以试验间隔要适度缩短,反之亦然。定

期试验设备主要是为了让设备始终处于良好的状态,并增强操作人员的工

作能力。 

完善消防设备维修制度。为了保证建筑内部消防设备的正常使用,需

要制定完善的消防设备维修制度,做好消防设备预防性维修工作,及时掌

握设备及其构件的运行情况,且对存在问题的设备构件进行更换和维修,

维护消防系统的安全运行。 

建立完善的设备档案管理制度。明确消防设备历史运行情况,结合现

今实际情况,构建完善的设备档案资料。让工作人员能够及时准确的掌握

消防设备运行情况。且设备档案管理制度中涵盖了设备维修资料记录、检

查及试验记录、故障及性能检测报告等。 

4 结语 

综上所述,消防设备安装和维护是一项较为系统性的工作,其涵盖的

技术种类及资料数据多且繁杂,在实际作业中,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制定合

理的安装和维护制度与方案,及时解决安装施工及维护中存在的问题,以

此促进消防设备的正常运行,增大建筑安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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