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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机房类型与系统认识



常见机房类型

随 着 我 国 建 筑 工 程 行 业 的 快 速 发 展 ， 大 型 综 合 建 筑 越 来 越 多 ， 每 个 大 型 建 筑 都 有 各 类 设
备 用 房 ， 这 些 部 位 犹 如 建 筑 物 的 各 个 器 官 ， 承 担 着 各 自 的 功 能 ， 为 大 型 建 筑 的 正 常 使 用 发 挥
着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大 作 用 。 它 们 分 布 于 地 下 室 ， 设 备 层 、 屋 面 等 位 置 ， 空 间 紧 张 、 设 备 尺 寸 较
大 、 管 线 交 错 复 杂 、 施 工 成 本 高 难 度 大 。
     本 次 课 程 主 要 针 对 民 用 工 程 中 常 见 的风机房、制冷机房、消防水泵房、锅炉房及生活水
泵房的 深 化 设 计 思 路 做 一 些 分 享 。

风机房 制冷机房



常见机房类型

消防水泵房

锅炉房生活水泵房



常见机房系统

空 调 冷 热
源 系 统



常见机房系统

给 水 系 统



常见机房系统

消 防 系 统



常见机房系统

通 风 系 统



机房深化设计重难点



二、机房深化设计重难点



设备建模



三、设备建模



三、设备建模

管道接管位置



三、设备建模

设备尺寸



三、设备建模
设备检修空间



机房管线及设备排布优化思路



四、机房管线及设备排布优化思路



四、机房管线及设备排布优化思路

☞ 机组与墙之间的净距不小于1m，与配电柜的距离不小于1.5m;

☞ 机组与机组或其他设备之间的净距不小于1.2m，与其上方的管道、风管、电缆桥架净距不小于1m;

☞ 宜预留不小于蒸发器、冷凝器或低温发生器长度的维修距离，具体参考厂家说明书；

☞ 机房主要通道的宽度不小于1.5m；

☞ 软化水装置的电控器上方或沿电控器开启方向应预留不小于0.6m的检修空间；

☞ 定压补水装置的灌顶至土建结构最低点的距离应不小于1m,罐与罐之间及罐壁与墙面的净距不宜小于0.7m；

☞ 压力取源部件距阀门位置不宜小于200mm;

GB 5 0 7 3 6《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调调节设计规范》
GB 5 0 3 7 8《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 对深化设计间距的相关规定



四、机房管线及设备排布优化思路
某项目制冷机房案例分析



四、机房管线及设备排布优化思路
某项目制冷机房案例分析

项目难点：
1、设备机房主通道与建

筑入口不相通；
2、主管道分布于机房各

处，管线较为分散；
3、机房结构梁布置不规

则，无法安装吊架；
4、业主需要配电柜集中

安装；



四、机房管线及设备排布优化思路



1、优化主要设备定位

四、机房管线及设备排布优化思路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四、机房管线及设备排布优化思路
2、优化主管道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四、机房管线及设备排布优化思路
3、主支架初步定位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四、机房管线及设备排布优化思路
4、配电柜及辅助设备定
位

5、支管及其他专业深化



机房支吊架布置及分析计算



五、机房支吊架布置及分析计算

支吊架布置要点：
1、合理利用结构柱、结

构梁等结构件；
2、支架跨度控制在4-6m

之间，保证通道宽度；
3、根据计算值选取合理

支架间距；
4、支架布置完成后将各

个支架通过辅助拉杆相连，形
成稳定的桁架体系。

支吊架分析计算要点：
1、根据计算结果合理选

用型钢种类及规格；
2、根据计算结果合理对

支架构造进行加固；
3、借助软件进行辅助计

算；
4、对于一些软件不支持

的支架结构，合理采用等效计
算。



五、机房支吊架布置及分析计算



其它机房的规范要求



六、其它机房深化重难点

消防水泵房及报警阀间



六、其它机房深化重难点
消防水泵房

5 . 5 . 2  消 防 水 泵 机 组 的 布 置 应 符 合 下 列 规 定 ：

1 .相邻两个机组及机组至墙壁间的净距， 当 电 机 容 量 小 于 2 2 k W 时 ，不宜小于0.60m； 当 电 动

机 容 量 不 小 于 2 2 k W ， 且 不 大 于 5 5 k W 时 ，不宜小于0.8m； 当 电 动 机 容 量 大 于 5 5 k W 且 小 于 2 5 5 k W 时 ，

不宜小于1.2m； 当 电 动 机 容 量 大 于 2 5 5 k W 时 ，不宜小于1.5m；
2 . 当 消 防 水 泵 就 地 检 修 时 ， 应 至 少 在 每 个 机 组 一 侧 设 消 防 水 泵 机 组 宽 度 加 0 . 5 m 的 通 道 ， 并 应 保 证 消 防

水 泵 轴 和 电 动 机 转 子 在 检 修 时 能 拆 卸 ；

3 . 消 防 水 泵 房 的 主 要 通 道 宽 度不应小于1.2m。

5 . 5 . 3  当 采 用 柴 油 机 消 防 水 泵 时 ， 机 组 间 的 净 距 宜 按 本 规 范 第 5 . 5 . 2 条 规 定 值增加0.2m， 但 不 应 小
于 1 . 2 m 。

5 . 5 . 4  当 消 防 水 泵 房 内 设 有 集 中 检 修 场 地 时 ， 其 面 积 应 根 据 水 泵 或 电 动 机 外 形 尺 寸 确 定 ， 并 应 在 周 围

留 有 宽 度不小于0.7m的 通 道 。 地 下 式 泵 房 宜 利 用 空 间 设 集 中 检 修 场 地 。 对 于 装 有 深 井 水 泵 的 湿 式 竖 井 泵
房 ， 还 应 设 堆 放 泵 管 的 场 地 。



六、其它机房深化重难点
报警阀间

报 警 阀 组 的 安 装 应 在 供 水 管 网 试 压 、 冲 洗 合 格 后 进 行 。
安 装 时 应 先 安 装 水 源 控 制 阀 、 报 警 阀 ， 然 后 进 行 报 警 阀 辅 助 管 道 的 连 接 。 水 源 控 制 阀 、 报 警 阀 与 配 水

干 管 的 连 接 ， 应 使 水 流 方 向 一 致 。
报 警 阀 组 安 装 的 位 置 应 符 合 设 计 要 求 ； 当 设 计 无 要 求 时 ， 报 警 阀 组 应 安 装 在 便 于 操 作 的 明 显 位 置 ，

距 室 内 地 面 高 度宜为1.2m；

两 侧 与 墙 的 距 离不应小于0.5m；

正 面 与 墙 的 距 离不应小于1.2m；

报 警 阀 组 凸 出 部 位 之 间 的 距 离不应小于0.5m。
安 装 报 警 阀 组 的 室 内 地 面 应 有 排 水 设 施 ， 排 水 能 力 应 满 足 报 警 阀 调 试 、 验 收 和 利 用 试 水 阀 门 泄 空 系 统

管 道 的 要 求 。



六、其它机房深化重难点

锅炉房



六、其它机房深化重难点

锅炉房

4 . 3 . 8  锅 炉 间 通 向 室 外 的 门 应向室外开 启 ， 锅 炉 房 内 的 辅 助 间 或 生 活 间 直 通 锅 炉 间 的 门 应
向 锅 炉 间 内 开 启 。

4 . 4 . 6  锅 炉 与 建 筑 物 的 净 距 不 应 小 于 表 4 . 4 . 6 的 规 定 ， 并 应 符 合 下 列 规 定 ：



六、其它机房深化重难点

锅炉房

1 0 . 2 . 2  换 热 器 间 应 符 合 下 列 规 定 ：
    1  应 有 检 修 和 抽 出 换 热 排 管 场 地 ；
    2  与 换 热 器 连 接 的 阀 门 应 便 于 操 作 和 拆 卸 ；
    3  换 热 器 间 高 度 应 满 足 设 备 安 装 、 运 行 和 检 修 时 起 吊 搬 运 要 求 ；

    4  通 道 的 宽 度不宜小于0.7m。
1 3 . 1 . 1  汽 水 管 道 设 计 应 根 据 热 力 系 统 和 锅 炉 房 工 艺 布 置 进 行 并 应 符 合 下 列 规 定 ：
    1  应 便 于 安 装 、 操 作 和 检 修 ；
    2  管 道 宜 沿 墙 和 柱 敷 设 ；

    3  管 道 敷 设 在 通 道 上 方 时 ， 管 道 最 低 点 与 通 道 地 面 的 净 高不应小于2m；
    4  管 道 不 应 妨 碍 门 、 窗 的 启 闭 与 影 响 室 内 采 光 ；
    5  应 满 足 装 设 仪 表 的 要 求 ； 管 道 布 置 宜 短 捷 、 整 齐 。



数字建造技术和产品提供商

0571-56035577

杭州品茗安控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688109.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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