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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超限高层结构抗震设计与分析

□ 李巍娜

[摘   要] 本文以某高层住宅楼为7度区超限结构且主体塔楼采用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为例，分别采用SATWE和MIDAS两种分析软件
进行结构小震和中震作用下的弹性计算分析。通过对结构的刚重比、结构周期、层间位移等重要参数的计算分析结果表明，结构在
不同水准的地震作用下，能够满足预期的抗震性能指标。并使用Pushover静力弹塑性分析方法对结构进行分析，表明结构在罕遇地
震作用下仍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根据结构分析结果，对关键部位和重要构件采取抗震构造措施，使其能够满足规范规定的抗震设
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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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本工程项目总占地面积147300m2，总建筑面积

583365m2，分为A区和B区，包括高层住宅、超高层住
宅和高层办公楼共计20栋。

本文以15号楼45层超高层住宅楼为例，进行超限
结构抗震性能研究。15号楼总层高152.20m，地下1
层，层高3.80m；地上1层为商业区，层高4.30m；2层
为存储区，层高3.20m；3—45层为住宅区，层高均为
3.10m；屋顶设有两层造型框架，高11.50m。

２  结构体系
此超高层住宅采用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体系，

本工程结构嵌固端选取在地下室顶板，故塔楼结构高度
应为140.7m，X向长度55.15m，Y向长度20.45m。X向
外墙厚度从底层的350mm逐层减小至250mm，Y向外
墙厚度从底层的300mm逐层减小至200mm，内墙从底
层的250mm～300mm逐层减小至200mm～250mm。
楼板厚度取其跨度的1/45～1/40。建筑示意图如图1所
示，其结构模型示意图如图2所示。

３  结构超限情况及分析
3.1  结构超限情况
本工程所在地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设计基本地震

加速度为0.10g，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一组，场地类别为
Ⅱ类。按照《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技术
要点》（建质〔2015〕67号）的规定[1]，对15号楼的各
项结构设计进行超限项目分析和判断。结构高度超限检
查结果如表1所示，15号楼塔楼结构高度为140.70m，

参 照 《 高 层 建 筑 混 凝 土 结 构 技 术 规 程 》 （ J G J  3 —
2010）的规定[２]，7度区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A级房
屋高度不超过120m，B级房屋高度不超过150m，15号
楼未超过B级房屋高度限制，但超过A级房屋高度限制
17.25%。一般性超限检查结果如表2所示，按照不规则
类型逐条检查超限。

表１ 建筑结构房屋高度超限检查表

检查项目 项目超限类别 超限检查结果

房屋高度的
判断

7度区钢筋混凝土剪力墙
结构A级房屋高度120m，
B级房屋高度150m

未超过Ｂ级房屋高
度限制，但超过Ａ
级房屋高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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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建筑示意图 图２  结构模型示意图

表２  建筑结构一般性超限检查表

检查项目 项目超限类别 超限检查结果

扭转不规则 考虑扭转偏心的扭转位移比大
于1.20

Y 向 最 大 比 值
1.30

偏心布置 偏心率大于0.15或相邻层质心
相差大于相应边长15% 未超限

凹凸不规则
结构平面凹进或凸出的一侧尺
寸 ， 大 于 相 应 投 影 方 向 总 尺
寸的30%；或L/B＞6.0；或L/
Bmax＞0.35；或l/b＞2.0

未超限

组合平面 细腰形或角部重叠形 未超限

楼板不连续
有效楼板宽度小于该层楼板典
型宽度的50%，开洞面积大于
该层楼面面积30%，错层大于
梁高

2层楼板宽度
小于该层楼板
典 型 宽 度 的
50%

刚度突变

侧 向 刚 度 小 于 相 邻 上 一 层 的
70％，或者小于上三层平均值
的80%；除顶层外，局部收进
的水平尺寸大于相邻下一层的
25%

未超限

尺寸突变 竖向构件位置缩进大于25%，
或外挑大于10%和4m，多塔 未超限

构件间断
竖 向 抗 侧 力 构 件 （ 柱 、 抗 震
墙、抗震支撑）的内力由水平
转换构件（梁、桁架等）向下
传递

未超限

承载力突变 相 邻 层 受 剪 承 载 力 变 化 大 于
80% 未超限

注：表2内，同时有三项及三项以上不规则的高层建筑，属

于超限高层建筑。

3.2  超限项目加强措施
通过对15号楼的结构设计进行逐条超限情况判断，

发现存在部分超限项目，需要针对超限项目采取加强措
施，保障结构设计的安全性与可靠性。针对15号楼塔
楼结构高度超限的情况，在满足B级高度的构造要求之
外，可采取以下措施改善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的受力性
能：（1）底部加强区剪力墙墙体按照抗震等级一级进行
设计和配筋；（2）对所有轴压比超过0.30的墙肢设置剪
力墙约束边缘构件；（3）使剪力墙截面满足大震下的截
面剪应力控制要求。

对于一般性项目超限检查，15号楼2层楼板开洞较
多，有效宽度小于该层楼板典型宽度的50%，属于平面
不规则；Y向部分楼层层间扭转位移比达1.30，属于扭转
不规则。针对上述超限情况，采取以下措施进行加强处
理：（1）小震作用下的地震剪力取多组地震波时程分析
的包络值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之间的较大值；（2）对因
开洞较多而造成平面不规则的楼层，采用弹性楼板假定
进行分析。

3.3  结构抗震性能目标
本工程为复杂的超限超高层结构，故采用基于性能

的抗震设计，根据工程所在地的抗震设防烈度及工程的
重要性，将工程的抗震设防性能目标定为C级，其整体
结构设计需要满足表3所示的抗震设防性能水准。

表3  主要结构构件抗震性能目标

抗震烈度
频遇地震
（小震）

设防烈度地
震（中震）

罕遇地震
（大震）

性能水平定性描述 不损坏 可修复损坏 不倒塌
状态要求 充分运行 基本运行 生命安全

层间位移角限值 1/1000 — 1/120

构
件
性
能
目
标

底部加强区
墙肢 弹性 抗剪弹性，

抗弯不屈服
允许局部弯曲
破坏，不允许

剪切破坏

非底部加强区
墙肢 弹性 不屈服

允许局部弯曲
破坏，不允许

剪切破坏
普通框架梁 弹性 不屈服 允许部分屈服
耗能构件，

连梁 弹性 抗弯部分
屈服 允许部分屈服

节点 不先于构件破坏
所有构件 在最不利工况下不出现截面剪切破坏

在不同地震水准的计算时，荷载分项系数、材料强
度取值、抗震承载力调整系数、构件内力调整系数按表4
取用。

表4  各项参数取值表

抗震烈度
（参考级别）

荷载分项
系数

材料强
度取值

抗震承载力
调整系数

构件内力
调整系数

大震 1.0 标准值 1.0 1.0

中震 按规范有关
规定取用 设计值 按规范有关

规定取用
按规范有关

规定取用

小震 按规范有关
规定取用 设计值 按规范有关

规定取用 1.0

4  结构分析及计算
本工程采用基于性能的抗震设计方法对超限高层结

构进行抗震设计，在小震、中震、大震的作用下对结构
进行计算与分析，从而保证结构能满足“小震不坏，中
震可修，大震不倒”的抗震设防目标。

4.1  小震分析及结果
4.1.1   小震反应谱法结构抗震性能分析结果

考虑到本工程的复杂性，本研究运用两个分析程
序SATWE、MIDAS分别对结构进行弹性抗震分析，将软件
计算结果进行对比，确保计算结果的可靠性。软件模型中
包含了1层地下室楼层，解除地下1层的侧向约束。除打
开洞楼层设置弹性楼板外，假设其他楼层均满足刚性楼板
假定。根据结构图纸来布置结构构件，并按照相应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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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项性能和参数进行定义。结构计算分析的过程中，
为模拟结构的真实受力状态考虑结构整体的施工模拟，
依照施工顺序，分层加载。分析中考虑偶然偏心和双向
地震作用，振型组合方法采用考虑扭转耦合的CQC方法。

两种软件的计算结果如表5所示，结构自振周期、
基底剪力、基底倾覆力矩等重要参数在两种软件中能够
互相吻合，表明计算结果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表5  小震作用下反应谱法分析结果

项目/计算程序 SATWE MIDAS

结构总质量/t 56551.20 58803.66

结构自振周期
T1=3.818
T2=3.318
T3=2.761

T1=3.757
T2=3.248
T3=3.203

振型质量参与系数
0度方向 99.50% 98.01%

90度方向 98.21% 95.51%

基底剪力（kN）
0度方向 8279.46

（1.46%）
8512.73

（1.50%）

90度方向 8340.07
（1.47%）

8490.54
（1.50%）

基底倾覆力矩
（kN·m）

0度方向 718491.90 741458.20
90度方向 639489.80 658600.90

最大层
间位移角

风
0度方向 1/4991

（13F）
1/4855

（14F）

90度方向 1/1132
（35F）

1/1114
（31F）

地震
0度方向 1/1551

（20F）
1/1540

（19F）

90度方向 1/1071
（36F）

1/1063
（35F）

扭转位移比
（考虑5%的
偶然偏心）

地震 
X+5% 1.11

（46F）
1.17

（46F）

Y+5% 1.30
（2F） 1.74（2F）

稳定性 刚重比
0度方向 4.34 /

90度方向 3.11 /

4.1.2  结构小震弹性时程分析结果

在本超高层住宅抗震设计中，采用SATWE计算软
件进行时程分析，对结构的抗震性能计算进行有效的补
充。按照《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
的规定[3]，根据建筑场地类别和设计地震分组，选择一
组人工模拟的加速度时程曲线和不少于两组的实际地震
动加速度时程曲线来进行时程分析，其平均地震影响系
数曲线应在统计意义上和振型分解反应谱法所采用的地
震影响系数曲线相符。故本工程选取2条天然波T65-2、
S106及1条人工波RH506进行结构弹性时程分析。参考
《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估报告》的结果，在本次计算
中，地面峰值加速度取为35cm/s2。经试算，由于3条地

震波时程分析计算的基底剪力和反应谱法计算的基底剪
力相近，所以3条地震波时程分析计算的基底剪力均大
于反应谱法基底剪力的65%，平均基底剪力大于反应谱
法的80%，符合规范要求。为保证结构的安全，在小震
作用下的结构计算结果取多组地震波时程分析的包络值
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之间的较大值。

如图3所示，结构层间位移角曲线较为平滑，表
明结构刚度分布较为平均，无明显的薄弱层。该结构
X向最大层间位移1/1951，Y向层间位移角最大值为
1/1209，均小于规范规定的1/1000，满足规范要求。如
图4所示，结构X向和Y向楼层剪力最大值分别为8400kN
和7254kN。结构X向CQC法计算的楼层剪力比弹性时程
分析法的楼层剪力稍大，Y向CQC法计算的层剪力在部分
楼层则比弹性时程分析的楼层剪力小，因此在进行施工
图设计时对相应楼层进行剪力放大，取3条地震波的时
程分析计算所得的层剪力与CQC法之间的包络值作为设
计依据。如图5所示，结构X向和Y向最大楼层弯矩分别
为767880kN·m和553284kN·m。

4.2  中震分析及结果
4.2.1  中震结构抗震性能目标及分析

本住宅楼工程属于B类超限结构，为确保结构的安
全可靠，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在设防烈度
地震作用下，需要保证：一是结构底部的加强区墙肢受
剪弹性，抗弯不屈服；二是非底部加强区墙肢不屈服；
三是连梁等耗能构件可出现部分抗弯屈服。

使用SATWE软件进行中震弹性计算分析中，地震影
响系数按中震（2.8倍小震）取值，钢筋和混凝土的材料
强度则取设计值，而荷载分项系数、承载力调整系数及
构件内力调整系数，依照规范取值；中震不屈服计算分
析中，地震影响系数按中震（2.8倍小震）取值，钢筋和
混凝土的材料强度取标准值，荷载分项系数及抗震承载
力调整系数取1.0，不计构件内力调整系数。

4.2.2  中震结构抗震计算结果

根据中震结构抗震计算，对首层剪力墙的计算结果
进行详细分析，以中震弹性计算时，存在底部加强区剪
力墙墙肢个别剪力墙约束边缘构件抗弯超筋的情况，而
水平钢筋均不存在超筋情况；以中震不屈服计算时，剪
力墙约束边缘构件抗弯超筋和墙体水平钢筋均不存在超
筋情况。结果表明，一是底部加强区剪力墙墙肢能够满
足受剪保持弹性，可达到抗弯不屈服的抗震设计目标；
二是非底部加强区剪力墙墙肢能够满足中震不屈服的抗
震性能目标。如表6所示，在本次SATWE的中震弹性计

                  层间位移角（rad）                                                                            层间位移角（rad）

         （a）X向推覆（地震波作用方向角为0°）                           （b）Y向推覆（地震波作用方向角为90°）

图3  水平地震作用下层间位移对比曲线

               层间剪力（x103kN）                                                                                 层间剪力（x103kN） 

   （a）X向推覆（地震波作用方向角为0°）                                       （b）Y向推覆（地震波作用方向角为90°）

图4  水平地震作用下楼层剪力对比曲线

             层间弯矩（x103kN·m）                                                                   层间弯矩（x103kN·m）

  （a）X向推覆（地震波作用方向角为0°）                                  （b）Y向推覆（地震波作用方向角为90°）

图5  水平地震作用下楼层弯矩对比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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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和中震不屈服计算中，结构X向和Y向中震与小震的基
底剪力之比分别为2.73和2.78。根据计算结果，在进行
施工图设计时，若部分剪力墙墙肢出现约束边缘构件超
筋，可以通过增大约束边缘构件范围或全墙肢按边缘构
件配筋等办法处理。

表6  中震与小震的基底剪力的比较结果

地震动方向 小震（kN） 中震（kN） 中震/小震的比值

X向 8391 22910 2.73
Y向 8493 23645 2.78

4.3  大震分析及结果
4.3.1   大震截面抗剪分析

对结构进行大震作用下的底部剪力墙墙肢抗剪截面
承载力验算﹐需保证截面大震作用下受剪不屈服。使用
SATWE软件按照大震不屈服计算底部墙肢的剪力时，地
震影响系数按大震取值，荷载分项系数取为1.0，钢筋和
混凝土的材料强度取标准值，承载力调整系数和构件内
力调整系数均取1.0。计算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构件剪力
时，不需考虑与抗震等级有关的增大系数。

对于构件的抗剪承载力，参照《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GB 50010—2010）进行计算[4]，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
式（1）中，系数βc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超过C50

时，取为0.80，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80时，取为0.74，
其间按线性内插法确定；fc为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
值；b为矩形截面宽度（剪力墙厚度）；h0为截面有效高
度（剪力墙截面有效高度）。

计算结果表明，软件按照大震不屈服计算所得的底
部各墙肢剪力均小于按规范计算所得的抗剪承载力，表
明所有底部剪力墙墙肢均能保证大震下受剪不屈服。

4.3.2  大震弹塑性分析

（1）分析方法。
静力弹塑性分析（Pushover），是对结构在罕遇地

震作用下进行弹塑性变形分析的一种简化方法。用传统
抗震设计方法进行设计后，通过静力弹塑性分析对该结
构的抗震性能进行评价，判断其是否满足预定的抗震性
能。通过将静力荷载分步加载到结构的最大性能点，从
而得到结构变形和横向荷载的关系，并将其和通过反应
谱所计算得出的结构在地震荷载作用下的抗震性能要求
进行对比，来评估该结构能否达到预定的目标性能。性
能反应谱和设计反应谱相交的点即为性能控制点。本文
采用ATC-40 规定的性能点计算方法，一是假设位移延性
比；二是计算对应延性比的结构的有效周期，将有效周

期直线与5%弹性设计响应谱的交点作为初始性能点。假
定位移延性比的有效周期直线和非线性设计响应谱的交
点将形成一个轨迹线，该轨迹线与结构的能力谱的交点
为最终的性能点。

（2）Pushover分析方法等效计算原理。
基于Pushover分析方法的抗震设计是建立在等效单

自由度体系基础上的，根据特征周期相等的等效原则，
将多自由度结构体系转换为单自由度体系。在等效转换
过程中，采用以下基本假定[5]：一是多自由度结构体系
按假定的侧移形状发生地震反应；二是两种结构体系的
基底剪力相等；三是水平地震力在两种体系上所做的功相
同。忽略结构在弹性阶段各阶振型之间的耦合作用[6]，并
分别讨论结构的每阶振型。设等效质量为Meff 、等效刚
度为Keff 、等效加速度为aeff 。等效过程如图6所示。

（a）多自由度体系 （b）多自由度体系位移及参数  （c）单自由度体系

图6  单自由度体系的等效

假设多自由度体系各质点在水平方向为简谐振动，
其位移和加速度分别可由下式计算：

                                             （2）
              

（3）

由多自由度体系每个质点的加速度与位移成正比    
可得:

                                                     （4）

                                           （5）

由假定两种结构体系的基底剪力墙相等和假定水平
地震力在两种体系上所做的功相等分别可得:

  （6）

                                                （7）
单自由度体系的等效质量和等效目标位移分别为:

                                                      （8）       

                                                 
（9）

等效单自由度体系的基底剪力为:

                                                       （10）
式（10）中，Keff 为等效单自由度体系最大位移所对

应的割线刚度，其中最大位移取等效单自由度的位移。
（3）结构弹塑性分析单元与分析模型。

本工程采用MIDAS/Gen进行Pushover分析，采用
2D-梁单元、3D-梁-柱单元、3D-墙单元及壳单元对结构
进行模拟。所有框架梁的梁端均采用M-M弯曲铰；所有
框架柱的柱端和剪力墙的两端均采用P-M-M轴力—弯曲
相关铰；所有剪力墙中部均添加Shear剪力铰。

（4）Pushover分析结果。
图7和图8分别为X向和Y向基底剪力—控制位移的曲线。

如图7和图8所示，1.20m的控制位移下，本结构在X向和Y
向的曲线均未出现下降段，表明结构在X向和Y向均未发生
整体垮塌现象，结构具有良好的抗倾覆能力与抗震性能。

图7  结构X向基底剪力—位移曲线

图8  结构Y向基底剪力—位移曲线

大震作用下，结构的性能点分别如图9和图10所
示。对所得的需求谱曲线和能力谱曲线进行分析，大震
性能控制点时，结构X向顶点控制位移为425.60mm，
结构等效周期为3.87，结构等效阻尼为12.33%，结构
基底剪力为29730kN，约为小震作用下基底剪力的3.54
倍，结构第20层出现了最大层间位移角，最大层间位
移角为1/240，远小于规范规定的1/120的层间位移角
限值。结构Y向顶点控制位移为608.80mm，结构等效
周期为4.01，结构等效阻尼为7.01%，结构基底剪力为
32440kN，约为小震作用下基底剪力的3.81倍，结构第
30层出现最大层间位移角，最大层间位移角为1/185，远
小于规范规定的1/120的层间位移角限值。对比小震时程
分析时，结构层间位移角的变化规律，结构X向和Y向最
大层间位移角分别出现在结构中部与中上部，整体变化
规律与Pushover分析结果相符合。结构X向和Y向能力曲
线在大震性能控制点之后仍未出现下降段，曲线持续上
升，表明结构仍具有一定的承载能力，能够完全经受住
大震的考验。结构X向和Y向抗震性能均大于结构的设计
需求，满足规范要求，表明结构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

图9  结构X向能力谱比需求谱

图10  结构Y向能力谱比需求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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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1（a）所示，X向推覆时，连梁及底部框架
梁最先出现塑性铰，随着荷载的不断增加，连梁等耗能
构件几乎全部进入塑性，充分耗散地震能量，框架梁也
逐渐进入塑性。当结构达到大震作用下性能控制点时，
框架柱仍均保持弹性。表明结构X向的整体抗震性能良
好。如图11（b）所示，结构Y向推覆时，结构底部墙肢
最先出现塑性铰，随着荷载的不断增加，框架梁逐渐进
入塑性。当结构达到大震作用下性能控制点时，框架柱
仍均保持弹性。表明结构Y向的整体抗震性能良好。

      （a）X向推覆                                  （b）Y向推覆

图11  塑性铰简图

5  结论
本文以15号楼为研究对象，选用基于性能的抗震设

计理论与方法为支撑，使用MIDAS和SATWE两种不同的
计算软件对其进行小震、中震及大震性能的研究分析。
并且同时在罕遇地震下，采用Push-over弹塑性分析方

法分别进行结构弹塑性研究分析对比，得出如下结论。
（1）分别采用MIDAS和SATWE两种分析软件对结构

进行抗震性能计算，对比了两者的计算结果，表明在小
震作用下，结构构件均处于弹性工作状态，层间位移角
均满足规范限值要求，可保证小震不坏。

（2）对结构进行弹性时程分析，结果表明结构刚度
均匀，变形曲线光滑，并未出现明显的薄弱部位。

（3）结构中震弹性分析表明建筑塔楼底部加强部位
的剪力墙均满足抗剪中震弹性，抗弯不屈服的抗震性能
要求。

（4）采用Pushover方法对结构进行大震验算，结果
表明结构最大弹塑性层间位移角为1/238，小于规范规
定的1/120限值，可以实现大震不倒。

通过对15号楼的分析研究，此超限超高层住宅能
达到“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抗震设防目
标，结构设计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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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民用建筑内电影院的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监督管理
□ 谢八和

[摘    要] 本文基于民用建筑改造消防安全现状，论述民用建筑内设置电影院存在的问题，提出电影院改造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审批监
督管理的建议：政府主管部门健全监管制度、强化监督管理，主体建设源头把控，改造设计过程质量把控，改造施工过程质量把
控，以期为同行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 民用建筑；电影院；防火分区；安全出口；疏散楼梯；消防设施

1  民用建筑内设置电影院存在的问题
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

（2018年版）和《电影院建筑设计规范》（JGJ 58—
2008），电影院宜设置在独立的建筑内[1]，确需设置在
其他民用建筑内时，应满足规范对电影院的建筑类别与
耐火等级、平面布置、建筑保温及外墙装饰防火、防火
分隔、安全疏散、消防设施、内部装修等的相关规定。
然而，在实际情况中，绝大多数的电影院均附设在其他
民用建筑内，电影院所在的主体建筑建设时通常未对后
期使用功能进行明确，仅按照商业功能进行设计施工，
未按照电影院的功能进行设计施工，导致原主体建筑有
关消防的各分部分项工程都难以满足现行国家规范标准
的相关规定，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监管制度问题
2019年4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修正

案公布实施，依据消防法修正案有关规定：城乡建设部
门依法履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职责，消防救援
机构不再行使有关建设工程审查验收职能。根据广西壮
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自治区消防总队《关于进
一步做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职责移交承接过渡
期有关工作的通知》（桂建人〔2019〕17号），移交过
渡期为2019年4月23日至6月30日。自2019年7月1日开
始，广西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独立承接建设工程消防
设计审查验收职责。实际上，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普
遍存在消防审批制度不完善，审批人员数量不足、质量
不高等问题。

1.2  改造设计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2.1  主体结构安全问题

由于民用建筑的主体在建设时未按照电影院功能

进行设计，建成使用后却在建筑主体内设置电影院。在
其装修改造的过程中，因放映厅楼板隔墙要重新设计施
工，且楼板采用后期浇筑，增加了原主体建筑的荷载，
又因电影院改造设计单位因技术力量或原主体设计文件
资料缺失等原因，难以对主体结构承载力进行精准的校
核，有些甚至未对原主体结构的荷载进行核算，导致主
体结构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1.2.2  防火分隔措施问题

（1）主体建筑在设计设施工时仅按照商业功能进行
设计施工，建成后局部被租用做电影院，导致未能形成
独立的防火分区。因此对电影院改造施工时，只能重新
进行防火分隔，导致改造后整个建筑的防火分区与原主
体设计的防火分区不一致。

（2）根据规范要求，电影放映室、卷片室应采用耐
火极限不低于1.5h的防火隔墙与其他部位分隔，放映机
房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h的隔墙和不低于1.5h的楼板
与其他部位隔开，观众厅内的座席台阶结构耐火极限不
小于0.5h[1]。但在实际上，后期改造的电影院放映室、
卷片室、放映机房直接采用板材作为隔墙材料，新增的
隔墙和楼板的耐火极限难以达到规范的要求。

（3）中央空调系统在主体建设时无配套设计施工，
没有考虑投入使用后采用中央空调系统，也没有预留中
央空调系统的设备房。当对电影院入住改造时，电影院
的建设单位为了节省空间，没有按规范要求设置独立的中
央空调设备房，而是将中央空调设备吊装在电影院上空，有
些甚至私自设置在楼梯间上空，导致原本属于人员安全疏散
区域的楼梯间成为一个着火源，衍生新的消防安全隐患。

1.2.3  安全疏散问题

（1）根据相关规范要求，电影院设置在其他民用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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