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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建筑工程设计中人防工程设计分析
丁卓

（安徽省九华山规划设计院，安徽　池州　242809）

摘　要：近年来，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促使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有效提高，在我国建设现代化城市的新阶段，建筑行业
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前景与发展空间。而人防工程是建筑行业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是建筑设计工作中的重点环节，通过精准
的人防工程设计，可以有效发挥人防工程的优势与作用，为建筑工程顺利开展提供保障。基于此，本文深度分析在当代建筑设
计环节开展人防设计原则以及实践策略，希望能为相关设计人士提供一定的借鉴，从而促进我国建筑特种行业持续、稳定地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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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建筑行业的高速发展，相关部门对人防工程的重

视程度也有所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明确规定，

超出标准建筑高度的高层建筑需要建立人防工程来确保建筑

的稳定性和住户的安全性。基于此，人防工程设计在整个建筑

设计环节占据核心地位，为进一步提升人防工程建设质量，需

要相关设计人员结合工程实际情况来进行人防等级划分，并且

科学地制定设计方案以及施工方案，确保人防工程的防控部署

和安保优势能够得以体现，为社会经济发展、建筑行业发展提

供助力。

1　建筑工程设计环节人防工程设计的重要性
如今，国内人防工程发展极为迅猛，为建筑行业发展作出

杰出贡献，建筑设计是建筑工程的核心部分，因此，人防工程

设计也是整个建筑设计环节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设计人员应该

结合具体的工程需求来进行人防工程设计，使其可以达到预期

的标准与要求。人防工程设计的合理性以及稳定性可以为人民

群众提供极大的便利，有助于社会和谐发展以及社会稳定，保

障施工企业的社会收益以及经济收益[1]。

2　当代建筑人防工程设计原则
2.1　精准判定人防工程等级

在相关人员进行人防工程等级判定后，需要结合实际情

况来进行隐患排除以及问题预判，预先设定好解决方案以及解

决措施，以此保证人防工程的作用与优势可以充分发挥出来。

在进行防护标准判定时，若是人防功能等级判定为二等人员庇

护所，那么需要抗压力达到六级以上，这样才可以达到国家相

关标准。在进行具体的设计环节，需要确定人防工程可以达到

行业标准之上，才可以使其作用得到发挥，但部分施工单位为

节约施工成本、降低施工难度而刻意降低人防工程抗压指数，

使其无法达到预期标准，抗压等级不足，导致整个人防工程的

作用无法得到发挥。在问题发生后，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因此在设计环节，需要严格控制施工质量以及设计质量，使其

可以达到预期标准[2]。

2.2　精准划分抗爆单元以及防护单元
为了将人防工程的防护水平提升一个新的高度，在建筑工

程设计阶段需要对其进行独立防护单元的建立，并在每个防护

单元内部设置相对独立的防护系统，充分保证人防工程完备的

防护能力和保障作用。与此同时，各个房屋单元需要结合相关

需求来设定为多层抗暴单元从而进行抗暴处理，以此保证隐蔽

人员、储存物质等效用。因此防护单元设计与抗爆单元设计是

整个人防工程设计环节的要点，若是防空地下室的层数在十层

以上，在安装多层防护板时可以对抗爆单元和防护单位进行一

定的遮挡。相关设计人员还需结合实际情况来进行单元设置，

以保证人防工程的作用可以得到有效发挥[3]。

2.3　科学设置出入口
为了能够满足建筑工程的整体设计理念，人防工程还需

要根据内部结构的规划提前预留出隐蔽场所的规划，尤其在出

口区域的设计方面投入更多的重视度，以确保人防工程的整体

性符合国家建造标准。门洞尺寸以及整体通道的设计都应该结

合工程的实际需求来完成，若是人防工程属于人员隐蔽场所，

则应该将门洞宽度设置为0.3m，以便人员可以顺利通过，各个

人防出入口的通过总数应小于700人。除此之外，门墙设置作为

整个人防工程设计规划中的重要一项关键环节，必须保证便利

性与封闭性，使整个人防工程的内部设计结构更加趋于稳定、

可靠[4]。

2.4　确保人防工程的多功能性和实用性
国内大多数高层建筑的人防工程多以安全性和经营性为

主，但设计师在设计图纸过程中也需要严格按照基本原则来进

行设定，确保一旦发生特殊情况能够更好地应对。例如：高层

建筑的人防工程必须配备战备物资的储存功能；需要设置应急

指挥和人防防护工程，相关医疗机构需要为其建立独立的紧急

救护工程。所有建筑内部的人防工程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和职责

来确定人防工程设计的类型和特点，保证人防工程的主要功能

得以有效发挥[5]。

3　建筑设计中人防工程设计
3.1　主体设计

在现代化建筑理念下，人防工程在设计阶段需要充分考虑

工程技术、施工场地、防护水平和防火通道等现实问题，在确保

整体工程质量达标的前提下，尽可能做到经济性、稳定性与美

观性并存，才能达到最初的设计预期。人防工程需要具有较好

的预定防护性能，要求对其进行早期防护，使其符合核防护标

准。此外，人防工程的底板、顶板和墙体必须要保证满足国家规

定的墙体最低厚度标准，从而起到防护的效果。在设计过程中，

平战结合人防工程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设计平衡点[6]。

3.2　口部设计
在人防工程设计时，需要重点对内外部连接通道进行细

化设计，在保证合理数量和类型的防护设施的同时，还能够充

分考虑到进出人员、车辆等外界因素。一般来说，人们进入的

通道的净宽和净高通道净宽和净高都是比较大，分别为1.6米和

2.3米左右。根据有关规定，每个防护单元都设有两个或多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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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并设置主出入口、次出入口专用室外出入口。在保证不易

堵塞的前提下，室外出入口需要有良好的防护性能，确保出入

口在特殊情况下能够保证住户顺利通过。

3.3　顶板及底板结构设计
普通高层建筑人防工程在设计过程中应充分考虑防患于

未然的可能性和应急反应的完整性。为了确保人防工程下部钢

结构能有效支撑上部结构，柱后出柱必须进行处理，以保证弯

矩和柱跟的平衡牢固。由于高层建筑地下一层顶板荷载采用等

效静载计算，在高层建筑地下二层设置人防工程区域，有效地

减小了人防工程对人防工程产生的不利影响，大大降低了工程

造价。桩基设计程序。等效静力荷载以及门框窗与墙之间的作

用载荷，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单桩承载力特征值，下等效静力

荷载为55kN/m²。
3.4　人防部门设计

与钢结构相比，普通钢筋混凝土结构人防部门在设计过

程中更加厚实，根据材料类型可将人防部门分为钢筋混凝土结

构和钢结构两大类，而人防门的宽度一般不超过2m。人防部门

是由设计人员根据建筑要求，合理选用人防门，但造价较低，

可选用钢结构、宽度不小于3.5m的人防部门作为汽车出入口的

人防门。这种方法能够兼顾经济与实用。为消除自重引起的自

重变形，在门下设置垫层支承，可采用门底支承方式。

4　加强人防工程设计的实践策略
4.1　结合工程建设需求进行人防工程设计

设计人员在开展工程设计时，首先应该对工程规模进行

了解，因为工程规模决定着人防工程配置以及等级需求。随着

建筑工程规模的提升，配置等级也应该有所提升，因此设计人

员应该深入了解建筑工程的整体规模，并且科学地进行人防工

程等级划分，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开展对功能区域划分、科

学管控。其次，在设计环节需要对整个工程项目的类型有所了

解，结合项目的实际类型来开展具体的设计工作。最后，明确

工程所属区域的人防等级需求，确定人防工程的抗力等级，并

且结合具体的施工规范来进行实际工程设计，将建筑工程的功

能性需求，作为人防等级设置抗力等级设计的重要标准[7]。

4.2　构建完善的人防工程管控体系
为提升人防工程设计效率，应该在设计环节构建人防质

量管控体系。以此提升工程的实际收益。现阶段，人防工程质

量是整个建筑单位经济收益以及社会收益的重要保障，同时也

有助于建筑企业在同行业内核心竞争力提升，在进行结构选择

环节时，应该着重考虑部分精度优良且质量达标的施工企业。

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部分质量不达标、精度较差

且施工水平较低的建设单位一定会被市场所淘汰。因此，构建

人防工程质量管控体系极为关键，是整个建设工程发展的重要

保障[8]。

4.3　提升现场参建人员培训力度
人员整体素质是建筑工程质量的重要保障，因此在进行人

防工程设计环节应该对现场参建人员的技术能力、管理人员的

管理水平进行考核，并且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工作，以此提升整

个工程的施工效率，确保工程建设工作以及建筑设计环节可以

顺利开展。其次，在提升设计人员职业能力时，不仅应该对其

行为进行规范，还应该定期开展设计培训工作，不断提升设计

人员的设计能力，使设计人员可以更加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

政府及相关安全部门应该联合各大设计企业集中对人工工程的

设计参与人员进行专业知识技能培训，有条件的可以组织相关

人员出国考察，学习国外建筑先进的人防理念和设计理念，并

与我国的人防理念相融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设计出具

有我国特色的人防设计工程。最后，还需要对工程设计的精准

性展开强化，以此提升设计方案与工程实际情况的契合度。

5　结语
总而言之，人防工程设计是当代建筑设计环节中的重点内

容，二者之间具有诸多互通之处。建筑工程可以通过结合工程

建设需求进行人防工程设计、构建完善的人防工程管控体系、

提升现场参建人员培训力度等方式开展人防工程设计，为我国

建筑事业平稳、有序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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