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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热器联网智能调节系统

燃气供暖系统的
消防技术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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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连续中求变化 
担纲《水力杂志》这样一份刊物的编辑是一项挑战，既令人兴奋又深感责任重

大。兴奋是因为从机械工程专业毕业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之久——我有

幸切身感触到卡莱菲面向未来的眼光和热情。然后，我便以我的专业投身于热力

技术领域——主要精力放在工业与民用供暖与制冷系统、消防系统以及面向意大

利和欧洲市场的工业机械系统——我越来越坚信我投身于一个非凡的环境当中，

既有理性又富于种种创新与变化。

Mario Doninelli工程师，于我既是导师又是技术模范与人生

榜样，从他手中接过接力棒无疑是一项责任重大的挑战。在我初

入职场时正是他在我身边支持我，并很快成为我们大家的标杆。

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这份杂志的精神所在：文字要简单易懂，让它

为包括设计师和安装人员在内的业内人士提供有益信息的权威刊

物。这也是我在今后工作中想继续秉承的纲领。

我在此还要感谢一个人，没有他，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是

总裁Marco Caleffi, 他把如此重要的工作交给我，给予我完全的

信任。他的企业经营眼光不只是生产高质量产品，而且还要提供

完整的解决方案，让每一个人都为全面质量提高尽力，我们每天

都在传递着这样的讯息。

最后，我要感谢卡莱菲所有同仁在《水力杂志》创作与修订

中给予我的支持。他们每个人都是不可多得的一份子，没有他

们，就没有这份刊物的出版。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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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热器联网智能调节系统

本期《水力杂志》开篇部分介绍

民用供暖系统的历史与发展。多少年

来，行业对于节能和舒适度的关注有

增无减，热力技术领域的进步带来了

新的技术方案，涉及到系统及其调节

设备的设计与制造方式。

然后，我们将深入探讨可以远程控

制的热力调节系统，它的发展与远程

通讯领域的发展同步，经历了模拟通

讯线路到现代网络技术，功能日趋强

大，范围日益广阔。在这种情况下，

以散热器供暖系统为重点，我们将深

入研究市场上主要的技术和其工作原

理，换言之就是热调节联网系统。这

类技术结合了不同的元件和传感器，

可以彼此交互，还可以通过先进的功

能辅助进行远程管理和监视。

这些方案是对机械恒温或电子恒

温的革新，后者往往被分别称作传

统恒温阀和电子恒温阀（参见第46

期《水力杂志》）。

因此，后续内容我们将从实用角

度讨论“联网恒温阀”，这个貌似

简单的术语涉及的却是复杂的系统。

最后，通过专门的分析和不同系统

方案的比较，我们会从降低能耗和热

舒适性能角度评估使用新阀门有哪些

好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些层

面会随着日常习惯而显著变化，因为

当今我们生活的节奏更快了。

Mattia Tomasoni 和 Elia Cremona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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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供暖系统热力调节的历史

初期集中供暖系统的热力调节与恒温阀 

意大利大部分住宅供暖基本都属于双管垂直供暖方式。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设计方案适用于初期集中供暖系统，

穿过建筑物楼层的立管分别与每个散热器连接，散热器配

备手动温控阀，这种供暖方式简单易行，但却决定了其很

难进行自主的热力调节。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热力站最早的气候调节系统应运

而生。

这种方案简单且相对经济，限制所产生的热功率，特

别是一年中气候温和时期（参见第57期《水力杂志》深

度分析部分）。

这种气候调节方式较明显的缺点就是没有考虑不同的居

室内部环境所需热负荷，比如房间朝向、日照程度、第二

热源（如灯光、出发设备、人员聚集等）。

不过，这种调节方式在恒温阀问世前是唯一实用的方

法，恒温阀能克服传统的垂直立管系统一些固有局限、其

内部的热敏元件根据环境温度自动调节散热器流量，从而

保证每个房间的热平衡。

虽然有上述这些积极方面，但是恒温阀的安装却自始至

终都要有一些技术技巧，来弥补它们在工作状态下不可避

免产生的水力失调，并防止出现恼人的噪音。

从六十年代掀起大兴土木的高潮开始，我们见证了供暖系统不同解决方案以及不断完善的调节系统中所采用的日新

月异的技术。这种技术革新关系到诸多不同方面，如对能源成本的重视和防止浪费的需要，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用户

对于环境热舒适度更高的要求。

七十年代六十年代

图1：气候调节与恒温阀

气候调节 气候调节 恒温阀手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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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系统与恒温阀的使用

七十年代起，区域系统开始大行其道，换言之就是系统

的垂直立管不再与单个散热器连接，而是与每户的供暖系

统连接，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水平供暖系统，每户有自己的

供暖回水接口能实现与集中系统的相对独立。

这种结构的好处是通过安装于入户的区域阀与室内温控

器结合使用，满足了更加独立的热需求。当恒温器反馈有热

量需求时，区域阀（通常为三通阀）直通一端打开，让热水

经过散热器循环；反之，区域阀将供水旁通到回水主管。

最早的恒温器作用非常有限，多年来伴随着电子设备

的发展，其功能越来越强大，发展成所谓的计时温控器。

比如，它能够在一天不同时段改变设定值，在更为复杂的

装置中还可以设定一周里每天的各个时段所需的温度值。

早期区域系统最大局限就是只能通过一个区域阀由一个

室内温控器来管理整个住宅供暖，所以这种系统无法满足

每个房间不同的温度需求。不过，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即便

不能尽善尽美，先进的区域系统做了更为细致的区分。例

如后期住宅常用的集分水器供暖方式，通过两个区域阀划

分出日间区和夜间区，每个都由相应的计时温控器控制。

七十年代六十年代

图2：区域系统

室内温控器 日间区域计时温控器 夜间区域计时温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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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十年代 2010 2015

SMS

Cloud Cloud

图3：带远程控制的热力调节系统

早期的电话线路远程控制

八、九十年代，电话和电子设备的发展使得温控器远

程控制的早期努力取得了进展。开始，这种方案只出现在

小型私人住宅中，特别是度假屋或者使用频率不高的建筑

中。实际上，这种方案未能在住宅中得到广泛普及，原因

是技术不够成熟，成本过高。

考虑到其功能非常有限，这高昂的成本就更不合理了，

因为它基本上只能打开或关闭供热系统。

 智能手机远程控制

在民用领域中，真正实现实用的远程控制的是智能手

机的广泛普及，尤其是户外或户内上网的便捷性。

智能手机相对于传统手机有着超强的数据链接和计算

能力，还可以安装不同用途的专门应用软件（APP）。这

一技术可以用有限的成本实现万物互联，为热力调节领域

也提供了创新的机会。

近十年来，新型温控器的问世，即人们常说的智能温控

器，可以接入互联网，通过安装在智能手机上的专用APP

直接远程控制。这就使得复杂的远程控制成为可能，比如

根据实际需求和习惯更改程序，实现舒适度和节能双赢。

通过电话进行
温度控制

温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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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十年代 2010 2015

SMS

Cloud Cloud

图4：先进的调节系统

从封闭系统到物联网

上面刚刚提到的智能温控器取得了全面快速发展，从

单一装置过渡到成套的系统，增加了其它控制部件如安装

于散热器上的电子温控器。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对每个室内

空间实现不同编程和调节，包括此前使用传统装置实现不

了的供热系统中。

此类系统最初的管理方案是封闭的：调节、数据和运行

模式都要求制造商激活算法和逻辑。正因为如此，此类系

统的构成部件只有彼此互联才能工作。

不过，近年来的趋势是越来越多地采用开放系统，彼

此交互，还可以与不同制造商和不同应用范围的其它部

件互联互通。

这就是物联网技术（IoT），指普通物体连接到网络上，

彼此共享数据和信息，从而可以为用户提供新型服务。比

如，住宅中普通物体如灯、电源插座、传感器等等。同样

地，热力调节系统本身也成为智能网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温控器、温感探头和阀门可以利用共享的数据和信息根据

实际需求更好地调节供暖系统。

先进的热力调节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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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控制热力调节系统

通过电话激活器进行远程热力调节
如前所述，电话激活器曾是可以通过远程控制来实现热力调节的早期系统。为此，这类装置包括一个或多个触点，

一般称为通道，可以开启或关闭与之相连的电气设备。根据所采用的技术，可以分为两大类。

模拟电话激活器

是市场上最早出现的激活器类型，通过模拟信号电话线

路远程控制温控器。使用时呼叫与激活器相连的固定电话

号码，拨一组识别码，然后是要激活的通道号码。通道激

活后就会改变供热系统的状态。

模拟电话激活器可以完成以下简单的功能：

• 遥控启动供暖系统；

• 遥控关闭供暖系统。

鉴于它们的局限性，这类装置主要用于度假屋或不常

居住的房子。

GSM电话激活器

不同于传统的激活器，此类激活器运用GSM技术，

也是移动电话系统所采用的技术。利用快捷的数据传输

速度、数字通信和SMS短信服务等，可以完成以下功能：

• 遥控启动供暖系统；

• 遥控关闭供暖系统；

• 传送实际运行状态；

• 传送测得的温度值；

• 传送报警信号。

这种方案至今仍在住宅系统中偶尔使用。虽然与更先进

的方案相比有其局限性，但其优点是非常经济实用，尤其

是可以不必始终保持互联网连接。

图5：模拟电话激活器工作过程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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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 0 #

1 2 3

4 5 6

7 8 9

* 0 #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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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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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FF

拨打自己的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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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理

远程热力调节系统通过主要元件间协同完成不同的功能。

热力调节装置
根据系统类型，一般有一个或多个温控器、温感探头和

控制阀门开合的执行器。除了各自的功能外，在先进的热

调节系统中，这些装置可以通过无线通信协议彼此对话，

一般所需能耗非常有限。对于上述许多装置来说，这一特

点使得使用电池作电源成为可能，从而避免了布线，大大

地方便了在各种条件下进行安装。

通讯网关
使系统可以联网，从而使先进的远程控制成为可能。既

可单独也可以集成于另一装置上，比如集成在主温控器内

部。其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接入互联网，并通过网络管理热

力调节系统和用户要远程控制的装置之间的双向数据流。

远程管理应用软件
由先进热力调节系统生产商专门设计的软件，可以安

装在不同类型的智能电话或平板上，或者可以通过电脑访

问。作为一个交互界面，用户通过它可以编程、管理和显

示热力调节系统的状态。

云
提供存储、处理和传输联网的热调节系统数据的网络

数字服务。在系统建设中处在网关和移动装置之间，它有

诸多好处，包括同步系统各种数据，供远程控制使用。另

外，还包括执行系统运行逻辑：从生产角度讲，这种方式

可以简化热力调节装置，降低成本。同时，生产厂家还可

以通过简便的更新随时对系统进行优化和修改，维持部件

的技术性能不变，包括先前已安装的。

先进的远程热力调节
近十年来，互联网的普及和手机日益强大的功能催生了先进的远程热力调节系统：通过把传统的调节器如温控器或

散热阀器温控器接入互联网，使得通过安装在便携装置（智能手机、平板等）上的专门应用远程控制它们成为可能。我

们可以称之为封闭式系统，因为构成它们的装置是根据制造商开发的协议和规则只在彼此之间进行通信。

ON/OFF

18°

°C

企业云

图6：先进的热力调节系统的运行图示

互联网 网关企业远程管理应用

热力调节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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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功能 

联网热力调节系统构架可以开发比简单方案所能提供的远程开启或关闭之外更加先进的新功能。

高级编程

自我学习

气候数据集成

定位

历史数据

高级编程以渐进方式修改供暖系统编程，进行一系列优化。传统的计时温控器只能由装置本身

直接设定周、日编程，而新方案还可以：

• 通过图形界面编程，直观、简便好用；

• 按日历编程，比如可以预先设定不在家的日子； 

• 意外情况管理，可以启动临时编程，比如临时外出或者提前回家； 

• 创建并保存个性化程序，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设定。

自我学习功能不需要用户方面的任何参与，完全靠设备自主进行。

高级的热力调节系统不间断存储供暖相关数据。利用这一特点和适当的数学模型，运行几天后，

系统会预计系统应答时间。其实，系统会了解需要多长时间使室内达到舒适温度，从而以最佳方式

管理实际启动时间。

结合上述特点，一些温控器还集成或选配人体感应器。借助得到的信息可以让热力调节系统适

应设定的编程，从而根据实际在家人员情况使得系统的利用达到最优。

气候数据集成可以让热力调节系统通过互联网直接收集气候数据。这样，系统不需要实际温度

传感器就可以了解到外面的温度。再结合上前面所说的自我学习功能，系统就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提

前管理系统的开机时间，从而在预期时段达到舒适条件。

另外，在更为先进的系统中，气象数据可以在没有外部温感的情况下用来实现气候调节。

所有的智能手机都有GPS系统，通过它可以检测到用户的确切地理位置（定位）。一些先进的

热调节系统利用这些数据来实线两个目的：

• 检测室内什么时候没人，避免系统无谓的启动；

• 当检测到用户正往家走时启动系统。

一般来说，用户可以设定自家周边一定的活动范围，进入这一范围，系统便采取上述调节措施。

系统会生成有关运行情况的历史数据，如启动时间和实测的温度。这些数据收集起来，可以随

时供用户查询。它本身不是什么高级功能，但是可以自动分析消费情况，让用户正确使用并了解自

己的供暖系统。

❄

i

❄

i

❄

i ❄

i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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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物联网系统中联网的物体

物联网系统（ IoT）
与前面所说的热调节系统发展类似，对其住宅中其他的常用设备通过远程控制进行高级调节也相伴而生，比如照明、

电器插座管理、报警系统、家用电器等等不一而足。市场上，这些不同系统也“联网了”，但是它们的运行却完全彼此

独立，是典型的封闭系统。不过，近年来开始向开放系统过渡，面向集成和与第三方应用及服务的交互，在不同类型的

装置之间共享信息和数据，包括分属不同应用领域的装置。因此，新技术让不同性质的系统实现互联互通，这就是人们

常说的“物联网（IoT）”。

物联网系统理念的根源来自信息和互联网领域重要的科技企业多年的耕耘，他们创建数字平台，搜集和处理来自互联

网各种子系统的海量数据。这些信息被用来管理和优化处于同一智能网络的所有物体的运行状况与性能。

具体到热力调节系统上，可想而知，它的效率会更高，因为它不仅可以利用供暖系统本身的信息，而且还有来自互

联网其它物体的信息。我们以照明系统或者报警系统的动作传感器为例，利用简单的信息，通过专门的算法就可以精准

地了解用户习惯，从而使舒适度的时间编程更加行之有效。

另外，对供暖系统运行状态的不间断监控还为提供技术服务打开了新的大门，比如进行更加高级的诊断。从这个角度

讲，用户和安装人员都可以实时地得知可能的异常情况或故障，采取更加迅速和精准的维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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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温阀的类型与技术特点

传统恒温阀
借助恒温控制，这些阀门能够自动将室内温度调节到一个设定值。其工作原理是机械式的，无需电源，通过调节散

热器流量来调节散热器的散热量，根据恒温器设定的温度值将热舒适度保持在相应水平。

其最大的局限在于无法对其控制温度的房间/区域进行规划控制，也就是不能按照时间段或者按星期管理每个房间的

温度。

这种局限性在垂直立管系统中是无法弥补的。在区域系统中，可以结合一个或多个计时温控器部分地加以克服，将

系统分区从而达到区别对待有着不同使用习惯的室内环境。

4 3· · ·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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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传统恒温阀的运行状况

按照安装在散热器温控阀上的控制器特点与技术发展，恒温阀可以分为：

• 带恒温控制的散热器温控阀（以下简称传统恒温阀）；

• 带电子控制器的散热器温控阀（以下简称电子恒温阀）；

• 联网控制的散热器温控阀（以下简称联网恒温阀）。

最后一类是市场上最新出现的，我们后续将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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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电子恒温阀的运行原理

电子恒温阀
电子控制型恒温阀可以根据时间的设定不同的温度值。它的运行要依靠电源，一般普通电池就可以。这类控制器内

置量一个数字温感来测量室内温度，还有一个恒温器按日和按周编制预期的温度。根据实测室内温度，控制器评估距离

设定值的温度偏差，电机调节阀门打开或关闭，调节散热器流量和释放到室内的热量。

与传统恒温阀相比，可编程是它最大的优势，因为这样可以根据房间的使用需求和不同时段对每个房间进行不同的温

度管理。另外，它还具备传统温控器一些简单的补充功能，如设定度假模式，暂时中断正常程序，或者进行防冻保护，

防止特别寒冷条件下长时间无人居住情况下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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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的恒温阀 
这是全新一代的电子控制阀，其工作原理是结合室内温

度传感器调节热舒适度水平，利用网关管理和控制住宅的

供暖以及不同装置之间的通信。网关无线电波与供暖设备

连接。这种热调节系统由不同部件组成，可以通过接入互

联网进行远程控制。

无线电子控制器

它安装在散热器温控阀上，为无线型。电源为传统电池

或者充电电池，可以维持长时间运行。为此，正如我们后

续将深入探讨的，新的控制模式能以尽可能低的耗电发挥

其主要功能：调节散热器内部的流量，通过无线信号与网

关交流工作状态和房间内的温度。

下面我们介绍无线电子控制器的主要部件。

电机
新型控制器内部电机以高精度级别推动温控阀活塞上

下运行。如果具有自动识别阀门实际行程功能的话，这个

调节会更加高效。这一特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却至关重

要：准确的动作可以实现非常稳定的调节，达到并维持所

要求的热舒适度条件；避免频繁的开关动作，而频繁的开

关正是源于不精准的调节，进而增大能耗和影响电池寿命

（图11）。

另外，这种方法可以实现散热器内部流量的精细化调

节，可以达到很低的流量（10~15 l/h)。我们知道，低流量

值首先可以节约循环泵能源，实线高温差ΔT低回水温度，

这是现代冷凝式锅炉系统高效工作的理想条件。 

室内温感
其作用是检测室内温度，它的准确度较高，是热力调

节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参数。它通常在电子控制器的外侧，

温感（图12中的S1）要避免受到附近错误热源的干扰。

Cloud

图11：温控阀电子控制器的调节精度

图10：带联网恒温阀的系统运行状况

时间

时间

y

y

y

y

室内温感

网关Internet

远程管理应用

16 N° 58 giugno 20202020年6月                          



因此，在新一代控制器中，探头位置在最前端，并做

了适当的隔热保护。

另外，热力调节系统记录下主温感测得的数据并分析

其走势（自学习模式），从而提前预测让各个房间达到

设定所需的时间。

附加温感
最先进的类型还装有一个附加温感（图12中的S2），它

在靠近温控阀一侧，可以检测热流体介质释放的热量。根

据这一数据，系统会自主判断供热设备是开启还是关闭。

这一信息可以用来执行如下功能：

• 冬夏自动转换。夏天模式会明显降低电池能耗，超过
一定时间，便不统计系统启动情况。

• 异常情况报警，系统开启状态下，达不到设定的室内
温度时。

有了附加温感，热力调节系统还有其它优势：控制器

上两个温感间的温差分析可以纠正室内温度测量，比如两

个温度值过于接近时，就会自动判断是否不当，如安装在

隔板下面（图12）。

按钮与指示灯
联网控制一般不需要部件上有交互界面，因为所有的

操作都是远程管理（对于智能手机来说就是APP）。不

过，可以有简易按钮用来快速修改设定温度。一般来说，

这些修改在一定时间内就失效，按键设定温度高低由相应

的LED指示灯显示的颜色来指示。

网关

是整个系统的核心部件，因为它根据确定的程序，控

制和管理住宅的供暖，与控制器和传感器相互交流，同

时还连接因特网。

下面我们将介绍网关的主要特点。

Cloud

图12：温控阀电子控制器上的温感探头图11：温控阀电子控制器的调节精度

图10：带联网恒温阀的系统运行状况

S2

S1: 室内温感
S2: 附加温感

S1 S2 S1

电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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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通信系统

正如我们之前简要提及的，上述装置需要彼此交流，按

照用户设置的程序，保证各个房间的热舒适度。联网的控

制器、网关以及附加的温度传感器全部都内置天线，以便

发送和接收热力调节系统运行所需的基本信息。

无线电波通信有以下好处：

• 信号为长程传播，适合于大型住宅内稳定的通信交
流，因多各装置之间距离会比较远。 

• 更低的运行能耗。

另外，发送信号的频率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条件，以保证

室内温度调节达到最佳。但是，频率不宜太高，因为会造成

外围装置的电池寿命缩短，而由此带来的优势却不明显。

远程管理应用

最新一代联网恒温阀系统中，可以安装在智能手机和

平板之类移动装置上的应用（APP），它就是一个交互界

面，用户可以通过它发出或者个性定制指令，操作供暖

系统的运行。 

引导安装
在安装阶段，所有装置的配置和联络通过引导程序和

屏幕上出现的指示一步步进行。另外，在此过程中，还

可以为住宅里每个室内环境分派不同控制元件，从而实

现区域化调节。

内存
高级的网关装置集成了内存，存储相关的编程信息。因

此，根据保存的设置它在没有联网情况下，也可以运行。

区域管理
网关与安装在各房间的装置进行通讯，以便进行区域温

度调节。目前的技术发展到可控制数十个区域和数百个末

端装置。因此，联网温控阀不仅可以安装在私人住宅，还

可以安装在大型建筑如办公室和宾馆。

系统激活
通过网关启动供暖系统通常由一个电路信号实现，它与

锅炉或者区域阀相连。不过，新一代网关还可以利用更高

级的通信协议，这些协议在最。。锅炉或楼宇自控系统中

具已配备。(参见第29页深度分析：OpenTherm®协议和欧

洲生态设计(Ecodesign)指令)。

联网与更新
连接互联网一般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网络连接。另外，还

有内部集成有带电话卡调制解调器的类型：这样在没有固

定因特网的地方也可以实现连接。

联网，除了可以让用户通过专门的APP规划和管理自

己的供暖系统，还可以让生产厂商远程更新系统工作软

件，补充新功能。

室内无线温感

作为对集成在联网控制器上温感的补充，还可以在住宅

的其它地方增装室内温感。这些温感也属于无线型，通过

无线信号与网关联系。

当恒温器所处位置温度检测有困难时，或者在多个散热

器供暖的大空间范围内进行热舒适度调节时，安装这样的

装置还是很有好处的。

在老旧系统升级改造时，增装的室内天线温感有的型

号可以控制锅炉的启停，代替住宅中已有的传统温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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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功能
通过APP，可以针对单个区域以及整个住宅区域启动一

些快捷设定功能，用于临时取代已设定的程序。

节能模式 (Eco):

降低设定温度，更加节能。

清洁模式 (Clean):

关闭正在进行清洁的房间所涉及的系
统部分。

快速供暖模式(Boost):

提高设定温度，增加舒适度，比如设
定提前回家。

假期模式 (Holiday):

可以进行长时间空置管理。

防冻模式 (OFF):

设备完全不工作，但是当检测到非常
寒冷的温度时会预防出现可能的结
冻。

运行状态
在手机的显示屏上可以显示各个区域的所有信息：温

度、运行状态、异常情况、电池余量。

远程技术服务
带有联网恒温阀的系统构架可以在出现运行不畅情况

时保证有效的技术服务。通过应用软件，便于快速解决问

题，经常可以省去了上门维护的麻烦。

耗能监控
通过APP，系统可以预估和监控设备的能耗。这些数据

会被保存下来定期加以分析。比如，用户可以把自己的耗

能与上一年作比较。另外，系统会分析所搜集到的信息，

定期分析可以优化供暖系统的运行状态和节能。

编程

创建的每个区域可以根据自己需求实现个性化管理：为

了加快编程操作，应用软件往往设计一些简单的生活习惯

提问与用户交流。这样，就可以根据自己住宅内预期的热

舒适度创建个性化的时间段程序。

该系统可以节约时间，无需像传统温控器一样使用预

设的一般性程序。

图13：通过智能手机APP进行远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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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联网恒温阀的好处

在第57期《水力杂志》中，我们分析了不良调节会造成过高的问题。诸多问题中我们特别介绍了调节是如何影响不

同类型锅炉的热效率。

不过，在本期文章里，关于室内温度调节，我们重点介绍通过针对常用散热器系统类型采取不同应用方案能带来哪

些优缺点。为此，我们将获悉热力调节系统的选择与其能相应带来的利益之间的关系，除了与相同的系统配置有关外，

还与日常习惯密切相连。

我们以一个分为3个功能区域的居室为例进行分析：起居室及厨房区域，书房，卧室为主的夜间区域。

室内温度调节目的是满足一天的室内热舒适度需求。一般可以设定有人在时的舒适温度，以及没有热量需求时段可

以设定一个较低的温度，即所谓的低温工作方式。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系统完全不工作，造成恢复阶段超负荷运转。

如图14所示的住宅，有一个散热器系统供热，我们将分三种不同的供热类型加以分析：

1. 立管式系统，集中供热系统住宅的典型类型；

2. 单区域系统，常见于现代住宅或者单独的私人住宅;

3. 双区域系统，大多用于私人住宅，可以划分主要的室内环境。

针对每种情况，我们从舒适度和可获得的节能效果方面评估不同的调节方案。为此，要根据日常习惯，考虑实际的

舒适需求，简单归结为三种不同的舒适度需求（不间断、定期或不定期），以三天为一时段，两天工作，一天休息。

31

房间

房间

书房

厨房
20 °C

20 °C

20 °C 19 °C

19 °C

卫生间

卫生间

起居室

服务室

日间区

夜间区

书房

图14：住宅内的室内空间与主要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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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舒适需求
长期有人居住比如老年人在家的

情况，系统特点就是持续不间断的热

需求（图15）。这种情况下，假定日

间区域和书房的舒适温度为20 ℃，夜

间区域为19 ℃。

定期热舒适需求
模拟离家返家用户按规律时的居室

使用情况。如图16显示，室内的热需

求有工作日和节假日之分。

工作日期间，日间区域的供暖在

一早一晚。而在节假日，日间区域和

书房均视为有人活动。夜间区的热舒

适需求很有规律，不受工作日和节假

日影响。

不定期的舒适需求
指的是人员不固定居家或者经常

外出旅行时室内环境的利用情况。

图17所反映的是节假日完全不在

家时的情形（偶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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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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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持续热舒适需求

图16：定期热舒适需求

图17：不定期热舒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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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特点与性能

图19反映了一天内在无规律热舒适需求情况下各个室

内环境中的温度趋势：

• 恒温阀可以防止室内过热，保持温度稳定，但与实际

热需求不一致。它能保证比较高的热舒适度，但无法

避免无热量需求时的浪费。

• 联网恒温阀可以对单个室内空间分别管理，传统的立

管系统也不例外。另外，借助按时间段编程以及随习

惯变化进行远程控制提供的便利，它可以进行正确的

热量供给。

散热器集中供暖系统的温度调节

系统描述

在立管式集中供暖系统中，每户的散热器都是垂直型供水（图18），不能安装一个或多个区域阀。热力调节方案考

虑以下几种：

• 传统恒温阀。政府最近进行的能源升级改造，使它成为此类系统中普遍采用的方案。

• 联网恒温阀。是一种可以对不同室内环境进行智能管理的新方案。

为了方便论述，我们将不考虑集中式锅炉的开启与关闭情况。

图18：立管式散热器系统

调节：联网恒温阀

调节：传统恒温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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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节能效果
与传统恒温阀相比，通过联网恒温阀调节所能获

得的节能效果很明显。热舒适度需求越不规律，所获

得的节能效果越明显：可以随时随地按需编程，大幅

降低能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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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联网恒温阀调节可以提前自动启动系
统，在要求时间达到热舒适度。

恒温控制只能调节每个室内空间使其达到
所设定的温度。

虽然可以保持设定温度，但长时间下来，
恒温阀会产生较大能耗。

图19：立管式散热器系统中不同调节方案的区别

不定期舒适度需求的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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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区域系统的特点是使用集分水器章鱼式供暖。它主要运用于自供暖住宅或者新建建筑中的集中供暖系统。我们讨

论的是：

• 进行简单温度调节的传统恒温阀。

• 与计时温控器相结合的传统恒温阀。利用计时温控器指挥区域阀（或者锅炉），根据参照区域所预设的程序，所参

照的区域一般为日间区。

• 联网恒温阀：可以对不同区域进行智能管理的新方案，

无需区域阀。

单区域散热器供暖系统的温度调节

系统描述

厨房 客厅 卫生间

房间 1 房间 2 卫生间

开/关

图20：单区域散热器供暖系统

技术特点与性能

图21反映了无规律的热舒适需求情况下各个室内环境

中的温度趋势：

• 恒温阀可以防止室内过热，保持温度稳定，但与实际

热需求不一致。它能保证比较高的热舒适度，但无法

避免无热量需求时的浪费。

• 利用计时温控器可以管理日间区域的舒适时段，通过

恒温阀的控制作用，与低温工作阶段交替。从而保证

了直接控制环境里的良好舒适水平，但不涉及夜间区

域和书房。这种方式下，除了热舒适度受到一些限制

外，在没有实际热需求的时段也会产生不必要的能

耗。

• 联网恒温阀可以根据实际热需求提供正确的热量。

获得的节能效果
用一个简单的计时温控器控制单个区域可以获得

不错的效果。不过，正如前面所强调的，这种节省对

应的是热舒适度会打折扣。

利用联网恒温阀获得的节能效果略胜一筹，这得

益于它们对低温工作及正常负荷阶段更加先进的管理

与运转。这些好处在不定期舒适度需求情况下尤其可

圈可点。

调节：恒温阀与区域温控器

调节：恒温阀

调节：联网恒温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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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14°

22°

15°
16°
17°
18°
19°
20°
21°

日间区

00 04 08 12 16 20 00 04 08 12 16 20 00 0004 08 12 16 20

14°

22°

15°
16°
17°
18°
19°
20°
21°

夜间区

00 04 08 12 16 20 00 04 08 12 16 20 00 0004 08 12 16 20

14°

22°

15°
16°
17°
18°
19°
20°
21°

书房

04 12 16 20 00 04 08 12 16 20 00 0004 08 12 16 2008

工作日 工作日不在家

计时温控器保证其控制的区域在预定时段
良好的热舒适度水平。

按日间区域计划，通过计时温控器调节不能保证其
它室内空间的舒适度，因此会造成能源浪费。

恒温控制器只能调节每个室内空间到设定
温度。

通过联网恒温阀的调节能够管理计划外临
时不在家的情况。

图21：单区域散热器供暖系统中不同调节方案的区别

不定期热舒适度需求的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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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区域供暖系统的特点是两套章鱼式系统服务于不同室内空间，一般分为日间区和夜间区。这种方案常用于独立的

私人住宅。针对这种情况，考虑以下热调节方案：

• 传统恒温阀：属于最简单的调节。

• 传统恒温阀与计时温控器结合使用：通过对两个主要空间（日间区和夜间区）区别化编程，分别控制两个区域阀的

开关。

• 联网恒温阀：是不需要区域阀实现对不同空间智能管

理的创新方案。

双区域散热器供暖系统的温度调节

系统描述

日间区

夜间区 开/关

技术特点与性能

图23反映了一天中无规律的热舒适需求情况：

• 恒温阀可以防止室内过热，保持温度稳定，但与实际

热需求不一致。它能保证比较高的热舒适度，但无法

避免无热量需求时的浪费。

• 利用计时温控器可以管理日间区域和夜间区域的舒适

时段，结合恒温阀，与低温工作阶段交替。通过适当

编程规划，可以保证所有空间良好的热舒适水平。不

过，如果出现计划外临时不在家的情况，难免会造成

不必要的能耗。

• 联网恒温阀可以在舒适度和能耗方面达到最佳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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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节能效果
与单区域供暖系统相比，利用两个区域计时温控

器调节区别不大，但是却能在舒适度需求和控制热能

消耗方面取得良好折中。

不过，采用联网恒温阀方便对偶然情况进行管理，

做到最大程度的节约。这种情况下，降低能耗的潜力

巨大。

图22：双区域散热器供暖系统

调节：恒温阀与区域温控器

调节：恒温阀

调节：联网恒温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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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 工作日不在家

计时温控器保证其调节区域在预定时段良
好的舒适度。

第二个计时温控器可以通过专门编程从而在夜
间区也达到良好的热舒适度。

书房的热调节按日间区编程。难免会造成此区域的
能源浪费。

通过联网恒温阀调节在计划外临时不在家时可
以达到明显的节能效果。

图23：双区域散热器供暖系统中不同热力调节方案的区别

不定期热舒适度需求的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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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系统汇总对比

夜间区

日间区

房间的热平衡
设定和维持房间内预期舒适温度。

热力自主化

区域编程

热舒适度

减少浪费

联网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管式系统 过滤式系统

1

1

2

1

2

可以对温度以及舒适和低温工作时
段编程。

对不同空间进行差别化编程。

随时随地达到舒适温度。

可以避免对临时无人空间供热。

远程管理和检测的高级功能。

使用传统温控器的系统中，所能创建的分区越多，舒适度管理与编程越有效。这取决于所采用的系统方案即所

安装的区域阀数量。

只有在可预见的无人时段才能减少浪费，通过适当的编程设置，直接作用于住宅内的温控器。而且，传统的温

控器无法进行远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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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分析：OpenTherm® 协议和欧洲生态设计（Ecodesign）指令

供暖系统各个部件之间的连接与通信以前是通过简单的电接点实现的。例如，在有启动系统的必要时，传统温控器可

以通过激活信号启动或者关闭锅炉。它本身是一个开关型简易调节，通过专门的电接点的开合来完成。

越来越精细的调节模式要求不同装置（锅炉、温控器、传感器等等）之间要更多地交流信息，普通的通断电方式无

法完成这样的操作。如果安装的部件是由不同厂家生产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了。为了克服这些限制，固诞生了共用与独

立的通信协议，依据一定的共享标准，在各个部件间实现快速的数据交换。 OpenTherm®协议就是一个例子，在供暖通

风与空气调节（HVAC）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应用。

OpenTherm® 协议是通信语言和界面，通信语言就是让数据可以利用的方式，界面就是交换数据的手段（一般通过

线缆，有时还通过无线系统）

以温控器和锅炉之间的联络为例，通信协议使高级的调节成为可能，比如根据测得的室内实际温度和外部气候条件

调节锅炉的功率。

与前面的发展潜力密切相关的话题就是设备能效等级，这往往涉及到税收优惠机制。关于热力调节系统，与之相关

的分级根据欧洲生态设计（Ecodesign）指令确定，涉及的是室内供暖和温度控制整体设备的能效问题。区域调节系统

可以通过OpenTherm® 协议与模块锅炉之间通信确保比传统连接更有效的调节。根据上述指令，“先进的”热力调节可

以归入高级能效等级。下面我们简短介绍一下指令所规定的不同等级的大概特点。

图24：传统热力调节 图25：利用高级通信协议进行热力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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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系统消防技术规则

2019年11月8日内政部指令（2019

年11月21日GU n.273）通过有关热量

大于35 kW燃气供热系统设计、生产

和运行的消防技术新规。

该指令取代1996年4月12日指令，

我们曾在第11期《水力杂志》中详

解过。

之前我们曾完整介绍96年部指令

文本，本期中我们解读一下新指令，

便于设计师和安装人员快速了解和执

行新规。

指令中每一部分都专门提到，我

们将介绍其运行和典型应用。然后，

每一部分有关热源位置、构造特点、

空气进口热源所在房间的进入以及特

别规定的信息将以图表形式展示，方

便按照需要精准查询。因此，不像是

一篇水力杂志经典文章，而更像是一

本方便查阅的手册。

这样提纲携领地介绍不会也不能

取代对指令文本的详细解读，而是

一个补充工具，便于快速调取内容。

在提供基本信息的同时，我们还

着重突出了2019版本的新内容以及与

以前版本的衔接点。最后，作为对各

个部分的总结，我们还做个一个汇总

表，包括有关电气设备、燃气设备、

灭火工具和热源所在房间要使用信号

的基本知识。

Ingg. Mattia Tomasoni 和 Alessia Soldarini

Fig. 26: D.M. 12 aprile 1996 Fig. 27: D.M. 8 novembr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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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O SPECIALE

Nuove norme di sicurezza antincendio

per la progettazione, la costruzione e

la realizzazione degli impianti a gas

—  1  —

GAZZETTA UFFICIALE DELLA REPUBBLICA ITALIANA

Serie generale - n. 273

21-11-2019

 DECRETI, DELIBERE E ORDINANZE MINISTERIALI 

  MINISTERO DELL’INTERNO

  DECRETO  8 novembre 2019 .

      Approvazione della regola tecnica di prevenzione in-

cendi per la progettazione, la realizzazione e l’esercizio 

degli impianti per la produzione di calore alimentati da 

combustibili gassosi.    
     IL MINISTRO DELL’INTERNO 

 Vista la legge 1° marzo 1968, n. 186, recante «Dispo-

sizioni concernenti la produzione di materiali, apparec-

chiature, macchinari, installazioni ed impianti elettrici ed 

elettronici»;  Vista la legge 6 dicembre 1971, n. 1083, recante «Nor-

me per la sicurezza dell’impiego del gas combustibile» e 

successive modificazioni; 

 Visto il decreto legislativo 8 marzo 2006, n. 139, re-

cante «Riassetto delle disposizioni relative alle funzioni 

ed ai compiti del Corpo nazionale dei vigili del fuoco, a 

norma dell’art. 11 della legge 29 luglio 2003, n. 229» e 

successive modificazioni; 

 Visto il decreto legislativo 9 aprile 2008, n. 81, recante 

«Attuazione dell’art. 1 della legge 3 agosto 2007, n. 123, 

in materia di tutela della salute e della sicurezza nei luo-

ghi di lavoro» e successive modificazioni; 

 Visto il regolamento del Parlamento europeo e del Con-

siglio del 9 luglio 2008, n. 764, che stabilisce procedure 

relative all’applicazione di determinate regole tecniche na-

zionali a prodotti legalmente commercializzati in un altro 

Stato membro e che abroga la decisione n. 3052/95/CE; 

 Visto il regolamento del Parlamento europeo e del 

Consiglio del 9 marzo 2011, n. 305, che fissa condizio-

ni armonizzate per la commercializzazione dei prodotti 

da costruzione e che abroga la direttiva 89/106/CEE del 

Consiglio e successive modificazioni; 

 Visto il regolamento del Parlamento europeo del 9 mar-

zo 2016, n. 426, sugli apparecchi che bruciano carburanti 

gassosi e che abroga la direttiva 2009/142/CE; 

 Visto il decreto legislativo 19 maggio 2016, n. 85, re-

cante «Attuazione della direttiva 2014/34/UE concernen-

te l’armonizzazione delle legislazioni degli Stati membri 

relative agli apparecchi e sistemi di protezione destinati a 

essere utilizzati in atmosfera potenzialmente esplosiva»; 

 Visto il decreto legislativo 16 giugno 2017, n. 106, re-

cante «Adeguamento della normativa nazionale alle dispo-

sizioni del regolamento (UE) n. 305/2011, che fissa condi-

zioni armonizzate per la commercializzazione dei prodotti 

da costruzione e che abroga la direttiva 89/106/CEE»; 

 Visto il decreto del Presidente della Repubblica 1° ago-

sto 2011, n. 151, «Regolamento recante la semplificazione 

della disciplina dei procedimenti relativi alla prevenzione 

degli incendi, a norma dell’art. 49, comma 4  -quater  , del 

decreto-legge 31 maggio 2010, n. 78, convertito, con mo-

dificazioni, dalla legge 30 luglio 2010, n. 122»; 

 Visto il decreto del Presidente della Repubblica 6 ago-

sto 2019, n. 121, «Regolamento recante attuazione della 

delega di cui all’art. 7, commi 4 e 5, della legge 25 ottobre 

2017, n. 163, per l’adeguamento della normativa regola-

mentare nazionale alle disposizioni del regolamento (UE) 

n. 2016/426 del Parlamento europeo e del Consiglio, del 

9 marzo 2016, sugli apparecchi che bruciano carburanti 

gassosi e che abroga la direttiva 2009/142/CE; 

 Visto il decreto del Ministro dell’interno 30 novembre 

1983, recante «Termini, definizioni generali e simboli gra-

fici di prevenzione incendi», pubblicato nella   Gazzetta Uffi-

ciale   della Repubblica italiana n. 339 del 12 dicembre 1983; 

 Visto il decreto del Ministro dell’interno 12 apri-

le 1996, recante «Approvazione della regola tecnica di 

prevenzione incendi per la progettazione, la costruzione 

e l’esercizio degli impianti termici alimentati da combu-

stibili gassosi», pubblicato nella   Gazzetta Ufficiale   della 

Repubblica italiana n. 103 del 4 maggio 1996; 

 Visto il decreto del Ministro dell’interno, di concer-

to con il Ministro del lavoro e della previdenza sociale 

del 10 marzo 1998, recante «Criteri generali di sicurezza 

antincendio e per la gestione dell’emergenza nei luoghi 

di lavoro», pubblicato nel supplemento ordinario n. 64 

alla   Gazzetta Ufficiale   della Repubblica italiana n. 81 del 

7 aprile 1998;  Visto il decreto del Ministro dell’interno 16 febbraio 

2007, recante «Classificazione di resistenza al fuoco di 

prodotti ed elementi costruttivi di opere da costruzione», 

pubblicato nel supplemento ordinario n. 87 alla   Gazzetta 

ufficiale   della Repubblica italiana n. 74 del 29 marzo 2007; 

 Visto il decreto del Ministro dell’interno 9 marzo 2007, 

recante «Prestazioni di resistenza al fuoco delle costru-

zioni nelle attività soggette al controllo del Corpo nazio-

nale dei vigili del fuoco», pubblicato nel supplemento 

ordinario n. 87 alla   Gazzetta ufficiale   della Repubblica 

italiana n. 74 del 29 marzo 2007; 

 Visto il decreto del Ministro dello sviluppo economico 

22 gennaio 2008, n. 37, recante «Regolamento concer-

nente l’attuazione dell’art. 11  -quaterdecies  , comma 13, 

lettera   a)   della legge n. 248 del 2 dicembre 2005, recante 

riordino delle disposizioni in materia di attività di instal-

lazione degli impianti all’interno degli edifici», pubblica-

to nella   Gazzetta Ufficiale   della Repubblica italiana n. 61 

del 12 marzo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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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技术规则

直接换热式热风机。 

辐射取暖板与辐射盘管组。 

第3部分

第4部分

第5部分

第6部分

第7部分

第8部分

3-8部分

建筑与室内空间气候调节设备、热水、过热水和/或蒸汽集中生产
设备。

烤面包机或其它类似产品（烤箱）以及其它手工作坊、洗衣和消
毒设备。

包括专业接待环境、社区和卫生部门中的食品烤制（厨房）与餐
具清洗设备。

基本知识：电气设备、燃气设备、灭火工具和热源所在房间要使
用信号。

带白炽辐射散热器的“A”型供暖设备。

2019年11月8日部级指令适用于压力不大于0.5（bar）的I类（城市用气）、II类（甲烷气）和III类（GPL）燃气、总

热量大于35 kW的室外民用供热设备的设计、生产和运行。指令文本指出了确定总热量的程序、应用范围和目的、安装

要求和欧盟的规定。

指令附件1的消防技术规则着重定义与范畴，细化了设备安装地点或场所的特点。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系统，分为几个

部分，图28做了很好地总结。

不适用于:

工业加工过程中专用生产设备、焚化设备、由催化炉组成的设备、由A型装置组成除带白炽散热器的供热设备以外

的设备。

2019年11月8日部门指令

图28：不同类型设备的消防技术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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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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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安装场所

假如设备完全处于建筑外部，上面只有不可燃屋顶

（图a）保护或者在专门的设备（图b）中，都被视为安

装在露天。

设备要能够放进设备生产厂家所要求的设备部件并有

操作空间，但是人员不能进入。同样地，顶棚只用来保

护设备和系统的辅助或补充装置免于暴露在有害环境中。

如果处在所服务建筑物或者其它建筑物内部（图e），

或者虽然依附于建筑而建但结构上未分开的（图f），就被

视为坐落在建筑物内。

设备安装场所都要避免有碰撞或人为破坏之风险，安装高度要始终保证便于调节、安全、检查机构进入和方便维修。

只有当设备有规定时方可安装在墙上。设备四周要留有服务锅炉设备的通道，如烟道和电气设备。这同样适用于壁挂式

安装或者落地式安装毗邻放置或上下放置的设备。

外部场所位于开阔空间上，独立（图c）于或紧挨着

所服务的建筑，在建筑物外结构上是分开的（图d），

也被视为外部场所，哪怕是位于所服务建筑的平面范围

之上，只要没有共用墙壁，而且在平面范围上所铺设水

泥板为意大利0级防火材料或者欧盟最低A1级防火材料。

如果安装在建筑物内，与所服务场所没有任何放火分

隔，那么设备被视为安装于所服务的场所内（图g）。

建筑物外部或临近安装

建筑物内预测结构安装

外部场所内或临近建筑的场所内安装

建筑物内服务区域安装

Fig. a

Fig. e

Fig. b

Fig. f Fig. g

Fig. c Fig.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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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地下和半地下场所

Locale fuori 
terra

参照面

C

M

Y

CM

MY

CY

CMY

K

Locale fuori terra.pdf   1   2020/7/29   上午9:58

通风口

L

hH

Locale
interrato 参照面

脚踏面

拱腹线平面

Locale
seminterrato

通风口

> 0.6 m 参照面

拱腹线平面

参照面
部指令定义的参照面是指公共区域或私人入口通道，

或者与带通风口外墙相连的露天空间。

地下场所

所在场所的顶板拱腹线高度低于参照面0.6m以上。

根据脚踏面相对于参照面的高度，参照面还可以分为

A类和B类场所。

A类地下场所  B类地下场所 
h < 5 m 5 m < h < 10 m
H > 1 m H > 1 m
L > 0.6 m L > 0.9 m

在B类地下场所中，禁止安装密度高于0.8的燃气设备。

地上场所

场所的脚踩地面高度不低于参照平面。

在这些场所中，如果脚踩地面没有下沉或凹陷，可以

安装燃气密度大于0.8的设备。

半地下场所

当一个场所既不能定义为地上也不能定义为地下，便

称半地下场所。

这类场所中，禁止安装密度高于0.8的燃气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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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 建筑与室内空间气候调节设备以及热
水、过热水和/或蒸汽集中生产设备

这一部分讲述了与供暖锅炉、直火式卫浴热水产生设备以及过热水或蒸汽锅炉安装场所相关的

规则。根据此类规则的适用范围和场所内的安装情况，计算热源的总功率 (QTOT)为各设备单个功率

之和。一般来说，是对于安装人员和热力技术设计人员而言最重要的部分。

建筑与室内空间的气候调节设备

多为传统的供暖锅炉。可以壁挂也可以落地安装，单

台或多台形式。

用于民用住宅、宾馆、体育中心、学校以及更为复杂的

建筑如医院和生产车间等空间的供暖。

集中热水产生设备

是产生卫浴热水的设备。可以是储热式（这种也称为直

火式锅炉）或者即热式。

主要用于卫浴热水消耗量大的地方如体育中心、宾馆

或医院等。

过热水和/或蒸汽集中生产设备

是为生产过热水（最高达150℃)和蒸汽而设计的锅炉。

用于工业生产、室内环境和多支路供热，如热电联产网

络或大型集中式系统。 

图29：落地式锅炉

图30：直火式热水锅炉

图31：集中式过热水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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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场所

露天

没有特别规定

建筑物范围内嵌入场所

Lmin ≥ 10 % · p (参见备注1)

Lmin ≥ 10 % · p (参见备注1)

10 % · p < Lmin < 15 % · p

有燃气电动阀，一般为常闭型，场地外有手动复
位，还有声光信号装置。

设备制造要能满足这一目的或者为生产厂家规定的专用设备保护。
如果为不可燃材料制造，可以带顶棚保护。

设备须与坑洼、凹陷、排水管或通向下层房间的开口保持距离“d”：
d ≥ 2.5 m   se QTOT ≤ 116 kW
d ≥ 5 m   se QTOT > 116 kW

地上 地下

地上

地下（B类）

地下

永久通风口和入口应该在一个或多个专用消防通道上。

最大工作压力 (MOP)

有燃气电动阀，一般为常闭型，场地外有手动复位，还
有声光信号装置。

有关下层场所或毗邻公共演出场所，或者密度超
过0.4人/㎡场所或者相应出口系统的规定。

对场地的规定：

密度高于0.8的燃气设备

Lmin ≥ 20 % · p

MOP < 0.04 bar

最大工作压力 (MOP) < 0.04 bar

> -10 m

位置 

专用空隙

备注1：按照我们的解释，此项规定与法令的其它规定不一致。具体地讲，最小长度在周长的10%和15%之间时，规定要安装自动电子阀。另外，
没有的话，我们建议保守的方式为最小长度要在周长的15% (而不是10%)以上。

*

*

*

场所要有外墙，最小长度 (Lmin) 不
得低于周长（p）的10 %。

场所要有外墙，最小长度 (Lmin) 不
得低于周长（p）的10 %。

> -5 m

> -5 m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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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特点 

没有特别规定

> 0.5 m> 0.5 m > 1 m

建筑物上可以开口的区域

> 0.5 m> 0.5 m

> 1 m

*

墙壁完全或部分不符合要求时的补充性规定：

Hmin

隔离墙

REI/EI 30

防火隔间

REI/EI 120

REI/EI 120

*

露天

毗邻建筑物的露天

外部场所

建筑物范围内嵌入场所

Hmin

QTOT [kW]

116 < QTOT ≤ 350

350 < QTOT ≤ 580

QTOT ≤ 116  ≥ 2.00 m

 ≥ 2.00 m

 ≥ 2.30 m

 ≥ 2.60 mQTOT > 580

场所的最低高度
Hmin

独立于建筑墙体的外部场所
墙壁

* 场所空间有限最低高度(H*min) 时，可以比照规定100%通风总面积有所增加或
者安装燃气检测设备控制自动电子阀，场地外有手动复位，还有声光信号装
置。

与建筑物共用墙壁的外部场
所墙壁

QTOT [kW]

QTOT [kW]
承重结构 隔离单元 其它结构件

耐火 对火反应 对火反应耐火 对火反应

116 < QTOT ≤ 350

350 < QTOT ≤ 580

QTOT ≤ 116

≤ 116 R ≥ 60 0 (意大利)或者
 A1 (欧洲)

0 (意大利)或者
 A1 (欧洲)

0 (意大利)或者
 A1 (欧洲)

R ≥ 120

REI/EI ≥ 60

REI/EI ≥ 120> 116

 ≥ 2.00 m

 ≥ 2.30 m

 ≥ 2.60 m

 ≥ 2.00 m

 ≥ 2.00 m

 ≥ 2.30 m

 ≥ 2.60 m ≥ 2.90 mQTOT > 580

场所的最低高度  Hmin 场所空间有限最低高度 H*min

设备安装位置要留有能够日常维护和方便专业公司进行调节、安全检查。

意大利0级或者欧盟
A1级防火材料。

意大利0级或者欧盟
A1级防火材料。

REI/EI 30

第3部分

≥ 0.6 m

< 0.6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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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k

k = 0.0010

k = 0.0015

SMIN = 0.3 m2 SMIN = 0.5 m2

燃气密度 < 0.8

专用空隙

燃气密度 > 0.8

燃气密度 ≤ 0.8

在顶棚边沿处

SMIN = 0.3 m2 · 1.5

H ≥ 0.5 m

燃气密度 < 0.8

在顶棚边沿处

以上在地板边缘上

k = 0.0020

z = 0.8

z = 0.9

z = 1

S = k · z · QTOT
S     [m2] 
QTOT [kW] 

通风面积

通风口位置

最小通风面积

强制性规定:

该参数取决于热力站与参照面的
位置。

系数z
该参数取决于带场地外手动复位的燃气电动阀以及声光信
号装置。 

带场地外手动复位的燃
气电动阀以及声光信号
装置。

如果面积不低于场所平面面积的50%，且与露天空间相连，那么屋顶视为外墙。
永久通风口必须在外墙上。 永久通风口必须在外墙上。

屋顶视为外墙。• 

• 
• 
• 

有关下层场所或毗邻公共演出场所或者密度超过 0.4 人/m2 场所或者相关出口系统的补充性规定。

L

70 %·L

H
SMIN = 0.3 m2 · 1.5

Hmin ≥ 0.2 m

Hmin ≥ 0.2 m

燃气密度 > 0.8

L

70 %·L

Hmin

Hmin

> -10 m

> 0.6 m

外部场所安装 安装在建筑物范围内嵌入场所

与结构隔断共用的外墙壁最高部分上。
但不得低于墙壁上半部。

燃气密度 > 0.8
至少2/3以上表面要平脚踏线，最低高度 Hmin > 0.2 
m。
距坑洼、凹陷、排水管或通向下层房间的开口的最小
距离（d）: 
d ≥ 2 m   se QTOT ≤ 116
d ≥ 4.5 m   se QTOT >116

通风开口    

SMIN 不做要求

2/3以上在地板边缘上

地上场所

B类地下场所

A类地下或半地下场所

*

> -5 m

第3部分

H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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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计算指南   

如果安装了带场地外手动复位燃气电动阀，那么通风面积可以缩小。

(*) 数值余出部分四舍五入

通风面积* [m2]

系统总热功率
QTOT [kW]

地上场所 地上场所+燃气
电动阀

A类地下或半地
下场所

A类地下或半地
下场所+燃气电

动阀

B类地下场所
(燃气电动阀为

必选）

35  0.04    0.03    0.06    0.05    0.07   

40  0.04    0.04    0.06    0.06    0.08   

45  0.05    0.04    0.07    0.07    0.09   

50  0.05    0.04    0.08    0.07    0.10   

60  0.06    0.05    0.09    0.09    0.12   

70  0.07    0.06    0.11    0.10    0.14   

80  0.08    0.07    0.12    0.11    0.16   

90  0.09    0.08    0.14    0.13    0.18   

100  0,10    0.08    0.15    0.14    0.20   

150  0.15    0.12    0.23    0.21    0.30   

200  0.20    0.16    0.30    0.27    0.40   

250  0.25    0.20    0.38    0.34    0.50   

300  0.30    0.24    0.45    0.41    0.60   

350  0.35    0.28    0.53    0.48    0.70   

400  0.40    0.32    0.60    0.54    0.80   

450  0.45    0.36    0.68    0.61    0.90   

500  0.50    0.40    0.75    0.68    1.00   

550  0.55    0.44    0.83    0.75    1.10   

600  0.60    0,48    0.90    0.81    1.20   

650  0.65    0.52    0.98    0.88    1.30   

700  0.70    0.56    1.05    0.95    1.40   

750  0.75    0.60    1.13    1.02    1.50   

800  0.80    0.64    1.20    1.08    1.60   

850  0.85    0.68    1.28    1.15    1.70   

900  0.90    0.72    1.35    1.22    1.80   

950  0.95    0.76    1.43    1.29    1.90   

1000  1.00    0.80    1.50    1.35    2.00   

> -5 m > -5 m > -10 m

第3部分

要计算通风面积（除了要遵守最小面积要求外），可以用下面这个预制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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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口朝外
QTOT > 116 kW

开口不受约束
QTOT ≤ 116 kW

从外部进入:
- 露天空间
- 露天道路
- 门廊
- 消防通道宽度 ≥ 0.9 m 

从外部进入:
- 露天空间
- 露天道路
- 消防通道宽度≥ 0.9 m 

建筑物内部

建筑物
内部

通道 

意大利0级或者欧盟
A1级防火材料

EI 30

EI 60

开口朝外
QTOT > 116 kW

开口不受约束
QTOT ≤ 116 kW

≥ 2 m

≥ 0.6 m

除非通道门是通向：

QTOT ≤ 116 kW

QTOT > 116 kW

针对用于包括公共演出、军营以及2011年8月1日第151号共和国总统令附件I第41、58、66、
67、68、69、71、72、73 （第三产业用)、75和77 cat. C（消防高度54米以上的）以及第78
点中所包括建筑物或者人员密度超过0.4人/m2场所。 

1类通道
带EI30门的最低REI/EI 30参数的隔离单元/结构的场所。

2类通道
带EI60门的最低REI/EI 60参数的隔离单元/结构的场所。

3类通道
2类通道场所加上以下参数：
- 平面最小实际面积等于2 m2;
- 外墙上的永久通风口总面积不低于 0.5 m2

而对于燃气密度不高于0.8的设备，可以使用截面不低于0.1m2的通风管道；如果场
所是地下的，通风管道要伸到参照面边缘外侧，对通道也没有认证要求。

* 从外部进入或者从宽度不低于0.9m的消防通道进入

*露天空间、露天道路或
消防通道

要求材料须是意大利0级
或者欧盟A1级防火材料

≥ 2 m

≥ 0.6 m

从内部进入:
- 1类通道
 (QTOT ≤ 116 kW)
- 3类通道
 (QTOT > 116 kW)

燃气密度 > 0.8
场所只能与地上场地相
通。

外部场地

内部场地

入口 

(宽度 ≥ 0.9 m)

> -10 m

(*)

专用空隙

外部场所安装

建筑物范围内嵌入场所内安装

B类地下场所

(*) 通道类型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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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 直接换热式热风机

图33：管道式热风机

直流型热风机

是从室内直接吸入空气加热再通过正面出气格栅送回

室内的空气加热器。

主要用于诸如体育中心、工业厂房、物流中心和仓库

等大型场所供热。

管道式热风机

是通过所配备风机加压空气的空气加热器，风机有足

够扬程通过管送风。通过这种方式，空气可以广泛传播到

不同场所。

适当设计的管道设备可以吸入外部空气。这样可以为

所服务空间送风。

主要用于：

• 运动和休闲空间的供暖。

• 静压式空间供暖及维持温度。

• 工业和第三产业供暖。

• 大型空间（工业、物流中心、仓库、生产）的通风与
送热。

直接换热式热风机是利用燃烧室内产生的热量通过热交换器进行换热加热空气的设备，它没有

中间的循环介质，空气流由一个或多个风机送出。

根据规则适用范围和场所内的安装情况，所需计算的总功率(QTOT) 为各个设备单个功率之和。

图32：直接换热式热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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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特别规定

建筑物范围内嵌入场所

所服务场所内安装

10 % · p < Lmin < 15 % · p

有燃气电动阀，场地外有
手动复位，还有声光信号
装置。

永久通风口和入口应该在一个或多个专用消防通道
上。

最大工作压力 (MOP)

有燃气电动阀，一般为常
闭 型 ， 场 地 外 有 手 动 复
位，还有声光信号装置。

有关下层场所或毗邻公共演出场所，或者密度超过0.4人/m2 
场所或者相应出口系统的规定。

对场地的规定:

Lmin > 20 % · p

MOP < 0.04 bar

最大工作压力 (MOP) < 0.04 bar

外部场所

地上 地下 (A类)

地上 半地下或地下（A
类）

Lmin > 10 % · p  (参见备注1)

Lmin > 10 % · p  (参见备注1)

Lmin > 15 % · p

地下 (B类)

位置 
露天

设备制造要能满足这一目的或者由生产厂家规定的专用设备保护。
如果为不可燃材料制造，可以带顶棚保护。
密度高于0.8的燃气设备。

地下场所内、体育设施内、公共演出场所内、人员密度大于0.1人/m2

的场所内禁止安装。

场所要有外墙，最小长度 (Lmin) 不得低于周长 (p)的15 % 。

如果有可能的爆炸性环境（可以是雷管之类），必须
进行风险评估。

设备须与坑洼、凹陷、排水管或通向下层房间的开口保持距离 “d” :
d ≥ 2.5 m   如果 QTOT ≤ 116 kW
d ≥ 5 m   如果TOT > 116 kW

密度高于0.8的燃气设备

专用场所

外墙

外墙

外墙

专用场所

备注1：按照我们的解释，此项规定与法令的其它规定不一致。具体地讲，最小长度在周长的10%和15%之间时，规定要安装自动电子阀。另外，没
有的话，我们建议保守的方式是最小长度要在周长的15% (而不是10%)以上。

*

*

*

场所要有外墙，最小长度 
(Lmin) (p)的10 % 。

> -5 m

> -5 m

> -10 m

> -10 m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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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物上可以开口的区域

墙壁完全或部分不符合要求时的补充性规定：

有关所服务建筑物毗邻场所的补充性规定：

Hmin

(*)

隔离墙

REI/EI 30 REI/EI 120

REI/EI 120

> 0,5 m> 0,5 m

> 1 m

> 0.5 m> 0.5 m > 1 m

*

(*) (*)

构造特点 

地上 地下（A类）

没有特别规定

意大利0级或者欧盟
A1级防火材料。

意大利0级或者欧盟
A1级防火材料。

为需要热风管道时开口。

露天

外部场所

毗邻建筑物的露天位置

QTOT [kW]

116 < QTOT ≤ 350

350 < QTOT ≤ 580

QTOT ≤ 116  ≥ 2.00 m

 ≥ 2.00 m

 ≥ 2.30 m

 ≥ 2.60 mQTOT > 580

场所的最低高度Hmin

设备安装位置要留有能够日常维护和方便专业公司进行调节、安全检查。

第4部分

> -5 m

REI/EI 30

≥ 0.6 m < 0.6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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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EI/EI 30 * 墙壁完全或部分不符合要求时的补充
性规定：

意大利0级或者欧盟A1级防火材料。这些用防火级别不高于欧洲1级或B-s2, d0 B-s3,d0级材料进行隔热绝缘。
预隔热绝缘，防火材料为意大利0-1级或者欧盟A2-s1,d0或B-s3,d0级材料进行隔热绝缘。
不得穿过（如果没有所穿过场所耐火性为EI > 30或更高的结构保护）安全场地（非露天空间）、楼梯间、电梯间和
加工或存放材料有爆炸和/或起火风险的场所。

安装必须与具有分隔功能的结构元件相连，且其EI级别等于所穿过的结构且不小于EI 30。
如果发生器服务的是公共演出场所或者密度超过0.4人/m 场所，或者向公众开放的有艺术和/或历史价值的建筑，必
须安在场所入口处。
如果空气再循环和管道穿过防火隔断，那么防火风门必须还要由火警检测设备启动。须安在场所入口处。

2

风门的干预要关闭燃烧器并向外排出来自设备的热空气。

地上 半地下或地下（A类）

> 0.5 m> 0.5 m > 1 m

隔离墙
REI/EI 120

所服务场所内安装

建筑物范围内嵌入场所

防火隔间

H min

*

QTOT [kW]

QTOT [kW]
承重结构 隔离单元 其它结构件

耐火 对火反应 对火反应耐火 对火反应

116 < QTOT ≤ 350

350 < QTOT ≤ 580

QTOT ≤ 116

≤ 116 R ≥ 60 0 (意大利)
或者 

A1 (欧洲)

0 (意大利)
或者 

A1 (欧洲)

0 (意大利)
或者 

A1 (欧洲)R ≥ 120

REI/EI ≥ 60

REI/EI ≥ 120> 116

 ≥ 2.00 m

 ≥ 2.30 m

 ≥ 2.60 m

 ≥ 2.00 m

 ≥ 2.00 m

 ≥ 2.30 m

 ≥ 2.60 m ≥ 2.90 mQTOT  > 580

场所的最低高度 Hmin 场所空间有限最低高度 H*min

min

热空气管道

防火风门

> -5 m

< 0.6 m

场所空间最低高度（H*  ）有限时，可以比照规定100%通风总面积
有所增加或者安装燃气检测设备以控制燃气电动阀，场地外有手动
复位，还有声光信号装置。

如果设备有固定金属围栏保护，且围栏高度不低于1.5米，与设备距
离至少0.6米，那么设备可以安装在地板上或者高度可以低于2.5米。

热空气发生器外表面与可能存储有可燃物的燃烧产物排空管道之间
的距离要能够避免达到危险温度，无论如何都不得低于4米。对于位
于地板上不低于2.5米高度的设备来说，这一距离可以降低至1.5米。

如果安装的环境为凹地，那么设备应为C类或B类，在燃烧环路内配
风机。

如果安装环境内会因加工产生大量不可燃粉尘，设备应为C类。

意大利0级或者欧盟
A1级防火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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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N ≥ 0.3 m2 · 1.5

H ≥ 0.5 m
Hmin ≥ 0.2 m

燃气密度 ≤ 0.8

S ≥ 0.01 m2

有关建筑物范围内嵌入场所、下层场所或毗邻公共演出场所，或者密度超过0.4人/m2 场所或者相关出口系统的补充性规定。

L

70 %·L

H
SMIN ≥ 0.3 m2 · 1.5

燃气密度 > 0.8 

系数k

k = 0.0010

k = 0.0015

该参数取决于热力站与参照面的
位置

系数z
该参数取决于带场地外手动复位的燃气电动阀以及声光信

号装置

SMIN = 0.3 m2

燃气密度 ≤ 0.8 燃气密度 > 0.8

在顶棚边沿处

最小通风面积

外部场所安装

暖房内安装

安装在建筑物范围内嵌入场所

通风开口 
燃气密度 ≤ 0.8通风口位置
与结构隔断共用的外墙壁最高部分上。
但不得低于墙壁上半部。

与结构隔断共用的外墙壁最高部分上。
但不得低于墙壁上半部。

燃气密度 > 0.8
至少2/3以上表面要平脚踏线，最低高度 Hmin ≥ 0.2 
m.
距坑洼、凹陷、排水管或通向下层房间开口的最小距
离: 
d ≥ 2 m   如果 QTOT ≤ 116
d ≥ 4.5 m   如果 QTOT >116

如果面积不低于场所平面面积的50%，且与露天空间相连，那么屋顶视为外墙。

对于暖房内安装唯一的规定就是面积大于或等于 0.01 m2。

永久通风口必须在外墙上。 永久通风口必须在外墙上。

屋顶视为外墙。• 

• 
• 
• 

SMIN 不做要求
SMIN = 0.5 m2

2/3以上在地板边缘上
Hmin ≥ 0.2 m

z = 0.8

z = 0.9

S = k · z · QTOT
S     [m2] 
QTOT [kW] 

通风面积

L

70 %·L

Hmin

Hmin

2/3 以上在地板边缘上

*

地上场所

A类地下或半地下场所

第4部分

> -5 m

> -5 m

H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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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进入:
- 露天空间
- 露天道路
- 消防通道宽度≥ 0.9 m

开口朝外
QTOT > 116 kW

开口不受约束
QTOT ≤ 116 kW

≥ 2 m

≥ 0.6 m

外部场地

内部场地

入口  

开口朝外
QTOT > 116 kW

开口不受约束
QTOT ≤ 116 kW

从外部进入:
- 露天空间
- 露天道路
- 门廊
- 消防通道宽度 ≥ 0.9 m 

建筑物外部

建筑物
内部

通道 (*)

EI 30

EI 60

除非通道门是通向:

QTOT ≤ 116 kW

QTOT > 116 kW

*露天空间、露天道路或
消防通道

要求材料须是
意大利0级或者欧盟A1

级防火材料

≥ 2 m

≥ 0.6 m

从内部进入:
- 1类通道           
(QTOT ≤ 116 kW)
- 3类通道       
(QTOT > 116 kW)

燃气密度  > 0.8
场所只能与地上场地相
通。 

针对用于包括公共演出、军营以及2011年8月1日第151号共和国总统令附件I第41、58、66、
67、68、69、71、72、73 （第三产业用)、75和77 cat. C（消防高度54米以上的）以及第78点
中所包括建筑物或者人员密度超过0.4人/m2场所。

* 从外部进入或者从宽度不低于0.9m的消防通道进入

1类通道
带EI30级门的最低REI/EI 30参数的隔离单元/结构的场所

2类通道
带EI60级门的最低REI/EI 60参数的隔离单元/结构的场所

3类通道
2类通道场所加上以下参数:
- 平面最小实际面积等于 2 m2;
- 外墙上的永久通风口总面积不低于0.5m2

而对于燃气密度不高于0.8的设备，可以使用截面不低于0.1m2的通风管道；如果场
所是地下的，通风管道要伸到参照面边缘外侧，对通道也没有认证要求。

外部场所安装

建筑物范围内嵌入场所内安装

(*) 通道类型

意大利0级或者欧盟
A1级防火材料。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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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 – 辐射散热板与辐射散热盘管组

散热带
包括一个热源、辐射回路和一个热调节装置。

热源产生的热量由空气和燃烧废气组成，在散热环路

中流动，散热板包含一到两个并列管道。散热板上部和两

侧有隔热保温，限制热量散失，而管道一般经过专门的喷

漆处理以提高散热能力。

范围可达100米，燃烧器在场所内外都可以。

主要用于大型工业环境中。

辐射散热盘管组
其运行原理同辐射散热板，其区别在于这些热盘管为单

个预制成型，其长度即热量因此有限。

因此，在广大空间供暖时，往往使用多个散热盘管形成

一个组合供暖，这些盘管由一个或多个热力调节装置控制。

通常用于生产车间内部。

图36：典型应用方式

辐射散热盘管组供暖

图34：辐射散热板供暖

是通过辐射散热的室内供热设备。辐射单元主要由燃烧产生的热空气管道构成，在它上面安装

有反射单元向下辐射散热。

根据这些规则的适用和场所内的安装情况，所需计算的总功率(QTOT) 为各设备单个功率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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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in > 15 % · p

位置 

构造特点 

设备制造要能满足这一目的或者使用生产厂家规定的专用设备
保护。
如果为不可燃材料制造，可以带顶棚保护。
对于地下场所/公共演出场所/人员密度超过0.4人/m2场所是不
允许的。
安装高度距离脚踏面至少4米。
其安装所挨着的结构不超过50°C。

辐射盘管组 – 距离燃料至少4米
辐射板 – 距离燃料至少4米

设备须与坑洼、凹陷、排水管
或通向下层房间的开口保持距
离:
d = 2.5 m   如果 QTOT ≤ 116
d = 5 m   如果 QTOT > 116

燃气密度0.8以上的燃气设备
1

2

3

4

5

6

如果有可能的爆炸性环境（可以是雷管之类），必须
进行风险评估。

建筑物上可以开口的区域

> 0.5 m> 0.5 m

≥ 1 m

≥ 4 m

露天安装

所服务场所内安装

外墙

场所要有外墙，最小长度(Lmin) 不得
低于周长（p）的15%。

遵照露天安装的第3、4、5和6
点规定。

*

意大利0级或者欧盟
A1级防火材料

隔离墙尺寸

墙壁完全或部分不符合要求时的补充性规定:

隔离墙

意大利0级或者欧盟
A1级防火材料

R/REI/EI 30

REI/EI 30

REI/EI 120

≥ 0.6 m

< 0.6 m

> 0.5 m> 0.5 m
> 1 m

> 1 m

*

墙壁完全或部分不符合要求时的补充性规定:

隔离墙
REI/EI 120

> 0.6 m

* 隔离墙尺寸

露天安装

所服务场所内安装

> 0.5 m> 0.5 m
> 1 m

> 1 m

第5部分

 第5部分

47N° 58 giugno 20202020年6月                          



S ≥ 0.01 m2

系数k

k = 0.0010

k = 0.0015

通风面积
该参数取决于热力站与参照面的

位置

系数z
该参数取决于带场地外手动复位的燃气电动阀以及

声光信号装置

> 0.6 m

通风开口
燃气密度 ≤ 0.8通风口位置
与结构隔断共用的外墙壁最高部分上。
但不得低于墙壁上半部。

燃气密度s > 0.8
至少2/3以上表面要是脚踏线上最低高度 Hmin ≥ 0.2
米。
距坑洼、凹陷、排水管或通向下层房间开口的最小距
离（d）: 
d ≥ 2 m   如果 QTOT ≤ 116
d ≥ 4.5 m   如果 QTOT >116

S = k · z · QTOT
S     [m2] 
QTOT [kW] 

z = 0.8

z = 0.9

通风口须为永久性的:
- 在散热盘管所服务的场所内;
- 辐射散热板的安装场所内，只要安装有散热板的场所容积与散热板管路内容积之间的比  
  小于150。   

如有必要，永久通风口要开在外墙上。

关于永久性通风口，如果屋顶面积不低于场所平面面积的50%，且与露天空间相连，那
么屋顶视为外墙。

场所的永久通风口必须在外墙上。

关于永久性通风口，如果屋顶面积不低于场所平面面积的50%，且与露天空间相连，那么
屋顶视为外墙。

对于暖房内安装唯一的规定就是面积大于或等于0.01m2 。 

地上场所

A类地下或半地下场所

露天安装

所服务场所内安装

暖房内安装

> -5 m

第5部分

48 N° 58 giugno 20202020年6月                          



图37：自动烤面包工业设备

第6部分 – 烤面包机或其它类似产品（烤箱）以及
其它手工作坊、洗衣和消毒设备

Lmin > 15 % · p 

位置  
所服务场所内部（或加工场所）
安装

外墙

场所要有外墙，最小长度 (Lmin) 不
得低于周长（p）的15%。

场所最低脚踏面高度不得低于参
照面以下-5米。

第6部分

> -5 m

本节介绍与带气体燃烧器的烘烤设备相关的技术规则。主要涉及面包店、作坊以及食品工业所

用的大型工业炉和烘烤隧道炉。该规则同样适用于带燃烧室功率为> 35 kW燃气机械的衣物清洗和

消毒设备。

烘烤设备与手工作坊
此类设备包括燃气热水和蒸汽食

品烹饪机、烤炉。

用于食品工业和面包店。

衣物清洗和消毒设备
使用燃气烘干机和燃气热水器的大

型工业洗衣机属于此类设备。

用在宾馆、医院和工业洗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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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k

k = 0.0010

k = 0.0015

系数z

构造特点

通风开口  
燃气密度 ≤ 0.8通风口位置 燃气密度 > 0.8

z = 0.8

z = 0.9

通风面积

S = k · z · QTOT
S     [m2] 
QTOT [kW] 

所服务场所内部（或加工场所）
安装

所服务场所内部（或加工场所）安装

防火隔间

H

Hmin = 2 m

min

QTOT [kW]
承重结构 隔离单元 其它结构件

对火反应 对火反应 对火反应耐火 对火反应

≤ 116 R ≥ 60 0 (意大利)
或者 

A1 (欧洲)

0 (意大利)
或者 

A1 (欧洲)

0 (意大利)
或者 

A1 (欧洲)R ≥ 120

REI/EI ≥ 60

REI/EI ≥ 120> 116

地上场所

A类地下或半地下场所

第6部分

第6部分

> -5 m

> -5 m

> -5 m

与结构隔断共用的外墙壁最高部分上。
但不得低于墙壁上半部。

至少2/3以上表面要是脚踏线上最低高度 Hmin ≥ 0.2
米。
距坑洼、凹陷、排水管或通向下层房间开口的最小距
离（d）: 
d ≥ 2 m   如果 QTOT ≤ 116
d ≥ 4.5 m   如果 QTOT >116

该参数取决于热力站与参照面的
位置

该参数取决于带场地外手动复位的自动电子阀以及
声光信号装置

场所的永久通风口必须在外墙上。

关于永久性通风口，如果屋顶面积不低于场所平面面积的50%，且与露天空间相连，那么
屋顶视为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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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m

从外部进入

通过相连的相关活动
场所进入。门带有自
动关闭装置，一般为
开放型，受控于火灾
和/或燃气监测系统。

其它相关技术规则对进入方式另有规定的，如果比本法令规定更具预防性，则以其它规
定为准。

EI 30

* 技术规则

如果通风是通过受控通风开口实现的，那么检测
系统还要控制燃气电动阀，安装场地外有安于内
部设备上的手动复位，并能启动声光信号装置。

* 控制空气开度

检测设备

入口 

特别规定   

所服务场所内部（或加工场所）
安装

所服务场所内部（或加工场所）
安装

意大利0级或者欧盟
A1级防火材料

第6部分

第6部分

> -5 m

> -5 m

51N° 58 giugno 20202020年6月                          



第7部分 –包括专业接待环境、社区和卫生部门
中的食品烘烤（厨房）与餐具清洗设备

建筑物范围
内嵌入场所

所服务场所内安装

外部场所

地上 半地下或地下（A类）

地上 半地下或地下（A类） Lmin > 15 % · p

Lmin > 15 % · p

没有其它特别规定

位置
不论位于建筑范围内或外，所在场所必须供产热设备专用。另外，还包括系统可能的起补充或辅助作用的设备或装置。
另外，厨房附属服务（如餐具清洗机、食物储藏室、更衣室等）也在直接相通场所中。

场所最低脚踏面高度不得低于参照面以下-5米。

场所要有外墙，最小长度 (Lmin) non 不得低于周
长（p）的15%。

场所最低脚踏面高度不得低于参照面以下-5米。

场所最低脚踏面高度不得低于参照面以下-5米。

外墙

外墙

场所要有外墙，最小长度 (Lmin) non 不得低于周
长（p）的15%。

> -5 m

> -5 m

> -5 m

  第7部分

本节介绍的是功率在35kW以上燃

气炉灶的防火技术规则。涉及到几乎

所有除家庭厨房外的炉灶，如餐厅、

企业食堂、医院和宾馆。

这种情况中，功率应视为包括烤

面包机、燃气炉、食品加热器和油

炸煎锅等厨房内所有设备功率之和。

图38：工业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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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墙壁或者毗邻，没有开口

*

REI/EI 30 REI/EI 120

关于与所服务建筑毗邻而建的外部场所的补充性
规定

2.2 m

隔离墙
意大利0级或者欧盟A1级防火材料，并
且要有一定机械抗力，特别是在连接
处。

罩或类似装置
意大利0级或者欧盟A1级防火材料，带
油滤器和沉积收集器。

构造特点 

地上 半地下或地下（A类）

地上 半地下或地下（A类）

意大利0级或者欧盟
A1级防火材料

外部场所内安装

建筑物范围内嵌入场所

就餐场所内安装

防火隔间

H min

H min

QTOT [kW]
承重结构 隔离单元

耐火耐火

≤ 116 R ≥ 60

R ≥ 120

REI/EI ≥ 60

REI/EI ≥ 120> 116

QTOT [kW]
承重结构 隔离单元

耐火耐火

≤ 116 R ≥ 60

R ≥ 120

REI/EI ≥ 60

REI/EI ≥ 120> 116

Hmin = 2 m

Hmin = 2 m

防火隔间

H min

Hmin = 2 m

  第7部分

> -5 m

> -5 m

> -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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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口* 场所必须在外墙上开通风口。
关于通风口的开设，屋顶视为外墙。

通风口* 场所必须在外墙上开通风口。
关于通风口的开设，如果屋顶面积不低于场所平面面积的20%，且与露天空间
相连，那么屋顶视为外墙。

通风口* 场所必须在外墙上开通风口。
关于通风口的开设，如果屋顶面积不低于场所平面面积的20%，且与露天空间
相连，那么屋顶视为外墙。
所使用的设备要有强排系统（比如带抽油烟机的烟罩）。
在工作过程中，要通过安装排出系统使厨房区域的气压保持低于就餐区域的气
压，排出系统的吸气量至少要等于所服务设备运行功率每千瓦1m3/h气体。 

系数k

k = 0.0010

k = 0.0015

系数z

通风开口 
燃气密度 ≤ 0.8通风口位置 燃气密度 > 0.8

通风面积
S = k · z · QTOT

S     [m2] 
QTOT [kW] 

z = 0.8

z = 0.9

与结构隔断共用的外墙壁最高部分上。
但不得低于墙壁上半部。

至少2/3以上表面要是脚踏线上最低高度 Hmin ≥ 0.2
距坑洼、凹陷、排水管或通向下层房间开口的最小距
离（d）: 
d ≥ 2 m   如果 QTOT ≤ 116
d ≥ 4.5 m   如果 QTOT >116

米。

该参数取决于热力站与参照面的
位置

该参数取决于带场地外手动复位的燃气电动阀以及
声光信号装置

地上场所

外部场所安装

建筑物范围内嵌入场所内安装

就餐场所内安装

A类地下或半地下场所

  第7部分

> -5 m

> -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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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m

从外部进入

≥ 0.9 m

从就餐场所进入

从外部进入

门带有自动关闭装置，
一般为开放型，受控于
火灾和/或燃气监测系
统。

EI 30

EI 60

QTOT ≤ 116 kW

QTOT > 116 kW

≥ 0.9 m

从外部进入

入口   
外部场所安装

建筑物范围内嵌入场所内安装

就餐场所内安装

意大利0级或者欧盟
A1级防火材料

意大利0级或者欧盟
A1级防火材料

意大利0级或者欧盟
A1级防火材料

  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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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特别规定

如果设备用气密度不超过0.8，那么可以在3类通道上设开口。

通过带自动关闭装置门进入其他室内空间。

* 受控通风口

通道类型(*):

类别1 对于  QTOT ≤ 116 kW

类别2 对于  QTOT > 116 kW

类别3 与公共演出场所连通

与公共演出场所、军营和人员密度超过0.4人/m2场所以及2011年8月1日第151号共和国总统
令附件I第41、58、66、67、68、69、71、72、73 （第三产业用)、75和77 cat. C（消防高
度54米以上的）以及第78点中所含活动场所的连通，只能通过3类通道，与热流量无关。

* 设备用气密度大于0.8的限制规定

与服务活动相关的技术规则规定的其它可能连通方式，如果比本法令规定更具预防性，则以
其它规定为准。

* 技术规则的限制

与服务活动相关的技术规则规定的其它可能连通方式，如果比本法令规定更具预防性，则以
其它规定为准。

* 技术规则的限制

与公共演出场所、军营和人员密度超过0.4人/m2场所以及2011年8月1日第151号共和国总统
令附件I第41、58、66、67、68、69、71、72、73 （第三产业用)、75和77 cat. C（消防高
度54米以上的）以及第78点中所含活动场所的连通，只能通过3类通道，与热流量无关。

* 设备用气密度大于0.8的限制规定

就餐场所
厨房

通道

其它室内空间

与系统所服务的活动相关且不同于就餐场所的
室内空间。

就餐场所
厨房

其它室内空间

EI 30

连通

1类通道
带EI30级门的最低REI/EI 30参数的隔离单元/结构的场所

2类通道
带EI60级门的最低REI/EI 60参数的隔离单元/结构的场所。

3类通道
2类通道场所加上以下参数：
- 平面最小实际面积等于 2 m2;
- 外墙上的永久通风口总面积不低于 0.5 m2

而对于燃气密度不高于0.8的设备，可以使用截面不低于0.1m2的通风管道；如果场
所是地下的，通风管道要伸到参照面边缘外侧，对通道也没有认证要求。

与系统所服务的活动相关且不同于就餐场所的
室内空间

外部场所安装

建筑物范围内嵌入场所内安装

就餐场所内安装

(*) 通道类型

  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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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口* 对于场所人员密集程度的规定，场所要有通道和出口，方便在紧急情况下人员快速而
安全地疏散。
设备供气必须 - 通过燃气管道上的电子阀 – 直接与强排系统相连，当燃气流量低于规
定值和烹饪场所内安装的燃气检测系统干预时必须中断。再次恢复为设备供气只能通
过手动重启。

如果通风是通过受控通风开口实现的，那么检测
系统还要控制燃气电动阀，安装场地外有安于内
部设备上的手动复位，并能启动声光信号装置。

* 受控通风口

如果通风是通过受控通风开口实现的，那么检测系
统还要控制燃气电动阀，安装场地外有安于内部设
备上的手动复位，并能启动声光信号装置。

* 受控通风口

检测设备

检测设备

特别规定  
建筑物范围内嵌入场所内安装

就餐场所内安装

  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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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 – 带白炽辐射散热器的“A”类供暖设备

如果有可能的爆炸性环境（可以是雷管之类），
必须进行风险评估。

* 意大利0级或者欧盟A1级防火材料

Lmin > 15 % · p

构造特点 

外墙

场所要有外墙，最小长度 (Lmin) non 不得低于周长（p）的15%。

服务场所内安装

  第8部分

白炽辐射散热器

是安装于需供暖的建筑物内部上方辐射散热器。

这些设备主要通过陶瓷内燃烧由白炽表面辐射散热。它

是没有连接烟道或者安装了室外排放的燃烧物产的热设备。

所以，这些设备会有燃烧物产如一氧化碳泄漏的风险，

当遇到白炽面时有可能引发爆炸。因此，在选择安装这些设

备时，必须进行认真的风险评估。

它们主要用于工业环境的供暖。

图39：白炽辐射散热器

“A类”设备没有规定要连接烟囱/烟道或者设备安装场所外燃烧品排出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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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规定

要评估室内供气线路存在的风险，至少要考虑以下因素：
    识别可能的燃气泄漏源头（从密封阀、管道接头和连接件溢出等）；
•  泄漏流量的确定;
•  识别燃爆源头;
•  评估爆炸风险区域。

必须遵守脚踏面与散热单元之间的距离不得小于4米。

* 降低热辐射风险

意大利0级或者欧盟A1级防火材料
R/REI/EI 30

墙壁完全或部分不符合要求时的补充措施（A或B）：

补充措施A 补充措施B

≥ 0.6 m

> 1 m

> 0.5 m> 0.5 m

> 1 m

*

墙壁距离
< 0.6 m
墙壁距离

隔离墙
REI/EI 120

构造特点

如果有可能的爆炸性环境（可以是雷
管之类），必须进行风险评估。

Hmin

P.C.

服务场所内安装

服务场所内安装

Hmin = 4 m

  第8部分

  第8部分

为了降低对暴露其中的可燃物（木质品、窗帘、帷幔等）所带来的热辐射风险，必须在散热
设备和它们之间进行一定的隔离或者专门的遮挡。这些办法要能把热量限制在一个可以与任
何材料兼容的数值，而且应该由厂家制造设计师确定。

为了把风险降低到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可以在燃气内部系统考虑采取补救措施或其它安
排，比如检测与警报系统、流量自动截止阀、压力开关、定期密封测试，在任何可能情况
下让燃气管道远离各类物品。

散热单元与可能的存储可燃材料之间的距离必须足够防止在材料表面达到危险温度，以免
引发火灾和/或燃烧反应，无论如何都不得小于1.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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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N > 0.01 m2

永久性通风口必须开在外墙上。

如果面积不低于安装场所平面面积的50%且与露天空间相连，那么屋顶视为外墙。

根据现行技术标准规定，必须进行向环境中释放燃烧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
物）相关的风险评估，安装场所通风良好并进行适用性检查。

要特别注意与设备开启时间相关的设计数据以及它们随着工作期限的变化和受外部温度的
影响。必须保证室内供热设备即使是部分开启也要始终检查是否遵守现行技术标准规定以
及设计方可能的技术要求，具体地讲就是：

•  污染空气和设备正确运行所必需的开口要求；

•  如果有相关规定的话，机械通风系统的有效启动情况。

如果使用机械通风设备，那么设备的燃气供应必须直接连接该系统，在流量低于规定值
时，要能自动中断，再次恢复为设备供气只能通过手动重启。

室内环境通风方面的相关风险评估（燃烧产物排出或燃气泄漏）以及后续适宜性检查必须
扩展至与供暖系统所服务环境直接或功能性相连的场所。

永久性通风口

通风开口

连通 

服务场所内安装

服务场所安装

  第8部分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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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要符合DM 22/01/2008 n. 37。 可以在建筑物内部： 

•

•

•

基本知识
燃气系统

电气设备 灭火工具 标记

第3 - 4 - 5 - 6 -7 - 8部分

减压阀 密封

护套消防箱

检查场地 内部场地 通道场地 热力站

2 cm

部件要符合DM 22/01/2008 n. 37。

总开关要安装在外部（入口处、通道、消
防隔离沟）显眼位置，方便操控。

安全标记要符合现行法规，并且注意所设
置的禁令与限制，标明电气总开关和燃气
外部总截止阀的位置。

要有一个便携式灭火器，标明出口位置，
名义负荷不大于6公斤或者6升，灭火能力
至少34A 144B，与材料和张力设备相适
应。

便携式灭火器应当距离所安装设备15米以
内（如果没有其它补充规定）。

特殊情况：为了保护烘烤设备，必须在烘
烤层附近放置F级灭火器（适用于油类着
火），大小根据烘烤面积大小而定。

符 合 U N I 标 准 ( 和 工 业 用 户 D M 
16/4/2008)的设计选型应当确保使用设
备的正常运行。

密封性测试，交货点和使用设备与材料
之间的行程，符合UNI标准。

在设备安装场所和密封横穿通道中显眼
位置。

在地上且不悬于地下层上的过道外，可
以在地板下铺设管道，用护套保护且两
端有向外排气孔。

用于消防检查场所的消防箱。要能防燃
气渗透，材料用意大利0级或者欧盟A1
级防火材料，而且防火性能要达到场所
或所穿区域墙壁的抗力，无论如何都不
得低于REI/EI 30。

钢护套，安装在其它场所中的巡视路
线。护套要在显眼位置；钢的厚度最低
2毫米，且直径至少比燃气管道直径大2
厘米；至少有一个向外排气孔。如果护
套一头连接在里面，那么必须用不可燃
材料向内里密封。

减压阀不是设备一部分的，要安装在外
面。

手动截止阀（90°旋转操控和限位止
动）要安装在外部（进口、通道、消防
隔离沟）显眼位置，方便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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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菌应对军团菌危害
COVID - 19 冠状病毒期间停用的卫生用水设备重启

2020年5月3日，意大利高等卫生研究院（ISS）发布一则报告，题为《关于在COVID-19冠状病毒疫情期间未使用的旅游接待
及其它民用和工业用途建筑水系统中军团菌预防指南》。

报告就如何预防和管控因最近疫情导致用水系统军团菌风险提出具体技术建议。在此期间，为了应对和遏制冠状病毒

COVID-19疫情采取的紧急状态（最近2020年4月26日DPCM）而出台了相关规范措施，采取了强制关停，许多建筑内

长时间关闭，如学校和大学、工作场所、商贸接待部门、餐饮活动、体育中心等等。一些设备不定期使用和水流的停滞

可能会导致军团菌传播的严重风险。

报告的目的是为如何控制军团菌滋生给出说明，以避免上述机构中的顾客和工作人员出现病例以及医院中的病人病情加

重。询问疫情期间未使用机构的管理者以及健康防护单位，有关用水系统中与军团菌相关的风险预防、管控情况。

按照现行法规以及2015年军团菌控制纲领中的细则，每次重新使用前，这类系统一直要通过具体的热力或化学方法进行杀
菌处理。静止的水必须全部清空，整个水循环系统，从主管道到用户水龙头，可以用温度在60到70°C的热水冲洗一下。

想了解进一步情况，建议参阅水力杂志（第16、23、24、30，特别是52期）和卡莱菲YouTube频道上的卡莱菲网站webinar 

Coffee，在专门的播放名录中。

https://bit.ly/PlaylistCoffeeWithCalef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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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莱菲多年来一直处于卫浴设备控制系统生产的前沿，有完美的产品系列，从高效地管理卫浴冷热用水的供给和使用。

LEGIOMIX® 2.0
双用型电子恒温混合阀  -  6000型

可以按照不同功能程序管理混合水温，

既可以正常控制也可以用于预防军团菌的热杀菌阶

段。有任选存储器连续记录供水、回水温度、报警

和功能状态。通过专门的传输协议MODBUS可以实

现远程管理。

https://www.caleffi.com.cn/sites/default/files/file/01334_cn.pdf

多功能恒温平衡阀 – 116型 

恒温平衡阀用于自动平衡卫浴热水系

统的热水循环回路，以保证所有管段都达到预

期温度。配套恒温或预定自动热灭菌功能，安

装有专门阀芯，通过执行器灭菌。

https://www.caleffi.com.cn/sites/default/files/file/01325_cn.pdf

LEGIOFLOW®

紧凑型多功能杀菌组件 - 6005型

用于卫浴用水系统中供给用户的冷热

水的控制。高性能可调节恒温混合阀可以维持热水

温度在预期值并且保护用户不被烫伤。热力冲洗阀

可以根据预防军团菌相关规定对整个环路直到水龙

头进行灭菌。

https://www.caleffi.com.cn/sites/default/files/file/01160_cn.pdf

末端防烫型恒温混合阀  -  5213型

安装在末端用水点。可以随着用水量或

者入水压力或者温度的变化，精准调节输送给用户

安全舒适的供水温度。带防烫伤保护功能，在入水

处突然缺少冷水时可以立刻切断热水通路。防烫性

能获得认证。

https://www.caleffi.com.cn/sites/default/files/file/01092_cn.pdf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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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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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莱菲孜孜以求的研究和踏实可靠造就了CALEFFI CODE   215型。
联网系统独立控制每一个居住环境的温度，既适用于独立系统也适合集中式系
统。关注设计愉悦与使用方便。卡莱菲质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