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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铁作为现代化的城市轨道交通工具之一，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大客流运输任务。
从城市化、能源、效率与环境等方面考虑，地铁具有运量大、速度高、低污染、低能耗等特点，符合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对缓解交通压力、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
未来20年，我国的地铁建设将处于大规模的发展时期。
与此同时，未来部分地铁的发展趋势为埋深逐渐增大，如经过老城区时须穿越大片房屋桩基，地质条
件复杂，施工难度大，工程实施上线路和车站均需要较大的埋深。
深埋暗挖方案降低了对路面交通、高层建筑的影响，减少了房屋拆迁量，改善了区间施工条件，但同
时也对地铁的火灾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对我国深埋地铁工程的火灾烟气运动、通风排烟、应急疏散等问题进行的深入研究，对于提高
我国地铁安全建设与运营水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书利用模型实验和计算模拟技术对深埋地铁工程的火灾安全若干问题进行了研究。
主要包括深埋地铁车站火灾烟气运动、通风排烟技术、多层结构深埋地铁车站设计、地铁人员疏散动
力学特性等。
同时作者针对典型深埋地铁车站，对消防工程设计的新理论、新方法和火灾模型实验及数值模拟技术
进行了介绍。
　　全书共分为7章：第1章为概论，主要介绍我国地铁发展现状、地铁典型灾害事故、深埋地铁火灾
的危害性及挑战。
第2章系统介绍国内外深埋地铁的发展、地铁深埋车站的结构特点、通风排烟和人员疏散系统设施，
为今后我国深埋地铁的工程设计提供参考。
第3章主要介绍多层结构深埋车站建筑及消防设计成果，包括车站建筑、系统设备、通风排烟和人员
疏散通道的新型设计。
第4章主要介绍地铁火灾研究的相关理论和工程计算方法。
第5章主要针对第3章的设计方案，开展深埋地铁车站火灾的数值研究，包括对烟气运动规律、气流组
织形式和通风排烟模式的分析等。
第6章主要介绍深埋地铁车站火灾模型实验的尺度模拟技术、相似模型律和模型实验结果。
第7章主要介绍地铁应急疏散的相关理论、疏散模型和地铁人员疏散的策略，以多层结构深埋车站为
原型，用数值方法验证了火灾情况下深埋车站内人员疏散的安全性，系统研究了地铁火灾时人员疏散
特性和疏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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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运用模型实验与数值分析的方法对深埋地铁车站的火灾安全若干问题开展研究。
全书共分为7章，主要介绍了国内外深埋地铁发展现状、多层结构深埋车站建筑及消防设计、地铁火
灾烟气运动的基础理论、深埋地铁车站火灾数值分析、深埋地铁车站火灾模型实验、地铁人员疏散动
力学特性研究等。
　　本书可供从事地铁设计、火灾安全的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作为高等院校安全工程专业高年级本科
生和研究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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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概论　　1.1　我国地铁建设现状　　地铁是城市中的现代化交通工具。
地铁与城市中的其他交通工具相比，除了能避免城市地面的拥挤和充分利用空间外，还具有运量大、
速度快、无污染、准时、方便、舒适等优点，因而发展迅速并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
目前全世界已有100多座城市开通了300多条地铁线路，总长度超过6000km。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城市交通问题成为许多大
、中城市非常突出的问题。
目前，许多城市的交通问题已经很难单靠地面和.高架公路交通来解决。
同时，由于地铁运量大、运行安全快捷、乘车环境舒适，必将越来越成为城市人口首选的出行方式；
并且，轨道交通对提升城市的综合地位具有重大意义（孙章等，2000）。
　　目前，我国内地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大连、南京、重庆、成都、武汉、沈阳、西
安、杭州、苏州等城市已经在进行大规模轨道交通的建设，在建线路总长超过500km。
截至2008年8月8日，我国内地城市已经运营的地铁线路总长达746km，，如图1.1所示。
此外，东莞、佛山、南宁等多座城市也在进行城市轨道交通的规划和设计。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预测（郭小碚，2005），我国在近期将会出现较多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高潮
。
2020年，中国地铁线路总长（包括轻轨）将超过1000km，总投资超过6000亿元；2050年，包括轻轨线
路，地铁线路总长度将达200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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