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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代建筑以其卓越的成就和独特的风格独树于世界建筑之林，它凝聚着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
它是历史文化遗产，是国家文明的重要标志，确保古建筑消防安全，是保护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项
紧迫而又重要的任务。
然而，古建筑内部建筑构件饱经历史的风雨，火灾情况下的特性和现象与一般建筑物有所不同。
同时，由于古建筑的特殊建筑形态、构造等因素，完全按照现行规范的要求实现古建筑的消防安全很
不现实，甚至会给古建筑带来致命的破坏。
本书以建筑的火灾形势与火灾特点为切入点，借鉴了国内外关于古建筑消防的先进理念，不仅探讨了
群体建筑的消防保护，而且进一步剖析了单体建筑的消防保护，既突出了“面”（即群体消防规划）
，又注重了“点”（即单体建筑）。
同时通过对古建筑消防技术保护的实例分析，试图构建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古建筑消防技术保护体系
。
　　本书的作者来自于科研、高校、消防管理部门等，由张泽江、梅秀娟担任主编。
本书具体分工为：第一章～第五章、第十二章、编后语由张泽江、张兵编写；第六章由张泽江、覃文
清、李风编写；第七章由兰彬、张泽江编写；第八章由吴锡辉编写；第九章由张泽江、李利君编写；
第十章由张泽江、陆强、马延波编写；第十一章由梅秀娟、张泽江、王珍编写；第十三章由梅秀娟编
写；第十四章由陈绍轩编写。
全书由张泽江统稿。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作者参阅了近年来相关报道文献的科研成果，在此对相关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
　　由于作者学识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以利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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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古建筑的结构、古建筑火灾特点以及古建筑防火阻燃防烟为切入点，借鉴了国内外关于古建筑
消防的先进理念，不仅探讨了单体、群体古建筑的消防保护理论基础，而且进一步剖析了古建筑的消
防保护的具体措施。
同时通过对古建筑消防技术保护的实例分析，试图构建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古建筑消防安全评估、防
火保护体系。
内容涵盖了建筑起源及古建筑现状；古建筑物建筑特点及火灾危险性；古建筑的火灾动力学基础；国
内外古建筑消防措施；古建筑阻燃处理(含阻燃纸，阻燃木材及制品，阻燃纤维和织物，耐火/阻燃电
线电缆及槽盒，阻燃胶黏剂和阻燃漆，阻燃复合材料及制品)；古建筑防火保护(含古建筑防火保护原
则，防火涂料，防火封堵材料，防火板材)；古建筑防火分隔(含轻质隔墙，防火玻璃非承重隔墙，吊
顶，卷帘，防火门，防火带，水幕，水喷淋与钢化玻璃系统防火分隔)；古建筑防排烟技术；古建筑电
气消防；古建筑火灾自动报警与联动控制；古建筑灭火技术；古建筑安全疏散技术及逃生设备；古建
筑火灾烧损鉴定、修缮；古建筑火灾财产损失评估；古建筑火灾风险评估体系；古建筑防火改造；古
建筑消防安全管理等。
对于促进完善的古建筑消防保护理论水平的发展以及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中的建筑安全设计具有一
定的积极意义。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安全工程与消防工程专业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教材，也可以作为古建筑管理
部门、消防部门、火灾风险评估、消防安全检查与管理、火灾安全咨询、火灾保险、建筑防火、建(
构)筑消防、建筑规划、消防控制操作等相关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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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灭火系统，及时发现与扑灭初期火灾      七、做好古建筑修缮时的防火，确保修复期间和改造后的
安全     八、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心中有数临危不乱   第三节  古建筑部分典型火灾案例分析与拾
遗     一、古建筑部分典型火灾案例及分析     二、古建筑部分火灾拾遗 编后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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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破坏严重　　我们的祖先很早以前就认识到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有很多保护和收藏的行为。
而许多人对于历史建筑物以及建筑群，则往往不注意爱护，常常把它们作为一种过去的统治象征和代
表，加以破坏和摧毁。
在古代中国就有项羽烧毁秦咸阳城“大火三月不灭”的故事，在以后的改朝换代中，也多有把前朝建
设的建筑和城市加以毁灭的事。
如公元12世纪金兵攻入北宋都城汴梁后就把宏伟的“大内”和“良岳”全部拆毁，并把拆下的木梁柱
和假山石全部运到了北京，修筑金中都城。
在欧洲，古罗马帝国曾摧毁古希腊的城市和宫殿，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沿途烧掠，所到之处只留下
瓦砾废墟，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历史旧事。
在近代，产业革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人们忙于发展生产，对历史建筑和历史环境的保护既缺乏认识
也无力顾及，一些古建筑在工业化的浪潮中遭到了毁灭。
当人们今天在英国考察的时候，一些作为产业革命发源地的城市，如谢菲尔德，历史建筑已所剩无几
，古城风貌也荡然无存。
在德国和奥地利，19世纪末有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世俗建筑被拆除，很多情况下仅仅是为了满足日益
增长的道路交通的要求。
由于“建筑”而造成的对文物古迹的破坏是惊人的。
　　经过一次次的对比，我们看到了许多令人心惊胆战、难以想象的行为，也发现了许多值得骄傲、
欣慰的东西。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出现了多少凝聚人类智慧和汗水的杰出建筑作品，从中国的长城到古埃及
的金字塔，从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到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哪一件不是绝世珍品，哪一件不是印迹着
人类发展的足迹呢？
可是当今天我们发展到如此发达的水平，使地球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时，它们中又有多少完好地保
存下来，又有多少能拥有它们应有的地位呢？
这就揭开了一个经济发展与环境协调的老话题，人类进入近代以来，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人们将心
思放在了发展经济上，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业化的到来，使得人们对历史文明逐渐淡漠、摒弃，丧失
兴趣.，对古代遗产的破坏接踵不断，特别是那些所谓不能适应今天“现代化功能”的历史建筑更是危
在旦夕。
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已经开始觉醒，在他们大搞发展之后，回过头来看到自己所失去的东西，
感到懊悔不已，才开始思考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
可是还有一大批正在发展或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国家，却还在实施着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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