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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建设工程消防

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令第５１号）、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

（建科规 〔２０２０〕５号），切实做好云南省建筑工程消防设计、
审查及验收工作，受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委托，云南省

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组织相关单位编制了 《云南省建设工程

消防技术导则 （建筑篇）》（以下简称 《导则》）。

本 《导则》旨在统一云南省建筑工程消防技术执行标准。

编制过程中，编制组广泛征求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消防救援机构、设计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施工单位意

见，并借鉴了国内其它省份相关问题的执行情况，编制成果经

国内消防专家和云南省消防专家委员会成员审查后定稿。

本 《导则》共分 ６章，主要内容有：总则、术语、建筑
防火、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消防电气、消防通风。

本 《导则》由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云南

省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解释。本 《导则》

是技术针对性较强的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及验收标准，各

单位在执行过程中结合工程实践经验如有新问题、意见或建

议，请电邮至云南省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ｓｓｊｙｓｔｚｘ＠
ｑｑｃｏｍ），以便修订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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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则

１０１　在遵循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根
据云南省建筑工程的发展现状和需求，在云南省范围内进一步

规范现行国家消防技术标准的执行，特制定本 《导则》。

１０２　本导则适用于云南省新建、扩建、改建及建筑装修工
程的消防设计、审查、验收。

１０３　云南省建筑工程消防设计除应符合本导则外，尚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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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

２０１　人员密集场所

指人员聚集的室内场所，包括公众聚集场所，医院的门诊

楼、病房楼，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和集体宿舍，养老

院，福利院，托儿所，幼儿园，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公共展

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和员

工集体宿含，旅游、宗教活动场所等。

２０２　重要公共建筑物

发生火灾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严重社会影

响的公共建筑。

２０３　机动车库

停放机动车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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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建筑防火

３１防火分区及平面布置

３１１　住宅建筑首层当满足以下规定时，可设置分隔为独立
单元供住户自用的机动车、非机动车库：

１首层住宅区域与停车区域采用无门、窗、洞口的防火
墙完全分隔。

２每个分隔单元之间及与建筑的其它部位之间应采用耐
火极限不低于２００ｈ的防火隔墙和１５０ｈ的不燃性楼板完全
分隔。

３每个分隔单元面积不应大于１２０ｍ２，机动车停放数量不
应大于３辆，且直通室外。
３１２　住宅建筑首层架空区域当满足以下规定时，可设置供
住户自用的非机动车库：

１首层住宅区域与停车区域采用无门、窗、洞口的防火
墙完全分隔。

２停车区域与建筑的其它部位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
于２００ｈ的防火隔墙和１５０ｈ的不燃性楼板完全分隔。
３停车区域外墙敞开面积应大于该区域四周外墙体总面

积的３５％，敞开洞口均匀布置在外墙上且其长度不小于该区
域周长的５０％。
４停放区域的总建筑面积不应大于１０００ｍ２。

３１３　住宅建筑首层当满足以下规定时，可设置供住户自用
的储藏隔间：

１首层住宅区域与储藏区域采用无门、窗、洞口的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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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完全分隔。

２储藏区域每个储藏隔间之间及与建筑的其它部位之间
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２００ｈ的防火隔墙和１５０ｈ的不燃性楼
板完全分隔，隔墙上的门采用乙级防火门。

３每个储藏隔间建筑面积不应大于２０ｍ２；当无窗储藏隔
间总建筑面积大于２００ｍ２时，应设置排烟设施。
４储藏区域的总建筑面积不应大于１０００ｍ２，其中严禁存

放甲、乙、丙１类火灾危险性物品。
３１４　下列用房可设置在商业服务网点内：

１设置在住宅建筑首层的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老年活
动用房。

２设置在住宅建筑首层或首层及二层的物业管理、公厕
等社区服务用房。

３１５　设置在机动车库内的设备用房应单独划分防火分区；
当确有困难需与机动车库合并划分为一个防火分区时，设备用

房的总建筑面积不应大于５００ｍ２，且该防火分区面积应符合机
动车库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要求。

３１６　地下、半地下学校体育运动场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
筑面积可为１０００ｍ２，当其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可增加１０倍。
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当按不大于２０００ｍ２划分时，
该防火分区内自然排烟口的面积不应小于其室内地面面积的

２０％，或者防火分区至少１／４的周长面向室外，通向室外地面
的设计疏散总净宽度不应小于该防火分区所需疏散总净宽度

的７０％。
３１７　附设在坡地建筑内的消防控制室，可设置在任一直通
室外消防车道的楼层或此楼层的下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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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安全疏散

３２１　商店的疏散人数计算，应按营业厅的建筑面积取值，
用于经营的露台及屋面等，应按其营业面积取值。

确定人员密度取值时，当营业厅的建筑面积小于３０００ｍ２

时，宜取上限值，当营业厅的建筑面积大于３０００ｍ２时，可取
下限值。

３２２　饮食建筑的疏散人数可按以下方式计算：
１饮食建筑用餐人数应按照 《饮食建筑设计标准》ＪＧＪ

６４规定的用餐区域面积取值；其服务工作人员按不小于用餐
人数的１５％计算，候餐人数应按不小于用餐人数的１０％计算；
２附建在商业建筑中，未划分就餐区域时，其疏散人数

计算可按商店营业厅计算。

３当有其它专业规范规定时，可按照专业规范计算；
３２３　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除录像厅外）、棋牌室、足

疗店等场所疏散人数，应根据厅、室的建筑面积按不小于０５
人／ｍ２计算，健身房可按实际使用情况计算，连接厅、室的公
共走道面积可不计入在内。服务工作人员应按不小于疏散人数

的１０％计算。
３２４　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内设置配套营业用房应按歌舞
娱乐放映游艺场所的要求计算疏散人数，配套的办公、卫生

间、仓储和建筑面积不超过１００ｍ２的小卖部等可不计入营业厅
的建筑面积。该配套用房与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处于同楼层

不同防火分区且疏散完全独立或者处于不同楼层不同防火分区

时，可按其实际功能计算疏散人数。

３２５　连接多个防火分区的下沉式广场、避难走道除满足
《建筑防火设计规范》相关规定外，任一防火分区通向下沉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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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或避难走道的疏散宽度应不大于该防火分区所需设计疏散总

净宽度的５０％。当防火分区不少于１／４的周长贴临下沉广场
时，通向室外地面的设计疏散总净宽度可适当放宽。

３２６　楼梯间应在首层直通室外，确有困难时，可在首层采
用扩大的封闭楼梯间或扩大防烟楼梯间前室。疏散楼梯也可通

过长度不超过１５ｍ的疏散走道或长度不超过３０ｍ疏散距离的
区域 （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保护时疏散距离也不增加）直

通室外，但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疏散走道或区域与建筑的其它部位之间，应采用耐火
极限不低于２００ｈ的防火隔墙和１００ｈ的不燃性楼板分隔，确
需在隔墙上开门时，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２疏散走道或该区域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Ａ级，
该区域内不得设置任何可燃物。

３设置在该区域内的电梯，轿厢的内部装修应采用不燃
材料。

３２７　疏散楼梯在首层直通室外的疏散通道，应符合以下
规定：

１当地下部分和地上部分的疏散楼梯分别通过不同的疏
散走道直通室外时，疏散走道的净宽度不应小于各自所连接的

疏散楼梯的总净宽度；

２当地下部分与地上部分的疏散楼梯共用疏散楼梯间，
并在首层通过同一条疏散走道直通室外时，疏散走道的净宽度

不应小于连通至该走道的地下部分和地上部分的疏散楼梯的总

净宽度；

３当地下部分与地上部分的疏散楼梯不共用疏散楼梯间，
并在首层通过同一条疏散走道直通室外时，该疏散走道的净宽

度不应小于地下部分连通至该走道的疏散楼梯总净宽度与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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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连通至该走道的疏散楼梯总净宽度两者中的较大值，且该

疏散走道的长度 （自最远的楼梯间的出口门起算）不应大

于１５ｍ。
４当地上部分的多部疏散楼梯在首层通过同一条疏散走

道直通室外时，该疏散走道的净宽度不应小于所连接的疏散楼

梯的总净宽度。

３２８　建筑裙房 （附楼）具有独立疏散条件，与其它区域采

用防火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２００ｈ的不燃性楼板完全分隔时，
可根据该区域的高度确定疏散楼梯的形式。

３２９　室内地面与直通室外出入口地坪高差大于１０ｍ或３层
及以上的地下、半地下建筑 （室），其疏散楼梯应采用防烟楼

梯间；其它地下或半地下建筑 （室），其疏散楼梯可采用封闭

楼梯间。

３２１０　公共建筑的地下、半地下机动车库与其它主要功能部
位在垂直方向位于不同楼层时，可共用疏散楼梯间 （托儿所、

幼儿园、老年人建筑、中小学校的教学楼、病房楼除外）；在

水平方向位于同一楼层时，不能共用疏散楼梯间。

３２１１　机动车库不可利用通向其它防火分区的甲级防火门作
为安全出口。当每个防火分区分别设置两个独立直通室外安全

出口确有困难时，可采用１个独立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和１个
与相邻防火分区共用直通室外安全出口的形式，同时应符合以

下规定：

１当两个防火分区共用１个封闭楼梯间作为安全出口时，
通向楼梯间门均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２当两个防火分区共用１个防烟楼梯间作为安全出口时，
应分别设置前室，且通向前室的门均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３２１２　机动车停车位的设置不应阻挡安全出口，且不应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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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设备用房、消防设施的正常使用。机动车库内最远点疏散

可按直线距离计算；但存在墙体和机械式停车位等影响疏散的

障碍物时，此部分的疏散距离应按可行走距离计算。

３２１３　独立、联排低层住宅建筑的户内楼梯间能自然通风
时，其户内安全疏散距离可计算至该楼梯间每层入口处。

３２１４　商业服务网点内疏散楼梯的净宽度不应小于１１０ｍ，
楼梯踏步宽度不应小于０２６ｍ，高度不应大于０１７５ｍ。

３３　灭火救援设施

３３１　消防车道宜靠近建筑设置，消防车道靠建筑外墙一侧
的边缘距离建筑外墙不宜小于５ｍ，且到达建筑最近安全出口
的距离不宜大于４０ｍ。
３３２　消防车道坡度不宜大于８％，确因场地坡度较大，消
防车道坡度可适当放宽，但最大不应超过１２％。当消防车道
坡度分别不大于 ８０％、９０％、１０％、１１％、１２０％时，对
应的最大坡长不应超过 ４００ｍ、３００ｍ、２００ｍ、１５０ｍ和 １００ｍ，
且最小坡长不应小于６０ｍ。当消防车道坡度大于８０％时，应
设置相应的缓坡段，并采取地面防滑或加大弯道的转弯半径等

安全防护措施。

严寒、寒冷地区的消防车道坡度不宜大于８０％。
３３３　多层建筑的消防车道转弯半径不小于９ｍ，高层建筑的
消防车道转弯半径不小于１２ｍ；当建筑高度大于１００ｍ时，消
防车道转弯半径不小于１６ｍ。
３３４　当受场地限制无法设置规则回车场时，可利用 “Ｔ”
字型、“Ｙ”字型等不规则场地设置消防车回车场，消防车转
弯半径应满足本 《导则》第３３３条的规定。
３３５　消防救援窗 （口）除符合 《建筑防火设计规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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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不靠外墙的防火分区，至少应在走道、公共区域等公
共部位设置２个通向相邻设有消防救援窗 （口）的防火分区

的连通口。连通口应设置甲级防火门，并应向消防救援窗口方

向开启。

２建筑物各层开向敞开外廊、凹廊或阳台的门、窗可作
为消防救援窗 （口）使用。

３建筑物与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相对应范围内，应设置
消防救援窗 （口）；建筑物未设置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也应

按照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的要求设置消防救援窗
（口）。

４建筑首层可利用直通室外的疏散门作为消防救援窗
（口）。

３３６　设置商业服务网点的住宅建筑以及住宅与其它使用功
能合建的组合建筑设置消防电梯时，住宅部分与非住宅部分可

根据各自建筑高度分别按照 《建筑防火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
有关住宅建筑与公共建筑的规定执行。

消防电梯应每层停靠。在设置商业服务网点的住宅建筑和

住宅与其它使用功能合建的组合建筑中，设置于住宅部分或非

住宅部分的消防电梯可仅在各自服务区域的每层停靠，其中商

业服务网点可不停靠。

住宅建筑设有跃层户型时，当户内安全疏散满足规范要

求，未设置疏散门的楼层，消防电梯可不停靠。

３３７　当住宅建筑的普通电梯设置在消防电梯前室或消防电
梯与防烟楼梯间合用前室时，普通电梯应按照消防电梯要求设

置，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应在首层采用醒目标识标明消防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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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普通电梯和消防电梯的轿厢内部装修材料均应采用不
燃材料；

３３８　地下机动车库与其它建筑合建时，机动车库与其它使
用功能场所之间采用防火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２００ｈ的不燃性
楼板完全分隔。有关机动车库与其它使用功能场所的疏散楼梯

和消防电梯的设置要求，可分别根据各自区域的建筑埋深和现

行国家标准 《机动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５００６７、《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的规定确定。
３３９　对于设置在地下的设备用房、非机动车库等防火分区，
当受首层建筑平面布置等因素限制，分别设置消防电梯有困难

时，可与相邻防火分区共用１台消防电梯，但应分别设置前
室，且开向前室的门均为甲级防火门。

３４　建筑构造

３４１　封闭阳台应符合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关于
外墙开口之间防火分隔的规定。

３４２　房间隔墙或门上安装有外部人员能观察房间内部的窗，
且该窗能被击破，则该房间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等级，可不按

无窗房间的要求提高一级。

３４３　教学建筑疏散走道两侧隔墙上设置门窗时，门窗面积
之和不应超过隔墙面积的５０％；当设置不低于乙级防火门窗
时，可不受此限制。

３４４　采用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出
屋面时，开向屋面的平开门应具用有自行关闭功能，且关闭后

应满足楼梯间防烟要求。其余楼梯间可采用开向屋面的平

开门。

疏散楼梯间在首层的外门可采用开向室外的平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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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５　当普通电梯与消防电梯合并设置于同一个前室内时，
与消防电梯梯门正对的区域，其短边净宽不应小于２４ｍ。

３５　结构构件防火

３５１　防火墙不应直接设置在地面或楼板上，下部应设置基
础或结构梁承受防火墙的荷载。上部设有防火墙的承重梁的耐

火极限不应低于其上防火墙的耐火极限。

３５２　隔震建筑中，隔震支座及其连接应根据建筑耐火等级
采取相应的防火措施，且耐火极限不应低于与其连接的竖向构

件的耐火极限。隔震层防火墙及防火门窗的设置不得阻碍隔震

层的变形，当设有变形缝时，构造措施应满足 《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的规定。当隔震支座所处的空间无建筑使
用功能，且无可燃物体存在，隔震支座无燃烧破坏的可能时，

隔震支座可不采取防火措施。

３５３　当建筑中存在消能部件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承受竖向荷载作用的消能器应按主体结构的要求进行

防火处理；其它有防火要求的消能器，按其所在部位的耐火等

级要求进行防火处理，但不应影响消能器的正常工作；

２消能器经过火灾高温环境后，应对消能器进行检查和
力学性能检测，其指标下降超过１５％时应进行更换。
３５４　防屈曲钢板剪力墙不承受竖向荷载时应满足梁的耐火
极限要求，当设计中钢板剪力墙承受了竖向荷载，应满足柱的

耐火极限要求。当作为防火墙时，应满足防火墙的耐火极限要

求。进行防火保护设计时，可采用喷涂防火涂料、外包不燃材

料等防火保护措施。采用防火涂料时，钢板剪力墙与周边构件

连接节点处的涂层厚度不应小于相邻构件的涂层厚度。采用厚

涂型防火涂料时，宜在涂层内设置与钢板剪力墙相连的钢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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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采取其它措施。采用外包不燃材料时，应采取保证不燃材料

与钢板剪力墙牢固连接的措施。

３５５　采用消能减震技术进行既有建筑加固改造时，消能部
件的防火处理及相关要求也应满足本导则第 ３５３条及第
３５４条的规定。
３５６　改造建筑的被加固构件表面有防火要求时，应根据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规定的耐火等级及耐火极限要
求，根据实际作法对加固材料进行防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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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

４１　消防给水

４１１　由专用消防水池供水的给水管道，不得与生活饮用水
管道相连接。

４１２　附建式地下室，当具有除地下车库、非机动车库、设
备用房以及住宅配套的储藏室以外的其他用途时，室内消火栓

系统设计流量应按地下建筑计算。

４１３　住宅建筑与其他使用功能合建的高层建筑，其火灾延
续时间按３０ｈ计算；住宅部分的室内消火栓系统和自动喷水
灭火系统设置标准根据住宅部分的建筑高度按照 《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有关住宅建筑的规定执行；室外消火栓
用水量根据组合建筑的总高度计算建筑体积，按照公共建筑体

积确定室外消火栓用水量标准。

４１４　医疗综合楼、教学综合楼、办公综合楼等使用功能相
对单一的高层公共建筑，其火灾延续时间可按２０ｈ取值。
４１５　平战结合地下室的消防设计应按平时使用功能确定。
４１６　消防水池的总蓄水有效容积大于 １０００ｍ３时，应设置
能独立使用的两座消防水池，两座水池每座应有独立的池壁。

当为装配水池时，相邻池壁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０７ｍ，用于
操作检修；当为钢筋混凝土池壁时，相邻池壁之间的距离须满

足施工要求。

４１７　储存室外消防用水的消防水池或供消防车取水的消防
水池应设置取水口 （井），当设置有临时高压室外消火栓给水

系统时，可只设置一个消防水池取水口 （井）。当消防水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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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格 （或座）时，取水口的连通管应与两格 （或座）水池都

连接。

４１８　消防水池的最高报警水位应按设计水位上 １００ｍｍ设
置，最低报警水位应按设计水位下１００ｍｍ设置。
４１９　消防水池最低有效水位设置：当采用立式消防水泵时，
消防水池最低有效水位应高于消防水泵的最高吸水管管顶；当

采用卧式消防水泵时，消防水池最低有效水位应高于最高卧式

水泵泵轴；当采用长轴消防水泵时，消防水池最低有效水位应

高于长轴泵的最低一级叶轮。

４１１０　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高位消防水箱的有效容积可按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９７４的相关规定直接
选取。

４１１１　具有两个及两个以上避难层的超高层建筑，消防给水
系统应在第二避难层及以上每隔一个避难层方便操作的地点设

置手抬泵或移动泵接力供水的吸水和加压接口。

４１１２　水泵接合器与所保护建筑的距离不应大于４０ｍ。

４２　室内外消火栓系统

４２１　设置室内消火栓的建筑，其同一防火单元内的室内消
火栓布置间距不宜小于５ｍ。不在同一防火单元的消火栓布置
间距不受此条限制。

４２２　室内消火栓系统宜采用竖向环网布置方式，当确有困
难采用分层水平环网布置时，除规范明确可以采用１支消防水
枪的场所外，系统管道布置及阀门设置应保证每个防火分区在

检修时至少有 １支消防水枪的 １股充实水柱到达室内任何
部位。

４２３　室内消火栓栓口动压力大于０５０ＭＰａ时，应设置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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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

４２４　建筑耐火等级为一、二级的商店、图书馆、档案馆与
其它功能合建的单、多层公共建筑，当不同使用功能场所之间

设置防火分隔时，室内消火栓设计流量可分别按不同类别的高

度、体积和座位数，选取最大值作为室内消火栓设计流量。

４２５　室内消火栓箱不得影响疏散通道的有效宽度。
４２６　机动车库内的室内消火栓布置应保证消火栓箱水平投
影在划定车位范围以外，且不应影响机动车的停放和通行，并

应确保车辆正常停放状态下消火栓箱的开启和使用。

４２７　高层住宅建筑的户内宜配置轻便消防水龙，当住宅公
共部位的室内消火栓配置消防软管卷盘时，住宅户内可不设置

轻便消防水龙。

４３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４３１　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单、多层民用建筑或场所，
其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设置部位可参照二类高层公共建筑的设

置部位。

４３２　任一层建筑面积大于 １５００ｍ２或总建筑面积大于

３０００ｍ２的食堂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４３３　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跃层住宅建筑，若户内为一
个防火单元，则其户内喷淋系统可从同一个水流指示器接出喷

淋支管。

４３４　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建筑，当建筑内设置有自动
扶梯时，应在自动扶梯最下层底部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４３５　当柴油发电机房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其储油间
可设置悬挂式灭火设备等其它自动灭火设施，配电控制室按严

重危险级配置建筑灭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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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６　室内机械停车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火灾危险等级按
中危险级ＩＩ级，持续喷水时间１０ｈ，喷头应采用快速响应洒
水喷头。计算系统设计流量时应附加车架内开启喷头流量，当

仅有１层车架内置喷头时，计算开启车架内喷头数量为８只，
当为２层及以上车架内置喷头时，计算开启车架内喷头数量为
１４只。
４３７　建筑屋顶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保护的机房，当外
部条件限制时，可采用其它自动灭火系统替代。

４３８　喷淋末端试水装置排水可就近排入污水池、集水坑、
排水沟等排水设施，但排水设施的排水量及排水管管径应满足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９７４的规定。

４４　其它灭火系统

４４１　住宅建筑应在公共部位设置灭火器，超高层住宅按严
重危险级配置。

４４２　医院内的 ＭＲＩ室、ＣＴ室等特殊功能用房可不设置气
体灭火装置。

４４３　除重要的多层公共建筑外，设置在其它多层建筑内的
变配电室可不设置自动灭火系统。

４４４　机动车库应按 Ａ、Ｂ类火灾场所，配建充电基础设施
的机动车库、停车场应按 Ａ、Ｂ、Ｅ类火灾场所配置灭火器，
灭火器配置场所的危险等级不低于中危险级，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灭火器配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

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４０的相关规定；
２　在充电基础设施附近，宜增加配置推车式灭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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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消防电气

５１　消防电源及配电

５１１　消防水泵、消防电梯、消防控制室等的两个供电回路，
应由变电所或总配电室放射式供电 （总配电室含各楼低压进

线处设置的配电室）。

５１２消防用电设备的负荷等级为一级或二级时，为其配置的
柴油发电机组应为备用电源，而不属于应急电源。

５１３　非消防负荷与消防负荷的配电线路共用电气竖井敷设
时，应分别布置在电缆竖井两侧，且消防配电线路应采用矿物

绝缘类不燃性电缆。当非消防负荷配电线路的阻燃等级提高一

级时，消防配电线路也可选择有机绝缘类耐火电缆。

５１４　防排烟风机的双电源自动切换装置可设在风机房内，
也可设在本防火分区的配电间内。

５１５　民用建筑内的消防水泵不宜设置自动巡检装置，若消
防水泵处于重度潮湿场所，确需设置自动巡检装置时，可参照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９７４的相关规定
执行。

５１６　除防火卷帘、电动挡烟垂壁、常开防火门、消防排水
泵、消防排烟窗等的控制箱可安装于现场外，消防用电设备的

配电箱和控制箱应安装在机房或配电间内。

５１７　用于防火分隔且按一、二级消防负荷供电的多个防火
卷帘，当涉及３个及３个以上防火分区时，应由防火卷帘门控
制箱所在防火分区的配电间放射式供电。

５１８　消防设备供电为三级负荷时，可由一台变压器的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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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回路供电，或由一路低压进线的一个专用分支回路供电，

配电线路应满足消防用电设备在火灾延续时间内持续供电的

要求。

５１９　设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柴油发电机房及消防风机房
内，控制箱、双电源切换箱、配电箱等电气设备的防护等级不

低于ＩＰＸ５。
５１１０　消防配电线路与非消防配电线路不应采用内部设置隔
板的同一桥架敷设，应分设桥架敷设。

５１１１　当建筑物内设有总变电所和分变电所时，总变电所至
分变电所的３５ｋＶ、２０ｋＶ或１０ｋＶ的电缆应采用耐火电缆和矿
物绝缘电缆。当建筑物内只设有１０ｋＶ变电所时，１０ｋＶ进线电
缆也应采用耐火电缆和矿物绝缘电缆。

５２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５２１　电梯轿厢内应设置能直接与消防控制室通话的专用电
话，当消防电话为多线制调度主机时，也可用消防电话替代电

梯多方通话系统。

５２２　除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ＧＢ５１３４８中规定的建筑
及场所外，下列建筑的非消防负荷的配电回路也应设置电气火

灾监控系统：

１　一类高层民用建筑；
２　任一层建筑面积大于３０００ｍ２的商店和展览建筑，省

（市）级及以上的财贸金融建筑，室外消防用水量大于２５Ｌ／ｓ
的其它公共建筑；

３　省级及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重点砖木或木结构的
古建筑。

５２３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中，报警总线兼有联动控制功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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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采用阻燃耐火电线电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报警总线、消

防应急广播和消防专用电话等传输线路选用阻燃电线电缆时，

应注明燃烧性能等级。

５２４　消防联动控制、自动灭火控制、通信及应急广播等线
路穿管敷设时，应采用穿金属导管保护。

５２５　控制中心报警系统中，主消防控制室宜选择在一层或
地下室一层便于通向室外的部位，同时还应与消防水泵房尽量

靠近。

５２６　未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建筑，当设有防火卷帘、
电动挡烟垂壁、常开防火门时，其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对于防火卷帘，可采用温控释放装置控制防火卷帘下
降，或选择自带火灾探测器的控制器，火灾探测器设置在防火

卷帘两侧，联锁控制防火卷帘下降；

２　对于电动挡烟垂壁，应选择自带火灾探测器的控制器，
火灾探测器设置在挡烟垂壁两侧，联锁控制挡烟垂壁下降。

３　对于常开防火门，可采用热释放闭门装置控制防火门
关闭，或选择自带火灾探测器的控制器，火灾探测器设置在防

火门两侧，联锁控制防火门关闭。

５３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５３１　出口标志灯应根据安全出口、疏散出口的功能不同，
分别选择安全出口标志灯和疏散出口标志灯。

５３２　人员密集场所增设的多信息复合标志灯，应标识疏散
出口、安全出口的方位信息以及当前楼层信息等。

５３３　采用自带蓄电池消防应急照明灯具的防烟楼梯间，应
单独设置应急照明配电箱，配电箱应设置在机房或配电小

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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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４　剪刀楼梯间采用自带蓄电池消防应急照明灯具时，用
于供电的应急照明配电箱应分别设置。

５３５　面积大于４００ｍ２的办公大厅的疏散通道应设置消防应
急照明，疏散门上方应设置出口标志灯，且需根据办公大厅的

布局，在疏散通道设置方向标志灯。

５３６　仅作为检修而上人的吊顶内，无需设置疏散照明和备
用照明。

５３７　电气竖井可不设备用照明。
５３８　当住宅建筑设置消防控制室时，高层住宅建筑及其内
部设置的小型商铺均应采用集中控制型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标

志系统，并组成一个系统由消防控制室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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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消防通风

６１　防烟系统

６１１　建筑高度超过 ５０ｍ的公共建筑中下列部位的防烟设
施，当满足自然通风条件时可采用自然通风系统：

１　符合本 《导则》３２８条规定的楼梯间及前室；
２　当附楼部分与主楼部分之间交界处 （在主楼投影线及

以外）符合本 《导则》３２８条规定的防火分隔措施时，附楼
部分的楼梯间及前室。

６１２　建筑高度不超过１００ｍ的住宅与其它使用功能合建的
建筑，当其它使用功能建筑部分高度不超过５０ｍ时，该建筑
的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前室满足自然通风条件时可采用

自然通风系统。

６１３　剪刀楼梯间的共用前室与消防电梯前室合用的前室，
应采用加压送风系统；对应的剪刀楼梯间满足自然通风条件

时，可采用自然通风系统。

６１４　地下室不超过２层且最底层地面与室外出入口地坪高
差小于或等于１０ｍ的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当采用自然
通风防烟方式时，应在其外墙上设置总面积不小于２ｍ２可开启

外窗或开口，其中最高部位设置面积不应小于１ｍ２。
６１５　当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前室等采用自然通风系
统时，其可开启外窗或开口面积可按其窗洞面积计算。

６１６　建筑首层的防烟前室或合用前室 （含扩大前室），当

只有防烟楼梯间和电梯门开向前室，且直通室外时，宜优先采

用自然通风防烟方式，其可开启外窗或开口 （含直通室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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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面积应满足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ＧＢ５１２５１
的要求。

６１７　医疗建筑和老年人照料设施的避难间，当?用竖向机
械加压送风系统时，系统的计算送风量不应小于该系统所服务

的全部避难间同时送风的风量。

６１８　前室的机械加压送风系统采用顶送风时，送风口可采
用常开百叶风口加常闭电控阀，其联动要求应符合 《建筑防

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ＧＢ５１２５１的规定。
６１９　前室的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当其服务的楼层数小于或
等于３层时，前室送风口可采用常开百叶风口，现场应设置加
压送风机的启动按钮。

６１１０　楼梯间、前室的加压送风量采用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

技术标准》ＧＢ５１２５１的查表法计算时，子母门 （宽度不大于

１２ｍ）可按单扇门考虑，乘以０７５的修正系数。
６１１１　楼梯间、前室的加压送风量采用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

技术标准》ＧＢ５１２５１的公式法计算时，相关参数可按以下规
定取值：

１　当公共建筑各楼层的门数量不一致时，ＡｋＮ１可取连
续 Ｎ１层的总开启门截面面积的最大值。
２　住宅建筑前室 （除共用前室与消防电梯前室合用外），

Ａｋ均可按一个门的面积取值。
３　当前室加压送风系统服务的实际楼层数少于 ３层时，

Ｎ１按实际层数取值。
４　地下室楼梯间 Ｎ１值按下表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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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功能及楼层数 Ｎ１

地下仅为汽车库、非机动车库、设备用房 １

地下有其它功能时

（经常有人停留或可

燃物较多）

服务的地下楼层为１层或２层 实际楼层数量

服务的地下楼层大于等于３层 ３

５　封闭楼梯间的门洞风速ｖ按不小于 １０ｍ／ｓ取值。
６　当防烟楼梯间采用机械加压送风、前室采用自然通风

时，防烟楼梯间的门洞风速ｖ按不小于１０ｍ／ｓ取值。
６１１２　当地下部分仅为非机动车库时，可与地上部分共用楼
梯间加压送风系统。

６１１３　固定窗按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ＧＢ５１２５１
相关要求设置，确有困难时，可按下列方式处理：

１　首层不靠外墙的地下室楼梯间，其开向直通室外的通
道或门厅的门，可视为该楼梯间顶部的固定窗。当门厅净高大

于３ｍ时，应在门厅外墙的上部设置不小于１ｍ２的可开启外窗
或开口。

２　首层不靠外墙的地下室楼梯间，当其与地上部分楼梯
间共用楼梯井，且地上部分楼梯间按规定设置了固定窗或采用

自然通风方式时，地下室楼梯间在首层与地上部分之间的防火

门，可视为地下室楼梯间顶部的固定窗。

６２　排烟系统

６２１　无疏散要求、且周边采用防火卷帘分隔的楼梯、自动
扶梯区域，可不设置排烟设施；当该区域首层 （底层）未设

置防火卷帘时，应设挡烟垂壁，且其高度不应小于首层 （底

层）净空
!

度的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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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　走道或空间净高不大于 ３ｍ的区域，受条件限制时，
排烟口底边高度可低于挡烟垂壁下沿，但不应低于净空高度的

１／２。
６２３　公共建筑、工业建筑防烟分区的划分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敞开式外廊 （单侧或双侧开敞的通道）不划分防烟

分区。

２　开敞的架空层不划分防烟分区。
３　主体宽度不大于２５ｍ的走道，当其局部变宽的累计

长度不超过走道总长度的 １／４且宽度不超过 ６ｍ时，防烟分区
的长边长度不应大于４５ｍ；对于宽度大于２５ｍ且小于或等于
３０ｍ的走道，防烟分区的长边长度不应大于 ５０ｍ。

４　走道、回廊的防烟分区长边长度按最远两点之间的沿
程距离确定。

５　不规则房间的防烟分区长边长度按各自然边长的最大
值确定。

６　汽车库防烟分区长边长度不宜大于 ６０ｍ。
６２４　计算最小清晰高度时，空间净高按下列方法确定：

１　对于单层空间，Ｈ′取排烟空间的建筑净高；对于多层
空间，Ｈ′取最高疏散楼层的净高。
２　具有不规则屋面或阶梯式地面的场所，空间净高 Ｈ′按

各自所对应的折算方法确定。

６２５　走道、净高小于或等于３ｍ的房间以及净高不大于４ｍ
的机动车库，其机械排烟系统的单个排烟口的最大允许排烟量

可按排烟口最大风速不大于１０ｍ／ｓ计算确定。
６２６　?用自然排烟方式的丙类、丁类工业建筑，当其建筑
空间净高小于或等于１０７ｍ时，其防烟分区内任一点与最近
的自然排烟窗 （口）的水平距离不应大于３０ｍ；当其建筑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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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净高大于 １０７ｍ时，该水平距离不应大于空间净高的
２８倍。
６２７　排烟防火阀的设置：

１　排烟管道穿越无防火分隔要求的隔断时，无需设置排
烟防火阀；

２　排烟风机入口处的排烟防火阀在２８０℃时应自行关闭，
并应连锁关闭排烟风机和补风机，其余部位的排烟防火阀可采

用具有 ２８０℃熔断关闭功能的常开型排烟防火阀。
６２８　公共建筑中，当走道或回廊周围的房间均设有自然排
烟设施时，走道或回廊的机械排烟量可按６０ｍ３／（ｈｍ２）计
算，且不小于１３０００ｍ３／ｈ，或设置总有效面积不小于走道或
回廊地面面积的２％的自然排烟窗 （口）。

６２９　当一个排烟系统所服务的多个防烟分区的建筑空间净
高不一致时，多个防烟分区的建筑空间净高均大于６ｍ，或不
大于６ｍ认定为相同净高；多个防烟分区的建筑空间净高，其
中部分防烟分区的净高大于６ｍ，部分防烟分区的净高不大于
６ｍ认定为不同净高。
６２１０　对于连通空间 （楼面开口）最大投影面积小于或等

于２００ｍ２的办公、学校、住宅的中庭 （含中庭回廊），或建筑

面积小于或等于３００ｍ２、净高大于６ｍ且与周围场所采取防火
分隔的门厅等空间，当采用机械排烟时，其计算排烟量可按空

间体积换气次数不小于６次／小时且不应小于４００００ｍ３／ｈ确定；
当采用自然排烟时，其自然排烟窗 （口）开启的有效面积不

应小于中庭或门厅等空间地面面积的５％。
６２１１　公共建筑和工业建筑中的高大空间，其每个防烟分区
的排烟量可按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ＧＢ５１２５１相关
公式计算确定。对于非阶梯式 （水平）地面的场所，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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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高度的取值应在最小清晰高度的基础上增加不小于１０ｍ。
６２１２　电影院观众厅排烟系统的计算排烟量应按照 《建筑防

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ＧＢ５１２５１的规定并结合本 《导则》第

６２１１条计算确定。
６２１３　医疗建筑中建筑面积５０～１００ｍ２的洁净房间的排烟设
施可设于与之连通的公共区域 （如洁净走道、清洁走道等）。

相应公共区域的防烟分区面积应附加与之连通的最大一间洁净

房间的面积。

６２１４　设有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汽车库按 《电动汽车分散充

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ＧＢ／Ｔ５１３１３的规定划分防火单元时，
同一防火分区内的相邻防火单元可共用通风、排烟、补风系

统，但每个系统所服务的防火单元数量不应超过２个，且总面
积不应超过２０００ｍ２，共用系统的排烟量可按所服务的单个防
烟分区的排烟量确定，各个防火单元的风管应独立设置，排风

与排烟工况、送风与补风工况的切换控制应符合相关规定，补

风应直接送入每个防火单元内。

６２１５　以下场所可不设置排烟设施：
１　水泵房、空调通风机房、变配电室、柴油发电机房、

燃油 （燃气）锅炉 （机组）房、制冷机房等无人员经常停留

的机电用房 （有人员值班的且面积大于５０ｍ２的控制室除外）；
２　冷库的冷间 （含冷藏间、冷冻间等）；

３　游泳池 （水池区）、桑拿室 （水区）；

４　浴室、卫生间。

６３　其它

６３１　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和机械排烟系统按照 《建筑防烟排

烟系统技术标准》ＧＢ５１２５１规定的竖向分段独立设置时，“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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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高度”是指系统服务楼层范围的建筑高度，可不计入高出

屋面部分的高度，不包括系统服务以外的建筑。

６３２　当加压送风系统或消防补风系统的进风口与机械排烟
系统的排风口位于建筑不同立面时，其间距可按以下方法

确定：

１　当建筑两个立面不相邻时，进、排风口之间的水平距
离不应小于１０ｍ，或垂直距离不应小于３ｍ。
２　当建筑两个立面相邻且两个面之间外夹角大于或等于

２２５°时，则两者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１０ｍ，或垂直距离不
应小于３ｍ。
６３３　采用轻型钢结构体系且受条件限制无法在屋面设置风
机房的建筑中，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的屋顶排烟风机可直接

设置于室外，但其周围至少６ｍ范围内不应布置可燃物。
６３４　加压送风机的压出段风道及排烟风机的吸入段风道应
采用不燃材料制作的管道，且不应采用土建风道；补风机的压

出段风道应采用不燃材料制作的管道。加压送风机或补风机的

吸入段风道及排烟风机的压出段风道可采用土建风道，但其中

水平风道应采用不燃材料制作的管道。土建风道应采取措施保

证内壁光滑、密闭，确保送风或排烟效果。

６３５　防烟、排烟及通风 （空调）风管不应穿越楼梯间、前

室、避难间 （区）、避难走道，当受条件限制必须穿越时，其

耐火极限不应低于所穿越的防火分隔的耐火极限。

６３６　当自然通风和自然排烟窗 （口）直接开启装置的手柄

高度高于１８ｍ时，应在距地１３～１５ｍ处设置电控、气控、
机械控制等手动开启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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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导则引用主要规范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２２２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９８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６７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ＧＢ５０３５２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９７４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５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８４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４０
《细水雾灭火系统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８９８
《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３７０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７３６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９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ＧＢ５１２５１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４３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ＧＢ５１３４８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５４
《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ＧＢ２５５０６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５２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１６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ＧＢ５１３０９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规则》ＧＡ１２９０
《云南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技术导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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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

２０１　人员密集场所

本条关于人员密集场所定义摘自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

全管理》ＧＢ／Ｔ４０２４８－２０２１。
人员密集场所中的公众聚集场所指：面对公众开放，具有

商业经营性质的室内场所，包括宾馆、饭店、商场、集贸市

场、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民用机场航站楼、体

育场馆、会堂以及公共娱乐场所等。

公众聚集场所中的公共娱乐场所指：具有文化娱乐、健身

休闲功能并向公众开放的室内场所，包括影剧院、录像厅、礼

堂等演出、放映场所，舞厅、卡拉ＯＫ等歌舞娱乐场所，具有
娱乐功能的夜总会、音乐茶座、酒吧和餐饮场所，游艺、游乐

场所和保龄球馆、旱冰场、桑拿等娱乐、健身、体闲场所和互

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２０２　重要公共建筑物

本条文所指的重要公共建筑物的内容以国家标准 《汽车

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ＧＢ５０１５６附录 Ｂ中的 Ｂ０１为
准。包括以下内容：

１　地市级及以上的党政机关办公楼。
２　设计使用人数或座位数超过１５００人 （座）的体育馆、

会堂、影剧院、娱乐场所、车站、证券交易所等人员密集的公

共室内场所。

３　藏书量超过５０万册的图书馆；地市级及以上的文物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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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博物馆、展览馆、档案馆等建筑物。

４　省级及以上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办公楼，省级及以上的
广播电视建筑。

５　设计使用人数超过５０００人的露天体育场、露天游泳场
和其它露天公众聚会娱乐场所。

６　使用人数超过５００人的中小学校及其它未成年人学校；
使用人数超过２００人的幼儿园、托儿所、残障人员康复设施；
１５０张床位及以上的养老院、

院的门诊楼和住院楼。这些设施有围墙者，从围墙中心线

算起；无围墙者，从最近的建筑物算起。

７　总建筑面积超过２００００ｍ２的商店 （商场）建筑，商业

营业场所的建筑面积超过１５０００ｍ２的综合楼。
８　地铁出入口、隧道出入口。

２０３　机动车库

本条文所指的机动车为国家标准 《车库建筑设计规范》

ＪＧＪ１００中术语２０２所规定：以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在道
路上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

业的轮式车辆。

电动机动车库还应满足 《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

术标准》ＧＢ／Ｔ５１３１３，第６１节规定。

２３



３　建筑防火

３１　防火分区及平面布置

３１１　考虑住户的实际情况，对每个分隔单元的面积和车辆
停放数量做出相应要求。住宅区域包括户内空间、楼梯间、门

厅等住宅公共空间以及商业网点。

３１４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商业服务网点的定义
为：设置在住宅建筑首层或首层及二层，每个分隔单元建筑面

积不大于３００ｍ２的商店、邮政所、理发店等小型营业性用房。
符合层数设置及面积、分隔要求、供社区配套使用的各类小型

服务用房也可按照商业服务网点定性。但其中的社区卫生服务

站、社区老年活动用房的使用人员知觉能力弱，行动较迟缓，

因此对此类房间的楼层设置做出限定要求。

社区老年活动用房指为满足老年人文娱、健身活动需求而

设置的用房。

３１５　消防水池和生活水池可不计入设备用房的建筑面积，
同时可不计入防火分区面积。

３２　安全疏散

３２１　商业综合体的露台、屋顶等区域常作为经营场所，此
区域可不计入防火分区面积，但应考虑人员疏散。

当商业综合体中设置以下活动场所时，游泳池的水面面

积、溜冰场的冰面面积、滑雪场的雪面面积的人员密度取值可

取下限值；射击馆的靶道区、保龄球馆的球道区等正常情况下

无人员停留的区域可不计入营业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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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　餐饮建筑的就餐面积是指餐厅营业面积，不包括厨房
面积；

对于旅馆等有专门规定的建筑，可参照其具体要求执行。

３２３　考虑到足疗店的业态特点与桑拿浴室休息室或具有桑
拿服务功能的客房基本相同，其消防设计应按歌舞娱乐放映游

艺场所处理。参见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２日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国

家标准管理组关于足疗店消防设计问题的复函 （建规字

〔２０１９〕１号）。
３２５　下沉式广场主要用于将大型地下商店分割为多个相互
相对独立的区域，避难走道主要用于解决大型建筑中疏散距离

过长，或难以按照规范要求设置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等问题。

疏散时只要进入下沉式广场、避难走道，就可视为进入相对安

全的区域。对于兼作人员疏散用的开敞空间，是该区域内可用

于人员行走、停留并直接通向地面的面积，不包括水池等景观

所占用的面积。其净面积应能满足设计避难人数避难的要求，

并宜按５０人／ｍ２计算。
３２７　本条参照 （公津建字 （２０１５）２７号 《建规》国家标

准管理组２０１５４１０）的回复和住建部的建规字 （２０２０）１号
《建筑防火设计规范》国家标准管理组２０２０３２４复函制定。

公津建字 （２０１５）２７号的有关内容为：楼梯间应在首层
直通室外，确有困难时，可在首层采用扩大的封闭楼梯间或防

烟楼梯间前室，其直通室外的门与楼梯间的距离一般不宜大于

１５ｍ，当受条件限制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的行走距离较长时，
可采用避难走道通至室外。

住建部的建规字 （２０２０）１号的有关内容为：地下部分和
地上部分的疏散宽度应考虑人流叠加的因素。当楼梯间的设置

确有困难时，可通过长度不大于１５ｍ的疏散走道通至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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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８　 【图示】

３２８图示

３２９　室内地面与直通室外出入口地坪高差大于１０ｍ或３层
及以上的地下、半地下建筑 （室），其疏散楼梯应采用防烟楼

梯间；其它地下或半地下建筑 （室），其疏散楼梯可采用封闭

楼梯间。室内外高差不大于０９ｍ。【图示】

３２９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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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１　参见 【图示】

３２１１图示一　两个防火分区共用１个封闭楼梯间示意图

３２１１图示二　两个防火分区共用１个防烟楼梯间示意图

３２１３　本条文的通风条件是指在楼梯间最高部位设置面积不
小于１ｍ２的可开启外窗或开口；当建筑高度大于１０ｍ时，尚
应在楼梯间的外墙上每５层设置总面积不小于２０ｍ２的可开启
外窗或开口，且布置间隔不大于３层。

本条所指的楼梯间至少应为敞开楼梯间，即楼梯四周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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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敞开，其余三面为具有相应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的实体墙或

外门窗围护的楼梯间。火灾发生时，能阻止烟、火的蔓延，保

证使用者的安全。

３３　灭火救援设施

３３２　缓坡段的纵坡不应大于３％。
３３４　 【图示】

３３４图示

３３８　消防电梯的设置参照 《浙江省消防难点问题操作技术

指南》确定。《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第７３１条第３
款规定的 “埋深大于１０ｍ且总建筑面积大于３０００ｍ２的其它地
下或半地下建筑 （室）”，总建筑面积不包括机动车库；当其

它功能用房与地下机动车库上下组合建造，机动车库位于下部

时，机动车库部分的埋深可不计入。

３３９　本条根据国家标准管理组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０日公津建字
【２０１５】２７号文的有关回复解释确定。为保证共用消防电梯两
侧防火分区的安全，开向前室的门均采用甲级防火门。同时为

避免任意扩大共用消防电梯的适用情况，仅允许相邻２个防火
分区共用１台消防电梯。【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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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防火分区共用贯通门消防电梯示意图一

３３９图示１

两个防火分区共用消防电梯示意图二

３３９图示２

两个防火分区共用消防电梯合用前室示意图三

３３９图示３

（注：电梯厅尺寸及面积应满足消防电梯前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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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建筑构造

３４１　阳台封闭后，即为室内空间，应按照 《建筑防火设计

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第６２５条关于建筑外墙上下层之间实体墙
高度和住宅建筑外墙上相邻户开口之间的墙体宽度的要求

执行。

３４２　根据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９日
关于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２２２－２０１７）有关
条款解释的复函的有关回复解释确定。

无窗房间发生火灾时有几个特点 （１）火灾初起阶段不宜
被发觉，发现火灾时，火势往往已经较大。 （２）室内的烟雾
和毒气不能及时排出。 （３）消防人员进行火灾侦察和施救比
较困难。

房间内如果安装了能够被击破的窗户，外部人员可通过该

窗户观察到房间内部情况，则该房间可不认定为无窗房间。

３４３　按照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规定，疏散走道两侧的

隔墙耐火极限不应低于１００ｈ。但教学建筑的采光通风要求较
高，疏散走道隔墙上开窗较多，而开窗面积比例过大时，会降

低隔墙的整体防火性能，难以保证疏散走道的安全，因此参照

《浙江省消防难点问题操作技术指南》对门窗的设置比例作出

限制。

当外走道为敞开式时，室内的烟雾和毒气可及时排出，门窗面

积的设置比例可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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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５　 【图示】

３４５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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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结构构件防火

３５２　本条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２０１８年７
月３１日房屋建筑隔震层是否计算面积的回函确定。隔震层与
建筑物内不相连通，仅在隔震层顶板设置临时检修口，无使用

功能，可不计建筑面积。因此满足上述条件且层高小于２２０ｍ
隔震层内的隔震支座可不采取防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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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

４１　消防给水

４１２　地下建筑主要指修建在地表以下供人们进行生活或其
它活动的房屋或场所，是广场、绿地、道路、铁路、停车场、

公园等用地下方相对独立的地下建筑；附建式地下室是指与地

上建筑连接在一起的地下室，当该地下室具有除地下车库、非

机动车库、设备用房以及与住宅区域相通的配套储藏室外的其

它使用功能时，其人员密度和火灾危险性加大，室内消火栓系

统设计流量应按地下建筑计算。

４１４　按照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总则１０４的条
文解释，当在同一建筑物内设置两种或两种以上使用功能的场

所时，如住宅与商店的上下组合建造，幼儿园、托儿所与办公

建筑或电影院、剧场与商业设施合建等，不同使用功能区或场

所之间需要进行防火分隔，以保证火灾不会相互蔓延，相关防

火分隔要求要符合本规范及国家其它有关标准的规定。当同一

建筑内，可能会存在多种用途的房间或场所，如办公建筑内设

置的会议室、餐厅、锅炉房等，属于同一使用功能。建筑名称

上标注的医疗综合楼、教学综合楼、办公综合楼等高层建筑，

其用途仅限于医疗、教学、办公，在同一建筑物内不存在两种

以上使用功能，属于使用功能相对单一的高层公共建筑，其火

灾延续时间可按２０ｈ取值。
４１１０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９７４５２１
条规定，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的高位消防水箱的有效容积应

满足初期火灾消防用水量的要求，并应符合下列１～６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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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规范未明确初期火灾消防用水量标准和初期火灾时间，导致

消防水箱有效容积的计算存在不同理解。为统一理解和便于工

程实施，本条明确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高位消防水箱的有效

容积可按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９７４的相
关规定直接选取。

４１１１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９７４５４６
条规定，当建筑高度超过消防车供水高度时，消防给水应在设

备层等方便操作的地点设置手抬泵或移动泵接力供水的吸水和

加压接口。但各地消防车供水高度不尽相同，为统一理解和便

于工程实施，本条明确了超高层建筑设置手抬泵或移动泵接力

供水的吸水和加压接口的楼层。

４２　室内外消火栓系统

４２１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第７４７条 “建

筑室内消火栓的设置位置应满足火灾扑救要求”，若两个消火

栓距离过近，当着火点在消火栓附近时，可能导致两个消火栓

箱均不能正常使用，故要求同一防火单元内的消火栓布置间距

不宜小于５ｍ。【图示】

同一防火单元内的消火栓布置间距不宜小于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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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同一防火单元的消火栓布置间距不受此条限制。

４２１图示

４３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４３４　自动扶梯最下层底部设置喷头。【图示】

４３４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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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６　为明确机械车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参数，本条参
照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给水排水》２００９版
７２１３－８条：室内机械机动车库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可参照
有货架内置喷头仓库的设计计算方法确定设计流量。

１）当仅有一层车架内置喷头时，计算车架内置喷头的数
量可为８只；
２）当为２层及以上车架内置喷头时，计算车架内置喷头

的数量可为１４只。
因此，对于室内机械机动车库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流

量可按下式计算：

ＱＳ＝Ｑｄ＋
１
６０

ｎ
ｉ＝１ｑｉ

式中：ＱＳ：系统设计流量 （Ｌ／Ｓ）；
Ｑｄ：系统最不利作用面积内的顶喷计算流量 （Ｌ／Ｓ）；
ｑｉ：系统最不利作用面积内各车架内置喷头节点的流量

（Ｌ／ｍｉｎ）；
ｎ：系统最不利作用面积内计算的车架内置喷头开启数，

当仅有１层车架内置喷头时，ｎ＝８；当为２层及以上车架内置
喷头时，ｎ＝１４。
４３７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第５２２条规定，
高位消防水箱的设置位置应高于其所服务的水灭火设施，且最

低有效水位应满足水灭火设施最不利点处静水压力。在工程设

计中因建筑构造限制，消防水箱设置高度不满足５２２条规定
时，为满足机房灭火要求，可采用其它自动灭火系统替代自动

喷水灭火系统。

４４　其它灭火系统

４４２　此条所指的医院特殊功能用房包括 ＭＲＩ室、Ｃ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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钴６０治疗室、加速器治疗室、γ刀治疗室、后装机治疗室、
核医学科用房等可能有射线污染的场所。此类特殊功能用房内

通常设置有精密电子设备和放射性物质，对电磁屏蔽、放射性

污染防护有严格要求。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３９
６７３条规定，医院的贵重设备 （通常根据设备的价值和失火

损失的影响范围大小确定）用房、病案室和信息中心 （网络）

机房，应设置气体灭火装置。本条明确了医院内的 ＭＲＩ室、
ＣＴ室等特殊功能用房不能准确判断其贵重性，且火灾发生的
机率很小，故不强制要求设置气体灭火装置。当医院方要求上

述特殊功能用房按贵重设备用房设置气体灭火装置时，气体灭

火装置所采用的材料、构造均应按设备要求和屏蔽专门规定采

取屏蔽措施；有放射性物质的场所，其气体灭火装置泄压口应

采取防止射线污染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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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消防电气

５１　消防电源及配电

５１１　根据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ＧＢ５１３４８编制组相关
答疑中对１３７５条的解释：“当变电所不在本栋的建筑物，总
配电室也指各楼低压进线处设置的配电室”，并结合了 《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第１０１６条的条文说明而制定。
５１２　应急电源是为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负荷而增设的电源，
除建筑高度大于１５０ｍ的公共建筑外，普通消防设备不属于一
级负荷中特别重要负荷，自备柴油发电机组不应被错误地定义

为应急电源 （或容易产生歧义的 “应急柴油发电机组”等类

似名称）。本条也符合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５２第
３０３条规定。
５１４　本条是依据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ＧＢ５１３４８编制
组答疑中对１３７４－６条解释：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的编制经过了住建部与公安部之间的协调，并经天津消防研究

所、沈阳消防研究所和四川消防研究所对 《民用建筑电气设

计标准》进行审查。针对可能出现的疑问，召开了部委间工

作会议，协调后的结果为：防排烟风机的双电源自动切换装置

也可以设在本防火分区的配电小间内＂。
５１５　按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ＧＢ５１３４８第１３７７条要
求，为保证发生火灾时消防水泵能可靠运行，不建议设置自动

巡检装置。但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９７４中
确有对已设置消防水泵自动巡检装置时的具体功能要求。因此，

综合现行规范的相关规定制定本条。另外，在确需设置自动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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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装置时，应避免其潜在故障影响火灾时消防水泵的正常运行。

５１７　涉及３个及３个以上防火分区的防火卷帘供电示意图
【图示】

５１７图示

５２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５２４　所列线路穿管明敷时，也可采用可挠 （金属）电气导

管保护。

５２５　控制中心报警系统中，主消防控制室应能控制重要的
消防设备 （如多栋建筑共用的消防水泵），主消防控制室选址

时宜选择在一层或地下一层便于通向室外的部位，同时还应与

消防水泵房尽量靠近，以保证紧急情况下从报警到消防水泵的

正常运转的时间不应大于５ｍｉｎ（该时间包括管理人员从控制
室至消防泵房的时间，以及水泵从启动到正常工作的时间）。

集中报警系统的消防控制室也应满足本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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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５３１　按照 《消防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ＧＢ５１３０９第３２８条的条文说明：安全出口是直通室外安全区
域的出口，疏散出口是供人员安全疏散用的楼梯间的出入口或

直通室内安全区域的出口，观众厅、展览厅、多功能厅和建筑

面积大于４００ｍ２的营业厅、餐厅、演播厅等人员密集场所疏散
门是通向室内外安全区域的必经出口，也属疏散出口的范畴。

安全出口上方设置的标志灯的指示面板应有 “安全出口”字样

的文字标识，而疏散出口上方设置的标志灯的指示面板不应有

“安全出口”字样的文字标识。

５３４　按照 《消防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ＧＢ５１３０９编制组官方答疑：剪刀楼梯间是一种结构形式比较特
殊的楼梯间，属于两个楼梯间，应分别设置独立的应急照明配

电箱。

５３５　按照 《消防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ＧＢ５１３０９编制组官方答疑，以及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ＧＢ５１３４８第１３２３第１款第３）条及 《消防应急照明及疏散

指示系统技术标准》表３２５对开敞式办公大厅的疏散照明设
置要求整理。

５３６　按照 《消防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ＧＢ５１３０９编制组官方答疑，此类场所不属于与人员安全疏散和
消防救援相关的场所，无需设置疏散照明及备用照明。

５３７　按照 《消防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ＧＢ５１３０９编制组官方答疑，一般情况下，电气竖井不属于火灾
发生时仍需工作、值守的区域，按技术标准 （ＧＢ５１３０９）第
３８１条规定可不设备用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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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８　根据 《消防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ＧＢ５１３０９编制组官方答疑制定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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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消防通风

６１　防烟系统

６１１　对于建筑高度超过５０ｍ的高层公共建筑，附楼部分及
附属部分的建筑高度不超过５０ｍ；受室外风压作用影响较小，
利用建筑本身的自然通风，也可基本起到防止烟气进一步进入

安全区域的作用，因此该区域的防烟楼梯间、前室、合用前室

均可采用自然通风方式的防烟系统。【图示１】

６１１图示１

６１２　根据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
版）第 ５４１０条第３款，关于合建建筑室内消防设施配置原
则的具体做法。

６１４　本条款不包含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ＧＢ
５１２５１－２０１７第３１６条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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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楼梯间的最高部位设置不小于１ｍ２可开启外窗确有困难
时，可开启外窗贴梁布置于该楼梯间最高休息平台外墙上部，

如下图所示。【图示１】

图示１

６１１１　本条文第２款中住宅建筑前室包括独立前室、消防电
梯前室、共用前室、合用前室。

６２　排烟系统

６２３　本条第４款走道、回廊的防烟分区长边长度按最远两
点之间的沿程距离的计算方法详见 【图示１】 ～【图示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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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烟分区长边Ｌ长边＝Ｌ１＋Ｌ２
“Ｌ”形走道示意图
６２３图示１

防烟分区长边Ｌ长边＝Ｌ１＋Ｌ２＋Ｌ３
“Ｚ”形走道示意图
６２３图示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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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烟分区长边 Ｌ长边＝ｍａｘ｛Ｌ（Ａ，Ｄ），Ｌ（Ｂ，Ｃ），Ｌ（Ａ，Ｃ），Ｌ

（Ｂ，Ｄ），Ｌ（Ａ，Ｂ），Ｌ（Ｃ，Ｄ）｝，Ｌ（Ａ，Ｄ） ＝Ｌ１＋Ｌ５＋Ｌ４，余同

“Ｈ”形走道 （一）６２３图示３

防烟分区长边 Ｌ长边 ＝ｍａｘ｛Ｌ（Ａ，Ｄ），Ｌ（Ｂ，Ｃ），Ｌ（Ａ，Ｃ），

Ｌ（Ｂ，Ｄ），Ｌ（Ａ，Ｂ），Ｌ（Ｃ，Ｄ）｝

Ｌ（Ａ，Ｂ） ＝Ｌ１＋Ｌ２＋Ｌ３＋Ｌ４，Ｌ（Ａ，Ｄ） ＝Ｌ１＋Ｌ９＋Ｌ６＋Ｌ７

＋Ｌ８，余同

“Ｈ”形走道 （二）６２３图示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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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烟分区长边 Ｌ长边＝Ｌ１＋Ｌ２
“回”形走道６２３图示５

本条第５款对于矩形、Ｌ形、多边形等房间的防烟分区，
其长边长度按各自然边长的最大值确定；【图示６】【图示７】
对于圆形且为一个防烟分区的房间，防烟分区的长边长度为其

直径。【图示８】

防烟分区长边　Ｌ长边

＝ｍａｘ｛Ｌ（Ｌ１，Ｌ２）｝

防烟分区长边

Ｌ长边＝ｍａｘ｛Ｌ（Ｌ１，Ｌ２）｝

防烟分区长边

Ｌ长边＝ｍａｘＤ

６２３图示６“Ｌ”形房间 　６２３图示７多边形房间　６２３图示８圆形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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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４　本条第２款具有不规则屋面或阶梯式地面的场所，空
间净高Ｈ′按如下方法确定：

（１）对于锯齿形屋顶 （或顶棚），空间净高 Ｈ′按顶棚下
沿距地面的高度取值。【图示１】

（２）对于斜坡屋面 （或顶棚），当排烟窗 （口）设于斜坡

屋面 （或顶棚）时，空间净高Ｈ′按排烟窗 （口）中心距地面

的高度取值 【图示２】
对于排烟窗 （口）设于屋脊的人字形屋顶，空间净高 Ｈ′

按屋脊底面距地面的高度取值。【图示３】
（３）当斜坡屋面 （或顶棚）的空间采用侧排烟方式时，

应尽可能将排烟口设于屋面坡顶侧墙面上，空间净高 Ｈ′按排
烟窗 （口）中心距地面的高度取值 【图示４】。当条件受限且
檐口 （或顶棚）最低点距地面高度大于３ｍ时，排烟口可设于
屋面坡底侧墙面上，空间净高 Ｈ′按坡底侧高度取值。 【图示
５】

（４）对于阶梯式地面的场所，计算清晰高度时，空间净
高Ｈ′按最高地面标高距其对应区域的吊顶底部高度取值。【图
示６】

计算排烟量时，《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ＧＢ５１２５１
－２０１７第４６３条中的空间净高按最低地面标高距其对应区
域的吊顶底部高度取值 （【图示６】所示 Ｈ），根据 《建筑防

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ＧＢ５１２５１－２０１７第４６１１条计算烟羽
流质量时，按燃料面位于最低地面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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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锯齿形屋顶　　　　　　　　斜坡屋顶 （顶排烟）

　　　　　　６２４图示１　　　　　　　　　６２４图示２

　　　人字形屋顶　　　　　斜坡屋顶 （坡顶侧墙面排烟）

　　　　　６２４图示３　　　　　　　　６２４图示４

斜坡屋顶 （坡底侧墙面排烟）　　　阶梯式地面场所
６２４图示５　　　　　　　　６２４图示６

注：Ｈ′－《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ＧＢ５１２５１－
２０１７第４６９条对应的空间净高；

Ｈ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ＧＢ５１２５１－２０１７第
４６３条、４６１１条对应的空间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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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５　排烟风管和排烟口的设计风速是指满足其计算排烟量
要求的风速，排烟风管和排烟口的尺寸可按其计算风量确定。

６２１１　本条所称高大空间是指：
净空高度大于６ｍ的单层空间或多层空间 （周边场所采取固定

的防火分隔与贯通空间进行分隔）。

６２１３　为保障洁净室的洁净度，降低医院洁净用房的院感风
险，面积不大于１００ｍ２的洁净室其排烟口及补风口可设于与之
相通的洁净走道、清洁走道等疏散走道内。

６３　其它

６３２　当加压送风机的进风口与机械排烟风机的出风口处于
建筑物非相邻的不同建筑面 （如南面与北面、东面与西面等）

时，两者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１０ｍ，或垂直距离不应小
于 ３ｍ。
当进风口与排烟口处于相邻的不同建筑面 （如南面与东面、

北面与西面、屋面与外立面等）时，如两个面之间外夹角小

于 １８０°或两个面之间外夹角大于１８０°且小于２２５°，则两者之
间的水平或垂直距离应符合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ＧＢ５１２５１－２０１７第 ３３５、４４４条的相关规定；【图示１】

６３２图示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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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两个面之间外夹角大于或等于２２５°，则两者之间的水
平距离不应小于１０ｍ，或垂直距离不应小于３ｍ。【图示２】

６３２图示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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