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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刂  甬

本规范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印发 〈⒛o7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 (第一

批 )〉 的通知》(建标 [2007]125号 文)和 《关于调整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修订项目计划的函》(建标 [2OO9]叹 号),由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四川消防研究所会同

有关单位,在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0s和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⒄ 5-95

(⒛“ 年版 )的基础上,经整合修订而成。

本规范在修订过程中,遵循国家有关基本建设的方针政策,贯彻
“
预防为主,防消结合

”
的消

防工作方针,深刻吸取近年来我国重特大火灾事故教训,认真总结国内外建筑防火设计实践经验和

消防科技成呆,深入调研工程建设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规范执行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 ,

认真研究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开展了大量课题研究、技术研讨和必要的试验,广泛征求了有关设计、

生产、建设、消防监督、研究和教学等单位意见,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分 12章和 3个附录,主要内容有:生产和储存的火灾危险性分类、高层公共建筑的分

类要求,厂房、仓库、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等工业与民用建筑的建筑耐火等级分级及其建筑构件的

耐火极限、平面布置防火分区与防火分隔、建筑防火构造、防火间距和消防设施设置的基本要求 ,

工业建筑防爆的基本措施与要求;工业与民用建筑的疏散距离、疏散宽度、疏散楼梯设置形式、应

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以及安全出口和疏散门设置的基本要求;甲 、乙、丙类液体、气体储罐 (区 )

和可燃材料堆场的防火间距、成组布置和储量的基本要求;木结构建筑和城市交通隧道工程防火设

计的基本要求,以及各类建筑为满足灭火救援要求需设置救援场地、消防车道、消防电梯等设施的

基本要求,建筑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和预防电气火灾的线路等方面的防火要求和消防用电设备的

电源与配电线路等基本要求。

与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o016—20OG和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sOα卜95(⒛ Os

年版)相 比,本规范主要有以下变化 :

1.合并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和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调整了两项标准间不协调

的要求,将住宅建筑的高、多层分类统一按照建筑高度划分 ;

2.增加了灭火救援设施和木结构建筑两章,完善了有关灭火救援的要求,系统规定了木结构

建筑的防火要求 ;

3.补充了建筑保温系统的防火要求 ;

4.将消防设施的设置独立成章并完善了有关内容:取消了消防给水系统、室内外消火栓系统

和防烟排烟系统设计的要求,这些系统的设计要求分别由相应的国家标准作出规定 ;

5.适当提高了高层住宅建筑和建筑高度大于 10Om的高层民用建筑的防火技术要求 ;

6.补充了有顶商业步行街两侧的建筑利用该步行街进行安全疏散时的防火要求;调整、补充

了建材、家具、灯饰商店营业厅和展览厅的设计疏散人员密度 :

7.补充了地下仓库、物流建筑、大型可燃气体储罐 (区
)、 液氨储罐、液化天然气储罐的防火



要求,调整了液氧储罐等的防火问距 ;

8.完善了防止建筑火灾竖向或水平蔓延的相关要求。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公安部负责日常管理,公安部消

防局组织天津、四川消防研究所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鉴于本规范是一项综合性的防火技术标准 ,政策性和技术性强,涉及面广,希望各单位结合工

程实践和科学研究认真总结经验,注意积累资料,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建议和问鼋,请径寄公

安部消防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 70号 ,邮政编码:10OO54),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和

组织公安部天津、四川消防研究所作出解释。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入和审查人 :

主编单位: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

公安部四川消防研究所

参编单位:中 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屮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

中国市政I程华北设计研究院

ˇ   中国中轻国际I程有限公司

中国寰球化学工程公司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公安部沈阳消防研究所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东北电力设计院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隧遒I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北京市公安消防总队

I海市公安消防冫总队

天津市公安消防总队

泗川省公安消防总队

陕西省公安消防总队

辽宁省公安消防总队

福建省公安消防总队

主要起草入:杜兰萍 马 恒 倪照鹏 卢国建 沈 纹



王 炯

李引擎

刘建华

主要审查人:方汝清

吴 华

胡小媛

杜 霞 I金元 高建民

曾 杰 刘祖玲 郭树林

黄晓家 李向东 张凤新

张耀泽 赵 锂 刘跃红

潘一平 苏 丹 夏卫平

朱冬青 龙卫国 黄小坤

郑晋丽 周 详

丁宏军 沈友弟

宋孝春 寇九贵

张树平 张福麟

江 刚 党 杰

宋晓勇 赵克伟 晁海鸥

陈云玉 谢树俊 郑 实

郑铁一

何任飞 金鸿祥 工庆生

郭 景 范 珑 杨西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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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则

1.0。 l 为了预防建筑火灾,减少火灾危害,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下列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建筑 :

1 厂房 ;

2 仓库 :

3 民用建筑 ;

4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 (区 );

5 可燃、助燃气体储罐 (区 );

6 可燃材料堆场 :

7 城市交通隧道。

人民防空工程、石油和天然气工程、石油化工工程和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等的建

筑防火设计,当有专门的国家标准时,宜从其规定。

1.0.3 本规范不适用于火药、炸药及其制品厂房 (仓库 )、 花炮厂房 (仓库)的建筑

防火设计。

1.0.4 同—建筑内设置多种使用功能场所时,不同使用功能场所之间应进行防火分

隔,该建筑及其各功能场所的防火设计应根据本规范的相关规定确定。

1.0.5 建筑防火设计应遵循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针对建筑及其火灾特点,从全局出

发,统筹兼顾,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1.0.6 建筑高度大于犭0m的建筑,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要求外,尚应结合实际情况采

取更加严格的防火措施,其防火设计应提交国家消防主管部门组织专题研究、论证。

1.0.7 建筑防火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符号

2.1 术语

2.1.1  高层建筑 highˉ rise buⅡding

建筑高度大于”m的住宅建筑和建筑高度大于⒉m的非单层厂房、仓库和其他民

用建筑。

注:建筑高度的计算应符合本规范附录A的规定c

2.1.2 裙房 podum

在高层建筑主体投影范围外,与建筑主体相连且建筑高度不大于⒉m的 附属建

筑。

2.l。3 重要公共建筑 呻 仑盹吼 public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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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商业服务网点 ∞mmrcial facilities

设置在住宅建筑的首层或首层及二层,每个分隔单元建筑面积不大于300m2的 商

店、邮政所、储蓄所、理发店等小型营业性用房。

2.1.5 高架仓库 high rack storage

货架高度大于7m且采用机械化操作或 自动化控制的货架仓库。

2.1.6 半地下室 semi~basement

房间地面低于室外设计地面的平均高度大于该房间平均净高 1闸 ,且不大于 1泛

者。

2.1.7 地下室 basement

房间地面低于室外设计地面的平均高度大于该房间平均净高 1泛者。

2.1.8 明火地点 open namel。 Gation

室内外有外露火焰或赤热表面的固定地点 (民用建筑内的灶具、电磁炉等除

夕卜) 。

2.1.9 散发火花地点 sparki鸭 site

有飞火的烟囱或进行室外砂轮、电焊、气焊、气割等作业的固定地点。

2.1。 10 耐火极限 flre resistance r狨 ing

在标准耐火试验条件下,建筑构件、配件或结构从受到火的作用时起,至失去承

载能力、完整性或隔热性时止所用时间,用小时表示。

2.1.11 防火隔墙 flre paH⒒ im wall

建筑内防止火灾蔓延至相邻区域且耐火极限不低于规定要求艽兀△仨虐仁。



2.1.12 防火墙 丘￡wdl

防止火灾蔓延至相邻建筑或相邻水平防火分区且耐火极限不低于 3。OOh的不燃性

墙体。

2.l。 13 避难层 (间 ) reh莎 noor(r。。m)

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 (房间)。

2.l。 14 安全出口 safety exit

供人员安全疏散用的楼梯间和室外楼梯的出入口或直通室内外安全区域的出

口 。

2.1.15 封闭楼梯间 enc10sed哎 aircase

在楼梯间入口处设置门,以防止火灾的烟和热气进入的楼梯间。

2.1.16 防烟楼梯间 smoke-proof staircase

在楼梯间入口处设置防烟的前室、开敞式阳台或凹廊 (统称前室)等设施,且通

向前室和楼梯间的门均为防火门,以防止火灾的烟和热气进入的楼梯间。

2.1.17 避难走道 cxit passagewγ

采取防烟措施且两侧设置耐火极限不低于 3。OOh的防火隔墙,用于人员安全通行

至室外的走道。

2.1.18 闪点 nash p。 int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可燃性液体或固体表面产生的蒸气与空气形成的混合

物,遇火源能够闪燃的液体或固体的最低温度 (采用闭杯法测定)。

2.1.19 爆炸下限 lower explosion limit

可燃的蒸气、气体或粉尘与空气组成的混合物,遇火源即能发生爆炸的最低浓

度。

2.1.20 沸溢性油品 boil-over oⅡ

含水并在燃烧时可产生热波作用的油品。

2.1.21 防火间距 flre separ菠lon distmce

防止着火建筑在一定时间内引燃相邻建筑,便于消防扑救的间隔距离。

注:防火间距的计算方法应符合本规范附录B的规定。

2.1?” 防火分区 flre∞mpartment

在建筑内部采用防火墙、楼板及其他防火分隔设施分隔而成,能在一定时间内

防止火灾向同一建筑的其余部分蔓延的局部空间。

2.1。⒛ 防烟分区 smoke∞ mpartment

在建筑内部采用挡烟设施分隔而成,能在一定时间内防止火灾烟气向同一建筑



的其余部分蔓延的局部空间。

2.1。⒉ 充实水柱 full water spOut

从水枪喷嘴起至射流 9O%的水柱水量穿过直径 380mm圆孔处的一段射流长度。

2.2 符号

/——泄压面积

C一一泄压比

∶ D——储罐的直径

DN——管道的公称直径

ΔH——建筑高差

一

隧道的封闭段长度

胖——人数

n——座位数

← 爆炸特征指数

/-建 筑物、堆场的体积,储罐、瓶组的容积或容量

肛——可燃材料堆场或粮食筒仓、席穴囤、土圆仓的储量



3 厂房和仓库

3.1 火灾危险性分类

3.1.1 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应根据生产中使用或产生的物质性质及其数量等因素划分 ,

可分为甲、乙、丙、丁、戊类,并应符合表 3.1.1的 规定。

表'3.1.1 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生产的火灾

危险性类别
使用或产生下列物质生产的火灾危险性特征

甲

1.闪 点小于 28℃ 的液体

2.爆炸下限小于 10%的气体

3.常温下能自行分解或在空气中氧化能导致迅速 自燃或爆炸的物质

4.常温下受到水或空气中水蒸气的作用,能产生可燃气体并引起燃烧或

爆炸的物质

5.遇酸、受热、撞击、摩擦、催化以及遇有机物或硫磺等易燃的无机物 ,

极易引起燃烧或爆炸的强氧化剂

6.受撞击、摩擦或与氧化剂、有机物接触时能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7.在密闭设备内操作温度不小于物质本身自燃点的生产

乙

1.闪 点不小于 ⒛℃,但小于 ω℃的液体

2.爆炸下限不小于 10%的气体

3.不属于甲类的氧化剂

4.不属于甲类的易燃固体

5.助燃气体

6.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浮游状态的粉尘、纤维、闪点不小于

∞℃的液体雾滴

丙
闪点不小于 ∞℃的液体

可燃固体2.

丁

1.对不燃烧物质进行加工,并在高温或熔化状态下经常产生强辐射热、

火花或火焰的生产

2.利用气体、液体、圃体作为燃料或将气体、液体进行燃烧作其他用的

各种生产

3.常温下使用或加工难燃烧物质的生产

戊 常温下使用或加工不燃烧物质的生产

3。 1.2 同一座厂房或厂房的任一防火分区内有不同火灾危险性生产时,厂房或防火分

区内的生产火灾危险性类别应按火灾危险性较大的部分确定:当生产过程中使用或产



生易燃、可燃物的量较少,不足以构成爆炸或火灾危险时,可按实际情况确定:当符

合下述条件之—时,可按火灾危险性较小的部分确定:

l 火灾危险性较大的生产部分占本层或本防火分区建筑面积的比例小于 5%或

丁、戊类厂房内的油漆工段小于 10%,且发生火灾事故时不足以蔓延至其他部位或

火灾危险性较大的生产部分采取了有效的防火措施 :

2 丁、戊类厂房内的油漆工段,当采用封闭喷漆工艺,封闭喷漆空间内保持负

压、油漆工段设置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或自动抑爆系统,且油漆工段占所在防火分

区建筑面积的比例不大于⒛%。

3.⒈3 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应根据储存物品的性质和储存物品中的可燃物数量等

因素划分,可分为甲、乙、丙、丁、戊类,并应符合表 3。 l。3的规定。

表 3.1.3 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储存物品的火

灾危险性类别
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特征

甲

1.闪 点小于 28℃ 的液体

2.爆炸下限小于 10%的气体,受到水或空气中水蒸气的作用能产生爆炸下限

小于 10%气体的固体物质

3.常温下能自行分解或在空气中氧化能导致迅速 自燃或爆炸的物质

4.常温下受到水或空气中水蒸汽的作用,能产生可燃气体并引起燃烧或爆炸

的物质

5.遇酸、受热、撞击、摩擦以及遇有机物或硫磺等易燃的无机物,极易引起

燃烧或爆炸的强氧化剂

6.受撞击、摩擦或与氧化剂、有机物接触时能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乙

1

2

闪点不小于 ⒛℃,但小于 ⑴℃的液体

爆炸下限不小于 I0%的气体

不属于甲类的氧化剂

不属于甲类的易燃固体

助燃气体

常温下与空气接触能缓慢氧化,积热不散引起自燃的物品

3

4

5

丙
l。 闪点不小于ω℃的液体

2.可燃固体

丁 难燃烧物品

戊 不燃烧物品

3.1⒕ 同一座仓库或仓库的任一防火分区内储存不同火灾危险性物品时,仓库或防



火分区的火灾危险性应按火灾危险性最大的物品确定。

3.l。5 丁、戊类储存物品仓库的火灾危险性,当可燃包装重量大于物品本身重量 l抑

或可燃包装体积大于物品本身体积的 1/2时 ,应按丙类确定。

3.2 厂房和仓库的耐火等级

3.2.1 厂房和仓库的耐火等级可分为一、二、三、四级,相应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

耐火极限,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不应低于表 3.2。 l的规定。

表 3.2.1 不同耐火等级厂房和仓库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h)

构件名称
耐火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墙

防火墙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3.00

承重墙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2.50

不燃性

2.00

难燃性

0.50

楼梯间和前室的墙

电梯井的墙

不燃性

2,00

不燃性

2.00

不燃性

1,50

难燃性

0.50

疏散走道两侧的隔墙
不燃性

1.00

不燃性

l。 00

不燃性

0.50

难燃性

0.25

非承重外墙

房间隔墙

不燃性

0.75

不燃性

0.50

难燃性

0.50

难燃性

0.25

柱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2.50

不燃性

2.00

难燃性

0.50

梁
不燃性

2.00

不燃性

1.50

不燃性

1.00

难燃性

0.50

楼板
不燃性

1.50

不燃性

1.00

不燃性

0.75

难燃性

0.50

屋顶承重构件
不燃性

1.50

不燃性

1.00

难燃性

0.50
可燃性

疏散楼梯
不燃性

1.50

不燃性

1.00

不燃性

0.75
可燃性

吊顶 (包括吊顶搁栅 )

不燃性

0.25

难燃性

0.25

难燃性

0。 15
可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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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燃性墙体时,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0.25h;当 采用难燃性墙体时,不应低于 0.50h。

4层及 4层以下的一、二级耐火等级丁、戊类地上厂房 (仓库)的非承重外墙 ,

当采用不燃性墙体时,其耐火极限不限;当采用难燃性轻质复合墙体时,其表面材料

应为不燃材料、内填充材料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 B2级 。材料的燃烧性能分级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86γ 的规定。

3.2。 13 二级耐火等级厂房 (仓库)内 的房间隔墙,当采用难燃性墙体时,其耐火极

限应提高 0.25h。

3.2.14 二级耐火等级多层厂房和多层仓库内采用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的楼板,其耐火

极限不应低于 0.75h。

3.2.15 -、 二级耐火等级厂房 (仓库)的上人平屋顶,其屋面板的耐火极限分别不

应低于 1.50h和 1.0Oh。

3.2.16 一、二级耐火等级厂房 (仓库)的屋面板应采用不燃材料,但其屋面防水层

和绝热层可采用可燃材料;当为 4层及 4层以下的丁、戊类厂房 (仓库)时,其屋面

板可采用难燃性轻质复合板,但板材的表面材料应为不燃材料,内填充材料的燃烧性

能不应低于巳级。

3.2.17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以木柱承重且墙体采用不燃材料的厂房 (仓库),其耐

火等级可按四级确定。

3.2.18 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的节点外露部位,应采取防火保护措施,且节点的耐火

极限不应低于相应构件的耐火极限。

3.3 厂房或仓库的层数、面积和平面布置

3.3.1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厂房的层数和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应符合表

3.3.1的规定。

表 3.3.1 厂房的层数和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生产的火

灾危险性

类别

厂房的耐

火等级

最多允许

层数

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亻 )

单层

厂房

多层

厂房

高层

厂房

地下或半地下厂房 (包

括地下或半地下室 )

甲
级

 
级

一
 
二

宜采用单层
4000

3000

3000

2000

一
 
~

_
 
~

乙

级

级

一
 
二

不限

6

5000

4000

4000

3000

2000

1500

_
 
一

丙
级

级

一
 
二

不限

不限

不限

8000

6000

4000

3000

2000

500

500



三级 2 3000 2000

丁

一、二级

三级

四级

不 限

3

1

不 限

4000

1000

不限

2000

4000 1000

戊

-、 二级

三级

四级

不 限

3

1

不 限

5000

1500

不限

3000

6000 1000

注:1 防火分区之间应采用防火墙分隔。除甲类厂房外的-、 二级耐火等级厂房,当其防火分区

的建筑面积大于本表规定,且设置防火墙确有困难时,可采用防火卷帘或防火分隔水幕分

隔。采用防火卷帘时,应符合本规范第 6.5.3条的规定;采用防火分隔水幕时,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胼 的规定。

2 除麻纺厂房外,一级耐火等级的多层纺织厂房和二级耐火等级的单、多层纺织厂房,其每

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按本表的规定增加 0.5倍 ,但厂房内的原棉开包、清花

车间与厂房内其他部位之间均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 sOh的防火隔墙分隔,需要开设门、

窗、洞口时,应设置甲级防火门、窗。

3 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单、多层造纸生产联合厂房,其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

按本表的规定增加 1.5倍 。-、 二级耐火等级的湿式造纸联合厂房,当纸机烘缸罩内设置

自动灭火系统,完成工段设置有效灭火设施保护时,其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可按工艺要求确定。

4 -、 二级耐火等级的谷物筒仓工作塔,当每层工作人数不超过 2人时,其层数不限。

5 一、二级耐火等级卷烟生产联合厂房内的原料、备料及成组配方、制丝、储丝和卷接包、

辅料周转、成品暂存、二氧化碳膨胀烟丝等生产用房应划分独立的防火分隔单元,当工艺

条件许可时,应采用防火墙进行分隔。其中制丝、储丝和卷接包车间可划分为一个防火分

区,且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按工艺要求确定,但制丝、储丝及卷接包车间

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的 防火隔墙和 1.00h的楼板进行分隔。厂房内各水平和

竖向防火分隔之间的开口应采取防止火灾蔓延的措施。

6 厂房内的操作平台、检修平台,当使用人数少于 10人 时,平台的面积可不计入所在防火分

区的建筑面积内。

7 “—”
表示不允许。

3.3.2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仓库的层数和面积应符合表 3.3.2的规定。



表 3.3.2 仓库的层数和面积

储存物品的火灾危

险性类别

仓库的

耐火等级

最多

允许

层数

每座仓库的最大允许占地面积和

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 )

单层仓库 多层仓库 高层仓库

地下或半地下

仓库 (包括地下

或半地下室 )

每座

仓库

防火

分区

每座

仓库

防火

分区

每座

仓库

防火

分区

防火

分区

田
‘

3、 4项

1、 2、 5、 6项

一级

一、二级

1

1

180

750

⒃
 ⒛

一
 
一

一
 
一

_
 
一

_
 
一

一
 
一

乙

1、 3、 4项
一、二级

三级

3

1

2000

500

500

250

⑾

~

⑾

 一
一
 
一

_
 
一

一
 
~

2、 5、 6项
一、二级

三级

5

1

2800

θ00

700

300

1500 跏

 一
一
 
一

一 
_

一
 
一

丙

1项
一、二级

三级

5
 
 
1 4000

1200

1000

400

2800 猢

 一
一
 
一

一
 
一

㈤

 一
2项

一、二级

三级

不限

3

6000

2100

1500

700

4800

1200

1200

400

4000 1000 ⑾

~
丁

一、二级

三级

四级

不 限

3

1

不 限

3000

2100

3000

1000

700

不限

1500

1500

500

4800 1200 跏
_
_

戊

一、二级

三级

四级

不 限

3

1

不限

3000

2100

不 限

1000

700

不限

2100

2000

700

6000 1500 1000

注:1 仓库内的防火分区之间必须采用防火墙分隔,甲 、乙类仓库内防火分区之间的防火墙不

应开设门、窗、洞口;地下或半地下仓库 (包括地下或半地下室)的最大允许占地面积 ,

不应大于相应类别她上仓库的最大允许占地面积。

石油库区内的桶装油品仓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石油库设计规范》GB500T0的规定。

一、二级耐火等级的煤均化库,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12000m2。

独立建造的硝酸铵仓库、电石仓库、聚乙烯等高分子制品仓库、尿素仓库、配煤仓库、

造纸厂的独立成品仓库,当建筑的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时,每座仓库的最大允许占地面

积和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按本表的规定增加 1。 0倍。

一、二级耐火等级粮食平房仓的最大允许占地面积不应大于 12000m2,每个防火分区的最

大允许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3000m2;三 级耐火等级粮食平房仓的最大允许占地面积不应大
ll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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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分隔时,可一面贴邻,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爆炸危险环

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5O058等标准的规定。

乙类厂房的配电站确需在防火墙上开窗时,应采用甲级防火窗 c

3.3.9 员工宿舍严禁设置在仓库内。

办公室、休息室等严禁设置在甲、乙类仓库内,也不应贴邻。

办公室、休息室设置在丙、丁类仓库内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50h的 防火

隔墙和 1.00h的楼板与其他部位分隔,并应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隔墙上需开设相互

连通的门时,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3.3.10 物流建筑的防火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建筑功能以分拣、加工等作业为主时,应按本规范有关厂房的规定确定 ,

其中仓储部分应按中间仓库确定 ;

2 当建筑功能以仓储为主或建筑难以区分主要功能时,应按本规范有关仓库的

规定确定,但当分拣等作业区采用防火墙与储存区完全分隔时,作业区和储存区的防

火要求可分别按本规范有关厂房和仓库的规定确定。其中,当分拣等作业区采用防火

墙与储存区完全分隔且符合下列条件时,除 自动化控制的丙类高架仓库外,储存区的

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和储存区部分建筑的最大允许占地面积,可按本规范表

3.3.2(不含注)的规定增加 3.0倍 :

(1)储存除可燃液体、棉、麻、丝、毛及其他纺织品、泡沫塑料等物品外的丙类

物品且建筑的耐火等级不低于一级 ;

(2)储存丁、戊类物品且建筑的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 ;

(3)建筑内全部设置自动水灭火系统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3.3.11 甲、乙类厂房 (仓库)内不应设置铁路线。

需要出入蒸汽机车和内燃机车的丙、丁、戊类厂房 (仓库),其屋顶应采用不燃

材料或采取其他防火措施。

3.4 厂房的防火间距

3.4.1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厂房之间及与乙、丙、丁、戊类仓库、民用建筑等的

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3.4.1的规定,与甲类仓库的防火间距应符合本规范第 3.5.1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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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乙类厂房与重要公共建筑的防火间距不宜小于 50m;与 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不宜小于

30m。 单、多层戊类厂房之间及与戊类仓库的防火间距可按本表的规定减少 细,与 民用建

筑的防火间距可将戊类厂房等同民用建筑按本规范第 5.2.2条的规定执行。为丙、丁、

戊类厂房服务而单独设置的生活用房应按民用建筑确定,与所属厂房的防火间距不应小

于 6m。 确需相邻布置时,应符合本表注 2、 3的规定。

2 两座厂房相邻较高一面外墙为防火墙时,其防火间距不限,但甲类厂房之间不应小于 鲡。

两座丙、丁、戊类厂房相邻两面外墙均为不燃性墙体,当 无外露的可燃性屋檐,每面外墙

上的门、窗、洞口面积之和各不大于外墙面积的 5%,且门、窗、洞口不正对开设时,其

防火间距可按本表的规定减少 ⒛%。 甲、乙类厂房 (仓库)不应与本规范第 3.3.5条 规定

外的其他建筑贴邻。

3 两座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厂房,当相邻较低一面外墙为防火墙且较低一座厂房的屋顶无天

窗,屋顶的耐火极限不低于 1,0Oh,或相邻较高一面外墙的门、窗等开口部位设置甲级防

火门、窗或防火分隔水幕或按本规范第 6.5.3条的规定设置防火卷帘时,甲、乙类厂房之

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6m:丙、丁、戊类厂房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鲡。

4 发电厂内的主变压器,其油量可按单台确定。

5 耐火等级低于四级的既有厂房,其耐火等级可按四级确定。

6 当丙、丁、戊类厂房与丙、丁、戊类仓库相邻时,应符合本表注 2、 3的规定。 ^

3.4.2 甲类厂房 与重要公共建筑 的防火 间距不应小于 50m,与 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

的防火 间距不应小于 30m。

3.4.3 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气的甲类厂房与铁路、道路等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3.4.3的规定,但 甲类厂房所属厂内铁路装卸线当有安全措施时,防火间距不受表 3.4.3

规定的限制。

表 3.4.3 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气的甲类厂房与铁路、道路等的防火间距 (m)

3.4.4 高层厂房与甲、乙、丙类液体储罐,可燃、助燃气体储罐,液化石油气储

罐,可燃材料堆场 (除煤和焦炭场外)的防火间距,应符合本规范第 4章的规定,且
不应小于 13m。

3.4.5 丙、丁、戊类厂房与民用建筑的耐火等级均为—、二级时,丙、丁、戊类厂

房与民用建筑的防火间距可适当减小,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较高—面外墙为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或比相邻较低一座建筑屋面高
15

名称 厂外铁路线中心线 厂内铁路线中心线 厂外道路路边
厂内道路路边

主要 次要

甲类厂房 30 20 15 10 5



15m及以下范围内的外墙为无门、窗、洞
'口

的防火墙时,其防火间距不限;

2 相邻较低一面外墙为防火墙,月~屋顶无天窗、屋顶的耐火极限不低于 1.OOh,

或相邻较高一面外墙为防火墙,且墙上开口部位采取了防火措施,其防火间距可适当

减小,但不应小于 4m。

3.4,6 厂房外附设化学易燃物品的设各,其外壁与相邻厂房室外附设设备的外壁或相

邻厂房外墙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本规范第 3.4.1条的规定。用不燃材料制作的室外

设各,可按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确定。

总容量不大于 15m3的丙类液体储罐,当直埋于厂房外墙外,彐~面向储罐一面4.0m

范围内的外墙为防火墙时,其防火间距不限。

3.4.7 同一座 U形或山形厂房中相邻两翼之闸的防火间距,不宜小于本规范第 3.4.1

条的规定,但当厂房的占地面积小于本规范第 3.3.1条规定的每个防火分区最大允许

建筑面积时,其防火间距可为 6m。

3.4.8 除高层厂房和甲类厂房外,其他类别的数座厂房占地面积之和小于本规范第

3.3。 l条规定的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按其中较小者确定,但防火分区的最大

允许建筑面积不限者,不应大于 lOO00m2)时 ,可成组布置。当厂房建筑高度不大

于 7m时 ,组内厂房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4m;当厂房建筑高度大于 7m时 ,组

内厂房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6m。

组与组或组与相邻建筑的防火间距,应根据相邻两座中耐火等级较低的建筑,按

本规范第 3.4.1条 的规定确定。

3.4.9 一级汽车加油站、一级汽车加气站和一级汽车加油加气合建站不应布置在城

市建成区内。

3.4.10 汽车加油、加气站和加油加气合建站的分级,汽车加油、加气站和加油加气

合建站及其加油 (气 )机、储油 (气 )罐等与站外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建筑、铁路、

道路的防火间距以及站内各建筑或设施之间的防火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汽车

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的规定。

3.4.11电力系统电压为 35kV~500kV且每台变压器容量不小于 10MV·A的室外变户

配电站以及工业企业的变压器总油量大于 5t的室外降压变电站,与其他建筑的防火

间距不应小于本规范第 3.4.1条和第 3.5.1条 的规定。

3.4.12 厂区围墙与厂区内建筑的间距不宜小于 5m,围墙两侧建筑的间距应满足相应

建筑的防火间距要求。



3.5 仓库 的防火间距

3.5.1 甲类仓库之间及与其他建筑、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铁路、道路等的防火间

距不应小于表3.5.1的规定。

表 3.5.1 甲类仓库之间及与其他建筑、明火

或散发火花地点、铁路、道路等的防火间距 (m)

注:甲类仓库之间的防火间距,当第 3、 4项物品储量不大于投,第 1、 2、 5、 6项物品储量不大

于st时 ,不应小于 12m,甲 类仓库与高层仓库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13m。

3.5.2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乙、丙、丁、戊类仓库之间及与民用建筑的防火间距 ,

不应小于表 3.5.2的规定。

名 称

甲类仓库 (储量,t)

甲类储存物品第 3、 4项 甲类储存物品第 1、 2、 5、 6项

≤ 5 >5 ≤ 10 >10

高层民用建筑、重要公共建筑 50

裙房、其他民用建筑、

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
30 40 25 30

甲类仓库 20 20 20 20

厂房和乙、丙、丁、戊类

仓库

-、 二级 15 20 12 15

三级 20 25 15 20

四级 25 30 20 25

毛力系统电压为 3skV~sO0kV且 每台变压器容量

不小于 10MV· A的室外变、配电站,工业企业的变

压器总油量大手 st的室外降压变电站

30 40 25 30

厂外铁路线中心线 40

厂内铁路线中心线 30

厂外道路路边 20

厂内道路路边
主要 10

次要 5



名  称

乙类仓库 丙类仓库 丁、戊类仓库

单、多层 高层 单、多层 高层 单、多层 高层

`
 
级

一
 
二 级

丶

级

一
 
二

丶
 
级

一
 
二

〓
一 
级

四

 
级

.
〓

 
级

丶
 
级

一
 
二

〓
一 
级

四

 
级

.
≡

 级

乙 、

丙 、

丁、戊

类 仓

库

单、多

层

二
丶
 
级

一
10 12 13 10 12 14 13 10 12 14 13

级

12 14 15 12 14 16 15 12 14 16 15

四

 
级

14 16 17 14 16 18 17 14 16 18 17

高  层
二

丶
 
级

一
13 15 13 13 15 17 13 13 15 17 13

民用

建筑

裙房 ,

单、多

层

二`
 
级

一 25 10 12 14 13 10 12 14 13

级

25 12 14 16 15 12 14 16 15

四

 
级

25 14 16 18
△
' 14 16 18 17

高 层

一
 
类

50 20 25 25 20 15 18 18 15

一
一 
类

50 15 20 20 15 13 15 15 13

表 3.5.2 乙、丙、丁、戊类仓库之间及与民用建筑的防火间距 (m)

注:1 单、多层戊类仓库之间的防火间距,可按本表的规定减少 zm。

2 两座仓库的相邻外墙均为防火墙时,防火间距可以减小,但丙类仓库,不应小于 6m:丁 、

戊类仓库,不应小于 鲡。两座仓库相邻较高一面外墙为防火墙,且总占地面积不大于本规

范第 3,3.2条 一座仓库的最大允许占地面积规定时,其防火间距不限。

3 除乙类第 6项物品外的乙类仓库,与 民用建筑的防火间距不宜小于 25m,与 重要公共建筑

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sOm,与铁路、道路等的防火间距不宜小于表 3.5.1中 甲类仓库与铁

路、道路等的防火间距。

3.5.3 丁、戊类仓库与民用建筑的耐火等级均为一、二级时,仓库与民用建筑的防

火间距可适当减小,但应符合下列规定:

l 当较高一面外墙为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或比相邻较低一座建筑屋面高



15m及 以下范围内的外墙为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时,其防火间距不限;

2 相邻较低一面外墙为防火墙,且屋顶无天窗或洞口、屋顶耐火极限不低于

1.0Oh,或相邻较高一面外墙为防火墙,且墙上开口部位采取了防火措施,其防火间

≡可适当减小,但不应小于 4m。

3.5.4 粮食筒仓与其他建筑、粮食筒仓组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3.5.4的规定。

表 3.5.4 粮食筒仓与其他建筑、粮食筒仓组之间的防火间距 (m)

注:l 当粮食立筒仓、粮食浅圆仓与工作塔、接收塔、发放站为一个完整工艺单元的组群时 ,

组内各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受本表限制。

2 粮食浅圆仓组内每个独立仓的储量不应大于 10000t。

3.5.5 库区围墙与库区内建筑的间距不宜小于 5m,围墙两侧建筑的间距应满足相应

建筑的防火间距要求。

3.6 厂房和仓库的防爆

3.6.l 有爆炸危险的甲、乙类厂房宜独立设置,并宜采用敞开或半敞开式。其承重结

构宜采用钢筋混凝土或钢框架、排架结构。

3.6.2 有爆炸危险的厂房或厂房内有爆炸危险的部位应设置泄压设施。

3.6.3 泄压设施宜采用轻质屋面板、轻质墙体和易于泄压的门、窗等,应采用安全玻

璃等在爆炸时不产生尖锐碎片的材料。

泄压设施的设置应避开人员密集场所和主要交通道路,并宜靠近有爆炸危险的

部位。

作为泄压设施的轻质屋面板和墙体的质量不宜大于ω饨/m2。

屋顶上的泄压设施应采取防冰雪积聚措施。

3.6.4 厂房的泄压面积宜按下式计算,但当厂房的长径比大于 3时 ,宜将建筑划分为

长径比不大于 3的多个计算段,各计算段中的公共截面不得作为泄压面积 :

19

≡ 称 粮食总储量 〃 (t)

粮食立筒仓 粮食浅圆仓 其他建筑

'/(40000

40000(<

叼吁兰50000

″>

50000

″<

50000

rJ/>

50000

丶
 
级

一
 
二

〓
一 
级

四级

接食立

扌 厶

500(1J/【 10000
15

20 25 20 25

10 20

10000(<97<40000 15 20 25

40000<(「」/【50000 20 20 25 30

〃>)50000 25 25 30

羟食浅

三仓

叼′(50000 20 20 25 20 25 20 25

〃≥>50000 25 25 30



0乙

‘
翳劐丫绷叨H00·乙士狲邳业酬骅丫驷∝珂翳劐叨卡L刂

°
聊鼾骈驸鑫卡LJ戛系邳

‘
π

豇娶丫年Σ」凵冫目Ψ堡丁羁Σζ0目焉别乓y0Yf谨鲜~B~犭笙铗绊葫即1亻黑夏
′
色到镂绊娣即0#叩狃Σ彐焉别丐ysYr罾廷粒 0I·9·ε

°
劐影马唯Tl·丫纡鼾劐丫蜊叨HO0·ε士狲业酬骅丫趔盯

※珂
‘
靶戛孚翳北制冫呷Υ系

‘
戛孚下取耳覃1华骈影明暂~r漾7`由叨硎Ξ勃罾致 6·9·ε

°
戛染T取Ξ莩1华研吊叨留」苹2′由明硎黟sYI鄯阜 8·9·ε

°
戛ψ+,舛蕈垂重丁翕砷

′
兹叨暂J妊思覃母孚叨剁黟sYr斟阜

°
妥圳聊孚Ⅲ耻明翳悌辈目迎暂J

目箩迤鄄系彐耻明翳祈辈暂J目莆犁戛致耳
‘
玛唯亻币藁7′由唧翻黟sYr罾阜 ∠

·
9·ε

°
殍母僻砷丫

蜊臼※雨囝孕争」g氵E+纣犁邳百
‘
鄄鼾湃身珈搓避以聃孕蕲拐

′
币僻畦乌逆渤担

′
瑚

乌渤上下蜊狂当Ξ以聃
‘
翠J耵斟睾首

‘
仰戛孕墨锉

‘
呸聃戛染耳业M留」 ε

:Ef彀士簪拆
‘
暮平

′
嚣士Ξ旦挲凵首

‘
留」叨蕲拐

′
币僻渤担军躁 乙

:聊
鼾即曜蜊迫当Ξ

‘
靼目里豹嚣勃擗肿韵彤田※

°
里聃明耻丫军业田当邳 1
:=徉l丝止号助Ξ

‘
誓」苹2

啁硎黟郭鄯蕲拐
′
币僻单畦留」苹由叨乌逆溺担

′
瑚乌渤担明萋乌苹醌舀聘 9·9·ε

°
矸舀ˇ璎珂凵Ξ唯T留J‘黟Ξ胚

′
蕹士喜宫邳瞰迎

°
迸里

Ⅲ耻吖勃蛩里舀剪韩田※~U‘暂~∫垢由叨乌凳渤担
′
勒乌淅担明韩》苹酸群珲 s·9∶ε

°羽
Z涣型

犟翳踽更叨斟σ冫叱涣叨丬口里狰翳菇纡
~阝~Υ丬薯明中艹Υ纽WFyU丫里士捣蕈吖m劭丬

:忍

0s乙
·
0孑骂

00乙
·
0≡群7

09Γ0≡勃7

0IΓ0妥
币髁明【

~s·Ⅲ·⒓dΛoε<币y缶勃`羁′
鹃

′
吕觯镧丧

‘
覃鄱士狂国髀翔

′
骈由

′
乌耻里劢酗

′
剿由

′
耻V′畹里

ss0·0孑彐F舄黎0回⒈
s·

Td·
它d冫

`0σ

币)厂9I~s·Lu沼d夕

`0I苗
寺刍铮

′
镂岛

′
￠伴鄱

′
匡蜇砻鲜

′
室堑Ψ

0ε0·0≡币髁叨I~s·
Lu。BdⅡ01》币y钫luJs′扔

′
扔

′
芟舀

′
躬

′
尊髁

‘
骂

昌0l暂垢叨垩饬翻黟劲斩罾M暂~J

(ε四/胛)髟
=悌"彐

联纡Ⅱ。苹明垩呦剁黟Tl【郭鄱叩等J 冫
·
9·ε挲

°(εu/乙LL1)准平冫
·
9·ε挲耳担

‘
羽Ⅲ耻一0

:(εLL1)涣母明暂J一'亻

:(乙w)潞里彐耻一/:中￥

(冫·
9·ε、￡)

%ⅡDOI=/



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并应与楼梯间的门错位设置。

3.6.11 使用和生产甲、乙、丙类液体的厂房,其管、沟不应与相邻厂房的管、沟相

通,下水道应设置隔油设施。

3.6.12 甲、乙、丙类液体仓库应设置防止液体流散的设施。遇湿会发生燃烧爆炸的

物品仓库应采取防止水浸渍的措施。

3.6。 13 有粉尘爆炸危险的筒仓,其顶部盖板应设置必要的泄压设施。

粮食筒仓工作塔和上通廊的泄压面积应按本规范第 3.6.4条 的规定计算确定。有

粉尘爆炸危险的其他粮食储存设施应采取防爆措施。

3.6。 14 有爆炸危险的仓库或仓库内有爆炸危险的部位,宜按本规范第 3.6节规定采

取防爆措施、设置泄压设施。

3.7 厂房的安全疏散

3,7.1 厂房的安全出口应分散布置。每个防火分区或一个防火分区的每个楼层,其相

邻 2个安全出口最近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5m。

3.7.2 厂房内每个防火分区或一个防火分区内的每个楼层,其安全出口的数量应经

计算确定,且不应少于 2个 :当符合下列条件时,可设置 1个安全出口:

1 甲类厂房,每层建筑面积不大于10Om2,且同一时间的作业人数不超过5人 ;

2 乙类厂房,每层建筑面积不大于 150m2,且 同一时间的作业人数不超过 10

人;

3 丙类厂房,每层建筑面积不大于 250m2,且同一时间的作业入数不超过 20

人;

4 丁、戊类厂房,每层建筑面积不大于 400m2,且同一时间的作业人数不超过

30人 :

5 地下或半地下厂房 (包括地下或半地下室),每层建筑面积不大于 50m2,且

同一时间的作业人数不超过 15人。

3.7.3 地下或半地下厂房 (包括地下或半地下室),当 有多个防火分区相邻布置,并

采用防火墙分隔时,每个防火分区可利用防火墙上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甲级防火门作

为第二安全出口,但每个防火分区必须至少有 1个直通室外的独立安全出口。

3.7.4 厂房内任一点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表 3.7.4的 规定。

表 3.7.4 厂房内任一点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 (m)

生产的火灾

危险性类别
耐火等级 单层厂房

多层厂

房

高层厂

房

地下或半地下厂房 (包括

地下或半地下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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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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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厂房内巯散楼梯、走道、闸的各自总净宽度,应根据疏散人数按每 100人的最

小疏散诤宽度不小于表 3.7.5的规定计算确定。但疏散楼梯的最小净宽度不宜小于

1.10m,疏散走道的最小净宽度不宜小于 l。钔m,门 的最小净宽度不宜小于 0。㈨m。

当每层疏散人数不相等时,疏散楼梯的总净宽度应分层计算,下层楼梯总净宽度应按

该层及以上疏散人数最多一层的疏散人数计算。

表 3.7.5 厂房内疏散楼梯、走道和门的每 100人最小疏散净宽度 (m/百人 )

厂房层数 (层 ) 1~2 3 ≥ 4

最小疏散净宽度 (m/百人) 0.60 0.80 1.00

首层外门的总净宽度应按该层及以上疏散人数最多一层的疏散人数计算,且该门

的最小净宽度不应小于 1。⒛m。

3.7.6 高层厂房和甲、乙、丙类多层厂房的疏散楼梯应采用封闭楼梯间或室外楼梯。

建筑高度大于 32m且任一层人数超过 10人的厂房,应采用防烟楼梯间或室外楼梯ρ

3.8 仓库的安全疏散

3.8.1 仓库的安全出口应分散布置。每个防火分区或一个防火分区的每个楼层,其相

邻 2个安全出口最近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5m。

3.8.2 每座仓库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2个,当一座仓库的占地面积不大于 300m2时 ,

可设置 1个安全出口。仓库内每个防火分区通向疏散走道、楼梯或室外的出口不宜少

于 2个 ,当 防火分区的建筑面积不大于 100亻时,可设置 1个出口。通向疏散走道

或楼梯的门应为乙级防火门。

3.8.3 地下或半地下仓库 (包括地下或半地下室)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2个 :当建

筑面积不大于 10Om2日寸,可设置 1个安全出口。

地下或半地下仓库 (包括地下或半地下室),当 有多个防火分区相邻布置并采用



防火墙分隔时,每个防火分区可利用防火墙上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甲级防火门作为

第二安全出口,但每个防火分区必须至少有 1个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

3.8.4 冷库、粮食筒仓、金库的安全疏散设计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冷库设计规

范》GB50072和 《粮食钢板筒仓设计规范》GB50322等标准的规定。

3.8.5 粮食筒仓上层面积小于 1000m2,且作业人数不超过 2人时,可设置 l个安全

出口。

3.8.6 仓库、筒仓中符合本规范第 6.4.5条规定的室外金属梯,可作为疏散楼梯,但

筒仓室外楼梯平台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0.25h。

3,8.7 高层仓库的疏散楼梯应采用封闭楼梯间。

3.8.8 除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多层戊类仓库外,其他仓库内供垂直运输物品的提升设

施宜设置在仓库外,确需设置在仓库内时,应设置在井壁的耐火极限不低于 2。OOh的

井筒内。室内外提升设施通向仓库的入口应设置乙级防火门或符合本规范第 6.5.3条

规定的防火卷帘。



4 甲、乙、丙类液体、气体储罐 (区 )和可燃材料堆场

4.1 一般规定

4.1.1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区,液化石油气储罐区,可燃、助燃气体储罐区和可燃

材料堆场等,应布置在城市 (区域)的边缘或相对独立的安全地带,并宜布置在城市

(区域)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 (区 )宜布置在地势较低的地带。当布置在地势较高的地

带时,应采取安全防护设施。

液化石油气储罐 (区 )宜布置在地势平坦、开阔等不易积存液化石油气的地带。

4.1.2 桶装、瓶装甲类液体不应露天存放。

4.1.3 液化石油气储罐组或储罐区的四周应设置高度不小于 1。 Om的不燃性实体防

护墙。

4.1.4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区,液化石油气储罐区,可燃、助燃气体储罐区和可燃

材料堆场,应与装卸区、辅助生产区及办公区分开布置。

4.1.5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液化石油气储罐,可燃、助燃气体储罐和可燃材料堆

垛,与架空电力线的最近水平距离应符合本规范第 10.2.1条的规定。

4.2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 (区 )的防火间距

4.2.1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 (区 )和乙、丙类液体桶装堆场与其他建筑的防火间

距,不应小于表 4.2.1的 规定。

表 4.2.1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 (区 ),乙 、丙类液体桶装堆场与其他建筑的防火间距 (m)

类别

-个罐区或堆场的总

·
容量 V(m3)

建筑物

室外变、

配电站

-、 二级

三级 四级高层民

用建筑

裙房 ,

其他建筑

甲、乙类液

体储罐

(区 )

1≤(y【 50

50≤ /(200

200≤≤/(1000

1000≤≤y(500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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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70

12

15

20

25

15

20

25

30

20

25

3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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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 (m)

注:1 D为相邻较大立式储罐的直径 (m),矩形储罐的直径为长边与短边之和的一半。

固定顶储罐 浮顶储罐或设置

充氮保护设备的

储罐

∶三:1 当甲、乙类液体储罐和丙类液体储罐布置在同一储罐区时,罐区的总容量可按 1m3甲 、乙

类液体相当于 5矿 丙类液体折算。

2 储罐防火堤外侧基脚线至相邻建筑的距离不应小于 10m。

3 甲、乙、丙类液体的固定顶储罐区或半露天堆场,乙、丙类液体桶装堆场与甲类厂房 (仓

库 )、 民用建筑的防火间距,应按本表的规定增加 25%,且甲、乙类液体的固定顶储罐区或

半露天堆场,乙、丙类液体桶装堆场与甲类厂房 (仓库 )、 裙房、单、多层民用建筑的防火

间距不应小于 25m,与 明火或散发火花她点的防火间距应按本表有关四级耐火等级建筑物的

规定增加 25%。

4 浮顶储罐区或闪点大于 120℃ 的液体储罐区与其他建筑的防火间距,可按本表的规定减少

25%。

5 当数个储罐区布置在同一库区内时,储罐区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本表相应容量的储罐

区与四级耐火等级建筑物防火间距的较大值。

s 直埋地下的甲、乙、丙类液体卧式罐,当单罐容量不大于 sOm3,总容量不大于 ⒛Om3日寸,

与建筑物的防火间距可按本表规定减少 sO%。

7 室外变、配电站指电力系统电压为 35kV~500kV且每台变压器容量不小于 10MV· A的室外

变、配电站和工业企业的变压器总油量大于 st的室外降压变电站。

4.2.2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4.2.2的 规定。

类  别

甲、乙类

液体储罐

丙类液体储罐

2 不同液体、不同形式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本表规定的较大值。

3 两排卧式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3m。

4 当单罐容量不大于 10OOma且采用固定冷却系统时,甲 、乙类液体的地上式固定顶储罐

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0.6D。

地上式储罐同时设置液下喷射泡沫灭火系统、固定冷却水系统和扑救防火堤内液体火

灾的泡沫灭火设施时,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可适当减小,但不宜小于 0。 0D。

闪点大于 120℃ 的液体,当 单罐容量大于 1000矿 时,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5m:



当单罐容量不大于 1000m3时 ,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2m。

4.2.3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成组布置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组内储罐的单罐容量和总容量不应大于表 4.2.3的规定 ;

表 4.2.3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分组布置的最大容量

类  别 单罐最大容量 (m3) ˉ组罐最大容量 (硭 )

甲、乙类液体 200 1000

丙类液体 500 3000

2 组内储罐的布置不应超过两排。甲、乙类液体立式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

小于 细,卧式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0.8m;丙类液体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不

限 :

3 储罐组之间的防火间距应根据组内储罐的形式和总容量折算为相同类别的标

准单罐,按本规范第 4.2.2条的规定确定。

4.2.4 甲、乙、丙类液体的地上式、半地下式储罐区,其每个防火堤内宜布置火灾危

险性类别相同或相近的储罐。沸溢性油品储罐不应与非沸溢性油品储罐布置在同一防

火堤内。地上式、半地下式储罐不应与地下式储罐布置在同一防火堤内。

4.2.5 甲、乙、丙类液体的地上式、半地下式储罐或储罐组,其四周应设置不燃性

防火堤。防火堤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防火堤内的储罐布置不宜超过2排 ,单罐容量不大于100Om3且 闪点大于 120℃

的液体储罐不宜超过 4排 ;

2 防火堤的有效容量不应小于其中最大储罐的容量。对于浮顶罐,防火堤的有

效容量可为其中最大储罐容量的一半 :

3 防火堤内侧基脚线至立式储罐外壁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罐壁高度的一半。防

火堤内侧基脚线至卧式储罐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Sm:

4 防火堤的设计高度应比计算高度高出 0。 ‰,且应为 1。 Om~2。 细,在防火堤的

适当位置应设置便于灭火救援人员进出防火堤的踏步 :

5 沸溢性油品的地上式、半地下式储罐,每个储罐均应设置一个防火堤或防火

隔堤 :

6 含油污水排水管应在防火堤的出口处设置水封设施,雨水排水管应设置阀门等

封闭、隔离装置。

4.2.6 甲类液体半露天堆场,乙 、丙类液体桶装堆场和闪点大于 1⒛℃的液体储罐

(区 ),当采取了防止液体流散的设施时,可不设置防火堤。

4.2.7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与其泵房、装卸鹤管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4.2.7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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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与其泵房、装卸鹤管的防火间距 (m)

液体类别和储罐形式 泵 房 铁路或汽车装卸鹤管

≡、乙类液体

储罐

拱顶罐 15 20

浮顶罐 ’

~
15

丙 类 液 体 储 罐 10 12

主̌:1 总容量不大于 1000m3的 甲、乙类液体储罐和总容量不大于 5000m3的 丙类液体储罐 ,

其防火间距可按本表的规定减少 乃%。

2 泵房、装卸鹤管与储罐防火堤外侧基脚线的距离不应小于 5m。

二二.8 甲、乙、丙类液体装卸鹤管与建筑物、厂内铁路线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4.2.8

∷△定。

表 4.2.8 甲、乙、丙类液体装卸鹤管与建筑物、厂内铁路线的防火间距 (m)

名  称
建筑物 厂内

铁路线
泵房

一、二级 三级 四级

甲、乙类液体装卸鹤管 14 16 18 20
8

丙类液体装卸鹤管 10 12 14 10

注:装卸鹤管与其直接装卸用的甲、乙、丙类液体装卸铁路线的防火间距不限。

2.9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与铁路、道路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4.2.9的规定。

表 4.2.9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与铁路、道路的防火间距 (m)

名 称
厂外铁路线

中心线

厂内铁路线

中心线

厂外道路

路边

厂内道路路边

主要 次要

甲、乙类液体储罐 35 25 20 15 10

丙类液体储罐 30 20 15 10 5

4.2。 10 零位罐与所属铁路装卸线的距离不应小于 6m。

4.2.11 石油库的储罐 (区 )与建筑的防火间距,石油库内的储罐布置和防火间距以

及储罐与泵房、装卸鹤管等库内建筑的防火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石油库设计

规范》GB5o074的 规定。

4.3 可燃、助燃气体储罐 (区 )的防火间距

4.3.1 可燃气体储罐与建筑物、储罐、堆场等的防火间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湿式可燃气体储罐与建筑物、储罐、堆场等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4.3.1的

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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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湿式可燃气体储罐 (总容积 y,亻 )

y(1000
1000≤≤V<

10000

10000≤≤V<

50000

50000≤ V(

100000

100000≤≤V

(300000

甲类仓库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

可燃材料堆场

室外变、配电站

明火或散发火花的地点

20 25 30 35 40

高层民用建筑 25 30 35 40 45

裙房,单、多层民用建筑 18 20 25 30 35

其他建筑

一、二级 12 15 20 25 30

三  级 15 20 25 30 35

四  级 20 25 30 35 40

表 4.3.1 湿式可燃气体储罐与建筑物、储罐、堆场等的防火间距 (m)

注:固定容积可燃气体储罐的总容积按储罐几何容积 (″ )和设计储存压力 (绝对压力,105Pa)

的乘积计算。

2 固定容积的可燃气体储罐与建筑物、储罐、堆场等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4.3.1的规定 ;

3 干式可燃气体储罐与建筑物、储罐、堆场等的防火间距:当可燃气体的密度

比空气大时,应按表 4.3.1的规定增加 zs%;当 可燃气体的密度比空气小时,可按表

4.3.1的规定确定:

4 湿式或千式可燃气体储罐的水封井、油泵房和电梯间等附属设施与该储罐的

防火间距,可按工艺要求布置 ;

5 容积不大于⒛m3的可燃气体储罐与其使用厂房的防火间距不限。

4.3.2 可燃气体储罐 (区 )之间的防火间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湿式可燃气体储罐或干式可燃气体储罐之间及湿式与干式可燃气体储罐的防

火间距,不应小于相邻较大罐直径的 1/2;

2 固定容积的可燃气体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相邻较大罐直径的〃3;

3 固定容积的可燃气体储罐与湿式或干式可燃气体储罐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相邻较大罐直径的 1/⒉

4 数个固定容积的可燃气体储罐的总容积大于 20QO0Om3日寸,应分组布置。卧式

储罐组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相邻较大罐长度的一半;球形储罐组之间的防火间距

不应小于相邻较大罐直径,且不应小于⒛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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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三3 氪气储罐与建筑物、储罐、堆场等的防火间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

∶ E式氧气储罐与建筑物、储罐、堆场等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4.3.3的 规定 ;

表 4.3.3 湿式氧气储罐与建筑物、储罐、堆场等的防火间距 (m)

名 称
湿式氧气储罐 (总容积 y,耐 )

y≤ 1000 1000<<y≤ 50000 y>50000

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 25 30 35

≡、乙、丙类液体储罐,可燃材料堆场 ,

甲类仓库,室外变、配电站
20 25 30

民用建筑 18 20 25

其他建筑

-、 二级 10 12 14

三级 12 14 16

四级 14 18

i主 :固定容积氧气储罐的总容积按储罐几何容积 (耐 )和设计储存压力 (绝对压力,105Pa)

的乘积计算。

氧气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相邻较大罐直径的 1/2;

氧气储罐与可燃气体储罐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相邻较大罐的直径 ;

固定容积的氧气储罐与建筑物、储罐、堆场等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4.3。

氧气储罐与其制氧厂房的防火间距可按工艺布置要求确定 ;

容积不大于 50″ 的氧气储罐与其使用厂房的防火间距不限。

注:1硭液氧折合标准状态下gO0m3气态氧。

4.3.4 液氧储罐与建筑物、储罐、堆场等的防火间距应符合本规范第 4.3.3条相应容

苡湿式氧气储罐防火间距的规定。液氧储罐与其泵房的间距不宜小于 3m。

医疗卫生机构中的医用液氧储罐气源站的液氧储罐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单罐容积不应大干 5m3,总容积不宜大于⒛m3:

2 相邻储罐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最大储罐直径的 0.75倍 ;

3 医用液氧储罐与医疗卫生机构外的建筑的防火间距应符合本规范第 4.3.3条

的规定,与医疗卫生机构内的建筑的防火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医用气体工程技

术规范》GB50751的规定。

4.3.5 液氧储罐周围 5m范围内不应有可燃物和沥青路面。

4.3.6 可燃、助燃气体储罐与铁路、道路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4.3.6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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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可燃、助燃气体储罐与铁路、道路的防火间距 (m)

名 称
厂外铁路

线中心线

厂内铁路

线中心线

厂外道路

路边

厂内道路路边

主要 次要

可燃、助燃气体储罐 25 20
冖
a 10

一
b

4.3.7 液氢、液氨储罐与建筑物、储罐、堆场等的防火间距可按本规范 4.4.1条相应

容积液化石油气储罐防火间距的规定减少 25%确定。

4.3.8 液化天然气气化站的液化天然气储罐 (区 )与站外建筑等的防火间距不应小

于表 4.3.8的规定,与表 4.3.8未规定的其他建筑的防火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OzB的规定。

表 4.3.8 液化天然气气化站的液化天然气储罐 (区 )与站外建筑等的防火间距 (m)

名  称

液化天然气储罐 (区 )(总容积 ⒕ m3)
集中放

散装置

盯天然

气放散

总管

V≤ 10

10<y

≤≡30
⒀
 锎

50<V≤

200

200<≤ V

≤500

500<(V

≤ 1000

1000((y

≤≡2000

单罐容积 y(m3) y≤ 10 V<≤ 30 V≤ 50 V<≤ 200 V≤500 V≤ 1000 V≤ 2000

居住区、村镇和重要公共建筑 (最

外侧建筑物的外墙 )

30 35 45 50 70 90 110 45

工业企业 (最外侧建筑物的外墙 ) 22 25 27 30 35 40 50 20

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室外变、

配电站

30 35 45 50 55 60 70 30

其他民用建筑 ,甲 、乙类液体储

罐,甲 、乙类仓库 ,甲 、乙类厂

房,秸杆、芦苇、打包废纸等材

料堆场

27 32 40 45 50 55 65 25

丙类液体储罐,可燃气体储罐 ,

丙、丁类厂房,丙、丁类仓库

25 27 32 35 40 45 55 20

公路

(路边 )

高速 , I、 Ⅱ级 ,

城市快速

20 25 15

其  他 15 20 10

架空电力线 (中 心线 ) 1.5倍杆高

1,5倍杆高,但 SskV

及以上架空电力线不

应小于 40m

2.0倍

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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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 I、 Ⅱ级

应符合本规范第 10.2.1条 的规定架空电力线 (中 心线 )

架空通信线

(中 心线 )
1.5倍杆高

企业专用线

注:1 防火间距应按本表储罐区的总容积或单罐容积的较大者确定。

2 当地下液化石油气储罐的单罐容积不大于 50m3,总容积不大于 40O耐 时,其防火间距可

按本表的规定减少 sO%。

3 居住区、村镇指 1000人或 300户 及以上者;当 少于 100O人或 300户 时,相应防岑间距应按

本表有关其他民用建筑的要求确定。

4、 4.2 液化石油气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相邻较大罐的直径。

Ι
数个储罐的总容积大于 30OOm3时 ,应分组布置,组内储罐宜采用单排布置。组与

组柏邻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⒛m。

4.4.3 液化石油气储罐与所属泵房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15m。 当泵房面向储罐一侧

的外墙采用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时,防火间距可减至 6m。 液化石油气泵露天设

置在储罐区内时,储罐与泵的防火间距不限。

4.4.4 全冷冻式液化石油气储罐、液化石油气气化站、混气站的储罐与周围建筑的防

火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 8的规定。

工业企业内总容积不大于 10m3自勺液化石油气气化站、混气站的储罐,当设置在

专用的独立建筑内时,建筑外墙与相邻厂房及其附属设备的防火间距可按甲类厂房有

关防火间距的规定确定。当露天设置时,与建筑物、储罐、堆场等的防火间距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佗8的规定。

4.4.5 I、 Ⅱ级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站瓶库与站外建筑等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4.4.5的规定。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站的分级及总存瓶容积不大于 1m3的 瓶装供应站

瓶库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O0⒛ 的规定。



∶按

I、 Ⅱ级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站瓶库与站外建筑等的防火间距 (m)

名 称 I级 Ⅱ 级

瓶库的总存瓶容积 V(m3) 6(/≤ 10 10((/≤ 20 1(呤≤3 3(/≤ 6

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 30 35 20 25

重要公共建筑 20 25 12 15

其他民用建筑 10 15 6 8

主要道路路边 10 10 8 8

次要道路路边 5 5 5

注:总存瓶容积应按实瓶个数与单瓶几何容积的乘积计算。

二4.6 I级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站的四周宜设置不燃性实体围墙,但面向出入 口一

tⅠ 可设置不燃性非实体围墙。

Ⅱ级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站的四周宜设置不燃性实体围墙 ,或下部实体部分高

芟不低于 0.6m的围墙。

4.5 可燃材料堆场的防火间距

÷.5.l 露天、半露天可燃材料堆场与建筑物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4.5.1的规定。

表 4。 5.1 露天、半露天可燃材料堆场与建筑物的防火间距 (m)

袤 4.4.5

名 称 一个堆场的总储量
建筑物

一、二级 三级 四级

粮食席穴囤 〃 (t)
10兰 〃(5000 15 20 25

5000兰 〃<2oo00 20 25 30

粮食土圆仓 〃 (t)
500兰 〃<1oooo 10 15 20

100005〃(20000 15 20 25

棉、麻、毛、化纤、

百货 〃 (t)

10兰〃(5o0 10 15 20

500兰 〃(1000 15 20 25

1000兰 ″
厂((5000 20 25 30

秸杆、芦苇、打包废纸等 〃 (t)

10兰 〃(500o 20 25

5000兰〃<1oo00 20 25 30

殄 10000 25 30 40

木材等 /(m3)

50兰/(1000 10 15 20

1000兰 冫′(10000 15 20 25

7>10000 20 25 30

煤和焦炭 〃 (t)
100兰 〃(5ooo 6 8 I0

殄 5000 8 10 12



注: 露天、半露天秸杆、芦苇、打包废纸等材料堆场,与 甲类厂房 (仓库 )、 民用建筑的防

火间距应根据建筑物的耐火等级分别按本表的规定增加 25%且不应小于 25m,与室外

变、配电站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50m,与 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的防火问距应按本表四级

耐火等级建筑物的相应规定增加 犭%。

当一个木材堆场的总储量大于犭0O0m3或一个秸杆、芦苇、打包废纸等材料堆场

的总储量大于 ⒛OOOt时 ,宜分设堆场。各堆场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相邻较大堆

场与四级耐火等级建筑物的防火间距。

不同性质物品堆场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本表相应储量堆场与四级耐火等级

建筑物防火间距的较大值。

4.5.2 露天、半露天可燃材料堆场与甲、乙、丙类液体储罐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本

规范表 4.2.1和表 4.5.1中 相应储量堆场与四级耐火等级建筑物防火间距的较大值。

4.5.3 露天、半露天秸杆、芦苇、打包废纸等材料堆场与铁路、道路的防火间距不应

小于表 4.5.3的 规定,其他可燃材料堆场与铁路、道路的防火间距可根据材料的火灾

危险性按类比原则确定。

表 4.5.3 露天、半露天可燃材料堆场与铁路、道路的防火间距 (m)

名 称
厂外铁路线中心

线

厂内铁路

线中心线

厂外道路

路边

厂内道路路边

主要 次要

秸杆、芦苇、打包废

纸等材料堆场
30 20 15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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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民用建筑

5.1 建筑分类和耐火等级

f∶ l 民用建筑根据其建筑高度和层数可分为单、多层民用建筑和高层民用建筑。

吾≡天弓建筑根据其建筑高度、使用功能和楼层的建筑面积可分为一类和二类。民

=趸
蓑的分类应符合表5.1。 珀勺规定。

表5.1.1 民用建筑的分类

注:l 表中未列入的建筑,其类别应根据本表类比确定。

2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宿舍、公寓等非住宅类居住建筑的防火要求,应符合本规范有关

公共建筑的规定:裙房的防火要求应符合本规范有关高层民用建筑的规定。

5.1.2 民用建筑的耐火等级可分为一、二、三、四级。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不同

耐火等级建筑相应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不应低于表 5.1.2的规定。

￡升 ~        高层民用建-允 单、多层

民用建筑
一 类 二 类

建筑高度大于“m的住宅建筑 (包

括设置商业服务网点的住宅建筑 )

一一一一
一一巩

一巾一一

一一一一℃

建筑高度大于27m,

但不大于54m的住宅

建筑 (包括设置商业

服务网点的住宅建

筑 )

建筑 高度 不 大 于

27m的 住 宅 建 筑

(包 括 设置 商业

服 务 网点 的住宅

建筑 )

|l。建筑高度大于sOm的公共建筑 除一类高层公共建筑

外的其他高层公共建

筑

1.建筑高度大于

zm的单层公共

建筑。 、

2.建筑高度不大于

γm的其他公共

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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菖层民用建筑

建筑类别      i  ~、 二级

裙房和其他民用建筑

一、二级 三级 四级

高层民用建筑 一、二级 :   13 9 14

裙房和其他民用建筑

-、 二级 9 6 7 θ

三  级 7 8 10

四 级 14 9 10 12

表 5.2.2 民用遣笈之闫的防火间距 (m)

注:1相邻两座单、多层建筑,当相邻外墙为不燃性j啬体且元外露妁可燃性屋檐,每面外墙上无

防火保护的门、窗、洞口不正对开设且该门、窗、洞口的面积之和不大于外墙面积的 5%

时,其防火间距可按本表的规定减少 zs%。

2 两座建筑相邻较高一面外墙为防火墙,或高出相邻较低一座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的屋

面 15m及以下范围内的外墙为防火墙时,其防火间距不限 c

3 相邻两座高度相同的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中相邻任一侧外墙为防火墙,屋面板的耐火

极限不低于 1。 00h时 ,其防火间距不限。

4 相邻两座建筑中较低一座建筑的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相邻较低一面外墙为防火墙且屋

顶无天窗,屋面板的耐火极限不低于 1。 OQh时 ,其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3.5m;对于高层建

筑,不应小于 4m。

5 相邻两座建筑中较低一座建筑的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且屋顶无天窗,相邻较高一面外墙

高出较低一座建筑的屋面 1sm及以下范围内的开口部位设置甲级防火门、窗,或设置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sOOS4规定的防火分隔水幕或本规范

第 6,5.3条规定的防火卷帘时,其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3.5m;对于高层建筑,不应小于 俪。

6 相邻建筑通过连廊、天桥或底部的建筑物等连接时,其间距不应小于本表的规定。

7 耐火等级低于四级的既有建筑,其耐火等级可按四级确定。

5.2.3 民用建筑与单独建造的变电站的防火间距应符合本规范第 3.4.1条有关室外

变、配电站的规定,但与单独建造的终端变电站的防火间距,可根据变电站的耐火等

级按本规范第 5.2.2条有关民用建筑的规定确定c

民用建筑与 10kV及 以下的预装式变电站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3mc

民用建筑与燃油、燃气或燃煤锅炉房的防火问距应符合本规范第 3.4.l条有关丁

类厂房的规定,但与单台蒸汽锅炉的蒸发量不大于 4t凡 或单台热水锾 1̄± 药颈定热功

率不大于 2.8MW的燃煤锅炉房的防火间距,可根据锅炉房的耐火等级按本规范第

5.2.2条有关民用建筑的规定确定。

5.2.4 除高层民用建筑外,数座一、二级耐火等级的住宅遑笈豉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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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不低于 1。 OOh的非隔热性防火玻璃墙时,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进行保护 :

采用防火卷帘时,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3。 00h,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6.5.3条的规定 ;

与中庭相连通的门、窗,应采用火灾时能自行关闭的甲级防火门、窗 ;

2 高层建筑内的中庭回廊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

3 中庭应设置排烟设施 ;

4 中庭内不应布置可燃物。

5.3.3 防火分区之间应采用防火墙分隔,确有困难时,可采用防火卷帘等防火分隔设

施分隔。采用防火卷帘分隔时,应符合本规范第 6.5。3条的规定。

5.3.4 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内的营业厅、展览厅,当设置自动灭火系统和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并采用不燃或难燃装修材料时,其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应符

合下列规定 :

1 设置在高层建筑内时,不应大于钔00m2;

2 设置在单层建筑或仅设置在多层建筑的首层内时,不应大于 100OOmE:

3 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时,不应大于⒛0Om2。

5.3.5 总建筑面积大于 2OO0Om2的地下或半地下商店,应采用无门、窗、洞口的防

火墙、耐火极限不低于 2.OOh的楼板分隔为多个建筑面积不大于⒛O00亻 的区域。相

邻区域确需局部连通时,应采用下沉式广场等室外开敞空间、防火隔闾、避难走道、

防烟楼梯间等方式进行连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下沉式广场等室外开敞空间应能防止相邻区域的火灾蔓延和便于安全疏散 ,

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6.4.12条 的规定 ;

2 防火隔间的墙应为耐火极限不低于 3。 OOh的防火隔墙,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6.4.13条的规定 ;

3 避难走道应符合本规范第 6.4.14条的规定 ;

4 防烟楼梯间的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5.3.6 餐饮、商店等商业设施通过有顶棚的步行街连接,且步行街两侧妁建筑需利用

步行街进行安全疏散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步行街两侧建筑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

2 步行街两侧建筑相对面的最近距离均不应小于本规范对相应高度建筑的防火

间距要求~目~不应小于9血。步行街的端部在各层均不宜封闭,确需封闭时,应在外墙

上设置可开启的门窗,且可开启门窗的面积不应小于该部位外墙面积的一半。步行街

的长度不宜大于300m;

3 步行街两侧建筑的商铺之间应设置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 防火隔墙,每间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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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存放和使用甲、乙类火灾危险性物品的商店、作坊和储藏间,严禁附设在

民用建筑内。

5.4.3 商店建筑、展览建筑采用三级耐火等级建筑时,不应超过 2层 ;采用四级耐

火等级建筑时,应为单层。营业厅、展览厅设置在三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应布置

在首层或二层:设置在四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应布置在首层。

营业厅、展览厅不应设置在地下三层及以下楼层。地下或半地下营业厅、展览厅

不应经营、储存和展示甲、乙类火灾危险性物品。

5.4.4 托儿所、幼儿园的儿重用房,老年人活动场所和儿董游乐厅等儿童活动场所

宜设置在独立的建筑内,且不应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当采用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建

筑时,不应超过 3层 ;采用三级耐火等级的建筑时,不应超过 2层 :采用四级耐火等

级的建筑时,应为单层;确需设置在其他民用建筑内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

设置在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应布置在首层、二层或三层 ;

设置在三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应布置在首层或二层 ;

设置在四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应布置在首层 ;

设置在高层建筑内时,应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 :

设置在单、多层建筑内时,宜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

5.4.5 医院和疗养院的住院部分不应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

医院和疗养院的住院部分采用三级耐火等级建筑时,不应超过 2层 ;采用四级耐

火等级建筑时,应为单层;设置在三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应布置在首层或二层 ;

设置在四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应布置在首层。

医院和疗荞院的病房楼内相邻护理单元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 00h的 防

火隔墙分隔,隔墙上的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设置在走道上的防火门应采用常开防火

门。

5.4.6 教学建筑、食堂、菜市场采用三级耐火等级建筑时,不应超过 2层 ;采用四

级耐火等级建筑时,应为单层;设置在三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应布置在首层或二

层:设置在四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应布置在首层。

5.4.7 剧场、电影院、礼堂宜设置在独立的建筑内;采用三级耐火等级建筑时,不应

超过 2层 ;确需设置在其他民用建筑内时,至少应设置 1个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

梯,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OOh的防火隔墙和甲级防火门与其他区域分隔;

2 设置在高层建筑内时,尚应符合本规范第 5.4.8条 的规定 ;

3 设置在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多层建筑内时,观众厅宜布置在首层、二层或三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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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住宅部分和非住宅部分的安全疏散、防火分区和室内消防设施配置,可根据

各自的建筑高度分别按照本规范有关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的规定执行;该建筑的其他

防火设计应根据建筑的总高度和建筑规模按本规范有关公共建筑的规定执行。

5.4,11 设置商业服务网点的住宅建筑,其居住部分与商业服务网点之间应采用耐火

极限不低于 2。 0Oh且无门、窗、洞口的防火隔墙和 1.50h的 不燃性楼板完全分隔,住

宅部分和商业服务网点部分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应分别独立设置。

商业服务网点中每个分隔单元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 OOh且无门、窗:洞

口的防火隔墙相互分隔,每个分隔单元内的安全疏散距离不应大于本规范第 5.5.17

条表5.5.17中 规定的袋形走道两侧或尽端的疏散门至安全出口的最大距离。

5.4.12 燃油或燃气锅炉、油浸变压器、充有可燃油的高压电容器和多油开关等,宜

设置在建筑外的专用房间内:确需贴邻民用建筑布置时,应采用防火墙与所贴邻的建

筑分隔,且不应贴邻人员密集场所,该专用房间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确需布置

在民用建筑内时,不应布置在人员密集场所的上一层、下一层或贴邻,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

1 燃油或燃气锅炉房、变压器室应设置在首层或地下-层的靠外墙部位,但常

(负 )压燃油或燃气锅炉可设置在地下二层或屋顶上。设置在屋顶上的常 (负 )压燃

气锅炉,距离通向屋面的安全出口不应小于 Gm。

采用相对密度 (与空气密度的比值)不小于 0.75的可燃气体为燃料的锅炉,不

得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 :

2 锅炉房、变压器室的疏散门均应直通室外或安全出口;

3 锅炉房、变压器室等与其他部位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 OOh的 防火隔

墙和 1.50h的不燃性楼板分隔。在隔墙和楼板上不应开设洞口,确需在隔墙上设置门、

窗时,应采用甲级防火门、窗 :

4 锅炉房内设置储油间时,其总储存量不应大于 1流 且储油间应采用耐火极限

不低于 3。 0Oh的防火隔墙与锅炉间分隔;确需在防火隔墙上设置门时,应采用甲级防

火门;

5 变压器室之间、变压器室与配电室之间,应设置耐火极限不低于 2。 OOh的 防

叭1隔土啬;

6 油浸变压器、多油开关室、高压电容器室,应设置防止油品流散的设施。油

浸变压器下面应设置能储存变压器全部油量的事故储油设施 ;

7 应设置火灾报警装置 :

8 应设置与锅炉、变压器、电容器和多油开关等的容量及建筑规模相适应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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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瓶组间不应与住宅建筑、重要公共建筑和其他高层公共建筑贴邻,液化石油

气气瓶的总容积不大于 lm3自勺瓶组间与所服务的其他建筑贴邻时,应采用自然气化方

式供气 ;

3 液化石油气气瓶的总容积大于 lm3、 不大于 鲡
3白
勺独立瓶组间,与所服务建筑

的防火间距应符合本规范表 5.4.17的 规定 ;

注: 气瓶总容积应按配置气瓶个数与单瓶几何容积的乘积计算。

4 在瓶组间的总出气管道上应设置紧急事故自动切断阀 ;

5 瓶组间应设置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 :

6 其他防火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的规定。

5.5 安全疏散和避难

I 一股要求

5.5.1 民用建筑应根据其建筑高度、规模、使用功能和耐火等级等因素合理设置安全

疏散不口避难设施。安全出口不口疏散门的位置、数量、宽度及疏散楼梯间的形式,应满

足人员安全疏散的要求。

5.5.2 建筑内的安全出口和疏散门应分散布置,且建筑内每个防火分区或一个防火分

区的每个楼层、每个住宅单元每层相邻两个安全出口以及每个房间相邻两个疏散门最

近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5m。

5.5.3 建筑的楼梯间宜通至屋面,通向屋面的门或窗应向外开启。

5.5.4 自动扶梯和电梯不应计作安全疏散设施。

5.5.5 除人员密集场所外,建筑面积不大于 500m2、 使用人数不超过 30人且埋深不

大于 10m的地下或半地下建筑 (室 ),当 需要设置 2个安全出口时,其中一个安全出

口可利用直通室外的金属竖向梯。

除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外,防火分区建筑面积不大于 ⒛0m2的地下或半地下

表 5.4.17 液化石油气气瓶的独立瓶组间与所服务建筑的防火间距 (m)

名 称
液化石油气气瓶的独立瓶组间的总容积 V(m3)

V≤ 2 2<V≤ 4

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 25 30

重要公共建筑、一类高层民用建筑 15 20

裙房和其他民用建筑 8 10

道路 (路边 )

主要 10

次要 5



设各间、防火分区建筑面积不大于 50m2且经常停留人数不超过 15人的其他地下或半

之下建筑 (室 ),可设置 1个安全出口或 1部疏散楼梯。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建筑面积不大于 ⒛0m2的地下或半地下设备间、建筑面

丁不大于 50m2且经常停留人数不超过 15人的其他地下或半地下房间,可设置 1个疏

蒙门。

5.5.6 直通建筑内附设汽车库的电梯,应在汽车库部分设置电梯候梯厅,并应采用耐
-11汲 限不低于 2。0Oh的防火隔墙和乙级防火门与汽车库分隔。

5.5.7 高层建筑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上方,应设置挑出宽度不小于 1.0m的 防护挑檐。

Ⅱ 公共建筑

5.5.8 公共建筑内每个防火分区或一个防火分区的每个楼层,其安全出口的数量应

经计算确定,且不应少于 2个。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共建筑,可设置 1个安全出口

或 1部疏散楼梯 :

1 除托儿所、幼儿园外,建筑面积不大于⒛0m2且人数不超过 50人的单层公共

遣筑或多层公共建筑的首层 :

2 除医疗建筑,老年人建筑,托儿所、幼儿园的儿董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儿重

活动场所和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等外,符合表 5.5.8规定的公共建筑。

表 5.5.8 可设置 1部疏散楼梯的公共建筑

5.5.9 -、 二级耐火等级公共建筑内的安全出口全部直通室外确有困难的防火分区 ,

可利用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甲级防火门作为安全出口,但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利用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甲级防火门作为安全出口时,应采用防火墙与相邻

防火分区进行分隔;

2 建筑面积大于 1000m2的防火分区,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2个 ;建

筑面积不大于 1000m2的 防火分区,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l个 ;

3 该防火分区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疏散净宽度不应大于其按本规范第 5.5.21

条规定计算所需疏散总净宽度的 30%,建筑各层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总诤宽度不应

小于按照本规范第 5.5.21条 规定计算所需疏散总净宽度。

耐火等级

一、二级

三级

四级

最多层数 每层最大建筑面积 (亻 ) 人 数

3层 200 第二、三层的人数之和不超过 50人

3层 200 第二、三层的人数之和不超过⒛ 人

2层 200 第二层人数不超过 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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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烟楼梯间前室。当层数不超过 4层且未采用扩大的封闭楼梯间或防烟楼梯间前室

时,可将直通室外的门设置在离楼梯间不大于 15m处 :

3 房间内任一点至房间直通疏散走道的疏散门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表 5.5.17

规定的袋形走道两侧或尽端的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 ;

4 -、 二级耐火等级建筑内疏散门或安全出口不少于 2个的观众厅、展览厅、

多功能厅、餐厅、营业厅等,其室内任-点至最近疏散门或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不应

大于 30m;当疏散门不能直通室外地面或疏散楼梯间时,应采用长度不大于 10m的疏

散走道通至最近的安全出口。当该场所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室内任-点至最近

安全出口的安全疏散距离可分别增加 ⒛%。

5.5.18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公共建筑内疏散门和安全出口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0。 00m,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1.10m。

高层公共建筑内楼梯间的首层疏散门、首层疏散外门、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最

小净宽度应符合表 5.5.18的 规定。

表 5.5.18 高层公共建筑内楼梯间的首层疏散门、首层疏散外门、

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最小净宽度 (m)

建筑类别

楼梯间的首层

疏散门、首层

疏散外门

走 道

疏散楼梯
单面布房 双面布房

高层医疗建筑 1.30 1.40 1.50 1.30

其他高层公共建筑 1.20 1.30 1.40 1.20

5.5.19 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观众厅的疏散门不应设置门槛,其净宽度不应小于

1.们m,且紧靠门口内外各 1。们m范围内不应设置踏步。

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的室外疏散通道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3。00m,并应直接通向宽

敞地带。

5.5。⒛ 剧场、电影院、礼堂、体育馆等场所的疏散走道、疏散楼梯、疏散门、安全

出口的各自总净宽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观众厅内疏散走道的净宽度应按每 lO0人不小于 0。ωm计算,且不应小于

1.OOm:边走道的净宽度不宜小于 0.80m。

布置疏散走道时,横走道之间的座位排数不宜超过⒛ 排;纵走道之间的座位数 :

剧场、电影院、礼堂等,每排不宜超过”个;体育馆,每排不宜超过 “ 个;前后排

座椅的排距不小于 0。9Om时 ,可增加 1.0倍 ,但不得超过 50个 ;仅一侧有纵走道时,

座位数应减少一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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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级 三级 四级

地上楼层

1~2f丢 0.65 o。 75 1.00

3层 0.75 1.00

≥4层 1.00 1.25

地下楼层
与地面出入口地面的高差ΔH≤ 10m 0.75

与地面出入口地面的高差ΔH>10m 1.00

2 地下或半地下人员密集的厅、室和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其房间疏散门、

安全出口、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各自总净宽度,应根据疏散人数按每 100人不小于

1.0Om计算确定 ;

3 首层外门的总净宽度应按该建筑疏散人数最多一层的人数计算确定,不供其

他楼层人员疏散的外门,可按本层的疏散人数计算确定 ;

4 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中录像厅、放映厅的疏散人数,应根据厅、室的建筑

面积按 1.0人 /m2计算:其他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的疏散人数,应根据厅、室的建

筑面积按 0.5人 /m2计算 ;

5 有固定座位的场所,其疏散人数可按实际座位数的 1.1倍计算 :

6 展览厅的疏散人数应根据展览厅的建筑面积和人员密度计算,展览厅内的人

员密度宜按 0.75人/m2确定:

7 商店的疏散人数应按每层营业厅的建筑面积乘以表 5.5.21泛 规定的人员密度

计算。对于建材商店、家具和灯饰展示建筑,其人员密度可按表 5.5.21泛 规定值的

30%确定。

表 5.5.21⒓ 商店营业厅内的人员密度 (人/m2)

楼层位置 地下第二层 地下第一层
地上第一、

二层
地上第二层

地上第四层

及以上各层

人员密度 o。 56 0.60 0.43冖 0̌.60 0.39~0.54 0.30^ˇ 0。42

5.5。” 人员密集的公共建筑不宜在窗口、阳台等部位设置封闭的金属栅栏,确需设

置时,应能从内部易于开启;窗 口、阳台等部位宜根据其高度设置适用的辅助疏散逃

生设施。

5.5。 ⒛ 建筑高度大于 100m的公共建筑,应设置避难层 (间 )。 避难层 (间 )应符

合下列规定 :

1 第一个避难层 (间 )的楼地面至灭火救援场地地面的高度不应大于 50m,两个

避难层 (间 )之间的高度不宜大于 sOm;



2 通向避难层的疏散楼梯应在避难层分隔、同层错位或上下层断开 :

3 避难层 (间 )的净面积应能满足设计避难人数避难的要求,并宜按 5.0人 /m2

计算 ;

4 避难层可兼作设备层。设备管道宜集中布置,其中的易燃、可燃液体或气体

管道应集中布置,设备管道区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3.00h的防火隔墙与避难区分

隔。管道井和设备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 00h的防火隔墙与避难区分隔,管道井

和设备间的门不应直接开向避难区:确 需直接开向避难区时,与避难层区出入口的距

离不应小于 5m,且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避难间内不应设置易燃、可燃液体或气体管道,不应开设除外窗、疏散门之外的

其他开口:

5 避难层应设置消防电梯出口;

6 应设置消火栓和消防软管卷盘 ;

7 应设置消防专线电话和应急广播 :

8 在避难层 (间 )进入楼梯间的入口处和疏散楼梯通向避难层 (间 )的出口处 ,

应设置明显的指示标志 ;

9 应设置直接对外的可开启窗口或独立的机械防烟设施,外窗应采用乙级防火

窗。

5.5。 Ⅲ 高层病房楼应在二层及以上的病房楼层和洁净手术部设置避难间。避难间应

符合下列规定 :

1 避难间服务的护理单元不应超过 2个 ,其净面积应按每个护理单元不小于

⒛.Om2确定 :

2 避难间兼作其他用途时,应保证人员的避难安全,且不得减少可供避难的净

面积 ;

3应靠近楼梯间,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OOh的 防火隔墙和甲级防火门与其

他部位分隔;

4 应设置消防专线电话和消防应急广播 ;

5 避难间的入口处应设置明显的指示标志 ;

6 应设置直接对外的可开启窗口或独立的机械防烟设施,外窗应采用乙级防火

窗。

Ⅲ 住宅建筑

5.5.25 住宅建筑安全出口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建筑高度不大于 27m的建筑,当每个单元任一层的建筑面积大于 650m2,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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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户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距离大于 15m时 ,每个单元每层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2个 :

2 建筑高度大于 27m、 不大于 5鲡 的建筑,当每个单元任一层的建筑面积大于

65Om2,或任一户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距离大于 10m时 ,每个单元每层的安全出口不

应少于 2个 ;

3 建筑高度大于 s+m的建筑,每个单元每层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2个。

5.5.26 建筑高度大于 27m,但不大于弘m的住宅建筑,每个单元设置一座疏散楼梯

时,疏散楼梯应通至屋面,且单元之间的疏散楼梯应能通过屋面连通,户 门应采用乙

级防火门。当不能通至屋面或不能通过屋面连通时,应设置 2个安全出口。

5.5。” 住宅建筑的疏散楼梯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建筑高度不大于 21m的住宅建筑可采用敞开楼梯间;与 电梯井相邻布置的

疏散楼梯应采用封闭楼梯间,当户门采用乙级防火门时,仍可采用敞开楼梯间:

2 建筑高度大于 21m、 不大于 33m的住宅建筑应来用封闭楼梯间;当户门采

用乙级防火门时,可采用敞开楼梯间:

3 建筑高度大于 33m的住宅建筑应采用防烟楼梯间。同一楼层或单元的户门

不宜直接开向前室,确有困难时,开向前室的户门不应大于 3樘且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5.5.28 住宅单元的疏散楼梯,当分散设置确有困难且任一户门至最近疏散楼梯间入

口的距离不大于 10m时 ,可采用剪刀楼梯间,但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采用防烟楼梯间:

2 梯段之间应设置耐火极限不低于 1。OOh的防火隔墙 ;

3 楼梯间的前室不宜共用;共用时,前室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6.0m2;

4 楼梯间的前室或共用前室不宜与消防电梯的前室合用;合用时,合用前室的

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12.0m2,且短边不应小于 2.4m;

5 两个楼梯间的加压送风系统不宜合用:合用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有关标准的

规定。

5.5。 ⒛ 住宅建筑的安全疏散距离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直通疏散走道的户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表 5.5。 ⒛ 的规定 ;

表 5.5.⒛ 住宅建筑直通疏散走道的户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 (m)

注:1 开向敞开式外廊的户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最大直线距离可按本表的规定增加 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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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建筑

类 别

位于两个安全出口之间的户门 位于袋形走道两侧或尽端的户门

一、二级 三级 四级 -、 二级 三级 四级

单、多层 40 35 25 22 20 15

高 层 40 20



2 直通疏散走道的户门至最近敞开楼梯间的直线距离,当 户门位于两个楼梯间之间时,应

按本表的规定减少 sm:当 户门位于袋形走道两侧或尽端时,应按本表的规定减少 2m。

3 住宅建筑内全部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其安全疏散距离可按本表及注 1的规定增加

25%。

4 跃廊式住宅的户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距离,应从户门算起,小楼梯的一段距离可按其水

平投影长度的 1。 sO倍计算。

2 楼梯间应在首层直通室外,或在首层采用扩大的封闭楼梯间或防烟楼梯间前

室。层数不超过 4层时,可将直通室外的门设置在离楼梯间不大于 15m处
:

3 户内任一点至直通疏散走道的户门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表 5.5。 ⒛ 规定的袋形

走道两侧或尽端的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最大直线距离。

注:跃层式住宅,户 内楼梯的距离可按其梯段水平投影长度的 1。 sO倍计算。

5.5.30 住宅建筑的户门、安全出口、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各自总净宽度应经计算

谁定,且户门和安全出口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0.90m,疏散走道、疏散楼梯和首层疏散

外门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1.10m。 建筑高度不大于 18m的住宅中一边设置栏杆的疏散楼

磷,其净宽度不应小于 1。 Om。

5.5.31 建筑高度大于 100m的住宅建筑应设置避难层,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5.5。 ⒛

条有关避难层的要求。                        、

5.5.32 建筑高度大于 “m的住宅建筑,每户应有—
间房间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靠外墙设置,并应设置可开启外窗 :

2 内、外墙体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1。00h,该房间的门宜采用乙级防火门,外
窗宜采用耐火完整性不低于 1。OOh的防火窗。



6 建筑构造

6。 1 防火墙

6.1.1 防火墙应直接设置在建筑的基础或框架、梁等承重结构上,框架、梁等承重

结构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防火墙的耐火极限。

防火墙应从楼地面基层隔断至梁、楼板或屋面板的底面基层。当高层厂房 (仓库 )

屋顶承重结构和屋面板的耐火极限低于 1。 OOh,其他建筑屋顶承重结构和屋面板的耐

火极限低于 0.50h时 ,防火墙应高出屋面 0。 sm以上。

6.1.2 防火墙横截面中心线水平距离天窗端面小于 4.Om,且天窗端面为可燃性墙体

时,应采取防止火势蔓延的措施。

6.1.3 建筑外墙为难燃性或可燃性墙体时,防火墙应凸出墙的外表面 0.4m以上,且

防火墙两侧的外墙均应为宽度均不小于 2.0m的不燃性墙体,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外

墙的耐火极限。

建筑外墙为不燃性墙体时,防火墙可不凸出墙的外表面,紧靠防火墙两侧的门、

窗、洞口之间最近边缘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2.0m;采取设置乙级防火窗等防止火灾

水平蔓延的措施时,该距离不限。

6.1.4 建筑内的防火墙不宜设置在转角处,确需设置时,内 转角两侧墙上的门、窗、

洞口之间最近边缘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4.0m;采取设置乙级防火窗等防止火灾水平

蔓延的措施时,该距离不限。

6.1.5 防火墙上不应开设门、窗、洞口,确需开设时,应设置不可开启或火灾时能

自动关闭的甲级防火门、窗。

可燃气体和甲、乙、丙类液体的管道严禁穿过防火墙。防火墙内不应设置排气道。

6.1.6 除本规范第 6.1.5条规定外的其他管道不宜穿过防火墙,确需穿过时9应采用

防火封堵材料将墙与管道之间的空隙紧密填实,穿过防火墙处的管道保温材料,应采

用不燃材料:当管道为难燃及可燃材料时,应在防火墙两侧的管道上采取防火措施。

6.1.7 防火墙的构造应能在防火墙任意⊥侧的屋架、梁、楼板等受到火灾的影晌而

破坏时,不会导致防火墙倒塌。

6.2 建筑构件和管道井

6.2.1 剧场等建筑的舞台与观众厅之间的隔墙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3.00h的 防火隔

墙。

舞台上部与观众厅闷顶之间的隔墙可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1.50h的 防火隔墙,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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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建筑幕墙应在每层楼板外沿处采取符合本规范第 6.2.5条规定的防火措施 ,

幕墙与每层楼板、隔墙处的缝隙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封堵。

6.2.7 附设在建筑内的消防控制室、灭火设备室、消防水泵房和通风空气调节机房、

变配电室等,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 OOh的防火隔墙和 1。 sOh的楼板与其他部位分

隔。

设置在丁、戊类厂房内的通风机房,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1,0Oh的防火隔墙和

0∶ 50h的楼板与其他部位分隔。

通风、空气调节机房和变配电室开向建筑内的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消防控制室

和其他设备房开向建筑内的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6.2.8 冷库采用泡沫塑料、稻壳等可燃材料作墙体内的绝热层时,宜采用不燃绝热材

料在每层楼板处做水平防火分隔。防火分隔部位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楼板的耐火极

限。

冷库阁楼层和墙体的可燃绝热层宜采用不燃性墙体分隔。

6.2.9 建筑内的电梯井等竖井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电梯井应独立设置,井内严禁敷设可燃气体和甲、乙、丙类液体管道,不应

敷设与电梯无关的电缆、电线等。电梯井的井壁除设置电梯门、安全逃生门和通气孔

洞外,不应设置其他开口:

2 电缆井、管道井、排烟道、排气道、垃圾道等竖向井道,应分别独立设置。

井璧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1。 OOh,井璧上的检查门应采用丙级防火门;

3 建筑内的电缆井、管道井应在每层楼板处采用不低于楼板耐火极限的不燃材

料或防火封堵材料封堵。

建筑内的电缆井、管道井与房间、走道等相连通的孔隙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封堵 ;

4建筑内的垃圾道宜靠外墙设置,垃圾道的排气口应直接开向室外,垃圾斗应采

用不燃材料制作,并应能自行关闭;

5 电梯层门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1。OOh,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电梯层门耐火

试验 完整性、隔热性和热通量测定法》GB/T刀9O3规定的完整性和隔热性要求。

6.2.10 户外电致发光广告牌不应直接设置在有可燃、难燃材料的墙体上。

户外广告牌的设置不应遮挡建筑的外窗,不应影响外部灭火救援行动。

6.3 屋顶 、闷顶和建筑缝隙

6.3.1 在三、四级耐火等级建筑的闷顶内采用可燃材料作绝热层时,屋顶不应采用冷

摊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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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顶内的非金属烟囱周围 0.5m、 金属烟囱0.7m范围内,应采用不燃材料作绝热

j.3.2 层数超过 2层的三级耐火等级建筑内的闷顶,应在每个防火隔断范围内设置老

乏窗,且老虎窗的间距不宜大于 50m。

|3.3 内有可燃物的闷顶,应在每个防火隔断范围内设置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小于

∶.Tm的 闷顶入口;对于公共建筑,每个防火隔断范围内的闷顶入口不宜少于 2个。

Ⅰ顶入口宜布置在走廊中靠近楼梯间的部位。

-~3.4 变形缝内的填充材料和变形缝的构造基层应采用不燃材料。

电线、电缆、可燃气体和甲、乙、丙类液体的管道不宜穿过建筑内的变形缝,确

雩穿过时,应在穿过处加设不燃材料制作的套管或采取其他防变形措施,并应采用防

1k封堵材料封堵。

o.3.5 防烟、排烟、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中的管道及建筑内的其他管道,在

穿越防火隔墙、楼板和防火墙处的孔隙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封堵。

风管穿过防火隔墙、楼板和防火墙处时,风管上的防火阀、排烟防火阀两侧各 2。 Om

范围内的风管应采用耐火风管或风管外壁应采取防火保护措施,且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该防火分隔体的耐火极限。

6.3.6 建筑内受高温或火焰作用易变形的管道,在贯穿楼板部位和穿越防火隔墙的两

侧宜采取阻火措施。

6.3.7 建筑屋顶上的开口与邻近建筑或设施之间,应采取防止火灾蔓延的措施。

6.4 疏散楼梯 间和疏散楼梯等

6.4.1 疏散楼梯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楼梯间应能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并宜靠外墙设置。靠外墙设置时,楼梯间、

前室及合用前室外墙上的窗口与两侧门、窗、洞口最近边缘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1.0m;

2 楼梯间内不应设置烧水间、可燃材料储藏室、垃圾道 ;

3 楼梯间内不应有影响疏散的凸出物或其他障碍物 ;

4 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不应设置卷帘:

5 楼梯间内不应设置甲、乙、丙类液体管道 :

6 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内禁止穿过或设置可燃气体管道。敞开楼

梯间内不应设置可燃气体管道,当 住宅建筑的敞开楼梯间内确需设置可燃气体管道和

可燃气体计量表时,应采用金属管和设置切断气源的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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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封闭楼梯间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6.4.1条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不能自然通风或自然通风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或采用

防烟楼梯间;

2 除楼梯间的出入口和外窗外,楼梯间的墙上不应开设其他门、窗、洞口;

3 高层建筑、人员密集的公共建筑、人员密集的多层丙类厂房、甲、乙类厂房 ,

其封闭楼梯间的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并应向疏散方向开启;其他建筑,可采用双向

弹簧门:

4 楼梯间的首层可将走道和门厅等包括在楼梯间内形成扩大的封闭楼梯间,但

应采用乙级防火门等与其他走道和房间分隔。

6.4.3 防烟楼梯间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6.4.1条 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设置防烟设施 :

2 前室可与消防电梯间前室合用 ;

3 前室的使用面积:公共建筑、高层厂房 (仓库),不应小于 6。 Om2;住宅建筑 ,

不应小于 4。 sm2。

与消防电梯间前室合用时,合用前室的使用面积:公共建筑、高层厂房 (仓库 ),

不应小于 10.0m2;住宅建筑9不应小于 6。 Om2;

4 疏散走道通向前室以及前室通向楼梯间的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5 除楼梯间和前室的出入口、楼梯间和前室内设置的正压送风口和住宅建筑的

楼梯间前室外,防烟楼梯间和前室的墙上不应开设其他门、窗、洞口;

6 楼梯间的首层可将走道和门厅等包括在楼梯间前室内形成扩大的前室,但应

采用乙级防火门等与其他走道和房间分隔。

6。 4.4 除通向避难层错位的疏散楼梯外,建筑内的疏散楼梯间在各层的平面位置不

应改变。

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地下或半地下建筑 (室 )的疏散楼梯间,应符合

下列规定 :

1 室内地面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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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下或半地下建筑 (室 ),其疏散楼梯应

采用封闭楼梯间:

2 应在首层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 0Oh的防火隔墙与其他部位分隔并应直通室

外,确需在隔墙上开门时,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3 建筑的地下或半地下部分与地上部分不应共用楼梯间,确需共用楼梯间时 ,

应在首层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 00h的防火隔墙和乙级防火门将地下或半地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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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上部分的连通部位完全分隔,并应设置明显的标志。

6.4.5 室外疏散楼梯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栏杆扶手的高度不应小于 1.10m,楼梯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0.90m;

2 倾斜角度不应大于娟°
;

3 梯段和平台均应采用不燃材料制作。平台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1。 00h,梯段的

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0.25h;

4 通向室外楼梯的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并应向外开启 ;

5 除疏散门外,楼梯周围‰ 内的墙面上不应设置门、窗、洞口。疏散门不应正

对梯段。

6.4.6 用作丁、戊类厂房内第二安全出口的楼梯可采用金属梯,但其净宽度不应小于

0.90m,倾斜角度不应大于 45°。

丁、戊类高层厂房,当每层工作平台上的人数不超过 2人且各层工作平台上同时

工作的人数总和不超过 10人时,其疏散楼梯可采用敞开楼梯或利用净宽度不小于

0.⒛m、 倾斜角度不大于∞°的金属梯。

6.4.7 疏散用楼梯和疏散通道上的阶梯不宜采用螺旋楼梯和扇形踏步;确需采用时,

踏步上、下两级所形成的平面角度不应大于 10° ,且每级离扶手 250mm处的踏步深

度不应小于 220Πm。

6.4.8 建筑内的公共疏散楼梯,其两梯段及扶手间的水平净距不宜小于 150Ⅱm。

6.4.9 高度大于 10m的三级耐火等级建筑应设置通至屋顶的室外消防梯。室外消防

悌不应面对老虎窗,宽度不应小于 0.6m,且宜从离地面 3.0m高处设置。

6.4.10 疏散走道在防火分区处应设置常开甲级防火门。

6.4。 【1 建筑内的疏散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民用建筑和厂房的疏散门,应采用向疏散方向开启的平开门,不应采用推拉

门、卷帘门、吊门、转门和折叠门。除甲、乙类生产车间外,人数不超过 sO人且每

樘门的平均疏散人数不超迫 3o人的房间,其疏散门的开启方向不限:

2 仓库的疏散门应采用向疏散方向开启的平开门,但丙、丁、戊类仓库首层靠

墙的外侧可采用推拉门或卷帘门;

3 开向疏散楼梯或疏散楼梯间的门,当其完全开启时,不应减少楼梯平台的有

效宽度 :

4 人员密集场所内平时需要控制人员随意出入的疏散门和设置门禁系统的住

宅、宿舍、公寓建筑的外门,应保证火灾时不需使用钥匙等任何工具即能从内部易于

打开,并应在显著位置设置具有使用提示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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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2 用于防火分隔的下沉式广场等室外开敞空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同防火分区通向下沉式广场等室外开敞空间的开口最近边缘之间的水平距

离不应小于 13m。 室外开敞空间除用于人员疏散外不得用于·其他商业或可能导致火灾

蔓延的用途,其中用于疏散的净面积不应小于 160m2:

2 下沉式广场等室外开敞空间内应设置不少于 1部直通地面的疏散楼梯。当连

接下沉广场的防火分区需利用下沉广场进行疏散时,疏散楼梯的总净宽度不应小于任

一防火分区通向室外开敞空间的设计疏散总净宽度 ;

3 确需设置防风雨蓬时,防风雨蓬不应完全封闭,四周开口部位应均匀布置 ,

开口的面积不应小于该空间地面面积的犭%,开 口高度不应小于 1.0m;开 口设置百

叶时,百叶的有效排烟面积可按百叶通风口面积的ω%计算。

6.4.13 防火隔间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防火隔间的建筑面积不应小于 6.0′ ;

2 防火隔间的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3 不同防火分区通向防火隔间的门不应计入安全出口,门的最小间距不应小于

4m;

4 防火隔间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A级 :

5 不应用于除人员通行外的其他用途。

6.4.14 避难走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避难走道楼板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1.50h;

2 避难走道直通地面的出口不应少于 2个,并应设置在不同方向:当避难走道

仅与一个防火分区相通且该防火分区至少有 1个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时,可设置 1

个直通地面的出口。任一防火分区通向避难走道的门至该避难走道最近直通地面的出

口的距离不应大于 60m:

3 避难走道的净宽度不应小于任一防火分区通向该避难走道的设计疏散总净宽

度 ;

4 避难走道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A级 ;

5

6.0m2,

6

防火分区至避难走道入口处应设置防烟前室,前室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开向前室的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前室开向避难走道的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避难走道内应设置消火栓、消防应急照明、应急广播和消防专线电话。

6.5 防火门、窗和防火卷帘

防火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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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天桥 、栈桥和管沟

6.6.1 天桥、跨越房屋的栈桥以及供输送可燃材料、可燃气体和甲、乙、丙类液体的

栈桥,均应采用不燃材料。

6.6.2 输送有火灾、爆炸危险物质的栈桥不应兼作疏散通道。

6.6.3 封闭天桥、栈桥与建筑物连接处的门洞以及敷设甲、乙、丙类液体管道的封闭

管沟 (廊 ),均宜采取防止火灾蔓延的措施。

6.6.4 连接两座建筑物的天桥、连廊,应采取防止火灾在两座建筑间蔓延的措施。当

仅供通行的天桥、连廊采用不燃材料,且建筑物通向天桥、连廊的出口符合安全出口

的要求时,该出口可作为安全出口。

6.7 建筑保温和外墙装饰

6.7.1 建筑的内、外保温系统,宜采用燃烧性能为A级的保温材料,不宜采用 B2级

保温材料,严禁采用 B3级保温材料;设置保温系统的基层墙体或屋面板的耐火极限

应符合本规范的有关规定。

6.7.2 建筑外墙采用内保温系统时,保温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对于人员密集场所,用火、燃油、燃气等具有火灾危险性的场所以及各类建

筑内的疏散楼梯间、避难走道、避难间、避难层等场所或部位,应采用燃烧性能为 A。

级的保温材料 :

2 对于其他场所,应采用低烟、低毒且燃烧性能不低于 B1级的保温材料 ;

3 保温系统应采用不燃材料做防护层。采用燃烧性能为 B1级的保温材料时,防

护层的厚度不应小于 10mm。

6.7.3 建筑外墙采用保温材料与两侧墙体构成无空腔复合保温结构体时,该结构体的

耐火极限应符合本规范的有关规定;当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为 B卜 B2级时,保温材

料两侧的墙体应采用不燃材料且厚度均不应小于 501wl。

6.7.4 设置人员密集场所的建筑,其外墙外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 A级。

6.7.5 与基层墙体、装饰层之间无空腔的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其保温材料应符合

下列规定 :

1 住宅建筑 :

1)建筑高度大于 10Om时 ,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 A级 ;

2)建筑高度大于 27m,但不大于 1OOm时 ,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 B1

级 :

3)建筑高度不大于 aTm时 ,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 B2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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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住宅建筑和设置人员密集场所的建筑外,其他建筑 :

1)建筑高度大于 50m时 ,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 A级 :

2)建筑高度大于⒉m,但不大于 50m时 ,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 B1级 ;

3)建筑高度不大于⒉m时 ,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 B2级 。

o。 7.6 除设置人员密集场所的建筑外,与基层墙体、装饰层之间有空腔的建筑外墙

外保温系统,其保温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建筑高度大于⒛m时 ,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 A级
;

2 建筑高度不大于⒉m时 ,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 B1级。

-.7.7 除本规范第 6.7.3条规定的情况外,当建筑的外墙外保温系统按本规范第 6.7

节规定采用燃烧性能为 B卜 B2级的保温材料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

l 除采用 Bl级保温材料且建筑高度不大于 zm的公共建筑或采用 B1级保温材

钭且建筑高度不大于 27m的住宅建筑外,建筑外墙上门、窗的耐火完整性不应低于

0.50h:

2 应在保温系统中每层设置水平防火隔离带。防火隔离带应采用燃烧性能为 A

级的材料,防火隔离带的高度不应小于 30Omn。

6.7.8 建筑的外墙外保温系统应采用不燃材料在其表面设置防护层,防护层应将保温

材料完全包覆。除本规范第 6.7.3条规定的情况外,当按本规范第 6.7节规定采用 B1、

B2保温材料时,防护层厚度首层不应小于 15mm,其它层不应小于 5Frm。

6.7.9 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与基层墙体、装饰层之间的空腔,应在每层楼板处采用防

火封堵材料封堵。

6.7.10 建筑的屋面外保温系统,当屋面板的耐火极限不低于 1。OOh时 ,保温材料的

燃烧性能不应低于 B2级 ;当屋面板的耐火极限低于 1.00h时 ,不应低于 BI级 。采用

B1、 △ 级保温材料的外保温系统应采用不燃材料作防护层,防护层的厚度不应小于

10nⅡn。

当建筑的屋面和外墙外保温系统均采用 B卜 B2级保温材料时,屋面与外墙之间应

采用宽度不小于 500mm的不燃材料设置防火隔离带进行分隔。

6.7.11 电气线路不应穿越或敷设在燃烧性能为 Bl或 B2级的保温材料中;确需穿越

或敷设时,应采取穿金属管并在金属管周围采用不燃隔热材料进行防火隔离等防火保

护措施。设置开关、插座等电器配件的部位周围应采取不燃隔热材料进行防火隔离等

防火保护措施。

6.7.12 建筑外墙的装饰层应采用燃烧性能为A级的材料,但建筑高度不大于50m时 ,

可采用Bl级材料。



7 灭火救援设施

7.1 消防车道

7.1.1 街区内的道路应考虑消防车的通行,道路中心线间的距离不宜大于 160m。

当建筑物沿街道部分的长度大于 150m或总长度大于”0m时 ,应设置穿过建筑

物的消防车道。确有困难时,应设置环形消防车道。

7.1.2 高层民用建筑,超过 30OO个座位的体育馆,超过⒛00个座位的会堂,占地

面积大于 30OOm2自勺商店建筑、展览建筑等单、多层公共建筑应设置环形消防车道 ,

确有困难时,可沿建筑的两个长边设置消防车道:对于住宅建筑和山坡地或河道边临

空建造的高层建筑,可沿建筑的一个长边设置消防车道,但该长边所在建筑立面应为

消防车登高操作面。

7.1.3 工厂、仓库区内应设置消防车道。

高层厂房,占地面积大于 3000m2的 甲、乙、丙类厂房和占地面积大于 15OOm2的

乙、丙类仓库,应设置环形消防车道,确有困难时,应沿建筑物的两个长边设置消防

车道。

7.1.4 有封闭内院或天井的建筑物,当 内院或天井的短边长度大于 24m时 ,宜设置

进入内院或天井的消防车道;当该建筑物沿街时,应设置连通街道和内院的人行通道

(可利用楼梯间),其间距不宜大于 80m。

7.1.5 在穿过建筑物或进入建筑物内院的消防车道两侧,不应设置影响消防车通行或

人员安全疏散的设施。

7.1.6 可燃材料露天堆场区,液化石油气储罐区,甲、乙、丙类液体储罐区和可燃气

体储罐区,应设置消防车道。消防车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储量大于表 7.1.6规 定的堆场、储罐区,宜设置环形消防车道 ;

表 7.1。 6堆 场 或 储 罐 区 的 储 量

名称
棉、麻、毛、

化纤 (t)

秸杆、芦

苇 (t)

木材

(m3)

甲、乙、丙类

液体储罐 (m3)

液化石油气

储罐 (m3)

可燃气体

储罐 (m3)

储量 1000 5000 5000 1500 500 30000

2 占地面积大于 3OOOOm2的可燃材料堆场,应设置与环形消防车道相通的中间

消防车道,消防车道的间距不宜大于 150m。 液化石油气储罐区,甲 、ZJ、 丙类液体

储罐区和可燃气体储罐区内的环形消防车道之间宜设置连通的消防车道 :

3 消防车道的边缘距离可燃材料堆垛不应小于 5m。

7.l。7 供消防车取水的天然水源和消防水池应设置消防车道。消防车道的边缘距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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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大于 2m。

^l。 8 消防车道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车道的净宽度和净空高度均不应小于 4.0m;

2 转弯半径应满足消防车转弯的要求 ;

3 消防车道与建筑之间不应设置妨碍消防车操作的树木、架空管线等障碍物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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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消防车道的坡度不宜大于 8%。

∷ .9 环形消防车道至少应有两处与其他车道连通。尽头式消防车道应设置回车道或

=≡
场,回车场的面积不应小于 12m× 12m;对于高层建筑,不宜小于 15m×15m;供

重型消防车使用时,不宜小于 18m× 18m。

消防车道的路面、救援操作场地、消防车道和救援操作场地下面的管道和暗沟等 ,

二乾承受重型消防车的压力。

消防车道可利用城乡、厂区道路等,但该道路应满足消防车通行、转弯和停靠的

要求。

⒎1.10 消防车道不宜与铁路正线平交,确需平交时,应设置备用车道,且两车道的

夏距不应小于一列火车的长度。

7.2 救援场地和入 口

7.2.1 高层建筑应至少沿一个长边或周边长度的 I/4且不小于一个长边长度的底边

连续布置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该范围内的裙房进深不应大于鲡。

建筑高度不大于 sOm的建筑,连续布置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确有困难时,可间隔

布置,但 间隔距离不宜大于30m,且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的总长度仍应符合上述规定。

7.2.2 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场地与厂房、仓库、民用建筑之间不应设置妨碍消防车操作的树木、架空管

线等障碍物和车库出入口;

2 场地的长度和宽度分别不应小于15m和 Bm。对于建筑高度不小于50m的建筑 ,

场地的长度和宽度均不应小于 15m:

3 场地及其下面的建筑结构、管道和暗沟等,应能承受重型消防车的压力;

4 场地应与消防车道连通,场地靠建筑外墙一侧的边缘距离建筑外墙不宜小于

5m,且不应大于 10m,场地的坡度不宜大于 3%。

7.2.3 建筑物与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相对应的范围内,应设置直通室外的楼梯或直

通楼梯间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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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消防设施的设置

8.1 一般规定

8。 1.1 消防给水和消防设施的设置应根据建筑的用途及其重要性、火灾危险性、火灾

特性和环境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

8.1.2 城镇 (包括居住区、商业区、开发区、工业区等)应沿可通行消防车的街道

设置市政消火栓系统。

民用建筑、厂房、仓库、储罐 (区 )和堆场周围应设置室外消火栓系统。

用于消防救援和消防车停靠的屋面上,应设置室外消火栓系统。

注: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且建筑体积不大于sO00矿 的戊类厂房,居住区人数不超过sO0人且

建筑层数不超过两层的居住区,可不设置室外消火栓系统。

8.1.3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水喷雾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和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

等系统以及下列建筑的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应设置消防水泵接合器 :

1 超过 5层的公共建筑 :

2 超过 4层的厂房或仓库 ;

3 其他高层建筑 ;

4 超过2层或建筑面积大于10000硭的地下建筑 (地下室)。

8.1.4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 (区 )内 的储罐应设置移动水枪或固定水冷却设施。高

度大于15m或单罐容量大于⒛00ms的 甲、乙、丙类液体地上储罐,宜采用固定水冷

却设施。

8。 1.5 总容积大于sOm3或单罐容积大于⒛m3的液化石油气储罐 (区 )应设置固定水

冷却设施,埋地的液化石油气储罐可不设置固定喷水冷却装置。总容积不大于50m3

或单罐容积不大于⒛m3的液化石油气储罐 (区 ),应设置移动式水枪。

8.1.6 消防水泵房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独建造的消防水泵房,其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

2 附设在建筑内的消防水泵房,不应设置在地下三层及以下或室内地面与室外

出入口地坪高差大于 10m的地下楼层; l

3 疏散门应直通室外或安全出口。

8.1,7 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需要联动控制的消防设备的建筑 (群 )应设置消防

控制室。消防控制室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单独建造的消防控制室,其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

2 附设在建筑内的消防控制室,宜设置在建筑内首层或地下一层,并宜布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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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外墙部位 :

3 不应设置在电磁场干扰较强及其他可能影响消防控制设备正常工作的房间附
近 :

4 疏散门应直通室外或安全出口。

5 消防控制室内的设备构成及其对建筑消防设施的控制与显示功能以及向远程
监控系统传输相关信息的功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50116和 《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GB255OG的规定。

8.1∶ 8 消防水泵房和消防控制室应采取防水淹的技术措施。

8.l。9 高层住宅建筑的公共部位和公共建筑内应设置灭火器,其他住宅建筑的公共
部位宜设置灭火器。

厂房、仓库、储罐 (区 )和堆场,应设置灭火器。

8.1.10 建筑外墙设置有玻璃幕墙或采用火灾时可能脱落的墙体装饰材料或构造时 ,

供灭火救援用的水泵接合器、室外消火栓等室外消防设施,应设置在距离建筑外墙
相对安全的位置或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8.l。 11 设置在建筑室内外、供人员操作或使用的消防设施,均应设置区别于环境的
明显标志。

8.2 室 内消火栓系统

8.2,1 下列建筑或场所应设置室内消火拴系统 :

1 建筑占地面积大于 sOOm2自勺厂房和仓库 ;

2 高层公共建筑和建筑高度大于 21m的住宅建筑 ;

注:建筑高度不大于27m的住宅建筑,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确有困难时,可只设置干式消防
竖管和不带消火栓箱的DN“ 的室内消火栓。

3 体积大于 sOOOm3的 车站、码头、机场的候车 (船、机)建筑、展览建筑、商
店建筑、旅馆建筑、医疗建筑和图书馆建筑等单、多层建筑 ;

4 特等、甲等剧场,超过 BO0个座位的其他等级的剧场和电影院等以及超过 120O

个座位的礼堂、体育馆等单、多层建筑 :

5 建筑高度大于 15m或体积大于 10O0om3的办公建筑、教学建筑和其他单、多层
民用建筑。

8.2.2 本规范第 8.2.1条未规定的建筑或场所和符合本规范第8.2.1条规定的下列建筑
或场所,可不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但宜设置消防软管卷盘或轻便消防水龙 :

l 耐火等级为一、二级且可燃物较少的单、多层丁、戊类厂房 (仓库 );



2 耐火等级为三、四级且建筑体积不大于 3000m3的 丁类厂房:耐∴萼圾为三、

四级且建筑体积不大于 500Om3的 戊类厂房 (仓库 ):

3 粮食仓库、金库、远离城镇且无人值班的独立建筑 ;

4 存有与水接触能引起燃烧爆炸的物品的建筑 ;

5 室内无生产、生活给水管道,室外消防用水取白储水池且霆笈仁f不大于

5ooO血
3的

其他建筑。

8。2.3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重点砖木或木结构的古建筑,宜设置≡卞拦火拴系

统。

8.2.4 人员密集的公共建筑、建筑高度大于100m的 建筑和建筑面积大于⒛0ml的商

业服务网点内应设置消防软管卷盘或轻便消防水龙。高层住宅建筑芏±

^苴
≡置轻

便消防水龙。

8.3 自动灭火系统

8.3.1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和不宜用水保护或灭火的场所外,下列厂房或生产部位应

设置自动灭火系统,并宜采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1 不小于 sO000纱锭的棉纺厂的开包、清花车间,不小于 50∞ 茭苟麻纺厂的分

级、梳麻车间,火柴厂的烤梗、筛选部位 :

2 占地面积大于 1500m2或总建筑面积大于 sO00m2的单、多层申J鞋 、刮衣、玩具

及电子等类似生产的厂房 ;

3 占地面积大于 15OOm2的木器厂房 :

4 泡沫塑料厂的预发、成型、切片、压花部位 ;

5 高层乙、丙、丁类厂房 :

6 建筑面积大于 500m2自勺地下或半地下丙类厂房。

8.3.2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和不宜用水保护或灭火的仓库外,下列仓库应设置自动灭

火系统,并宜采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1 每座占地面积大于 1000m2的棉、毛、丝、麻、化纤、毛皮及其制品的仓库 ;

注:单层占地面积不大于⒛00亻 的棉花库房,可不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c

立 每座占地面积大于 GO0耐 的火柴仓库 :

3 邮政建筑内建筑面积大于 sO0亻 的空邮袋库;

4 可燃、难燃物品的高架仓库和高层仓库:

5 设计温度高于 0℃ 的高架冷库,设计温度高于 0℃且每个防火分区建筑面积大

于 1500m2的非高架冷库;



6 总建筑面积大于 sOOm2的可燃物品地下仓库 ;

7 每座占地面积大于 1500m2或总建筑面积大于 sO00m2的其他单层或多层丙类物

品仓库。

8.3.3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和不宜用水保护或灭火的场所外,下列高层民用建筑或场

所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并宜采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1 一类高层公共建筑 (除游泳池、溜冰场外)及其地下、半地下室 ;

2 二类高层公共建筑及其地下、半地下室的公共活动用房、走道(办公室和旅

蚀的客房、可燃物品库房、自动扶梯底音阝:

3 高层民用建筑内的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

4 建筑高度大于 100m的住宅建筑。             
ˉ

8.3.4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和不宜用水保护或灭火的场所外,下列单、多层民用建筑

或场所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并宜采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1 特等、甲等剧场,超过 1500个座位的其他等级的剧场,超过 ⒛00个座位的

会堂或礼堂,超过 3000个座位的体育馆,超过 sO00人的体育场的室内人员休息室与

器材间等 ;

2 任一层建筑面积大于 1500m2或总建筑面积大于 3000m2的展览、商店、餐饮和

旅馆建筑
妒及医院中同样建筑规模的病房楼、门诊楼和手术部 ;

3 设置送回风道 (管 )的集中空气调节系统且总建筑面积大于 3000m2的办公建

筑等 ;

4 藏书量超过 sO万册的图书馆 :

5 大、中型幼儿园,总建筑面积大于 sO0m2的老年人建筑 ;

6 总建筑面积大于 sO0m2的地下或半地下商店 :

7 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或地上四层及以上楼层的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除游

泳场所外),设置在首层、二层和三层且任一层建筑面积大于 3OOm2的地上歌舞娱乐

放映游艺场所 (除游泳场所外 )。

8。 3.5 根据本规范要求难以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展览厅
`观

众厅等人员密集的
场所和丙类生产车间、库房等高大空间场所,应设置其他自动灭火系统,并宜采用固

定消防炮等灭火系统。

8.3.6 下列部位宜设置水幕系统 :

1 特等、甲等剧场、超过 15OO个座位的其他等级的剧场、超过 ⒛00个座位的

会堂或礼堂和高层民用建筑内超过 8OO个座位的剧场或礼堂的舞台口及上述场所内
与舞台相连的侧台、后台的洞口;

扌
一



2 应设置防火墙等防火分隔物而无法设置的局部开口部位 ;

3 需要防护冷却的防火卷帘或防火幕的上部。

注:舞台口也可采用防火幕进行分隔,侧台、后台的较小洞口宜设置乙级防火f1、 窗。

8.3.7 下列建筑或部位应设置雨淋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1 火柴厂的氯酸钾压碾厂房,建筑面积大于 100m2且生产或使用硝化棉、喷漆

棉、火胶棉、赛璐珞胶片、硝化纤维的厂房 ;

2 乒乓球厂的轧坯、切片、磨球、分球检验部位 ;

3 建筑面积大于 60m2或储存量大于 ⒉ 的硝化棉、喷漆棉、火胶棉、赛璐珞胶

片、硝化纤维的仓库 ;

4 日装瓶数量大于 sOO0瓶的液化石油气储配站的灌瓶间、实瓶库 :

5 特等、甲等剧场、超过 1500个座位的其他等级剧场和超过⒛00个座位的会

堂或礼堂的舞台葡萄架下部 :

6 建筑面积不小于 HOOm2的演播室,建筑面积不小于 500m2的 电影摄影棚 c

8.3.8 下列场所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并宜采用水喷雾灭火系统 :

1 单台容量在 钔mV· A及以上的厂矿企业油浸变压器,单台容量在 90HV· A及

以上的电厂油浸变压器,单台容量在 12sMV· A及以上的独立变电站油浸变压器 ;

2 飞机发动机试验台的试车部位 :

3 充可燃油并设置在高层民用建筑内的高压电容器和多油开关室。

注:设置在室内的油浸变压器、充可燃油的高压电容器和多油开关室,可采用细水雾灭火系

统。

8.3.9 下列场所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并宜采用气体灭火系统 :

1 国家、省级或人口超过 100万的城市广播电视发射塔内的微波机房、分米波

机房、米波机房、变配电室和不间断电源 (uPs)室
;

2 国际电信局、大区中心、省中心和-万路以上的地区中心内的长途程控交换

机房、控制室和信令转接点室 ;

3 两万线以上的市话汇接局和六万门以上的市话端局内的程控交换机房、控制

室和信令转接点室 ;

4 中央及省级公安、防灾和网局级及以上的电力等调度指挥中心内的通信机房

和控制室 ;

5 主机房建筑面积不小于 1们m2的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内的主机房和基本工作间

的已记录磁 (纸 )介质库 :

6 中央和省级广播电视中心内建筑面积不小于 120∥ 的音像制品库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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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

9.1 一般规定

⒐l。1 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应采取防火措施。

9.1.2 甲、乙类厂房内的空气不应循环使用。

丙类厂房内含有燃烧或爆炸危险粉尘、纤维的空气,在循环使用前应经净化处理 ,

并应使空气中的含尘浓度低于其爆炸下限的 25%。

9.1.3 为甲、乙类厂房服务的送风设备与排风设备应分别布置在不同通风机房内,

且排风设备不应和其他房间的送、排风设备布置在同一通风机房内。

9.1.4 民用建筑内空气中含有容易起火或爆炸危险物质的房间,应设置自然通尽或

独立的机械通风设施,且其空气不应循环使用。

9.1.5 当空气中含有比空气轻的可燃气体时,水平排风管全长应顺气流方向向上坡度

敷设。

9.1.6 可燃气体管道和甲、乙、丙类液体管道不应穿过通风机房和通风管道,且不应

紧贴通风管道的外壁敷设。

9。 2 供 暖

9.2.1 在散发可燃粉尘、纤维的厂房内,散热器表面平均温度不应超过 82.5℃ 。输煤

廊的散热器表面平均温度不应超过 130℃ 。

9。 2.2 甲、乙类厂房 (仓库)内严禁采用明火和电热散热器供暖。

9.2.3 下列厂房应采用不循环使用的热风供暖 :

1 生产过程中散发的可燃气体、蒸气、粉尘或纤维与供暖管道、散热器表面接

触能引起燃烧的厂房 :

2 生产过程中散发的粉尘受到水、水蒸汽的作用能引起自燃、爆炸或产生爆炸

性气体的厂房。

9.2.4 供暖管道不应穿过存在与供暖管道接触能引起燃烧或爆炸的气体、蒸气或粉尘

的房间,确需穿过时,应采用不燃材料隔热。

9.2.5 供暖管道与可燃物之间应保持一定距离,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供暖管道的表面温度大于 100℃ 时,不应小于 100mm或采用不燃材料隔热 ;

2 当供暖管道的表面温度不大于 1OO℃ 时 ,′ 不应小于 50-或采用不燃材料隔

热。

9.2.6 建筑内供暖管道和设备的绝絷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l 对于甲、乙类厂房 (仓库),应采用不燃材料;

2 对于其他建筑,宜采用不燃材料,不得采用可燃材料。

9.3 通风和空气调节

9.3。 l 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横向宜按防火分区设置,竖向不宜超过 5层。当管道设
置防止回流设施或防火阀时,管道布置可不受此限制。竖向风管应设置在管井内。
9.3.2 厂房内有爆炸危险场所的排风管道,严禁穿过防火墙和有爆炸危险的房间隔
墙 。

9.3.3 甲、乙、丙类厂房内的送、排风管道宜分层设置。当水平或竖向送风管在进入
生产车间处设置防火阀时,各层的水平或竖向送风管可合用一个送风系统。
9.3。| 空气中含有易燃、易爆危险物质的房间,其送、排风系统应采用防爆型的通风
设备。当送风机布置在单独分隔的通风机房内且送风干管上设置防止回流设施时,可
采用普通型的通风设备。

ρ.3.5 含有燃烧和爆炸危险粉尘的空气,在进入排风机前应采用不产生火花的除尘
器进行处理。对于遏水可能形成爆炸的粉尘,严禁采用湿式除尘器。
9.3.6 处理有爆炸危险粉尘的除尘器、排风机的设置应与其他普通型的风机、除尘器
分开设置,并宜按单一粉尘分组布置。

9.3.7 净化有爆炸危险粉尘的干式除尘器和过滤器宜布置在厂房外的独立建筑内,建
筑外墙与所属厂房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10m。

具备连续清灰功能,或具有定期清灰功能且风量不大于 15ooom3/h、 集尘斗的储
尘量小于∞kg的干式除尘器和过滤器,可布置在厂房内的单独房间内,但应采用耐
火极限不低于 3。OOh的防火隔墙和 l。5oh的楼板与其他部位分隔。
9· 3.8 净化或输送有爆炸危险粉尘和碎屑的除尘器、过滤器或管道,均应设置泄压
装置。

净化有爆炸危险粉尘的干式除尘器和过滤器应布置在系统的负压段上。
9· 3,9 排除有燃烧或爆炸危险气体、蒸气和粉尘的排风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排风系统应设置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

2 排风设备不应布置在地下或半地下建筑 (室 )内 ;

3 排风管应采用金属管道,并应直接通向室外安全地点,不应暗设。
9.3。 10 排除和输送温度超过 8o℃ 的空气或其他气体以及易燃碎屑的管道,与可燃或
难燃物体之间的间隙不应小于 1501m∶ 或采用厚度不小于 sO岫 的不燃材料隔热:

当管道上下布置时,表面温度较高者应布置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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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1 通风、空气调节系统的风管在下列部位应设置公称动作温度为 70℃ 的防火

阀:

1 穿越防火分区处 ;

2 穿越通风、空气调节机房的房间隔墙和楼板处 :

3 穿越重要或火灾危险性大的场所的房间隔墙和楼板处 :

4 穿越防火分隔处的变形缝两侧 ;

5 竖向风管与每层水平风管交接处的水平管段上。

注:当建筑内每个防火分区的通风、空气调节系统均独立设置时,水平风管与竖向,总管的交

接处可不设置防火阀。

9.3。 ⒓ ·公共建筑的浴室、卫生间和厨房的竖向排风管,应采取防止回流措施或在支

管上设置公称动作温度为⒛℃的防水阀。

公共建筑内厨房的排油烟管道宜按防火分区设置,且在与竖向排风管连接的支管

处应设置公称动作温度为 150℃ 的防火阀。

9.3.13 防火阀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防火阀宜靠近防火分隔处设置 ;

2 防火阀暗装时,应在安装部位设置方使维护的检修口:

3 在防火阀两侧各 2.0m范围内的风管及其绝热材料应采用不燃材料 ;

4 防火阀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通风和排烟系统用防火阀门》GB15930的

规定。

9.3.14 除下列情况外,通风、空气调节系统的风管应采用不燃材料 :

1 接触腐蚀性介质的风管和柔性接头可采用难燃材料 ;

2 体育馆、展览馆、候机 (车、船)建筑 (厅 )等大空间建筑,单、多层办公

建筑和丙、丁、戊类厂房内通风、空气调节系统的风管,当不跨越防火分区且在穿越

房间隔墙处设置防火阀时,可采用难燃材料。     
·

9.3.15 设备和风管的绝热材料、用于加湿器的加湿材料、消声材料及其粘结剂,宜

采用不燃材料,确有困难时,可采用难燃材料。

风管内设置电加热器时,电加热器的开关应与风机的启停联锁控制。电加热器前

后各 0.8m范围内的风管和穿过有高温、火源等容易起火房间的风管,均应采用不燃材

料。

9.3.16 燃油或燃气锅炉房应设置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设施。燃气锅炉房应选用防爆

型的事故排风机。当采取机械通风时,机械通风设施应设置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通

风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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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燃油锅炉房的正常通风量应按换气次数不少于 3次/h确定,事故排风量应按换

气次数不少于 6次/h确定 :

2 燃气锅炉房的正常通风量应按换气次数不少于 6次/h确定,事故排风量应按

换气次数不少于 12次/h确定。



10 电气

10.1 消防电源及其配 电

10.1.1 下列建筑物、储罐 (区 )和堆场的消防用电应按一级负荷供电:

1 建筑高度大于 sOm的乙、丙类厂房和丙类仓库 :

2 一类高层民用建筑。

10.1.2 下列建筑物、储罐 (区 )和堆场的消防用电应按二级负荷供电:

1 室外消防用水量大于 30L/s的厂房 (仓库 );

2 室外消防用水量大于 35L/s的可燃材料堆场、可燃气体储罐 (区 )和甲、乙

类液体储罐 (区 );

3 粮食仓库及粮食筒仓 :

4 二类高层民用建筑 ;

5 座位数超过 1500个的电影院、剧场,座位数超过 3000个的体育馆,任-层

建筑面积大于 300Om2的商店和展览建筑,省 (市 )级及以上的广播电视、电信和财

贸金融建筑,室外消防用水量大于 25L/s的其他公共建筑。

10.1.3 除本规范第 10.1.1和 10.1.2条外的建筑物、储罐 (区 )和堆场等的消防用电,

可按三级负荷供电。

10.1.4 消防用电按一、二级负荷供电的建筑,当采用自备发电设备作备用电源时,

自备发电设备应设置自动和手动启动装置。当采用自动启动方式时,应能保证在 30s

内供电。

不同级别负荷的供电电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s2

的规定。

10.1.5 建筑内消防应急照明和灯光疏散指示标志的备用电源的连续供电时间应符

合下列规定:     ∶

1 建筑高度大于 100m的 民用建筑,不应小于 1.5h;

2 医疗建筑、老年人建筑、总建筑面积大于 1000OOm2的 公共建筑,不应少于 1.0h;

3 其他建筑 ,′ 不应少于 Q。 5h。

10.1.6 消防用电设备应采用专用的供电回路,当 建筑内的生产、生活用电被切断时 ,

应仍能保证消防用电。

备用消防电源的供电时间和容量,应满足该建筑火灾延续时间内各消防用电设备

的要求。

10.1.7 消防配电干线宜按防火分区划分,消防配电支线不宜穿越防火分区。



10.1.8 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防烟和排烟风机房的消防用电设各及消防电梯等

的供电,应在其配电线路的最末一级配电箱处设置自动切换装置。

10.1.9 按一、二级负荷供电的消防设备,其配电箱应独立设置:按三级负荷供电的

消防设备,其配电箱宜独立设置。

消防配电设备应设置明显标志。

10,1.10 消防配电线路应满足火灾时连续供电的需要,其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明敷时 (包括敷设在吊顶内),应穿金属导管或采用封闭式金属槽盒保护,金

属导管或封闭式金属槽盒应采取防火保护措施;当采用阻燃或耐火电缆并敷设在电缆

井、沟内时,可不穿金属导管或采用封闭式金属槽盒保护:当采用矿物绝缘类不燃性

电缆时,可直接明敷 ;

2 暗敷时,应穿管并应敷设在不燃性结构内且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30mm:

3 消防配电线路宜与其他配电线路分开敷设在不同的电缆井、沟内:确有困难

需敷设在同—电缆井、沟内时,应分别布置在电缆井、沟的两侧,且消防配电线路应

采用矿物绝缘类不燃性电缆。

10.2 电力线路及 电器装置

10.2.1 架空电力线与甲、乙类厂房 (仓库),可燃材料堆垛,甲 、乙、丙类液体储

罐,液化石油气储罐,可燃、助燃气体储罐的最近水平距离应符合表 10.2.1的规定。

35kV及 以上架空电力线与单罐容积大于 ⒛Om3或总容积大于 1000m3液化石油气

储罐 (区 )的最近水平距离不应小于们m∶

表 10.2。 1 架空电力线与甲、乙类厂房 (仓库 )、 可燃材料堆垛等

10.2.2 电力电缆不应和输送甲、乙、丙类液体管道、可燃气体管道、热力管道敷设

在同—管沟内。

10.2.3 配电线路不得穿越通风管道内腔或直接敷设在通风管道外壁上,穿金属导管

保护的配电线路可紧贴通风管道外壁敷设。

的最近水平距离 (m)

名  称 架空电力线

甲、乙类厂房 (仓库),可燃材料堆垛,甲、乙类液

体储,液化石油气储罐,可燃、助燃气体储罐
电杆 (塔 )高度的 1.5倍

直埋地下的甲、乙类液体储罐和可燃气体储罐 电杆 (塔 )高度的 0.75倍

丙类液体储罐 电杆 (塔 )高度的 1.2倍

直埋地下的丙类液体储罐 电杆 (塔 )高度的 0.6倍



配电线路敷设在有可燃物的闷顶、吊顶内时,应采取穿金属导管、采用封闭式

金属槽盒等防火保护措施。

10.2.4 开关、插座和照明灯具靠近可燃物时,应采取隔热、散热等防火措施。

卤钨灯和额定功率不小于 100W的白炽灯泡的吸顶灯、槽灯、嵌入式灯,其引入

线应采用瓷管、矿棉等不燃材料作隔热保护。

额定功率不小于 sOW的白炽灯、卤钨灯、高压钠灯、金属卤化物灯、荧光高压汞

灯 (包括电感镇流器)等 ,不应直接安装在可燃物体上或采取其他防火措施。
′

10。2.5 可燃材料仓库内宜使用低温照明灯具,并应对灯具的发热部件采取隔热等防

火措施,不应使用卤钨灯等高温照明灯具。

配电箱及开关应设置在仓库外。

10.2.6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

设计规范》GB50058的规定。

10.2.7 下列建筑或场所的非消防用电负荷宜设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

1 建筑高度大于 50m的 乙、丙类厂房和丙类仓库,室外消防用水量大于 30L/s

的厂房 (仓库 );

2 一类高层民用建筑 :

3 座位数超过 150O个的电影院、剧场,座位数超过 300O个的体育馆,任一层

建筑面积大于 30OOma的 商店和展览建筑,省 (市 )级及以上的广播电视、电信和财

贸金融建筑,室外消防用水量大于犭L/s的其他公共建筑 :

4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重点砖木或木结构的古建筑。

10。 3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10,3.1 除建筑高度小于 27m的住宅建筑外,民用建筑、厂房和丙类仓库的下列部位

应设置疏散照明:

1 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消防电梯间的前室或合用前室、避难走

道、避难层 (间 );

2 观众厅、展览厅、多功能厅和建筑面积大于 zOOm2的营业厅、餐厅、演播室等

人员密集的场所 :

3 建筑面积大于 100m2的地下或半地下公共活动场所 ;

4 公共建筑内的疏散走道 :

5 人员密集的厂房内的生产场所及疏散走道。

10.3.2 建筑内疏散照明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对于疏散走道,不应低于 1.01x;

2 对于人员密集场所、避难层 (间 ),不应低于 3。 0丨 x;对于病房楼或手术部的

避难间,不应低于 10.01x:

3 对于楼梯间、前室或合用前室、避难走道,不应低于 5.01x。

10.3.3 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自备发电机房、配电室、防排烟机房以及发生火

灾时仍需正常工作的消防设备房应设置备用照明,其作业面的最低照度不应低于正常

照明的照度。

10.3.4 疏散照明灯具应设置在出口的顶部、墙面的上部或顶棚上;备用照明灯具应

设置在墙面的上部或顶棚上。

10.3.5 公共建筑、建筑高度大于 54m的住宅建筑、高层厂房 (库房)和 甲、乙、丙

类单、多层厂房,应设置灯光疏散指示标志,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在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的场所的疏散门的正上方 ;

2 应设置在疏散走道及其转角处距地面高度 1.0m以下的墙面或地面上。灯光疏

散指示标志的间距不应大于 20m;对于袋形走道,不应大于 10m;在走道转角区 ,

不应大于 1.0m。

10.3.6 下列建筑或场所应在疏散走道和主要疏散路径的地面上增设能保持视觉连续

的灯光疏散指示标志或蓄光疏散指示标志 :

1 总建筑面积大于 gO00m2的 展览建筑 ;

2 总建筑面积大于 50OO血2的
地上商店 :

3 总建筑面积大于 500′ 的地下或半地下商店 :

4 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

5 座位数超过 1500个的电影院、剧场,座位数超过 3000个的体育馆、会堂或

礼堂。                           '
10。3.7 建筑内设置的消防疏散指示标志和消防应急照明灯具,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

定外,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消防安全标志》GB1349s和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

指示系统》GB17舛 5的规定。



11 木结构建筑

11.0.1 木结构建筑的防火设计应符合本章的规定,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应符合表 11.0.1的规定。

表 11.0.1 木结构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构件名称 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h)

防火墙 不燃性  3。0O

承重墙,住宅建筑单元之间的墙和分

户墙,楼梯间的墙
难燃性  1。OO

电梯井的墙 不燃性  1。 00

非承重外墙,疏散走道两侧的隔墙 难燃性  0。%

房间隔墙 难燃性  0.50

承重柱 可燃性  1。OO

梁 可燃性  1。OO

楼板 难燃性  0。 Ts

屋顶承重构件 可燃性  0.50

疏散楼梯 难燃性  0。 sO

吊顶 难燃性  0.15

注:1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当 同一座木结构建筑存在不同高度的屋顶时,较低部分的屋顶承

重构件和屋面不应采用可燃性构件,采用难燃性屋顶承重构件时,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o。 75h。

2 轻型木结构建筑的屋顶,除防水层、保温层及屋面板外,其他部分均应视为屋顶承重构件 ,

且不宜采用可燃性构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0。 sOh。

3 当建筑的层数不超过 2层、防火墙间的建筑面积小于 ω0m2且防火墙间的建筑长度小于

ωm时 ,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可按本规范有关四级耐火等级建筑的要求确定。

11.0.2 建筑采用木骨架组合墙体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l 建筑高度不大于 18m的住宅建筑、建筑高度不大于zm的办公建筑和丁、戊

类厂房 (库房)的房间隔墙和非承重外墙可采用木骨架组合墙体,其他建筑的非承重

外墙不得采用木骨架组合墙体 :

2 墙体填充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A级 :

3 木骨架组合墙体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应符合表 11.0.2的规定,其他要求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木骨架组合墙体技术规范》GB/T50361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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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0.2 木骨架组合墙体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h)

i1.0.3 丁、戊类厂房 (库房)和民用建筑可采用木结构建筑或木结构组合建筑,其

允许层数和允许建筑高度应符合表 ii。 0.3△ 的规定,木结构建筑中防火墙间的允许

建筑长度和每层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应符合表 11.0。 a-2的规定。

表 ii。 0。 s-1 木结构建筑或木结构组合建筑的允许层数和允许建筑高度

表 11.0。 s-2 木结构建筑中防火墙间的允许建筑长度和每层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注:1 当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防火墙间的允许建筑长度和每层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按本

表的规定增加 1。 0倍 ,对于丁、戊类地上厂房,防火墙间的每层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限。

2 体育场馆等高大空间建筑,其建筑高度和建筑面积可适当增加。

ii。 0.4 老年人建筑的住宿部分,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和活动场所设置在木结

构建筑内时,应布置在首层或二层。

商店、体育馆、厂房 (库房)应采用单层木结构建筑,并宜采用胶合木结构。

11.0.5 除住宅建筑外,建筑内发电机间、配电间、锅炉间的设置及其防火要求,应
符合本规范第 5.4。 !2条~第 5.4.15条和第 6.2.3条 ~第 6.2.6条 的规定。

11.0.6 设置在木结构住宅建筑内的机动车库、发电机间、配电间、锅炉间,应采用

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的防火隔墙和 1。OOh的不燃性楼板与其他部位分隔,不宜开设

与室内相通的门、窗、洞口,确需开设时,可开设一樘不直通卧室的单扇乙级防火门。

构件名称
建筑物的耐火等级或类型

一级 二级 三级 木结构建筑 四级

非承重外墙 不允许 难燃性 1。犭 难燃性 0。% 难燃性 0。 Ts 无要求

房间隔墙 难燃性 1。 Oo 难燃性 0.% 难燃性 0。 sO 难燃性 0。 50 难燃性 0。乃

木结构建筑

的形式

普通木

结构建筑

轻型木

结构建筑

胶合木

结构建筑

木结构

组合建筑

允许层数 (层 ) 2 3 1 3 ,
'

允许建筑高度 (m) 10 10 不 限 15 24

层 数(层 ) 防火墙间的允许建筑长度 (m) 防火墙间的每层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m2)

1 100 1800

2 80 900

3 60 600



机动车库的建筑面积不宜大于ωm2。

ii。 0.7 民用木结构建筑的安全疏散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建筑的安全出口和房间疏散门的设置,应符合本规范第 5.5节 的规定。当木

结构建筑的每层建筑面积小于 200m2且第二层和第三层的人数之和不超过 25人时,

可设置 1部疏散楼梯 ;

2 房间直通疏散走道的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表 1i。 0。 卜1

的规定 :

表 11.0,T-1 房间直通疏散走道的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 (m)

3 房间内任-点至该房间直通疏散走道的疏散门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表

11.0.7丬 中有关袋形走道两侧或尽端的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 :

4 建筑内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疏散楼梯和房间疏散门的净宽度,应根据疏散

人数按每 100人的最小疏散净宽度不小于表 ii。 0.7-2的规定计算确定 :

表 ii。 0。 卜2 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疏散楼梯和房间疏散门

每 100人的最小疏散净宽度 (m/百人)

层  数 地上 1~2层 地上 3层

每 100人的疏散净宽度 (m/百人 ) o。 75 1.00

11.0.8 丁、戊类木结构厂房内任意一点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疏散距离分别不应大于

50m和 ωm,其他安全疏散要求应符合本规范第 3.7节的规定。

ii。 0.9 管道、电气线路敷设在墙体内或穿过楼板、墙体时,应采取防火保护措施 ,

与墙体、楼板之间的缝隙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填塞密实。

住宅建筑内厨房的明火或高温部位及排油烟管道等,应采用防火隔热措施。

ii。 0.10 民用木结构建筑之间及其与其他民用建筑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11.0.10

的规定。

民用木结构建筑与厂房 (仓库)等建筑的防火间距、木结构厂房 (仓库)之间

名称
位于两个安全出口之间

的疏散门

位于袋形走道两侧或尽端

的疏散门

托儿所、幼儿园 15 10

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15 6

医院和疗养院建筑、老年人

建筑、教学建筑
25 12

其他民用建筑 30 15



及其与其他民用建筑的防火间距,应符合本规范第 3、 4章有关四级耐火等级建筑的

规定。

表 11.0.10 民用木结构建筑之间及其与其他民用建筑的防火间距 (m)

建筑耐火等级或类别 一、二级 三级 木结构建筑 四级

木结构建筑 8 9 10

注:1 两座木结构建筑之间或木结构建筑与其他民用建筑之间,外墙均无任何门、窗、洞口时 ,

防火间距可为 4m:外墙上的门、窗、洞口不正对且开口面积之和不大于外墙面积的 10%

时,防火间距可按本表的规定减少 ⒛ %。

2 当相邻建筑外墙有一面为防火墙,或建筑物之间设置防火墙且墙体截断不燃性屋面或高出

难燃性、可燃性屋面不低于 0.5m时 ,防火间距不限。

11.0.11 木结构墙体、楼板及封闭吊顶或屋顶下的密闭空间内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 ,

且水平分隔长度或宽度均不应大于⒛m,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300m2,墙体的竖向分隔

高度不应大于 3m。

轻型木结构建筑的每层楼梯梁处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

11.0.12 木结构建筑组合建造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

l 竖向组合建造时,木结构部分的层数不应超过 3层并应设置在建筑的上部 ,

木结构部分与其他结构部分宜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1。OOh的不燃性楼板分隔。

水平组合建造时,木结构部分与其他结构部分宜采用防火墙分隔:

2 当木结构部分与其他结构部分之间按本条第 1款的规定进行了防火分隔时,

木结构部分和其他部分的防火设计,可分别执行本规范对木结构建筑和其他结构建筑

的规定:其他情况,建筑的防火设计应执行本规范有关木结构建筑的规定 :

3 室内消防给水应根据建筑的总高度、体积或层数和用途按本规范第 8章和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确定,室外消防给水应按本规范有关四级耐火等级建筑的规定

确定。

11.0.13 总建筑面积大于 15OOm2的木结构公共建筑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木结

构住宅建筑内应设置火灾探测与报警装置。

11.0.14 木结构建筑的其他防火设计应执行本规范有关四级耐火等级建筑的规定,防

火构造要求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设计规范》

GB5O0“ 等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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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城市交通隧道

12.1 一般规定

12.1.1 城市交通隧道 (以下简称隧道)的防火设计应综合考虑隧道内的交通组成、

隧道的用途、自然条件、长度等因素。

⒓。1.2 单孔和双孔隧道应按其封闭段长度和交通情况分为一、二、三、四类,并应

符合表 12.1.2的规定。

表 12.1.2 单孔和双孔隧道分类

用 途
丁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隧道封闭段长度L(m)

可通行危险化学品等机动车 z>刂 500 500<z图 500 E兰500

仅限通行非危险化学品等机动车 乙)3000 1500(￡兰⒑00 500(E彐 500 ￡兰500

仅限人行或通行非机动车 L)△ 500 L兰1500

12.1.3 隧道承重结构体的耐火极限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ˉ、二类隧道和通行机动车的三类隧道,其承重结构体耐火极限的测定应符

合本规范附录 C的规定:对于一、二类隧道,火灾升温曲线应采用本规范附录 C第

C。 0.1条规定的 RABT标准升温曲线,耐火极限分别不应低于 2.00h和 1.sOh;对 于通

行机动车的三类隧道,火灾升温曲线应采用本规范附录 C第 C。 0.1条规定的 HC标准

升温曲线,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2.0Oh;

2 其他类别隧道承重结构体耐火极限的测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构件耐

火试验方法 第 1部分:通用要求》GB/T9978.1的 规定;对于三类隧道,耐火极限

不应低于 2.00h:对于四类隧道,耐火极限不限。

12.1.4 隧道内的地下设备用房、风井和消防救援出入口的耐火等级应为一级,地面

的重要设备用房、运营管理中心及其他地面附属用房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12.1.5 除嵌缝材料外,隧道的内部装修应采用不燃材料。

12.1.6 通行机动车的双孔隧道,其车行横通道或车行疏散通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

定 :

1 水底隧道宜设置车行横通道或车行疏散通道。车行横通道的间隔和隧道通向

车行疏散通道入臼的间隔宜为 10OOm≈ 1500m;

2 非水底隧道应设置车行横通道或车行疏散通道。车行横通道的间隔和隧道通

向车行疏散通道入口的间隔不宜大于 10OOm:

3 车行横通道应沿垂直隧道长度方向布置,并应通向相邻隧道:车行疏散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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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沿隧道长度方向布置在双孔中间,并应直通隧道外 ;

4 车行横通道和车行疏散通道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4.0m,净高度不应小于 4.5m;

5 隧道与车行横通道或车行疏散通道的连通处,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

12.1.7 双孔隧道应设置人行横通道或人行疏散通道,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人行横通道的间隔和隧道通向人行疏散通道入口的间隔,宜为犭0m~3OOm;
2 人行疏散横通道应沿垂直双孔隧道长度方向布置,并应通向相邻隧道。人行

疏散通道应沿隧道长度方向布置在双孔中间,并应直通隧道外 :

3 人行横通道可利用车行横通道 :

4 人行横通道或人行疏散通道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1.2m,净高度不应小于 2.1m;

5 隧道与人行横通道或人行疏散通道的连通处,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门应采

用乙级防火门。

12.1.8 单孔隧道宜设置直通室外的人员疏散门或独立避难所等避难设施。

12.1.9 隧道内的变电站、管廊、专用疏散通道、通风机房及其他辅助用房等,应采

取耐火极限不低于 2。OOh的防火隔墙和乙级防火门等分隔措施与车行隧道分隔。

12.l。 10 隧道内地下设备用房的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1500m2,每个防火分区的安全出口数量不应少于 2个,与车道或其它防火分区相通

的出口可作为第二安全出口,但必须至少设置 1个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建筑面积不

大于 500m2且无人值守的设备用房可设置 1个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

12.2 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

12。 2.1 在进行城市交通的规划和设计时,应同时设计消防给水系统。四类隧道和行

人或通行非机动车辆的三类隧道,可不设置消防给水系统。

12.2.2 消防给水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消防水源和供水管网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2 消防用水量应按隧道的火灾延续时间和隧道全线同∵时间发生一次火灾计

算确定。一、二类隧道的火灾延续时间不应小于 3。Oh;三类隧道,不应小于 2。 Oh;

3 隧道内的消防用水量应按需要同时开启所有灭火设施的用水量之和计算 ;

4 隧道内宜设置独立的消防给水系统。严寒和寒冷地区的消防给水管道及室外

消火栓应采取防冻措施:当采用干式给水系统时,应在管网的最高部位设置自动排气

阀,管道的充水时间不宜大于㈨s:

5 隧道内的消火栓用水量不应小于 20L/s,

30L人。对于长度小于 100Om的三类隧道,隧道内、

隧道外的消火栓用水量不应小于

外的消火栓用水量可分别为 I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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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口20L/s。

6 管道内的消防供水压力应保证用水量达到最大时,最不利点处的水枪充实水

柱不小于 10.0m。 消火栓栓口处的出水压力大于 0.5MPa时 ,应设置减压设施 ;

7 在隧道出入口处应设置消防水泵接合器和室外消火栓 :

8 隧道内消火栓的间距不应大于 50m,消火栓的栓口距地面高度宜为 1.1m;

9 设置消防水泵供水设施的隧道,应在消火栓箱内设置消防水泵启动按钮 ;

10 应在隧道单侧设置室内消火栓箱,消火栓箱内应配置 1支喷嘴口径 19mm

的水枪、1盘长 25m、 直径65m的水带,并宜配置消防软管卷盘。

12.2.3 隧道内应设置排水设施。排水设施应考虑排除渗水、雨水、隧道清沸等水量

和灭火时的消防用水量,并应采取防止事故时可燃液体或有害液体沿隧道漫流的措

施。

12.2。4 隧道内应设置 ABC类灭火器,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通行机动车的一、二隧道和通行机动车并设置 3条及以上车道的三类隧道 ,

在隧道两侧均应设置灭火器:每个设置点不应少于 4具 ;

2 其他隧道,可在隧道一侧设置灭火器;每个设置点不应少于 2具 ;

3 灭火綦设置点的间距不应大于 100m。

12.3 通风和排烟系统

12.3.1 通行机动车的一、二、三类隧道应设置排烟设施。

12.3.2 隧道内机械排烟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长度太于 30OOm的隧道,宜采用纵向分段排烟方式或重点排烟方式 :

2 长度不大于 30OOm的单洞单向交通隧道,宜采用纵向排烟方式 ;

3 单洞双向交通隧道,宜采用重点排烟方式。

⒓。3.3 机械排烟系统与隧道的通风系统宜分开设置占合用时,合用的通风系统应具

备在火灾时快速转换的功能,并应符合机械排烟系统的要求。

12.3.4 隧道内设置的机械排烟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全横向和半横向通风方式时,可通过排风管道排烟 ;

2 采用纵向排烟方式时,应能迅速组织气流t有效排烟,其排烟风速应根据隧

道内的最不利火灾规模确定,且纵向气流的速度不应小于 2Ws,并应大于临界风速 ;

3 排烟风机和烟气流经的风阀、消声器、软接等辅助设备,应能承受设计的隧

道火灾烟气排放温度,并应能在犭0℃ 下连续正常运行不小于 1。Oh。 排烟管道的耐火

极限不应低于 1。 00h。



12.3.5 隧道的避难设施内应设置独立的机械加压送风系统 ,其送风的余压值应为

30Pa~50Pa。

12.3.6 隧道内用于火灾排烟的射流风机,应至少备用一组。

12.4 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

12.4.1 隧道入口外 100m~150m处 ,应设置隧道内发生火灾时能提示车辆禁入隧道

的警报信号装置。

12.4.2 一、二类隧道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通行机动车的三类隧道宜设置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设置火灾自动探测装置 ;

2 隧道出入口和隧道内每隔 100m~150m处 ,应设置报警电话和报警按钮 :

3 应设置火灾应急广播或应每隔 100m~150m处设置发光警报装置。

12.4.3 隧道用电缆通道和主要设备用房内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2.4.4 对于可能产生屏蔽的隧道,应设置无线通信等保证灭火时通信联络畅通的设

施。

12.4.5 封闭段长度超过 10OOm的隧道宜设置消防控制室,消防控制室的建筑防火要

求应符合本规范第 8.1.7条和第 8.1.8条 的规定。

隧道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

规范》GB sO116的规定。

12.5 供 电及其他

12.5.1 一、二类隧道的消防用电应按一级负荷要求供电:三类隧道的消防用电应按
=

级负荷要求供电。

12。5.2 隧道的消防电源及其供电、配电线路等的其他要求应符合本规范第 10.1节 的

规定。

12.5.3 隧道两侧、人行横通道和人行疏散通道上应设置疏散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

其设置高度不宜大于 1.5m。

一、二类隧道内疏散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的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小于 1。 sh:其他隧

道,不应小于 l。0h。 其他要求可按本规范第 10章的规定确定。



12.5,4 隧道内严禁设置可燃气体管道:电缆线槽应与其他管道分开敷设。当设置

10kV及 以上的高压电缆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 00h的防火分隔体与其他区域

分隔。

12.5.5 隧道内设置的各类消防设施均应采取与隧道内环境条件相适应的保护措施 ,

并应设置明显的发光指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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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建筑高度和建筑层数的计算方法

A。0.1 建筑高度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l 建筑屋面为坡屋面时,建筑高度应为建筑室外设计地面至其檐口与屋脊的平

均高度:

2 建筑屋面为平屋面 (包括有女儿墙的平屋面)时,建筑高度应为建筑室外设

计地面至其屋面面层的高度;

3 同一座建筑有多种形式的屋面时,建筑高度应按上述方法分别计算后,取其

中最大值;

4 对于台阶式地坪,当位于不同高程地坪上的同一建筑之间有防火墙分隔,各
自有符合规范规定的安全出口,且可沿建筑的两个长边设置贯通式或尽头式消防车道

时,可分别计算各自的建筑高度。否则,应按其中建筑高度最大者确定该建筑的建筑

高度;

5 局部突出屋顶的嘹望塔、冷却塔、水箱间、微波天线间或设施、电梯机房、

排风和排烟机房以及楼梯出口小间等辅助用房占屋面面积不大于 1抑 者,可不计入建

筑高度:

6 对于住宅建筑,设置在底部且室内高度不大于2.2m的 自行车库、储藏室、

敞开空间,室内外高差或建筑的地下或半地下室的顶板面高出室外设计地面的高度不

大于 1.5m的部分,可不计入建筑高度。

A。0.2 建筑层数应按建筑的自然层数计算,下列空间可不计入建筑层数:

1 室内顶板面高出室外设计地面的高度不大于 1.5m的地下或半地下室;

2 设置在建筑底部且室内高度不大于2.2m的 自行车库、储藏室、敞开空间;

3 建筑屋顶上突出的局部设备用房、出屋面的楼梯间等。



附录 B 防火间距的计算方法

B。0.1 建筑物之间的防火间距应按相邻建筑外墙的最近水平距离计算,当外墙有凸

出的可燃或难燃构件时,应从其凸出部分外缘算起。

建筑物与储罐、堆场的防火间距,应为建筑外墙至储罐外壁或堆场中相邻堆垛外

缘的最近水平距离 :

B。0.2 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应为相邻两储罐外壁的最近水平距离。

储罐与堆场的防火间距应为储罐外壁至堆场中相邻堆垛外缘的最近水平距离。

B。0.3 堆场之间的防火间距应为两堆场中相邻堆垛外缘的最近水平距离。

B。0.4 变压器之间的防火间距应为相邻变压器外壁的最近水平距离。

变压器与建筑物、储罐或堆场的防火间距,应为变压器外壁至建筑外墙、储罐外

壁或相邻堆垛外缘的最近水平距离。

B。0.5 建筑物、储罐或堆场与道路、铁路的防火间距,应为建筑外墙、储罐外壁或

相邻堆垛外缘距道路最近一侧路边或铁路中心线的最小水平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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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隧道 内承重结构体的耐火极 限试验升温 曲线

和相应 的判定标准

C.0.1 RABT和 HC标准升温曲线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构件耐火试验可供选择

和附加的试验程序》GB/T冗 784的规定。

C。 0.2 耐火极限判定标准

1 当采用 HC标准升温曲线测试时,耐火极限的判定标准为:受火后,当距离

混凝土底表面25mm处钢筋的温度超过犭0℃ ,或者混凝土表面的温度超过 380℃ 时,

则判定为达到耐火极限。

2 当采用 RABT标准升温曲线测试时,耐火极限的判定标准为:受火后,当距

离混凝土底表面 25咖 处钢筋的温度超过 300℃ ,或者混凝土表面的温度超过 380℃

时,则判定为达到耐火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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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

“
严禁

”
;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
”
或
“不得

”
;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

4)表示允许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 本规范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定

”或“应

按。̈⋯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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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外壳防护等级 (IP代码 )》 GB饲 o8

《电梯层门耐火试验》GB/T”9o3

《门和卷帘耐火试验方法》GB%△

《防火门》GB129s5

《防火窗》GB16sO9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0“z

《消防安全标志》GB134%

《建筑通风和排烟系统用防火阀门》GB15” o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GB179o5

《木结构设计规范》GB sOoo5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 sOo13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sO∞ 8

《医用气体工程技术规范》GB sO%1

《锅炉房设计规范》GB5o∝ l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sOOs2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sOOs8

《冷库设计规范》GB sOo92

《石油库设计规范》GB5ooT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j sOOg4

《人民防空ェ程设计防火规范》GB sOo98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sOl16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sO14o

《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sO151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 sO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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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喷雾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219

《火力发电厂和变电站设计防火规范》GB sO” 9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sO⒉ 3

《粮食钢板筒仓设计规范》GB sO322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sO338

《木骨架组合墙体技术规范》GB/T sO“ 1

《住宅建筑规范》GB sO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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