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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 06.1.0.1条 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公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平战结合的人 民防空工

程(以下简称人防工程)中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防止和减少火灾对人防工程的

危害，制定本规范。

第 06.1.0.2条 人防工程的防火设计，必须遵循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针对人防工程发生火灾时

的特点，采取可靠的防火措施，做到保障安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使用方便。

第 06.1.0.3条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供平时使用的下列用途的人防工程：

一、商场、医院、旅馆、餐厅、展览厅、电影院、礼堂、旱冰场、体育场、舞厅、电子游艺场、

图书资料库、档案库等；

二、按火灾危险性分类属于丙、丁、戊类的生产车间和物品库房等。

本规范不适用于地下铁道、公路隧道及剧场等工程。

第 06.1.0.4条 人防工程的耐火等级应为一级。其出入口地面建筑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第 06.1.0.5条 人防工程的防火设计，除执行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规

定。

人防汽车库按现行的国家标准《汽车库设计防火规范》的规定执行。

第二章 总平面布局和平面布置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 06.2.1.1条 人防工程的总平面设计应根据城市的总体规划，合理确定其位置、防火间距、消防

车道和消防水源等。

第 06.2.1.2条 人防工程内不应设置高压锅炉房、氨冷冻站和甲、乙类的生产车间、物品库房。

第 06.2.1.3条 人防工程内严禁采用液化石油气和闪点小于 60℃的液体作燃料。

第 06.2.1.4条 人防工程内不宜设置哺乳室、幼儿园、托儿所及残疾人员工作的场所。

第 06.2.1.5条 人防工程平时使用层数不宜超过两层(丁、戊类生产车间和物品库房除外)，且使用

层的地面(或楼层)与室外地坪的高差不宜超过 10m(米)。
第 06.2.1.6条 商场的营业厅、医院的病房、旅馆的客房以及会议室、展览厅、餐厅、旱冰场、体

育场、舞厅、电子游艺场等宜设置在地下一层。

消防控制室应设置在地下一层直通地面的安全出入口处。

第 06.2.1.7条 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排烟机房、灭火剂钢瓶室、配电室、通信机房、通风和

空调机房等，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3h(小时)的隔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 2h的楼板与其他部位隔开。

隔墙上的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第 06.2.1.8条 人防工程内不宜设置油浸电力变压器室。如必须设置时，应避开人员密集部位和人

流集中的出口，且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3h的隔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 2h的楼板与其他部位隔开。隔

墙上的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油浸电力变压器的下面，应设有贮存变压器全部油量的贮油设施。

第二节 防火间距

第 06.2.2.1条 人防工程的出入口地面建筑与周围建筑物之间的防火间距应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 06.2.2.2条 有采光窗井、排烟竖井的人防工程与相邻地面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06.2.2.2的规定。



防火 地面建筑类别和耐

间距 (m) 火等级

人防工程类别

民用建筑
丙、丁、戊类厂房、

库房

高层民用

建筑

甲、乙

类厂

房、库

房

一、二

级

三

级

四

级

一、二

级
三级 四级 主体

附

属

丙、丁、戊类生产车间、

物品库房
10 12 14 10 12 14 13 6 25

其他人防工程 6 7 9 10 12 14 13 6 25

注：1.防火间距按人防工程有窗外墙或排烟竖井壁相邻地面建筑外墙的最近距离计算。

2.当相邻的地面建筑物外墙为防火墙时，其防火间距不限。

第三章 防火、防烟分区和建筑构造

第一节 防火和防烟分区

第 06.3.1.1条 人防工程内应采用防火墙划分防火分区。防火分区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防火分区应在人防工程各出入口最里一道密闭门的范围内划分。

二、水泵房、污水泵房、水库、厕所、盥洗间的面积可不计入防火分区的面积之内。

三、防火分区的划分宜与人防工程的防护单元相结合

第 06.3.1.2条 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使用面积不应超过 400m2(米 2)(本规范另有规定者除外)。
当设有自动灭火设备时，最大允许使用面积可增加一倍；局部设置时，增中的面积可按该局部面积的

一倍计算。

第 06.3.1.3条 电影院、礼堂的观众厅，防火分区最大允许使用面积不应超过 1000m2。
当设有自动灭火设备时，其最大允许使用面积也不得增加。

第 06.3.1.4条 丙、丁、戊类物品库房的防火分区最大允许使用面积应符合表 06.3.1.4的规定。当

设有自动灭火设备时，应符合本规范第 06.3.1.2条的有关规定。

贮存物品类别 防火分区最大允许使用面积 ( m2 )

丙

闪点≥60℃的可燃液

体
500

可燃固体 700

丁 1000

戊 1500

第 06.3.1.5条 人防工程内设有内跳台、走马廊、开敞楼梯、自动扶梯等上下连通层， 应作为一

个防火分区，其使用面积之和应符合本规范的有关规定，且连通的层数不宜超过两层。

第 06.3.1.6条 需设排烟设施的部位，应划分防烟分区，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每个防烟分区的使用面积不应大于 400m2。但当顶棚(或顶板)高度在 6m以上时，可不受此限。



二、防烟分区不得跨越防火分区。

第 06.3.1.7条 需设排烟设施的走道，净高不超过 6m的房间，应采用挡烟垂壁、隔墙

或从顶棚突出不小于 0.5m的梁划分防烟分区，梁或垂壁底至室内地面的高度不应小于 1.8m。

第二节 系统的形式及设备布置

第 06.3.2.1条 防火墙应直接设置在基础上或耐火极限不低于 4h的承重构件上。

第 06.3.2.2条 防火墙上不应开设门窗，当必须开设时，应设甲级防火门窗。

第 06.3.2.3条 存放图书、资料、档案及可燃物的平均重量超过 200kg/ m2 (公斤/ m2)的房间，其隔

墙和楼板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2h。隔墙上的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第 06.3.2.4条 电影院、礼堂的观众厅和舞厅之间的墙，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2.5h。放映室(包括卷片)
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1h墙与其他部位隔开。观察窗和放映孔应设阻火闸门。

第三节 装修和构造

第 06.3.3.1条 疏散走道、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等人员疏散的部位，其墙和顶部的装修应采用

非燃材料。其他部位的装修不应采用可燃材料。。

严禁使用塑料类制品作装修材料(塑料壁纸除外)。
第 06.3.3.2条 管道穿越防火墙、楼板及设有防火门的隔墙时，应用非燃材料将管道周围的空隙紧

密填塞。

第 06.3.3.3条 通过防火墙或设有防火门的隔墙下的地沟，应将防火墙或隔墙伸至地沟底板。

当风道通过防火墙或设有甲级防火门的隔墙时，应采取阻火措施。

第 06.3.3.4条 变形缝(包括沉降缝、伸缩缝)的表面装饰层不应采用可燃材料。

第四节 防火门和防火卷帘

第 06.3.4.1条 防火门分为甲、乙、丙三级。其耐火极限甲级应为 1.2h；乙级应为 0.9h；
丙级应为 0.6h。

第 06.3.4.2条 钢筋混凝土的防护密闭门或密闭门可代替防火门。

第 06.3.4.3条 防火门宜为平开门，并在关闭后能从任何一侧手动开启。用于疏散楼梯间或主要通

道上的防火门应采用单向弹簧门，并应向疏散方向开启。

第 06.3.4.4条 当人防工程中设置防火墙或防火门有困难时，可采用水幕保护的防火卷帘代替。

第四章 安全疏散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 06.4.1.1条 安全出口的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每个防火分区安全出口的数量不应少于两个。并宜有一个直通地上的安全出口。

与相邻防火分区连通的防火门可作为第二个安全出口。竖井爬梯出口不得作为安全出口

二、电影院、礼堂、商场、展览厅、餐厅、旱冰场、体育场、舞厅、电子游艺场等， 应有两个直

通地上的安全出口。

三、人防工程的使用面积不超过 50m2，且经常停留在人数不超过 10人时，可只设一个直通地上

的安全出口。

四、坑道、地道工程必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直通地上的安全出口。

第 06.4.1.2条 安全出口宜按不同方向分散设置。安全疏散距离应满足下列规定：

一、房间内最远点至房间门口的距离不应超过 15m。

二、房间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最大距离：医院应为 24m；旅馆应为 30m；其他工程应为 40m。位

于袋形走道两侧或尽端的房间，其最大距离不应超过上述相应距离的一半。

第 06.4.1.3条 安全出口门，楼梯和疏散走道的宽度应按其通过人数每 100人不小于 1m净宽计算。



每樘门的疏散人数不应超过 250人。安全出口门、楼梯、疏散走道的最小净宽应符合表 06.4.1.3的规

定。

工程名称
安全出口、楼梯的

净宽 (m)
疏散走道净宽 (m)

单面布置房间 双面布置房间

电影院、礼堂、商场、展览厅、

旱冰场、体育场、舞厅、电子游

艺场等

1.50 1.50 1.30

医院 1.30 1.50 1.80

旅馆、餐厅 1.00 1.20 1.50

车间、库房及其他工程 1.00 1.20 1.50

第 06.4.1.4条 设固定座位的电影院、礼堂的观众厅内走道的宽度应按其通过人数每 100人不小于

0.6m计算。边走道净宽不宜小于 0.8m。其他走道净宽不宜小于 1.0m。

观众厅的座位布置，横走道之间的排数不宜超过 20排。纵走道之间每排座位不宜超过 22个。当

前后排座位的排距不小于 0.9m时，可增至 44个。只一侧有纵走道时，其座位数应减半。

第 06.4.1.5条 疏散走道应减少曲折并能向两个方向疏散，疏散走道内不宜设置门槛、阶梯和突出

物等；电影院、礼堂观众厅疏散出口的门应向外开。靠近门口 1.4m以内，不应设踏步。

第二节 疏散楼梯间、楼梯

第 06.4.2.1条 人防工程当使用层超过二层或使用层与室外地坪高度差超过 10m的下列工程，应设

防烟楼梯间：

一、电影院、礼堂；

二、使用面积超过 500m2的医院、旅馆；

三、使用面积超过 1000m2的商场、展览厅、旱冰场、体育场、舞厅、电子游艺场、餐厅等其他类

似工程。

第 06.4.2.2条 防烟楼梯间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防烟楼梯间入口处应设前室，前室面积不应小于 10m2；
二、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应设防烟排烟设施；

三、通向前室和楼梯间的门应设乙级防火门，并应向疏散方向开启。

第 06.4.2.3条 疏散楼梯间及前室内不应有影响疏散的突出物。

第 06.4.2.4条 疏散楼梯间在各层的位置应上下贯通，每层楼梯总宽度应按其通过人数每 100人不

小于 1m计算。各层人数不等时，应按最多一层的人数计算。楼梯最小净宽应符合表 06.4.2.4的规定。

工程名称 楼梯最小净宽 (m)



商场、展览厅、餐厅、旱冰场、体育场、舞厅、电子游艺

场等
1.50

医院 1.30

旅馆 1.10

车间、库房 1.10

第 06.4.2.5条 疏散楼梯不宜采用螺旋楼梯。疏散走道的阶梯不宜采用扇形踏步。当踏步上、下级

所形成的平面角不超过 100(度)，且每级离扶手 0.25m处的踏步宽度超过 0.22m时，可以采用螺旋楼

梯和扇形踏步。

楼梯和阶梯宽度大于或等于 1.4m时，宜设双面扶手。

楼梯和阶梯各级踏步高度应一致。

第 06.4.2.6条 人防地下室楼梯间通向地面建筑的底层出口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3h隔墙与其他

部位隔开，并应直通室外。

在隔墙上开门时，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第五章 防烟、排烟和通风、空气调节

第一节 防烟、排烟

第 06.5.1.1条 下列人防工程应设置防烟、排烟设施：

一、使用面积超过 500m2的商场、医院、旅馆等；

二、难燃材料装修时，使用面积超过 500m2或非燃材料装修时，使用面积超过 1000 m2的餐厅、

展览厅、旱冰场、体育场、舞厅、电子游艺场等；

三、使用面积超过 1000 m2的图书、资料、档案库和丙、丁类生产车间；

四、电影院、礼堂；

五、设置有防烟楼梯间的人防工程。

第 06.5.1.2条 符合本规范第 06.5.1.1条规定的人防工程中的下列部位应设防烟、排烟设施：

一、疏散走道；

二、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

三、使用面积超过 100 m2，且经常有人停留和可燃物较多的房间。

第 06.5.1.3条 丙、丁、戊类物品库宜采用密闭防烟措施。

第 06.5.1.4条 走道或房间采用机械排烟时，排烟风机的风量计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担负一个防烟分区排烟时，应按该防烟分区面积每平方米不小于 60 m3/h(米 3/小时)计算。但

风机的最小排烟风量不应小于 7200 m3/h。
二、担负两个或两个以上防烟分区排烟时，应按最大防烟分区面积每平方不小于 120 m3/h计算。

第 06.5.1.5条 走道或房间采用自然排烟时，其排烟口总面积(当利用采光窗井排烟时为窗口排烟的

有效面积)不应小于该防烟分区面积的 2%。。

第 06.5.1.6条 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宜采用独立的机械加压送风。

第 06.5.1.7条 每个防烟分区内必须设置排烟口，并应设在顶棚或墙面上部的排烟有效部位，且与

该防烟分区内最远点的水平距离不应超过 30m。

第 06.5.1.8条 排烟口平时应处于关闭状态，可采用手动或自动开启方式。手动开启装置的位置应

便于操作。

第 06.5.1.9条 排烟风机宜采用离心式风机，并应在烟气温度 280℃时能连续工作 30min(分钟)。

第 06.5.1.10条 排烟风机与排烟口应设有联动装置，当任何一个排烟口开启时，排烟风机应自动

起动。

排烟风机的入口处，应设当烟气温度超过 280℃时能自动关闭的防火阀，并与排烟风机联锁。



第 06.5.1.11条 机械排烟和加压送风管道的风速，当采用金属风道时，不应大于 20m/s(米/秒)；当
采用内表面光滑的混凝土等非金属风道时，不应大于 15m/s。

排烟口的风速不宜大于 10m/s；送风口的风速不宜大于 15m/s。
第 06.5.1.12条 排烟口、排烟阀门、排烟管道必须采用非燃材料制成。并与可燃物的距离不应小

于 15cm(厘米)。
第 06.5.1.13条 机械排烟系统宜单独设置。如利用工程通风、空气调节系统进行排烟时，必须采

取可靠的安全措施。并应设有在火灾时将通风、空气调节系统自动转换为排烟系统的装置。

第 06.5.1.14条 排烟管道不宜穿过防火墙，如必须穿过时，应设置烟气温度超过 280℃时能自动关

闭的防火阀，并与排烟风机联锁。

第二节 通风、空气调节

第 06.5.2.1条 电影院的防映机室应设独立的排风系统。

第 06.5.2.2条 采用气体自动灭火设备的房间，应设有排除废气的装置。与该房间连通的各种风管

应设自动关闭阀门。

第 06.5.2.3条 通风、空气调节系统水平管道宜按防火分区设置。

第 06.5.2.4条 通风、空气调节系统的通风机及风管应采用非燃材料制作。但接触腐蚀性气体的风

管及柔性接头，可采用难燃材料制作。

第 06.5.2.5条 风管和设备的保温材料应采用非燃材料；消声、过滤材料及粘结剂应采用非燃材料

或难燃材料。

第 06.5.2.6条 风管不宜穿过防火墙，如必须穿过时，应在穿过防火墙处设防火阀。

第 06.5.2.7条 通风、空气调节系统的送风管和回风管，当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设防火阀：

一、送、回风总管穿过通风机房的隔墙或楼板处；

二、通过设有防火门的房间的隔墙和楼板处；

三、每层送、回风水平干管同垂直总管的交接处；

第 06.5.2.8条 防火阀的温度熔断器与火灾探测器等联动的自动关闭装置等一经动作，在火灾时防

火阀应能顺气流方向自行严密关闭。温度熔断器的作用温度宜为 70℃。

第 06.5.2.9条 防火阀应设单独的支、吊架。当防火阀暗装时，应在防火阀安装部位的吊顶或隔墙

上设检修口。

第六章 消防给水、排水和灭火设备

第一节 灭火设备的设置范围

第 06.6.1.1条 下列人防工程和部位应设室内消火栓：

一、使用面积超过 300m2的商场、医院、旅馆、展览厅、旱冰场、体育场、舞厅、电子游艺场等；

二、使用面积超过 450m2的餐厅，丙类和丁类生产车间，丙类和丁类物品库房；

三、电影院、礼堂；

四、消防电梯间前室。

第 06.6.1.2条 下列人防工程和部位应设自动喷水灭火设备：

一、使用面积超过 1000m2的商场、医院、旅馆、餐厅、展览厅、旱冰场、体育场、舞厅、电子游

艺场、丙类生产车间、丙类和丁类物品库房等；

二、超过 800个座位的电影院、礼堂的观众厅，且吊顶下表面至观众席地面高度不超过 8m时，舞

台面积超过 200m2时；

三、代替防火墙的防火卷帘的上部。

第 06.6.1.3条 柴油发电机室、油浸变压器室、大中型电子计算机机房、通讯机房、图书、资料、

档案库等，宜设卤代烷或二氧化碳等灭火设备。



第二节 消防水源

第 06.6.2.1条 消防用水可由市政给水管道、人防工程内、外水源井、消防水池或地表水源供给。

第 06.6.2.2条 当采用市政给水管道直接供水，消防用水量达到最大时，其水压应满足室内最不利

点灭火设备的要求。利用天然水源时，应确保枯水期最低水位时的消防用水量。

第三节 消防用水量

第 06.6.3.1条 室内消火栓用水量，不应小于表 06.6.3.1的规定。

工程名称 楼梯最小净宽 (m)

商场、展览厅、餐厅、旱冰场、体育场、舞厅、电子游艺

场等
1.50

医院 1.30

旅馆 1.10

车间、库房 1.10

第 06.6.3.2条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用水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的

有关规定。

第 06.6.3.3条 设有室内消火栓、自动喷水等灭火设备时，其消防用水量应按需要同时开启的上述

设备用水量之和计算。

第四节 消防水池

第 06.6.4.1条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设消防水池：

一、当市政给水水量或天然水源不能确保消防用水时；

二、当市政给水为枝状管道或人防工程只有一条进水管时。

注：室内消防用水总量不超过 10L/s(升/秒)时可以不设消防水池。

第 06.6.4.1条 消防水池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消防水池的容量按 1h消防用水量计算，在发生火灾时能保证连续向水池补水的条件下，消防

水池的容量可按 1h消防用水量减去 1h的补水量计算，但水池的最小容量不应小于 36m3(米 3)；
二、消防用水与机械、生活、空调用水合并的水池，应有确保消防用水不被他用的技术措施；

三、消防水池补水时间，不应超过 48h。

第五节 水泵接合器和室外消火栓

第 06.6.5.1条 当消防用水量超过 10L/s时，应在人防工程外设水泵接合器。距水泵接合器 40m内，

应设有室外消火栓。

第 06.6.5.2条 水泵接合器和室外消火栓的数量，应按人防工程内消防用水量确定，每个水泵接合

器的流量应按 10～15L/s计算。

第 06.6.5.3条 水泵接合器和室外消火栓应设在便于消防车使用的地点，距人防工程出入口不宜小

于 5m。室外消火栓距路边不宜超过 2m。

水泵接合器和室外消火栓应有明显标志。



第六节 室内消防给水管、室内消火栓

第 06.6.6.1条 室内消防给水管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消防用水与其他用水合并的室内管道，当其他用水达到最大小时流量时，应仍能供给全部消

防用水量；

二、室内消火栓超过 10个时，消防给水管宜布置成环状，人防工程的进水管宜设两条，当其中一

条进水管发生故障时，另一条应仍能供给全部消防用水量；

三、室内消防给水管道应用阀门分成若干独立段，当某段损坏，停止使用的消火栓一次最多不宜

超过 5个。

阀门应有明显的开闭标志。

第 06.6.6.2条 室内消火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水枪充实水柱不应小于 10m。

二、室内消火栓栓口处的静水压力不应大于 80000mmH2O(80m水柱)。
三、室内消火栓的间距，当保证同层相邻两支水枪的充实水柱同时到达被保护范围内任何部位时，

不应大于 30m；当保证有一支水枪的充实水柱到达室内任何部位时，不应大于 50m。同一工程应采用

统一规格的消火栓、水枪和水带，每根水带长度不应超过 25m。

四、室内消火栓应设在明显易于取用的地点，栓口出水方向宜与设置消火栓的墙面成 900角。栓

口离地面高度宜为 1.2m。

五、设有消防水泵时，每个消火栓处应设置启动水泵的按钮。

第七节 消防水泵

第 06.6.7.1条 消防水泵应设备用泵，备用水泵的工作能力不应小于主要消防水泵。但当消防用水

量不超过 25L/s时，可以不设备用泵。

第 06.6.7.2条 每台消防水泵应设独立的吸水管，采用自灌式吸水。水泵的出水管上应装设试验和

检查用的放水阀门。

第八节 消防排水

第 06.6.8.1条 设有消防给水的工程，应设消防排水设备或设施。

第 06.6.8.2条 消防排水设施宜与生活污水排水设施合并设置。

第七章 电 气

第一节 消防电源及其配电

第 06.7.1.1条 消防用电应按二级负荷的要求供电。

火灾事故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灯可用蓄电池作备用电源，但其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少于 30min。
第 06.7.1.2条 消防用电设备的两路电源或两回路供电线路应在末级配电箱处自动切换。当采用柴

油发电机组做备用电源时，应设自动启动装置。

第 06.7.1.3条 消防用电设备应采用单独的供电回路。

第 06.7.1.4条 设在人防工程内的电力变压器宜采用干式变压器。变压器室的门、窗、孔、洞应设

防动物进入的设施。

第 06.7.1.5条 人防工程内的消防配电设备及其电缆、电线等宜选用防潮防霉型产品；

电缆电线应选用铜芯线；蓄电池应采用封闭型产品。

第 06.7.1.6条 消防用电设备的配电线路应穿金属管保护(不包括火灾自动报警设备的信号传输线

路)，暗敷时应敷设在非燃烧体内，其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3cm，明敷时必须在金属管外壁上采取防

火措施。采用非延燃性绝缘、护套电线时，可直接敷设在电缆沟(槽)内。

电缆、电线管穿过墙、板的孔、洞应用非燃材料堵塞。



第 06.7.1.7条 消防按钮(包括手动报警按钮、水泵启动按钮等)应有防止误操作的保护措施。

第 06.7.1.8条 消防用电设备、消防配电盘及控制箱应有明显标志。

第二节 室内消防给水管、室内消火栓

第 06.7.2.1条 人防工程的下列部位应设置火灾事故照明：

一、疏散走道及安全出口、疏散楼梯间；

二、值班室、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消火栓外、变配电室、柴油发电机室、通信机房、通风

空调及排烟机房等；

三、观众厅、展览厅、餐厅、医院、旅馆、商场营业厅、旱冰场、体育场、舞厅、电子游艺场等

人员比较密集的场所。

第 06.7.2.2条 火灾事故照明灯在疏散走道上的最低照度不应低于 5 lx(勒克斯)。
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柴油发电机室、变配电室、通风空调、排烟机房等房间的火灾事故照

明，应保持最低工作照明的照度。

第 06.7.2.3条 疏散走道及其交叉口、拐变处、安全出口等处应设置疏散指示标志灯。

第 06.7.2.4条 疏散指示标志灯的间距应不大于 10m，距地面高度应为 1～1.2m。标志灯正前方 0.5m
处的地面照度不应低于 1 lx。

第 06.7.2.5条 火灾事故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灯工作电源断电后，应能自动投合。

第 06.7.2.6条 火灾事故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灯应采用玻璃或其他非燃材料制作的保护罩。

第三节 灯 具

第 06.7.3.1条 人防工程内潮湿场所应采用防潮型灯具；柴油发电机的油库、蓄电池室等房间应采

用密闭型灯具。

第 06.7.3.2条 灯具的安装方式宜采用吊式(链、线等)安装，不应用粘结方式固定灯具。

第 06.7.3.3条 卤钨灯、高压汞灯(包括镇流器)、日光灯镇流器、白炽灯等不应直接安装在可燃装

修或可燃构件上。

第 06.7.3.4条 卤钨灯和额定功率为 100W(瓦)以上的白炽灯泡的吸顶灯、槽灯、嵌入式灯的电源引

入线应采用瓷管、石棉等非燃材料作隔热保护。

灯具的高温部位靠近可燃物时，应采取隔热及通风散热等防火措施。

第 06.7.3.5条 可燃物品库房内不应设置卤钨等高温照明器。

第四节 火灾自动报警装置和消防控制室

第 06.7.4.1条 下列人防工程或房间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装置：

一、使用面积超过 1000m2的商场、医院、旅馆、展览厅等；

二、使用面积超过 1000m2的丙、丁类生产车间和丙、丁类物品库房；

三、电影院和礼堂的舞台、放映室、观众厅、休息室等火灾危险性较大的部位；

四、大、中型计算机房、通信机房、变压器室、柴油发电机室及重要的实验室、图书、资料、档

案库等。

第 06.7.4.2条 火灾探测器的安装高度低于 2.4m时，应选用半埋入式探测器或外加保护网。

第 06.7.4.3条 设有火灾自动报警装置和固定灭火设备或机械防排烟设备的人防工程，应设置消防

控制室。消防控制室可与地面建筑的消防控制室或人防工程内的值班室、通信机房、配电室等房间合

用。其控制设备一般应具有以下功能：

一、接收火灾报警、显示火灾报警的部位；

二、发出火警信号和安全疏散指令；

三、启动消防水泵、固定灭火设备；控制通风、空调系统；开启防烟、排烟设施，关闭电动防火

门、防火阀、防火卷帘等；

四、显示电源及各种消防用电设备的工作状态；



五、消防控制室应设置报警电话。

序

号
名 词 曾用名 解 释

1 坑道工程
利用自然岩土层作防护层的筑城工程。将构筑在山体内的工程，称为

坑道工程

2 地道工程
利用自然岩土层作防护层的筑城工程。将构筑在平坦地形上的工程，

称为地道工程

3 人民防空地下室 构筑在地面建筑下面，有防护功能的地下室

4 使用面积
系指工程各口最里一道密闭门 ( 或防密门 ) 以内的建筑面积中，除

去工程结构面积外的净面积

5 安全出口
凡符合本规范规定的疏散走道、楼梯间、通向相邻防火单元和直通地

面的门

6 疏散走道 安全出口和房间之间，限于人员疏散的步行走道

7 防烟楼梯间
在每层楼梯间和主体建筑之间设有专用防烟排烟设施，能达到防烟目

的的楼梯间

8 封闭楼梯间 设有能阻烟的防火门及人防工程专用的密闭门、防密门的楼梯间

9 灭火设备
本规范所指的灭火设备，包括固定式、非固定式灭火设备，其中固定

式分为有管、无管及独立式系统。不包括小型灭火器

10 疏散指示标志灯
在工程内疏散走道上，装有非燃材料制作的保护罩上标有指示方向的

灯

附录一 名词解释

疏散楼梯的最小净宽 表 06.4.2.4

疏散楼梯的最小净宽 表 06.4.2.4

安全出口门、楼梯、疏散走道的最小净宽 表 06.4.1.3

丙、丁、戊类物品库房防火分区最大允许使用面积 表 06.3.1.4

采光窗井、排烟竖井与相邻地面建筑的防火间距 表 06.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