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教育系统重大事故
隐患判定指南》的通知

教发厅函〔2024〕2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部属各

高等学校、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

现将《教育系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指南》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教育部办公厅

2024年 6月 24日

教育系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指南

2024年 6月 24日教育部办公厅正式印发《教育系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

指南》旨在深入贯彻《教育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24—2026年）提升校园安全标准规范工作要求明确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的教育系统重大隐患排查工作流程、排查标准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条 为科学判定、及时消除教育系统重大事故隐患，有效防范和遏

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筑防火通用规范》《校车安全管理

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学校

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高等学校实验室消防安全管理规范》《中

小学校、幼儿园消防安全十项规定》等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按照从严治理、



防微杜渐、注重实效原则，结合教育系统工作实际，制定本指南。

第二条 本指南主要适用于教育系统存在的危害程度较大，可能造成群

死群伤或重大财产损失，或引起严重社会影响的重大隐患判定，包括校园消

防、校舍安全、食品安全、实验实训、校车校园交通、预防拥挤踩踏、特种

设备使用及水电气热运行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

第三条 消防管理重大事故隐患判定:

（一）直接判定（存在任意一条，则直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1.未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工作责任体系，落实各级各岗位人员消防安全责

任的。

2.学生宿舍、幼儿园儿童用房设置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幼儿园儿童用

房设置在四层及以上的。

3.在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和集体宿舍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使用、储存

易燃易爆危险品的，或采用彩钢夹芯板搭建，且彩钢夹芯板芯材的燃烧性能

等级低于 A级（GB8624）的。

4.未按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

统、消火栓及防烟排烟系统等，或已设置但不符合标准或不能正常使用的；

学生宿舍或午休室未安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者具有联网功能的独立式火灾

探测报警器的。

5.校内施工实施电焊、气焊、切割、使用喷灯等明火作业未办理动火审

批手续，未落实现场安全监管的。

6.电动自行车（含电池）入楼或私拉乱接电线、飞线充电的。

7.校园内的教室、宿舍、图书馆、食堂等各类房屋建筑，在施工前未依

法取得消防设计审查合格意见的，或在投入使用前未取得消防验收（备案）

合格意见的。校园内的宾馆、饭店、商场（含超市）等公众聚集场所，未经

消防救援机构许可擅自投入使用、营业的。

8.校园内人员密集场所未按规定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安全出口数量不



足或其总净宽度小于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规定值的 80%。

9.校园内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包

括但不限于外窗被铁栅栏、铁丝网等封堵或被广告牌等遮挡等情形）。

10.实验室内违规存放、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品；存放、使用易燃易爆危险

品的实验室设置在建筑的地下室或半地下室。

（二）综合判定（存在任意 3条及以上，则综合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1.未按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规定或城市消防规划的要求设置消

防车道或消防车道被堵塞、占用的。

2.建筑之间的既有防火间距被占用或小于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

规定值的 80%。

3.未按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规定设置除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

动灭火系统、消火栓系统、防烟排烟系统外的其他固定消防设施，并定期维

护保养检测，不能正常使用的。

4.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未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的；或按要求应设而

未设专业消防管理人员的。

5.安全出口数量或宽度不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规定，或既

有安全出口被封堵。

6.按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规定，建筑物应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

或疏散楼梯而未设置。

7.原有防火分区被改变并导致实际防火分区的建筑面积大于国家工程建

设消防技术标准规定值的 50%。

8.防火门、防火卷帘等防火分隔设施损坏的数量大于该防火分区相应防

火分隔设施总数的 50%。

9.未按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规定设置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

或所设置设施的损坏率大于标准规定要求设置数量的 50%。

10.高层建筑封闭楼梯间或防烟楼梯间的门的损坏率大于其设置总数的



20%。

11.高层建筑的消防车道、救援场地设置不符合要求或被占用，影响火灾

扑救。

第四条 校舍使用存在以下行为之一的，应直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一）与周边环境存在下列之一情况的:

1.建设在地震断裂带、低洼地、滑坡地段、泥石流地区、洪水沟口或泄

洪区等自然灾害频发地段。

2.毗邻集贸市场、娱乐场所、殡仪馆、医院太平间、传染病院或医院传

染病房等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和危及学生安全。

3.与地铁、轻轨、高速公路、城市干道、机场及飞机起降航线安全防护

距离不符合有关规定。

4.周边设有输气输油管、各类污染源、高压电设施、生产经营储存有毒

有害危险品。

（二）地基基础经鉴定出现不均匀沉降，或部分承重构件存在损伤、裂

缝或变形的。

（三）存在未经竣工验收或验收不合格即交付使用的。

（四）擅自改变学校用房使用功能及用途，违规搭建构筑物、分隔房间

或临时增加宿舍房间、超原设计标准增设床（铺）位的。

（五）使用 C、D级危房的。

（六）在校舍屋顶超设计荷载限值堆放物品或增加设备设施的，或在楼

内放置超过楼面荷载重量物品的。

（七）建筑阳台、窗台、楼梯及公共通道等临边栏杆不牢固，以及防护

高度未达到相关标准要求的。

（八）体育馆、图书馆、活动中心、食堂、会议室、礼堂等大跨度钢结

构建筑未按要求进行维护保养和安全评估，或未按照规范要求进行屋顶防水

维修作业的。



第五条 食品安全管理中存在以下行为之一的，应直接判定为重大事故

隐患:

（一）学校食堂、承包经营学校食堂的企业、校外供餐单位、食材供应

企业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

（二）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人员未取得有效健康证明的。

（三）食品及原料进货来源不明，未落实可追溯机制的。

（四）采购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食品、食品原料和食品添加剂的。

（五）食品加工操作不规范、不卫生，可能造成食品污染的。

（六）贮存环境不符合要求，导致食品、食品原料变质或受到污染的。

（七）未按规定贮存、使用食品添加剂的。

（八）餐用具不合格、未消毒或使用不合格洗涤剂的。

（九）非食堂从业人员未经允许进入食品处理区的。

（十）承包经营食堂转包、分包的。

第六条 实验实训管理中存在以下行为之一的，应直接判定为重大事故

隐患:

（一）未建立健全并落实学校、二级单位和实验室（实训场所）安全管

理三级责任体系的。

（二）实验人员在未得到安全准入的条件下进入实验室（实训场所）开

展实验活动的。

（三）未建立实验室（实训场所）重要危险源（包括各类剧毒、易制爆、

易制毒、爆炸品等有毒有害化学品，各类易燃、易爆、有毒、窒息、高压等

危险气体，动物及病原微生物，辐射源及射线装置，同位素及核材料，危险

性机械加工装置，强电强磁与激光设备，特种设备等）风险管控方案（包括

但不限于实验室分级分类；高风险等级实验室的备案与监督；制定应急预案

并定期演练；按等级实施安全检查、安全培训、安全评估、条件保障等管理）

的。



（四）涉及重要危险源的实验时，未进行安全风险分析及制定相应防护

措施的。

（五）未经主管部门许可擅自建设、使用、转让涉及重要危险源实验室

（实训场所）或设备的。

（六）违规购买、存储、使用、运输、转让或处置重要危险源的。

（七）在实验室（实训场所）内使用超出其安全许可范围的实验材料、

设备或进行超出其安全等级的实验活动的。

（八）未按法律法规以及行业标准、安全技术规范等规定要求落实重大

设施设备（包括存储剧毒、易制爆化学品，危废贮存站，备案生物实验室，

涉源场所，特种设备等设施设备）定期环评、检测、监测、维保的。

（九）实验室（实训场所）内超量存放危险化学品；或大量使用危险气

体且无气体浓度报警措施或通风设施不合格；或超规使用危险设备尤其是大

型设备的。

（十）实验室未按照行业标准落实应急与急救设施设备的，未配置安全

防护用品的。

第七条 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校车、校园交通安全管理中存在以下行为之

一的，应直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一）使用未取得校车标牌的车辆提供校车服务，或者使用未取得校车

驾驶资格的人员驾驶校车的。

（二）配备校车的学校、校车服务提供者未指派照管人员随校车全程照

管乘车学生的。

（三）未建立完善学校交通安全管理制度，或由校车服务提供者提供校

车服务，学校未与校车服务提供者签订校车安全管理责任书，明确各自安全

管理责任的。

（四）未按照校内功能分区及校内车辆通行需求，分类实施车辆禁行、

限行管理的；未实施校内人车分离管理，且学生步行出入口与机动车出入口



未在空间或时间上分开设置的。

（五）未设置校门口车辆缓冲区及防冲撞设施（阻车桩、拒马桩等）的。

第八条 国家行业部门对危险化学品、燃气、特种设备、拥挤踩踏、房

屋市政工程等方面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九条 自查或检查中应成立不少于 3人工作组（由相关领域技术和管

理专家组成），结合现场证据讨论后，对事故隐患作出结论性判定意见。对

于情况复杂的，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商请有关部门或者组织有关专家，依

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等，研究论证后综合判定。

第十条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本指南，结合实际丰富完善本行政

区域内学校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指南（含部委所属高校）。

第十一条 本指南自印发之日起实施。2023年 9月 4日印发的《教育

系统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指引（试行）》（教发厅函[2023]22号）同时废止。

教育部《教育系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指南》
消防部分解读

一、教育部出台《教育系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指南》的背景

1、2021-202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实施期间，也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总动员、总部署，要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改革任务的落实。

2、全面遏制火灾事故、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加快经济持续发展、促进

社会和谐稳定的现实需要。

3、实现依法治国，全面落实《安全生产法》《消防法》《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

2024-2026年》总要求。



4、为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进一步提高风险隐患排查

整治质量，持续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印发《关

于学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的通知》，要求纳入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

和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国务院安委会各有关成员单位通过深入剖析重特大

生产安全事故，对易导致群死群伤的“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

和“安全管理缺陷”等关键因素进行梳理归纳，制修订了 51个行业领域重大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或重点检查事项，用于更好指导生产经营单位开展重大事故

隐患自查自改、指导有关部门开展监督检查和监管执法，为防范遏制重特大

事故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教育部《教育系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指南》解读：

（一）直接判定

1、未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工作责任体系，落实各级各岗位人员消防安全责

任的。主要是指没有层层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未有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

未有明确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法人、消防安全管理人、消防安全岗位等职

责，“三管三必须“执行不到位，台账未落实、制度不健全。中小学校、幼儿

园应当建立逐级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消防工作归口管理部门，细化

各部门和教职员工、保安、厨房工作人员、宿舍管理员、电工、消防控制室

值班操作人员等岗位人员的消防安全责任。

2、学生宿舍、幼儿园儿童用房设置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幼儿园儿童用

房设置在四层及以上的。《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50099-2011）第 6.2.24

条规定，学生宿舍不得设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因此，学生宿舍、幼儿园儿

童用房严禁设置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幼儿园儿童用房严禁设置在四层及四

层以上。

3、在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和集体宿舍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使用、储存

易燃易爆危险品的，或采用彩钢夹芯板搭建，且彩钢夹芯板芯材的燃烧性能

等级低于 A级（GB8624）的。 近年来，采用聚苯乙烯、聚氨酯作为芯材的



金属夹芯板材的建筑火灾多发，短时间内即造成大面积蔓延，产生大量有毒

烟气，导致金属夹芯板材的垮塌和掉落，不仅影响人员安全疏散，不利于灭

火救援，而且造成了使用人员及消防救援人员的伤亡。

类似可燃、易燃材料的使用，导致火灾迅速蔓延，人员疏散逃生困难。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 6.5.3条规定，建筑下列部位的

顶棚、墙面和地面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均应为 A级：

（1）避难走道、避难层、避难间；

（2）疏散楼梯间及其前室；

（3）消防电梯前室或合用前室。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规范》（GB50222-2017）第 5.1.1条规定，单、多

层养老院、托儿所、幼儿园的居住及活动场所，顶棚、墙面、地面、隔断、

固定家具、装饰织物的装修材料燃烧性能分别不应低于 A级、A级、B1级、

B1级、B2级、B1级。教学场所、教学实验场所，顶棚、墙面、地面、隔断、

固定家具、装饰织物的装修材料燃烧性能分别不应低于 A级、B1级、B2级、

B2级、B2级、B2级。因此，对于中小学校和幼儿园的疏散楼梯间和前室、

幼儿园居住及活动场所的顶棚和墙面、教室的顶棚，均应采用不燃材料进行

装修装饰，并且要从严控制可燃装修装饰材料的使用，严禁使用易燃、可燃

板材、彩钢板搭建建（构）筑物、分隔房间。

4、未按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

统、消火栓及防烟排烟系统等，或已设置但不符合标准或不能正常使用的；

学生宿舍或午休室未安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者具有联网功能的独立式火灾

探测报警器的。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建议以住建部门或消防部门要求

为准，依据是《建筑消防设计防火规范》，自动灭火系统是否正常好用应有

消防专业技术服务机构或专业人员测试并提供测试报告。

5、校内施工实施电焊、气焊、切割、使用喷灯等明火作业未办理动火审

批手续，未落实现场安全监管的。按要求动用明火施工作业时，要严格履行



动火审批手续，指派专人现场监护，各类施工人员必须持证上岗，未持证涉

嫌违法可依法拘留。

6、电动自行车（含电池）入楼或私拉乱接电线、飞线充电的。国家、省

市消防及有关部门今年以来正在集中开展打击电动自行车入户或私拉乱接电

线、飞线充电专项行动，并颁布了公告，不听劝阻涉嫌违法，将依法严肃处

理。

7、校园内的教室、宿舍、图书馆、食堂等各类房屋建筑，在施工前未依

法取得消防设计审查合格意见的，或在投入使用前未取得消防验收（备案）

合格意见的。校园内的宾馆、饭店、商场（含超市）等公众聚集场所，未经

消防救援机构许可擅自投入使用、营业的。消防设计、图审、验收由住建部

门进行，消防执法检查由消防部门进行，住建部门履行消防验收、备案程序

后，对宾馆、饭店、商场（含超市）等公众聚集场所，消防部门依然要履行

开业前检查。

8、校园内人员密集场所未按规定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安全出口数量不

足或其总净宽度小于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规定值的 80%。这是《建筑

消防设计防火规范》要求，属规范性要求，校园属人员密集场所，生命通道

必须畅通。

9、校园内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包

括但不限于外窗被铁栅栏、铁丝网等封堵或被广告牌等遮挡等情形）。这是

国家消防局针对打通生命通道开展的“拆窗破网”专项行动，目的是畅通生命

通道，严禁锁闭学生宿舍通道等。

10、实验室内违规存放、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品；存放、使用易燃易爆危

险品的实验室设置在建筑的地下室或半地下室。

学校实验室尤其化学实验室易燃易爆化学物品数量大、种类多，因此火

灾危险性大，在实验过程中常需进行蒸馏、回流、电解等危险性较大的操作，

用火用电也比较多，一旦操作失误很容易引发火灾。近年来，学校实验室特



别是高等学校实验室火灾时有发生。因此，学校应当将实验室作为消防安全

重点部位之一，加强日常管理，制定并落实危险化学品储存、管理和使用安

全制度，明确实验室教学环节安全操作管理责任，防止火灾发生。根据有关

规定，严禁化学危险品和易燃易爆物品存放于地下室或半地下室。

（二）综合判定

1、未按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规定或城市消防规划的要求设置消

防车道或消防车道被堵塞、占用的。学校内部或周边要设置消防车通道，不

得设置障碍物或阻塞、占用，高层建筑周边要满足消防扑救面。

2、建筑之间的既有防火间距被占用或小于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

规定值的 80%。对照《建筑消防设计规范》要求，考虑热辐射的作用。一、

二级耐火等级的低层民用建筑，一般保持 7～10m的防火间距。

3、未按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规定设置除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

动灭火系统、消火栓系统、防烟排烟系统外的其他固定消防设施，并定期维

护保养检测，不能正常使用的。培养自身专业消防技能人才或聘请专业团队

进行消防设施设备维护保养，使其正常使用，防止重投资、轻管理现象。

4、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未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的；或按要求应设而

未设专业消防管理人员的。按照国家和省市法律条例规定，消防中控室值班

必须持证上岗，且必须持有国家《中级消防设施操作员》资格证书，初级证

书不能在消控室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1998年 4月 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2008年 10月 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订，2019年 4 月 23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订)第二十一条：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

业的人员和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遵守消防安全操作

规程。2017年 10月 2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

(国办发〔2017〕87号)，其中第十五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



位应当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履行下列职责，第(三)款是按照相关标准配

备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定期检验维修，对建筑消防设施每

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设有消防控制室的，实行 24小时

值班制度，每班不少于 2人，并持证上岗。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火灾高危单

位还应积极应用消防远程监控、电气火灾监测、物联网技术等技防物防措施。

GB25506规定的消防控制室管理及应急程序：

一、消防控制室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应实行每日 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每班不应少于 2人，值班人员

应持有消防控制室操作职业资格证书；

（二）消防设施日常维护管理应符合 GB 25201《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

理》的要求；

（三）应确保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灭火系统和其他联动控制设备处于正

常工作状态，不得将应处于自动状态的设在手动状态；

（四）应确保高位消防水箱、消防水池、气压水罐等消防储水设施水量

充足，确保消防泵出水管阀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管道上的阀门常开；确保

消防水泵、防排烟风机、防火卷帘等消防用电设备的配电柜开关处于自动位

置（通电状态）。

二、消防控制室的值班应急程序应符合下列要求：

（五）接到火灾警报后，值班人员应立即以最快方式确认；

（六）火灾确认后，值班人员应立即确认火灾报警联动控制开关处于自

动状态，同时拨打“119”报警，报警时应说明着火单位地点、起火部位、着火

物种类、火势大小、报警人姓名和联系电话；

（七）值班人员应立即启动单位内部应急疏散和灭火预案，并同时报告

单位负责人。

5、安全出口数量或宽度不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规定，或既

有安全出口被封堵。严格执行消防设计规范要求，严禁封堵消防通道，及时



整改消除隐患。

6、按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规定，建筑物应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

或疏散楼梯而未设置。对照相关规定自查整改。

7、原有防火分区被改变并导致实际防火分区的建筑面积大于国家工程建

设消防技术标准规定值的 50%。未经住建、消防部门审批，不得擅自改变防

火分区，已改变的及时整改。

8、防火门、防火卷帘等防火分隔设施损坏的数量大于该防火分区相应防

火分隔设施总数的 50%。测试是否完好，及时维护维修。

9、未按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规定设置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

或所设置设施的损坏率大于标准规定要求设置数量的 50%。对照有关设置要

求和技术参数执行，注重平时维护。

10、高层建筑封闭楼梯间或防烟楼梯间的门的损坏率大于其设置总数的

20%。保证防火门的耐火等级和质量，保持关闭状态，常开启状态不符合防

火要求。

11、高层建筑的消防车道、救援场地设置不符合要求或被占用，影响火

灾扑救。

1.环形消防车道：建筑类别环形消防车道的设置要求高层民用建筑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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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高层住宅建筑和山坡地或河道边临空建造的高层民用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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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房、仓库建筑高层厂房，占地面积大于 3000m²的甲、乙、丙类厂房和占地面

积大于 1500m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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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多层公共建筑超过 3000个座位的体育馆，

超过 2000个座位的会堂，占地面积大于 3000m²的商店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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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穿过建筑的消防车道：

（1）对于一些使用功能多、面积大、建筑长度长的建筑，如 L 形、U

形、口形建筑，当其沿街长度超过 150m，或总长度大于 220m时，应在设置

穿过建筑的消防车道。

（2）有封闭内院或天井的建筑物，当其短边长度大于 24m时，宜设置

进入内院或天井的消防车道。有封闭内院或天井的建筑物沿街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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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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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尽头式消防车道：

当建筑和场所的周边受地形环境条件的限制，难以设置环形消防车道或

其他道路连通的消防车道时，可设置尽头式消防车道。

4.消防水源地消防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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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取水点不宜大于 2m。

5.消防车道技术要求：

（1）车道的净宽度和净空高度均不应小于 4.0m，消防车道的坡度不宜

大于 8%。

（2）转弯半径应满足消防车转弯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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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车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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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消防车道的间距：由于我国市政消火栓的保护半径在 150m左右，

按规定一般设在城市道路两旁，故将消防车道的间距定为 160m。

6.消防登高面：

高层建筑应至少沿一条长边或周长的 1/4且不小于一条长边长度的底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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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m。建筑高度

不大于 50m的建筑，连续布置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有困难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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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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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消防救援场地：

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1）最小操作场地长度和宽度分别不宜小于 15m和 10m。对于建筑高

度大于 50m的建筑，场地的长度和宽度分别不应小于 20m 和 10m，且场地

的坡度不宜大于 3%。

（2）登高场地距建筑外墙不宜小于 5m，且不应大于 10m。

（3）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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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和车库出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