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建築消防管理規則 

【頒佈單位】文化部／公安部  

【頒佈日期】19840228  

【實施日期】19840228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  古建築是國家重要的歷史文化遺產，是國家文明的重要標誌。根據《中

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和《消防監督條例》的精神，為加強消防管

理工作，保護古建築免遭火災危害，特制訂本規則。  

第二條  各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的古建築及歷史紀念建築物、古墓葬中保留有

地面建築的保護單位，均屬本規則管理範圍。各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

的革命紀念建築物、博物館及各類文物保管陳列單位也適用本規則。  

第三條  古建築的消防工作，要貫徹從嚴管理、防患未然的原則。  

第四條  愛護國家公共財產是我國公民的神聖義務。每個公民都要時刻提高警

惕，防止古建築發生火災。  

第二章組織領導 

第五條  古建築的消防工作，由各古建築管理與使用單位具體負責。當地市、縣

文物管理部門負責領導。地方公安機關予以監督管理和業務技術指導。  

第六條  各古建築的管理與使用單位，要把預防火災列為整個管理工作的一個重

要部分，切實做到同計畫、同部署、同檢查、同總結、同評比，使防火

工作做到經常化、制度化。  

第七條  古建築管理與使用單位的行政領導人，即為該單位的防火安全負責人，

全面負責本單位的消防安全工作。  

其具體任務是：  

（一）貫徹執行國家和當地政府發佈的消防法規和有關指示；  

（二）認真實行逐級防火負責制和崗位防火責任制；  

http://info.fire.hc360.com/zt/20070403fire/index.shtml�
http://www.fire.hc360.com/�
http://www.ep.hc360.com/�
http://info.fire.hc360.com/zt/firelaw/index.shtml�


（三）領導制訂和督促實施各項防火安全管理制度；  

（四）領導開展防火宣傳教育，普及消防知識；  

（五）定期組織防火安全檢查，及時整改火險隱患；  

（六）組織領導專、兼職消防人員和群眾性義務消防隊開展工作；  

（七）負責規劃配置消防器材設備和水源設施；  

（八）領導制訂滅火計畫，發生火災時及時組織有效的撲救。參予火災原

因調查，總結經驗教訓，改進工作。  

第八條  各古建築的管理與使用單位，應根據範圍、任務大小，配備專職或兼職

的消防管理幹部，建立群眾性義務消防組織，定期教育訓練，開展經常

性的自防與聯防活動。做到平時能防火，有災能及時撲救。  

第九條  凡在古建築單位工作的職工和宗教職業者，均須具有基本的防火與滅火

知識，積極參予消防活動，並作為工作考核的一個條件。  

第十條  古建築管理與使用單位的消防設施和各項防火活動經費，在本單位管理

費中開支。如需設置重大的消防安全設施，報請上級主管部門撥款解決。  

第三章預防火災 

第十一條  凡古建築的管理、使用單位，必須嚴格對一切火源、電源和各種易燃、

易爆物品的管理。禁止在古建築保護範圍內堆存柴草、木料等易燃可

燃物品。嚴禁將煤氣、液化石油氣等引入古建築物內。  

第十二條  禁止利用古建築當旅店、食堂、招待所或職工宿舍。禁止在古建築的

主要殿屋進行生產、生活用火。在廂房、走廊、庭院等處需設置生活

用火時，必須有防火安全措施，並報請上級文物管理部門和當地公安

機關批准。否則一律取締。  

第十三條  在重點要害場所，應設置“禁止煙火”的明顯標誌。指定為宗教活動

場所的古建築，如要點燈、燒紙、焚香時，必須在指定地點，具有防

火設施，並有專人看管或採取值班巡查等措施。  

第十四條  在古建築物內安裝電燈和其他電器設備，必須經文物行政管理部門和

公安消防部門批准，並嚴格執行電氣安全技術規程。已經引入電源的

http://www.secu.hc360.com/�
http://info.fire.hc360.com/list/fireqczb.shtml�
http://www.power.hc360.com/�


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要補辦審批手續。凡違反消防安全要求的，必須

限期拆除或另行安裝。  

第十五條  凡與古建築毗連的其他房屋，應有防火分隔牆或開闢消防通道。古建

築保護區的通道、出入口必須保持暢通，不得堵塞和侵佔。  

第十六條  古建築需要修繕時，應由古建築的管理與使用單位和施工單位共同制

訂消防安全措施，嚴格管理制度，明確責任，並報上級管理部門和當

地公安機關批准後，才能開工。在修繕過程中，應有防火人員值班巡

邏檢查。遇有情況及時處理。  

第十七條  為預防雷擊引起火災，在高大的古建築物上，應視地形地物需要，安

裝避雷設施，並在每年雷雨季節前進行檢測維修，保證完好有效。  

第十八條  各古建築的管理與使用單位，應結合單位實際情況，制訂消防安全管

理的具體辦法，明文公佈執行。  

第四章滅火 

第十九條  古建築保護區，必須設有相當數量的消防用水。在城市有消防管道的

地區，要參照有關規定的要求，設置消火栓。在缺乏水源的地區，要

增設消防水缸，修建蓄水池。供古建築消防用水的天然水源，要在適

當地點修建可供消防車吸水的碼頭。原有的天然水源，應妥善維護，

保障消防用水。  

第二十條  古建築管理與使用單位應根據需要，配備相應的滅火器具與報警設

施。在收藏、陳列珍貴文物的重點要害部位，要根據實際需要，逐步

安裝自動報警與滅火裝置，定期測試，保持完好。  

第二十一條  公民在發現火警時，應迅速報警，並立即進行撲救。起火單位的領

導人，必須及時組織力量，迅速有效地進行撲救。鄰近單位和群眾

均應積極支援。  

第五章獎懲 

第二十二條  認真執行本規則，在預防火災中工作積極、成績顯著；在滅火戰鬥

中英勇機智、表現突出，使國家財產免受重大損失者，主管部門應

予表彰和獎勵。  



第二十三條  違反本規則，對防火工作放任自流、怠忽職守；以及引起火災，使

國家財產遭受損失者，應分別情節輕重，由主管部門予以行政紀律

處分。或由公安、司法機關依法查處，直至追究刑事責任。  

第六章附則 

第二十四條  本規則由文化部、公安部聯合制訂。各省、市、自治區文化、公安

部門可結合當地情況，制訂實施細則。  

第二十五條  本規則自公佈之日起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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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第4.1条、第5.1.1条、第5.1.2条、第5.1.3条、第5.1.5条、第5.2.1条、第8.1.1条和第

9.1.1条为强制性条款，其余条文为推荐性条款。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北京市文物局提出。 
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公安局共同归口。 
本标准由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公安局组织实施。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防火研究所、北京金舟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郝东晨、王玉伟、赵克伟、冉鹏、李建春、李宏文、柳国忠、王景宝、侯兆年、

张浩、朱勇、孟德兴、李悦、张磊、边富国、韩扬、吉冬梅、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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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建筑消防设施设置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文物建筑消防设施设置的基本原则及室内外消防给水系统、自动灭火系统、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消防电源及电气火灾监控设施、灭火器、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等消防基础设施在文

物建筑中的设置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文物建筑消防设施的设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3495  消防安全标志                                

GB 13955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与运行 

GB 14287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GB 17945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GB 50013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8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65  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规范 

GB 5016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61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63  气体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338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370  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CJJ 39  古建筑修建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JGJ 159  古建筑修建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DB11/ 741  文物建筑雷电防护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CJJ 39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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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文物建筑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lics 

被公布或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古建筑、纪念建筑及优秀近

代建筑。 

3.2  

油饰彩画 painted coloring 

中国古代建筑上为保护木质结构不受潮湿和虫蛀侵害所采用的一种做法，为传统形式建筑装饰手段

之一。包括地仗、油饰和彩绘。油饰彩画形式根据建筑等级和类型来确定其做法。地仗常见有一麻五灰、

二布四灰和单披灰等做法。官式建筑彩画形式主要有和玺彩画、旋子彩画、苏式彩画等类型。 

3.3  

落地罩 wooden partition screen 

建筑室内装修木雕花罩的一种，分隔室内空间，具有室内装饰作用。从地面延伸到梁或枋。有门窗

形式、百宝阁形式和圆门洞形式。 

3.4  

枋 crossbeam 

传统建筑中连贯柱间位于檩（桁）下承载屋顶结构的矩型横木。 

3.5  

檩 lin 

传统建筑中横架在两缝（榀）抬梁架之间承托椽木和屋顶的圆型横木。 

3.6  

探火管式灭火装置 fire detect tube extinguishing equipment 

以探火管作为火灾探测部件，同时亦可作为灭火剂释放部件或通过其他管路及喷嘴释放灭火剂的灭

火装置。 

4 基本原则 

4.1 文物建筑应设置相应的火灾报警、灭火、疏散等消防设施及相关标识。 

4.2 文物建筑修缮设计时应进行相应的消防设计。 

4.3 消防设施的设置应以对文物建筑最小干预为原则，并具有可逆性。 

4.4 文物建筑防火、防雷等防范设施应符合国家、行业和本市的相关规定。 

5 管线（设备）设置 

5.1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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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文物建筑室内外设置的管线（设备），应置于相对隐蔽及安全的部位，利用原有路由进行设置，

不应影响日后文物建筑的维修、保养和使用，不应对文物建筑产生不良的损伤及视觉影响。 

5.1.2 原有彩画、壁画、雕刻、石刻、隔扇、多宝阁、落地罩、室内外各类装饰以及题名、题记等附

属物之上不应设置任何管线（设备）。 

5.1.3 不应在墀头、干摆、丝缝等清水墙面或梁、檩、柱、枋等大木构件上钉钉、钻眼、打洞。 

注1：墀头：山墙两端伸出至檐柱外的砌体。 

注2：干摆： 中国传统建筑墙体砌筑作法之一，即磨砖对缝作法。特点是：选砖讲究，并需对每块砖逐一砍磨加工

成“五扒皮”式，摆砌成墙，砖与砖之间不铺灰，后口垫稳后灌浆。是墙体的讲究作法。 

注3：丝缝：中国传统建筑墙体砌筑做法之一。多用砍磨加工的“五扒皮”砖，挂老浆灰砌筑，有很小的砖缝，是

墙体的讲究作法。 

5.1.4 管线（设备）安装过程中增加构造柱及框架时，应与建筑内主体结构保持安全距离，安装固定

管线（设备）宜采用箍、戗、卡等形式。对接触的文物应采取有效的、可逆的保护措施，不应对文物本

体造成损坏。 

5.1.5 文物建筑敷设线路、安装设备，应优先采用明敷、明装工艺，避免架空线。敷设应美观、安全，

不应损坏建筑本体及其结构。 

5.1.6 室外管线进入室内地面，应利用旧管线路进入，采用小口径顶管作业。维修基础时，应由地基

进入室内。 

5.1.7 除本标准规定外，管线（设备）设置还应符合 GB 50165、JGJ 159、CJJ 39的要求。 

5.2 安装施工中管线（设备）设置 

5.2.1 文物建筑消防设施电气线路的敷设应采取穿金属管等防火保护措施。管线及框架等金属结构应

做防雷、接地、等电位连接。 

5.2.2 配电箱（柜）及开关，宜安装在文物建筑外部便于检修操作的部位，周围不应有障碍物和遮挡

物。 

5.2.3 文物建筑室内外的配线应采用耐火阻燃型线缆。信号线缆宜采用屏蔽线或光纤。 

5.2.4 明暗管的过渡连接，可通过暗配接线盒与明配接线盒重叠安装。 

5.3 室内暗配管线的敷设 

5.3.1 室内暗配管线的敷设应选用墙体原有的线槽。 

5.3.2 室内暗配管线宜沿最近线路敷设，由室外到室内宜选择由建筑的基础之下进入，不应损伤其它

设备及建筑基础。 

5.3.3 管线具备在墙内暗配条件时，应在土建砌墙时敷设管线及配电箱、开关盒、插座盒等。 

5.3.4 开槽敷设时，应在土建抹灰之前进行。 

5.3.5 管线在地下敷设时，应敷设在夯实的基础土层上，并采取固定措施。 

5.4 室内明配管线（设备）的设置 

5.4.1 室内明配管线（设备）应横平竖直、排列整齐。管路与终端、弯头中点、接线盒或过路盒、电

气器具等的边缘距离应在 15cm～50cm 范围内固定。 

5.4.2 当线管明敷于墙、木梁、木檐上时，应选择箍、卡等配件固定。线管数量及质量较大时，宜用

支架固定。 

5.4.3 明配管的连接应采用管套连接，管径无法套丝时，应采用专用管接头连接。明配管与配电箱连

接时，线管端头应套丝，用锁紧螺母连接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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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线管接头两侧金属管、箱盒两侧的金属管、金属管与箱盒的跨接宜焊接。明火焊接不应在文物

建筑室内施工现场进行。 

5.5 电缆沿梁、屋檐、墙、柱的敷设 

5.5.1 电缆应置于建筑构件上表皮隐蔽敷设。 

5.5.2 6mm
2
以下的阻燃型电缆可明敷，用卡子固定，固定距离平线不应大于 0.5m，分支支线不应大于

0.3m。 

5.5.3 电缆金属外皮不应做中性线，应与保护线可靠连接。 

5.6 塑料护套线的敷设 

5.6.1 塑料护套线不应直接敷设在抹灰层、吊顶、护墙板内。室外阳光直射的场所，不应明配塑料护

套线。 

5.6.2 塑料护套线与接地导体或不发热管道紧贴交叉处，应加套绝缘保护管。 

5.6.3 敷设在易受机械损伤场所的塑料护套线应增设钢管保护。 

5.6.4 塑料护套线的弯曲半径不应小于其外径的 3倍，弯曲处护套和线芯绝缘层应完整无缺损。 

5.6.5 护套塑料线进入接线盒（箱）或与设备、器具连接时，护套层应引入接线盒（箱）内或设备、

器具内。 

6 消防给水系统 

6.1 消防给水系统 

文物建筑应设置消防给水系统，设置要求除符合本标准外，还应符合GB 50013、GB 50015、GB 50016

的相关要求。 

6.2 消防水池 

市政水源不能满足消防要求时，应设消防水池，其建筑形式应与建筑环境相协调。 

6.3 文物建筑的消防用水量 

消防用水量应为其室内、室外消火栓用水量之和。设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或水幕分隔、水炮等消防

设施时，还应增加该设施的消防用水量。 

6.4 室外消火栓用水量 

文物建筑群的室外消火栓用水量应符合GB 50016中三级耐火等级的民用建筑室外消火栓用水量的

要求，按该建筑群中两座相邻建筑的最大建筑体积V（m
3
）确定。 

表1 文物建筑一次灭火的室外消火栓用水量 

建筑物类别 文物建筑 

建筑物体积，m
3
 V≤1500 1500＜V≤3000 3000＜V≤5000 5000＜V≤20000 20000＜V 

用水量，L/s 10 15 20 25 30 

6.5 消防水池与消防泵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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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消防水池容量按 2h室内外消火栓用水量及 1h自动喷水系统用水量确定。消防水池应提供消防

车使用的吸水口，其吸水高度不宜大于 6m。 

6.5.2 消防泵房的设置应使消防水泵能自灌吸水，设计中宜采用直接启动按钮或在给水干管设检修阀

门。 

6.5.3 消防水泵组的吸水管不应少于 2条。消防水泵应在火警后 30s内启动，并应与动力机械直接连

接。 

6.5.4 消防水泵的出水流量与压力应能满足最不利点的消防用水水量与水压要求。 

6.6  室外消防给水管道和室外消火栓  

6.6.1 室外消防给水管应采用球墨铸铁或热镀锌给水管。 

6.6.2 室外消防给水管应布置成环状，文物建筑群中最大单体建筑体积不超过 3000m
3
时，室外消火栓

给水管网可布置成枝状。 

6.6.3 室外消火栓向环状管网输水的进水管不应少于 2条，当其中 1条发生故障时，其余进水管应能

满足消防用水总量的供给要求。环状管道应用阀门分成若干独立段，每段内消火栓数量不宜超过 2个。 

6.6.4 室外消防给水管道的直径不应小于 DN100。室外地下消火栓应有 DN100和 DN65的栓口各 1个，

直接用于扑救室外火灾而非用于消防车取水的消火栓，可选用两个 DN65的栓口。 

6.6.5 室外消防管道的供水压力，应使用水总量达到最大且室外消火栓的水枪充实水柱到达其保护区

域内的最不利点处。 

6.6.6 室外消火栓布置间距和保护半径应符合表 2的要求。 

表2 文物建筑室外消火栓的间距和保护半径 

消防安全保护等级 
消火栓间距 

m 

消火栓保护半径 

m 

一级 ≤60 ≤80 

二级 ≤80 ≤100 

三级 ≤100 ≤120 

四级 ≤120 ≤150 

注：文物建筑消防安全保护等级见附录A。 

6.6.7 文物建筑庭院内的室外消火栓应为地下式，置于建筑物两侧道路或便于观察到的地方，并采取

相应防冻措施。室外消火栓给水管道宜采用管沟敷设，应避免对文物建筑地下基址的扰动破坏。 

6.6.8 室外消火栓距文物建筑的排檐垂直投影边线距离宜大于建筑物的檐高尺寸，且不应小于 5m。重

檐建筑，应按头层檐高计算。 

6.7 室内消火栓  

6.7.1 重建的文物建筑应按现行消防规范设置室内消火栓。 

6.7.2 文物建筑内未设置消火栓的应按消防规范和要求配置消防设施。 

6.7.3 当条件允许时，文物建筑室内应按现行消防规范设置消火栓。 

6.7.4 多层建筑室内各层均应设置消火栓，同层任意部位应有两支水枪的充实水柱同时到达，消火栓

间距不应大于 50m。 

6.7.5 文物建筑室内消火栓用水量应符合表 3的要求。 

表3 文物建筑室内消火栓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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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保护等级 
消火栓用水量 

L/S 

同时使用水枪数量 

支 

一级 ≥10 ≥2 

二级（含）以下 10 2 

6.7.6 当室内消火栓用水量大于 15L/s时，其消防给水管道应布置成环状，与室外管网或消防水泵相

连接的进水管不应少于 2条。 

6.7.7 室内消防竖管直径不应小于 DN100，室内消火栓的栓头应为 DN65。 

6.7.8 室内消火栓系统宜与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分开设置。当合用消防泵时，给水管路应在报警阀前分

开设置。 

6.7.9 设有 2根及 2根以上的室内消防竖管时，其给水管道应采用阀门分成若干独立段，每次检修停

止使用的消火栓不应超过 5个。检修时关闭的消防竖管不应超过 1根。分段阀门平时应保持在常开状态，

并有开启显示标志。 

6.7.10 冬季室内温度低于 4℃的建筑物内，湿式消火栓系统给水管应采取防冻措施。 

6.7.11 室内消火栓应设置在位置明显且易于操作的部位： 

——栓口离地面或操作基面高度宜为 1.1m； 

——出水方向宜与设置消火栓的墙面成 90°角； 

——栓口与消火栓箱内边缘的距离不应影响消防水带的连接。 

6.7.12 室内消火栓栓口处的出水压力不应大于 0.5MPa。出水压力大于 0.5MPa时，应采取减压措施。 

6.7.13 室内消火栓的水枪充实水柱应能到达其保护区域内的最不利点处。 

6.8 消防炮、消防水幕 

6.8.1 消防安全保护等级为一级的文物建筑，具备安装条件时，宜在重点地段和部位安装消防炮、消

防水幕，并具备隐蔽性。 

6.8.2 消防炮的数量不宜少于 2门，设置位置应使消防炮的射流能够完全覆盖被保护场所及被保护物。 

6.8.3 设置消防炮平台，其结构设计应满足消防炮正常使用，结构强度应满足消防炮喷射反作用力的

要求。消防炮平台应隐蔽设置，并与周边建筑风貌相协调。 

6.8.4 消防炮的其他具体设置要求应符合 GB 50338的相关要求。 

6.8.5 消防水幕的设计应符合相邻文物建筑的防火保护要求，防止火灾蔓延。 

7 自动灭火系统 

7.1 自动灭火系统 

7.1.1 文物建筑使用功能要求设置灭火设施且其他灭火设施无法替代，可设置自动灭火装置。 

7.1.2 文物建筑安装自动灭火系统宜采用无管网式系统。在有人值守的情况下，启动装置应为手动控

制。 

7.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及细水雾灭火系统 

砖（石）结构文物建筑、近年重建（复建）的文物建筑及没有传统彩画的近现代文物建筑，在不破

坏建筑本身及严重影响环境风貌、结构强度满足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管道安装和系统喷放要求时，可设置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其它场所可设置细水雾灭火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符合GB 50084、GB 50261

的相关要求。细水雾灭火系统应符合细水雾灭火系统相关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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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自动喷水灭火局部应用系统 

7.3.1.1 本标准 7.2中规定的文物建筑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有困难、文物建筑承载能力达到安装条

件要求时，可采用自动喷水灭火局部应用系统。自动喷水灭火局部应用系统应符合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 

7.3.1.2 设置自动喷水灭火局部应用系统的房间，室内净空高度不应超过 8m，系统保护面积不应超过

1000m
2
。 

7.4 气体灭火系统 

7.4.1 不宜用水扑救火灾的文物建筑，在不破坏文物风貌不损伤重要彩（壁）画、结构强度满足管道

安装和系统喷放要求时，可设置气体灭火系统，控制范围小的独立空间宜选用无管网式的气体灭火系统。

气体灭火系统应符合 GB 50263、GB 50370的相关要求。 

7.4.2 设计灭火浓度不应小于灭火浓度的 1.3倍，设计惰化浓度不应小于灭火浓度的 1.1倍。七氟丙

烷设计灭火浓度宜采用 10%；IG541混合气体灭火剂设计灭火浓度不应小于 37.5%。 

7.4.3 气体灭火系统的灭火浸渍时间宜采用 20min。 

7.4.4 喷头的布置应满足喷放后气体灭火剂在防护区内均匀分布的要求。喷头出口射流方向离文物、

文物建筑物表面距离，不宜小于 0.5m。 

7.5 探火管式灭火装置 

7.5.1 文物建筑中下列场所宜设置探火管式灭火装置： 

——变配电室、不间断电源室的设备机柜内部； 

——无人值守的设备机柜内部； 

——非文物陈列柜、展示柜内部； 

——其他有相对密闭外壳的特殊或重要的设备机柜内部。 

7.5.2 当探火管式灭火装置动作后，应同时有报警信号反馈至消防中控室，并能指示具体报警位置。 

7.5.3 灭火剂储存容器 72小时内不能重新充装恢复工作的，应按系统原储存量的 100%设置备用量。 

7.5.4 探火管的主要技术参数应符合表 4的要求。 

表4 探火管主要技术参数            

内  径 

mm 

壁  厚 

mm 

密  度 

g/cm
3
 

熔化点温度 

℃ 

4.0±0.04 1.0±0.1 1.05±0.1 160±2 

7.5.5 探火管式灭火装置应将探火管设在保护区域内部，探火管的敷设间距不应大于 1m，探火管末端

与保护区域最远点的距离不应大于 1m。 

8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8.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置要求 

8.1.1 消防安全保护等级二级及以上的文物建筑室内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8.1.2 除 8.1.1规定外的其他文物建筑室内宜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8.1.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置要求除符合本标准规定外，还应符合 GB 50116、GB 50166的相关要求。 

8.2 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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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火灾报警控制器每一总线回路连结设备的地址总数宜留有不应少于地址总数额定容量 10%的余

量，且每回路地址总数不宜超过 100点。 

8.2.2 火灾应急广播的设置： 

——室内不便安装扬声器的建筑，可根据情况安装在建筑外的墙壁上或其它便于安装的部位； 

——设置在室外的扬声器应具有防水、防尘功能； 

——日常无人员活动的场所，扬声器的设置应适当减少。 

8.2.3 未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场所，应设置人工警报装置。  

8.2.4 消防电话的设置： 

——消防水泵房、消防控制室、变配电室、文物建筑群的重点部位应设置消防专用电话分机； 

——电话分机宜设置在有人值班的殿堂或人日常居住的房间处； 

——文物建筑群中设有手动火灾报警按钮或消火栓按钮的重要部位宜设置电话插孔； 

——消防电话插孔应设置在附近没有电话分机的手动报警按钮旁。 

8.2.5 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的设置： 

——每组（座）文物建筑应设置不少于一个手动火灾报警按钮； 

——建筑的任何位置到最邻近的一个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的距离不宜大于 30m； 

——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宜设置在出入口处； 

——室外的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应设置在明显并便于操作的部位，应具有防水、防尘功能； 

——日常没有人员活动的场所，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的设置应适当减少。 

8.2.6 根据文物建筑的结构特点，宜选择点型、线型或吸气式火灾探测器。 

8.2.6.1 下列场所宜选择感烟探测器： 

——正殿、配殿、厢房及塔室、展厅及地下封闭空间等场所； 

——有电气火灾危险的场所。 

8.2.6.2 高于 12m且无遮挡的大厅或殿堂，宜选择红外光束感烟探测器。 

8.2.6.3 下列场所，宜选择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 

——具有高空气流量的场所； 

——人员不宜进入的场所； 

——需要进行隐蔽探测的场所； 

——点型感烟、感温探测器不适宜的大空间或有特殊要求的场所。 

9 消防电源及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9.1 消防电源 

9.1.1 消防电源及其配电设备应有可靠的接地，应设置总等电位连接。 

9.1.2 消防设备电源配电箱应安装电源电涌保护器。电涌保护器的选择应符合 GB 50057、DB11/ 741

的相关要求。 

9.2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9.2.1 文物建筑内的低压配电线路应设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其产品应符合 GB 14287的要求。重要用

电设备的电源接入处宜设置限流式断电保护装置。 

9.2.2 设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应根据文物建筑的规模和供电回路分布综合因素设计： 

——总配电室输出端应设置电气火灾探测器； 

——每座文物建筑的配电箱进线处应设置电气火灾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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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探测器经总线与设置在总配电室或消防控制室的电气火灾监控设备（主控机）相互通信，

完成监控功能； 

——无消防控制室的文物建筑，电气火灾监控设备应设置在有人值班的场所。 

9.2.3  设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时，不应对供电回路有任何改动，以监控报警为主，不宜设置切断电源

的功能。 

9.2.4 应根据文物建筑的规模和需要监测电气火灾的部位，确定采用独立式监控探测器或非独立式监

控探测器。 

9.2.5 选择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时，应考虑供电系统自然泄漏电流，探测器报警值宜在自

然泄漏电流基础上设置 300mA～500mA。 

10 灭火器设置 

10.1 灭火器的选择 

10.1.1 文物建筑选配灭火器应分析灭火剂的化学性质，选择与受保护文物建筑及文物相适应的灭火

器。文物建筑火灾主要类型为 A类火灾，宜配置水基型灭火器。 

10.1.2 在同一灭火器配置场所，当选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灭火器时，应采用灭火剂相容的灭火器。 

10.1.3 在同一灭火器配置场所，宜选用相同类型和操作方法的灭火器。当同一灭火器配置场所存在不

同火灾种类时，应选用通用灭火器。 

10.2 灭火器的配置 

10.2.1 A类火灾场所灭火器的最大保护距离应符合表 5的要求。 

表5 A 类火灾场所灭火器的最大保护距离 

消防安全保护等级 
手提式灭火器最大保护距离 

m 

推车式灭火器最大保护距离 
m 

三级（含）以上  15 30 

四级 20 40 

10.2.2 单独计算单元内配置的灭火器不应少于 2具，计算单位保护面积不应小于 150m
2
，保护面积每

超过 100m
2
，应增设 1具。 

10.2.3 每个设置点的灭火器数量不宜多于 5具。 

10.2.4 单体式文物建筑应配备灭火器。 

10.2.5 每个灭火器设置点实配灭火器的灭火级别和数量不应小于最小灭火级别和数量的计算值。A类

火灾配置场所灭火器的配置基准应符合表 6的要求。 

表6 A 类火灾配置场所灭火器的配置基准表  

消防安全保护等级 三级（含）以上 四级 

每具灭火器最小配置灭火级别 3A 2A 

最大保护面积， m
2
／A 50 75 

10.2.6 除符合本标准规定外，灭火器设置还应符合 GB 50140的相关要求。 

11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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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文物单位应设置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开放参观的宜设置安全疏散路线图。 

11.2 安全疏散路线图，应安装在明显位置并符合下列要求： 

——疏散路线应简洁明了，便于寻找、辨别； 

——疏散路线应做到安全无障碍； 

——疏散路线的设计应符合人们的习惯要求； 

——疏散线路不宜与扑救路线交叉； 

——宜设置两条以上的疏散线路。 

11.3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应保障畅通，并设置符合国家规定的消防安全疏散指示标志。不应有下列行

为：  

——占用疏散通道； 

——在安全出口或者疏散通道上安装栅栏等影响疏散的障碍物； 

——在开放、工作等期间将安全出口上锁、遮挡或者将安全疏散指示标志遮挡、覆盖； 

——其他影响安全疏散的行为。 

11.4 应根据文物建筑的用途、规模、建筑内环境以及相应场所要求和文物建筑承受能力等因素决定设

置消防应急照明。 

11.5 文物建筑下列部位，应设置消防应急照明灯具和消防疏散指示标志： 

——对外开放并可进入参观游览的封闭式展厅、商业营业厅； 

——建筑面积大于 200m
2
的会议室等人员较多的场所； 

——文物库、消防控制室、配电室、机房、服务人员休息厅； 

——用于人员疏散的通道、回廊。 

11.6 文物建筑内消防应急照明灯具的照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人员较多的展厅等室内场所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不应低于 5LX 

——消防控制室、配电室、机房等以及发生火灾时仍需正常工作的其它房间消防应急照明，应保证

正常照明的照度。 

11.7 消防应急照明灯具和灯光疏散指示标志，可采用蓄电池做备用电源，且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少于

30min。 

11.8 消防应急照明灯具宜设置在墙壁的上部，顶棚上或出口的顶部。 

11.9 除符合本标准规定外，文物建筑内设置的消防应急照明灯具和疏散指示标志还应符合 GB 13495

和 GB 17945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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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文物建筑消防安全保护等级 

A.1 文物建筑消防安全保护等级是在GB 50016对文物建筑耐火等级统一规定的类别中，结合文物建筑

的保护价值及建筑结构的不同进行的二次分类。 

A.2 文物建筑的消防安全保护等级根据文物的保护级别及建筑结构的火灾危险性分为四级： 

——一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砖木结构文物建筑； 

——二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砖木结构文物建筑； 

——三级：市级以下文物保护单位中砖木结构文物建筑； 

——四级：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的非砖木结构文物建筑及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

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北京市古建築消防管理規定 

（市公安局 市文物局 1983年 3月 28日） 

第一條  為了加強對古建築的消防管理，防止火災危害，根據《中華

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國務院發佈的《消防監督條例》

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公佈的《北京市文物保護管理辦法》，制

定本規定。 

第二條  不得在古建築的保護範圍內存放易燃、易爆物品，使用液化

石油氣罐(瓶)，增設易燃隔牆和搭建易燃建築。在古建築物

周圍二十米以內的荒草、雜物，要清除乾淨。 

第三條  禁止在古建築的主要殿堂內生產、生活用火。在配殿、廂房、

長廊、耳房等建築物內需要安裝固定生活用火設施的，須報

經公安消防部門和文物行政管理部門審查批准；使用臨時生

活用火設施的，須報經管理、使用古建築單位的安全保衛部

門審查批准，並報公安消防部門備案。 

第四條  在古建築寺廟中進行宗教活動燃點香燭等物時，必須設專人

看管，確保安全。 

第五條  在古建築物內引入電源或增加電氣設備，須向公安消防部門

和文物行政管理部門申報；經批准後，嚴格按技術規程安

裝。已經引入電源的，要重新申報審查，符合安全要求的，

可繼續供電使用；不符合安全要求的，應切斷電源停止使

用。  

第六條  古建築需要修繕時，應在施工前由管理、使用古建築的單位

和負責施工的單位共同制定施工消防安全方案，報其上級保

衛部門批准；其中主要殿堂施工，還須報公安消防部門和文

物行政管理部門審查批准。並在施工中，加強管理，確保安

全。 

第七條  在古建築物上必須安裝完善有效的避雷設施，在每年雨季

前，進行遙測檢查和維修。 

第八條  在古建築的保護範圍內必須設置消防給水設施，保證消防用

水需要。在消防管道通達地區，要在適當位置按規定距離和

消防用水量建設消火栓。消火栓應採用環狀管網，設兩個進



水口。在水壓低的地區，應增設加壓泵、消防豎管。在缺乏

水源或水量不足的地區，要修建足夠容量的貯水池並配置消

防水泵。在有天燃水源可資利用的地區，應修建消防碼頭，

使消防車能夠靠近使用。 

第九條  在古建築的保護範圍內要有消防車道，並保持暢通。消防車

不能通行的地區，應開闢車道，或增建能夠通行的設施。 

第十條  在古建築物內應配置必要的消防器材工具，並定期檢查維修

保養。在重點要害部位，應逐步安裝自動報警裝置和自動噴

水滅火設備。 

第十一條  各管理、使用古建築的單位，應按規定實行防火責任制，

逐級確定一名行政領導為防火負責人，負責抓好消防工作。

防火負責人的名單要報公安消防部門和文物行政管理部門

備案。防火負責人如有變動，應及時定人接替，補報名單。  

第十二條  各管理、使用古建築的單位，應根據需要配備專職或兼職

防火幹部，建立群眾性的義務消防隊，在單位行政領導下定

期組織教育訓練，做到會進行防火宣傳教育工作，會使用和

檢修消防器材，會撲救初起火災。 

第十三條  各管理、使用古建築的單位，應根據國家發佈的消防法規

和本管理規定，結合實際情況，訂立包括各級領導的逐級防

火檢查，各部門、各工種的崗位防火責任，夜間、節假日值

班巡邏守護等防火安全制度，教育幹部職工認真遵守。各管

理、使用古建築的單位在同文物行政管理部門簽訂的古建築

使用保證書，應送公安消防部門一份備案。 

第十四條  臨時租用、借用古建築拍電影、辦展銷會等，需要用火用

電、搭棚、堆物的、必須經管理、使用古建築單位同意，並

報公安消防部門和文物行政管理部門審查批准。 

第十五條  對違反本規定的單位和個人，由上級部門、文物行政管理

部門和公安機關給予批評教育和處罰，情節嚴重和造成火災

的，要依法追究肇事者及其領導人的責任，直至追究刑事責

任。 

第十六條   本市轄區內各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均適用本規定。 

第十七條   本規定自公佈之日起實行。 

 



北京市文物建築裝修暫行標準及管理規定 

（2006年 4月 3日第十三次局長辦公會討論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加強文物建築的保護和合理利用，確保文物建築的安全，  

根據《北京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辦法》的

有關規定，制定本標準。 

第二條  本市行政區域內的各級人民政府公佈的文物保護單位中的

文物建築、各區縣文化委員會普查登記在冊的文物建築，進

行裝修的適用本標準。 

第三條  文物建築裝修應遵守的基本原則： 

不改變文物建築原狀原則； 

不改變建築結構和外觀原則； 

不損毀、改建、添建或者拆除文物建築原則； 

不危害文物建築及其附屬文物的安全原則； 

可逆性原則。 

第四條  文物建築裝修主要包括室內吊頂、增加隔斷、加鋪新型材料

地面、牆面重新裝飾；增設水、電、暖等設施以及更新、安

裝對文物建築室內現狀的外觀產生影響的其他各類裝飾施

工項目。  

第五條  裝修裝飾應具有可逆性，拆除裝修後可恢復文物建築的歷史

原狀。裝修材料不得對文物建築本體及其附屬文物造成污

染，不得給文物建築造成各種新的安全隱患，裝修材料以及

現場安裝必須符合消防安全、安裝質量等各項行業規定和行

業規範標準。 

第六條  文物建築原則上不得進行改變文物原狀的室外裝飾裝修。 

第二章  裝修設計 



第七條  裝修設計方案不得對文物建築結構、牆體及文物構件造成損

壞或產生不良影響。應符合下列要求： 

（一）室內有舊彩畫、壁畫及各種雕飾線的文物建築，原則          

上不設計吊頂。 

（二）增加設備及必要的附加構築物，對接觸的文物須採取

有效的、可逆的保護措施。 

（三）設備放置及敷設線路不影響日後對文物建築的維修、

保養和使用。 

（四）文物建築原有的彩畫、壁畫、磚雕、木雕、石刻、隔

扇、多寶閣、落地罩、室內外各類裝飾以及題名、題

記等附屬物之上不得設計安裝任何設備及管線。 

（五）文物建築室內管線和設備，應當置於相對隱蔽及安全

的部位；設計安裝電器設備不得對文物建築外觀產生

不良的視覺影響。 

（六）文物建築（除）原有暗線敷設管路的繼續沿用外，原

則上不得重新設計鑿牆挖地等暗敷管線；暖氣等管線

應明敷，不得設計在室內開挖管溝，以保護文物建築

基礎整體安全。 

第三章  施工安裝 

第八條  施工安裝應符合下列要求： 

（一）如必須對室內有舊彩畫、壁畫及各種雕飾線的文物建築吊頂，

應在房梁及天花下皮 10公分以下位置並避開壁畫等文物裝

飾，吊頂後應預留通風氣孔。吊頂不得使用不符合消防部門規

定的木製品等易燃物，固定支點應使用鐵箍並在無彩畫處用鐵

箍固定。 

（二）吊頂應為輕質材料，吊頂前應根據吊頂重量對屋架荷載進行必

要的計算，以確保吊頂後文物建築的結構安全。 



（三）裝修需要增加構造柱及框架的，必須與建築內主體結構保持足

夠的安全距離，固定裝修需要採用箍、戧、卡等形式，不得對

文物本體造成損壞，禁止在有壁畫、題字的部位以及清水牆面

上進行釘釘、打眼、鑿洞等作業。 

（四）新鋪地面時，不得拆除舊地面，新舊地面之間採用隔墊層保護，

固定新地面不得損壞舊地面。 

（五）必要的排水等管線應安排在新舊地面之間，並採取相應的有效

保護措施。 

（六）新增設備及地面鋪裝嚴格控制總體重量，盡可能減輕地基荷

載，不得對文物建築地下基礎造成安全隱患。不得在室內開

挖管溝，以確保文物建築結構安全。 

（七）因工程特殊需要室外管線進入室內，應盡量利用舊管線路進

入，須由地基進入室內，應採用小口徑頂管作業。必須在牆

體上鑿洞的，應選在隱蔽的抹灰牆體或裝修擋板處，不得在

清水牆體或文物建築的梁、檁、柱、枋等大木構件上鑽眼、

打洞。 

（八）禁止為了擴大室內空間，將內簷裝修推至外簷等改變文物原狀

的做法。 

（九）線管使用鍍鋅等優質管材，不得使用蛇皮管等軟管材料（除必

要彎口處外）；管線及金屬框架等結構必須安裝接地裝置，

並在遊人、辦公人員出入地段，採取絕緣防護等有效的保護

措施。 

第四章  相關管理規定 

第九條  文物建築管理使用單位應履行下列職責： 

（一）監督施工單位施工中，必須符合消防安全的規定，原則上不得   

使用明火，必須使用明火的要有配套的防範手段和措施，並按

照有關規定履行報批手續。 



（二）所聘用的施工單位必須具有相應的施工資質及同類工程經驗，

並具有較強的文物保護意識。 

（三）監督施工單位按設計方案施工。安裝的電器設備及裝修材料必

須具有產品合格證等產品質量證明，並達到同類產品的優質水

平。  

（四）監督施工單位制定詳細的文物保護和安全施工方案，並備有應

急預案。 

（五）市級以上文物保護單位進行裝修，開工前將設計方案、施工方

案等報市文物行政部門備案；區縣級文物保護單位、未核定為

文物保護單位的不可移動文物進行裝修，開工前將設計方案、

施工方案等報區縣文物行政部門備案。 

第十條  市文物行政部門對市級以上文物保護單位的文物建築裝修

進行監督；區縣文物行政部門對區縣級文物保護單位、未核

定為文物保護單位的不可移動文物的建築裝修進行監督。 

第十一條  對於違反《北京市文物建築裝修暫行標準及管理規定》對

文物建築進行裝修的，依照《北京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

國文物保護法〉辦法》第二十九條的有關規定，依法追究

有關單位和人員的法律責任。 

第十二條  對於違反《北京市文物建築裝修暫行標準及管理規定》的

行為，法律、法規已經規定的法律責任的，依照其規定追

究法律責任。 

第五章  附  則 

第十三條  對具有保護價值的建築和保護院落（掛牌四合院）進行裝

修參照本標準執行。 

第十四條  本標準由北京市文物局負責解釋。第十五條  本標準自

2006年 7月 15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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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勤、康大生、梅红秀、王金玲、王新凯、于领、孟庆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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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文物建筑消防安全管理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检查消除火灾隐患、扑救初起火灾、

组织疏散逃生、消防宣传教育和自我评定。 

本标准适用于河南省行政区域内文物建筑的消防安全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907－1986 消防基本术语 第一部分 

DB 41/T 627－2010 社会单位消防安全“三会三化”建设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 5907－1986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文物建筑 

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并保留有地面建筑物（构筑物）的古文化遗址、石刻、石窟寺、古墓葬等；

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

史迹、代表性建筑；保留有文物建筑的宗教活动场所以及保管、陈列各类文物的博物馆、纪念馆等重要

建筑。 

3.2 

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检查消除火灾隐患能力、扑救初起火灾能力、组织疏散逃生能力和消防宣传教育能力。 

3.3 

消防安全责任人 

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非法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3.4 

消防安全管理人 

单位主管消防工作的负责人。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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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 

单位从事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相关人员。包括消防工作归口管理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和保安、专职

消防队员、志愿消防队员等。 

4 一般要求 

4.1 文物建筑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全面负责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工作，并应在管理层明确一名成员为消防

安全管理人，明确消防工作归口管理部门和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落实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制和岗位消防

安全责任制，依法履行各自消防安全职责。消防安全责任人和消防安全管理人应报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

构备案。 

4.2 修缮文物建筑应经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验收或备案抽查合格后方可动工或投入使用。文

物建筑单位需要改扩建的，应重新申请消防审核、验收或备案抽查。 

4.3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单位的特点，建立健全下列消防安全制度： 

a) 消防组织管理制度； 
b) 消防安全例会制度； 
c) 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制度； 
d) 防火巡查、检查和火灾隐患整改制度； 
e) 消防(控制室)值班制度； 
f) 安全疏散设施管理制度； 
g) 燃气、电气设备和用火、用电安全管理制度； 
h) 消防设施、器材维护管理制度； 
i)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演练制度； 
j) 消防安全联防制度； 
k) 消防安全工作考评和奖惩制度； 
l) 其它必要的消防安全制度。 

4.4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应制定下列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a) 自动消防设施操作规程； 

b) 电气线路、设备安装操作规程； 

c) 变、配电设备操作规程； 

d) 燃油、燃气设备及压力容器使用操作规程； 

e) 其它有关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4.5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应将大殿、讲经堂、藏经阁、香炉、厨房、消防控制室等易发生火灾、

火灾易蔓延、人员和物资集中、消防设备用房等部位确定为消防安全重点部位，设置明显的防火标志，

标明“消防安全重点部位”和“防火责任人”，并实行严格管理。 

4.6 在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及保管、陈列各类文物的博物馆、纪念馆和大殿、讲经堂、藏

经阁等重要建筑内应注意以下事项： 

a) 严禁在文物建筑内堆放柴草、木料、杂物等易燃物品； 
b) 严禁在文物保护范围内燃放烟花爆竹和吸烟； 
c) 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和灭火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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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经幡、绸缎、罗盖、织布等可燃饰物必须经过阻燃处理； 
e) 严禁在文物建筑内用火、用电，确需安装、使用电气设备、设置生产用火的，应依法报请上级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和当地公安机关和消防部门批准；在安装、设置电气设备、生产用火过程中，

应遵守消防安全规定，并采取相应消防安全措施。 

4.7 烧铂、点灯、焚香等使用明火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在指定的消防安全区域内，指定专人看管或采取定时巡逻等措施，并在明显位置设置灭火器材

和其他消防设施，确保消防安全； 

b) 长明灯与易燃可燃物之间有一定的安全距离，并采取有效的消防安全措施； 

c) 香炉及其台座表面应使用非燃烧性隔热材料； 

d) 香炉等应与大殿及其他建筑的墙、柱、帷幕等易燃可燃物之间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并采取有

效的消防安全措施； 

e) 应指定专人每天定时清理香炉。 

4.8 文物建筑厨房等重点部位的消防安全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对燃气、燃油管道、接口、仪表、阀门等应定期检查，防止泄漏； 
b) 厨房内排烟罩、排烟管道内的油垢应每季度清洗一次； 
c) 消防设施、灭火器材应保持完好有效； 
d) 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保持畅通，严禁占用、堵塞和锁闭。 
e) 厨房操作结束后，应关闭所有燃料供给阀门，熄灭火源，切断除冷冻设备外的一切电源。 

4.9 设有消防控制室的文物建筑单位，其消防控制室消防安全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每日 24h 专人值班，每班不少于 2 人，值班人员和操作人员应取得消防特有工种职业资格证书，

持证上岗； 
b) 确保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灭火系统处于正常工作状态；确保高位水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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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常开状

态，确保消防水泵、防排烟风机等消防设施的配电柜开关处于自动状态； 
c) 火灾确认后，消防控制室应立即将火灾报警联动控制开关转入自动状态（处于自动状态的除

外），并立即启动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和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 

4.10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应建立健全消防档案，确定消防档案保管人员。消防档案内容信息应详

实、准确，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更新完善。应将本单位的基本情况、消防安全管理情况、公安机关消防

机构或公安派出所填发的各种法律文书及与消防工作有关的材料和记录等统一保管备查。 

4.11 消防档案中的建设工程原始技术资料（如：图纸、产品资料、施工记录、检验报告、消防审核、

验收及备案抽查等法律文书）应永久保存；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检测记录存档保存时间应与设施使用

期限相符；防火检查巡查、员工岗位自查记录存档保存时间不应少于一年；其它档案材料应根据需要确

定保存期限。 

5 检查消除火灾隐患 

5.1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应每月至少组织一次防火检查。检查

应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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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管理措施和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的执行和落实情况； 
b) 用火、用电、用油、用气、人员住宿有无违章； 
c) 修缮、扩建工程及电气设备安装、使用是否依法申报，文物建筑内使用的经幡、绸缎、罗盖、

织布等可燃饰物是否经过阻燃处理； 
d) 是否被占用作为民居、粮仓、旅馆、饭店或办公场所使用，是否有使用文物建筑生产、储存和

经营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的行为； 
e)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防火间距是否被占用； 

f) 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的设置及完好情况； 

g)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制定、演练及员工消防教育培训、岗位消防知识掌握情况； 

h) 地处郊野的文物建筑周围30m范围内是否有杂草等易燃物，是否堆放柴草、木料、杂物等易燃

物品，高压输变电线路有无跨越文物建筑保护单位； 

i) 消防控制室值班、建筑消防设施运行情况及相关记录，消防安全管理档案记录情况； 

j) 防火巡查、火灾隐患整改、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 

k) 消防控制室等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的管理情况； 

l) 消防水源情况，消防设施、灭火器材配置及完好情况； 

m) 宗教活动场所点灯、燃烛、焚香及电气设备、生产用火的使用管理是否符合要求； 

n) 是否依法安装避雷设施并定期检测、维修，确保完好有效； 

o) 其他消防安全情况。 

5.2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应每日进行防火巡查，游览、参观或开放期间防火巡查每2小时至少一次；

应对建筑物室内或现场进行检查；值班或看守人员夜间防火巡查不少于两次。可利用本单位视频监控、

电子巡更等设备辅助开展防火巡查。巡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用火、用电、用油、用气、人员住宿有无违章； 

b) 宗教活动场所点灯、燃烛、焚香是否在指定地点进行，是否有专人看管并落实防火措施； 

c)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道是否畅通，防火间距是否被占用； 
d) 有无遗留火种、游客吸烟、违规动用明火现象； 
e) 重点部位人员在岗情况； 
f) 消火栓、灭火器等设施器材及消防安全标志、防火标识是否完好； 
g) 有无在保护区域范围内燃放烟花爆竹现象； 
h) 地处郊野的文物建筑周围30m范围内是否有杂草等易燃物，是否堆放柴草、木料、杂物等易燃

物品； 
i) 其他消防安全情况。 

5.3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员工及僧侣等应履行本岗位消防安全职责，遵守消防安全制度和消防安

全操作规程，熟悉本岗位火灾危险性，掌握火灾防范措施，每日进行岗位自查。自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用火、用电、用油、用气有无违章； 
b)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防火间距是否被占用； 
c) 消火栓、灭火器、消防安全标志、逃生器材等有无埋压、圈占、遮挡、损坏情况； 
d) 宗教活动场所点灯、燃烛、焚香是否在指定地点进行，是否有专人看管并落实防火措施； 
e) 重点部位人员在岗情况； 
f) 有无遗留火种、游客吸烟、动用明火现象； 
g) 有无在保护区域范围内燃放烟花爆竹现象； 
h) 有无其他异常情况。 

5.4 防火检查、巡查应如实填写检查记录，巡查检查人员和被检查部门负责人应在检查记录上签名。 

5.5 因工作需要确需动用明火时，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消防工作归口管理职能部门应指定专人到

场监护，并进行下列内容的防火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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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是否办理动火许可证，进行电焊、气焊等动火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并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

程； 
b) 动火地点与周围建筑、设施等防火间距是否符合要求，动火地点附近四周是否有影响消防安全

的物品，施工现场是否配置相应的消防设施、灭火器材； 
c) 焊具是否合格，燃气、氧气瓶是否符合安全要求，放置地点是否符合规定；  
d) 电焊电源、接地点是否符合防火要求； 
e) 动火监护人是否在位，动火期间的灭火应急措施是否落实； 
f) 现场废料及易燃可燃材料是否清理。 

5.6 在文物建筑保护范围内举办祭祀、庙会、游园、展览等大型活动，主办单位应提前进行防火检查，

配置必要的消防设施、灭火器材，确定临时建筑是否与原有建筑保持必要的防火间距。同时制定灭火和

应急疏散预案并组织演练。 

5.7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对火灾隐患整改负总责，消防安全管理人或消防工作归

口管理职能部门负责人具体负责督促火灾隐患整改工作。 

5.8 发现火灾隐患应立即改正，并如实记录；不能立即改正的，发现人应向消防安全管理人或专兼职

消防管理人员报告，由消防安全管理人或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研究制定整改方案，确定整改部门、整改

责任人和整改措施、整改时限，并报消防安全责任人审批。 

5.9 火灾隐患整改完毕后，负责整改的部门或人员应将整改情况记录报送消防安全责任人或消防安全

管理人，由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验收，验收结果报消防安全责任人并存档备查。 

6 组织扑救初起火灾 

6.1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应组织制定适合本单位实际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

组织演练。制定的预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组织机构：指挥协调组、灭火行动组、通讯联络组、疏散引导组、安全防护救护组； 
b) 报警、接警处置程序； 
c) 应急疏散的组织程序和措施； 
d) 扑救初起火灾的程序和措施； 
e) 通信联络、安全防护救护的程序和措施； 
f) 其他需要明确的内容。 

6.2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应按照下列要求至少每半年组织开展一次疏散逃生演练： 

a) 组织演练前，应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和预案内容教育培训，明确职责任务，使其掌

握必要的消防知识； 
b) 演练应设置明显标识，并通知所有在场人员，防止发生意外； 
c) 演练结束后，应及时总结问题，做好记录，并针对存在问题，进一步修订、完善预案内容。 

6.3 距离公安消防队较远的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建筑群的管理单位应

建立专职消防队或志愿消防组织，并加强消防灭火技能训练。 

6.4 文物建筑单位应根据实际，因地制宜地组建消防应急救援的第一、二灭火应急力量，熟悉和掌握

初起火灾扑救的组织指挥程序。 

6.5 发现火灾时，现场员工、僧侣等人员应立即呼救并拨打“119”电话报警，并在 1min 内形成第一

灭火应急力量，采取如下措施： 

a) 靠近火灾报警按钮附近或电话的员工、僧侣，立即按下火灾报警按钮或拨打电话通知消防控制

室或单位值班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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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消防设施、器材附近的员工、僧侣利用现场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等设施器材进行灭火； 
c) 现场员工、导游、僧侣等迅速引导人员疏散。 

6.6 火灾确认后，消防控制室或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值班人员应立即启动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在3min内形成第二灭火应急力量，并采取如下措施： 

a) 通讯联络组按照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要求通知员工赶赴火场，与公安消防队保持联络，向火场

指挥员报告火灾情况，将火场指挥员的指令下达有关员工； 

b) 灭火行动组根据火灾情况使用消防设施、器材，扑救初起火灾； 

c) 疏散引导组按分工组织引导现场人员疏散； 

d) 安全救护组协助抢救、护送受伤人员； 

e) 现场警戒组阻止无关人员进入火场，维持火场秩序。 

6.7 文物建筑单位应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配备消防设施、灭火器材和逃生设备。位于偏远

地区的文物建筑（群）应在适当位置设置消防器材箱，充分发挥消防设施在火灾扑救中的作用，同时做

好以下工作： 

a) 加强消防设施日常维护保养，自动消防设施由专门人员操作，确保完好有效； 
b) 设有消防控制室的医院，消防控制室应每日 24h 专人值班，每班不少于 2 人，值班人员和操作

人员应取得消防特有工种职业资格证书，持证上岗； 
c) 消防控制室在确认火灾后，应立即将火灾报警联动控制开关转入自动状态（处于自动状态的除

外）。 

7 组织疏散逃生 

7.1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应按规定设置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等设施，配备相应的疏散逃

生设备、器材。 

7.2 导游、员工、僧侣等人员应熟悉和掌握疏散逃生相关知识、技能及安全疏散设施管理要求，同时

做好以下工作： 

a) 加强安全疏散设施管理，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确保疏散指示标志等设置明显、功能

完好； 
b) 熟悉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位置、逃生路线，掌握避难逃生设施使用方法； 
c) 掌握引导人员疏散程序，具备火场逃生和火灾扑救中的自我防护技能； 
d) 熟悉单位疏散预案，参加应急疏散演练。 

7.3 火灾发生时，员工、僧侣、导游等在场人员应通过喊话、广播等方式，按照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要求通知、引导火场人员采取正确方式、沿正确路线、有序逃生，并提醒火场人员疏散时不要恐慌，

防止拥堵踩踏。 

7.4 发生火灾时，应按照以下顺序通知人员疏散： 

a) 二层及以上的楼房发生火灾，应先通知着火层及其相邻的上下层； 

b) 首层发生火灾，应先通知本层、二层及地下各层； 

c) 地下室发生火灾，应先通知地下各层及首层。 

7.5 建筑内火势无法控制时，火场总指挥应及时通知所有参加救援人员撤离，采取其他有效隔离措施，

防止火势蔓延成灾。 

8 消防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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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应熟知以下内容： 

a) 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安全职责； 
b) 本单位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 
c)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d) 依法应承担的消防安全行政和刑事责任。 

8.2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应确定专兼职消防宣传教育人员，具体负责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培训工作。

消防宣传教育培训人员应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培训，具备消防宣传教育培训能力和消防安全管理能力。 

8.3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应建立消防宣传和教育培训制度，定期组织员工、僧侣等人员参加消防

教育培训。 

8.4 导游、员工上岗、转岗前，应经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合格；在岗员工、僧侣、志愿消防队员等应每

半年至少进行一次消防安全教育并做好记录。消防安全教育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消防法律法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b) 掌握消防安全职责、制度、操作规程、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c) 掌握本单位、本岗位的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 
d) 掌握有关消防设施、器材的操作使用方法； 
e) 会报警、会扑救初起火灾、会组织疏散和逃生自救。 

8.5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应在显著位置设立“三提示”宣传标牌和宣传专栏，提示公众所在场所

火灾危险性，提示公众所在场所安全逃生路线、安全出口的具体位置，遇到火灾等紧急情况如何正确逃

生、自救，提示公众所在场所灭火、逃生设备器材具体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其设置应符合 DB 41/T 627
－2010 的要求。 

8.6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应在明显部位悬挂或张贴消防宣传标语，利用展板、专栏、广告牌、广

播、电视、网络、电子显示屏等形式开展消防宣传教育。有条件的单位应在门票上印制消防安全宣传提

示或编印场所消防安全宣传资料供公众取阅。 

8.7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的导游、员工应将消防安全常识作为向游客介绍文物建筑景区的内容。 

8.8 文物建筑（群）主要出入口应设置固定的“消防安全告知书”和“消防安全承诺书”。 

9 自我评定 

9.1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应按照本标准至少每季度组织开展一次消防安全管理自我评定工作，并

向社会承诺消防安全，具体由消防安全责任人或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实施。 

9.2 依据本标准要求，可采取现场检查、模拟演练、随机提问、查阅档案、组织考核等方法进行评定。 

9.3 消防安全管理自我评定内容应包括逐级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防火检查、巡查、自查及火

灾隐患整改情况，专职或志愿消防队建设情况，各级各类人员的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和应知应会情况，灭

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制定和演练情况等。 

9.3 评定结束后，应形成自我评定书面报告，报告内容应包括组织评定的工作方法、发现问题、评定

结论、改进措施等。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文物建筑单位应每季度将消防安全自我评定报告分别报送

当地文物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或公安派出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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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文物建築消防安全管理規定 

山西省人民政府令  

第 199 號  

《山西省文物建築消防安全管理規定》已經 2007 年 1 月 5 日省人民政府第 92 次

常務會議通過，現予公佈，自 200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省長于幼軍  

二 OO 七年一月十四日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  為加強文物建築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護文物建築免遭火災危害，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消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山西省消

防管理條例》以及有關法律、法規，結合本省實際，制定本規定。  

第二條  本規定所稱文物建築，是指市、縣級以上文物保護單位中的古建築；古

墓葬、石窟寺附屬的重要建築或者構築物；與重大歷史事件、革命運動

或者著名人物有關的以及具有重要紀念意義、教育意義或者史料價值的

近代現代重要史跡、代表性建築；保管、陳列各類文物的博物館、紀念

館等重要建築。  

第三條  本省行政區域內文物建築的消防安全管理，適用本規定。  

第四條  文物建築消防安全管理，實行預防為主、防消結合的方針，堅持專門機

關與群眾相結合的原則，實行消防安全責任制。  

第五條  任何單位和個人，都有依法保護文物建築消防安全的義務。  

第六條  各級人民政府及其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對在文物建築消防安全

工作中有突出貢獻或者成績顯著的單位和個人，應當給予表彰、獎勵。 

第二章消防安全責任 

第七條  各級人民政府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文物建築消防安全工作。古建築群和

風景名勝區所在地的人民政府應當制定消防專業規劃，並組織實施。  

http://www.secu.hc36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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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消防部門按照屬地管轄的原則，履行消防監督職

責。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文物、宗教、旅遊、建設、氣象、林業、科技等部門

在各自的職責範圍內，依法做好文物建築消防安全工作。  

第八條  文物建築管理、使用單位應當成立消防安全組織，配備專職或者兼職消

防管理人員，落實消防安全責任制，制定滅火和應急疏散預案，定期組

織滅火演練，加強消防安全培訓、教育，維護消防設施和器材，建立防

火檔案。  

文物建築管理、使用單位每年應當從其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用於消防

設施、器材的購置、更新、維護以及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支出。  

第九條   文物建築管理、使用單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單位的主要負責人

為該單位消防安全責任人，全面負責本單位的消防安全工作，履行下

列職責：  

一貫徹執行消防法律、法規、規章，保障單位消防安全符合規定，掌

握本單位的消防安全情況；  

二將消防工作與本單位的其他各項工作統籌安排，批准實施消防工作

計畫；  

三為本單位的消防安全工作提供必要的經費和組織保障； 

四確定逐級消防安全責任，批准實施消防安全制度；  

五根據消防法律、法規的規定，建立專職消防隊或者義務消防隊；  

六組織防火檢查，督促火災隱患整改，及時處理涉及消防安全的重大

問題；  

七組織制定符合本單位實際的滅火和應急疏散預案，並實施演練。  

第十條  文物建築管理、使用單位可以根據需要確定本單位的消防安全管理人。  

消防安全管理人對本單位的消防安全責任人負責，組織實施和落實下列

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一擬訂消防工作計畫，組織實施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二組織擬訂消防安全制度並檢查督促落實情況；  

三擬訂消防安全工作的資金投入和組織保障方案；  

四組織實施防火檢查和火災隱患整改工作；  

五組織實施對本單位消防設施、滅火器材和消防安全標誌的維護保養，

確保其完好有效，確保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暢通；  

六組織管理專職消防隊或者義務消防隊；  

七組織開展消防知識、技能的宣傳教育和培訓，組織滅火和應急疏散預

案的演練和實施；  

八單位消防安全責任人委託的其他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消防安全管理人應當定期向消防安全責任人報告消防安全情況，及時報

告涉及消防安全的重大問題。未確定消防安全管理人的單位，前款規定

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由單位消防安全責任人負責實施。  

第十一條  文物建築管理、使用單位的工作人員和宗教教職人員，以及文物建築

的使用人，應當參加消防教育培訓等各項消防活動。  

第十二條  文物建築周邊的村民委員會、社區居民委員會以及其他單位應當制訂

防火安全公約，有針對性地開展群眾性的消防安全工作。 

第三章火災預防 

第十三條  文物建築的管理、使用單位應當做好火災預防工作，涉及文物建築的

重大消防問題，文物建築的管理、使用單位應當組織有關專家進行論

證。  

第十四條  文物建築工程的消防設計應當依法報公安消防部門審核同意後，方可

施工。工程竣工後，應當進行消防驗收，驗收合格後方可投入使用。  

第十五條  文物建築周圍的建構築物應當設置符合國家消防技術規範要求的防

火間距。  

第十六條  地處林區的文物建築管理、使用單位，應當加強森林防火工作；地處

郊野的文物建築管理、使用單位應當清除文物建築周圍 30 米範圍內

的雜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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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高壓輸變電線路不得跨越文物保護單位。  

第十八條  在文物建築內應當避免使用可燃飾物，對文物建築內使用的可燃構件

和可燃飾物，應當在不影響文物原貌的前提下，進行阻燃處理。  

第十九條  文物建築管理、使用單位應當根據國家有關規定，設置相應的消防器

材和設施。古建築內火災危險性大的部位應當安裝火災自動報警系

統，並定期檢測，保持完好。消防設施的設置，不應當造成對文物建

築的損壞，不應當影響文物建築的原有環境風貌。  

第二十條  文物保護單位應當設置消防給水系統，水量、水壓應當滿足直接滅火

的需要。消火栓應當配備足夠數量的消防水帶、水槍，並方便取用。  

設置室內消防給水系統影響古建築原有風貌的，可以將室內消防給水

系統設在室外，並做好相應的保護措施；室內不設置消防給水系統的

應當加大滅火器材的配置量。  

第二十一條  文物建築管理、使用單位應當依法安裝避雷設施，並定期檢測、維

修，保證完好。  

第二十二條  經批准在省級以上文物保護單位的保護範圍和文物建築內施工

的，文物建築管理、使用單位與施工單位應當共同制定消防安全措

施，嚴格管理制度，明確責任，並符合下列要求：  

一不得損壞原消防設施，如確需變更的須經公安消防部門批准； 

二因施工需要搭建的臨時建築，應當符合防火要求；  

三施工中使用油漆、稀料等危險化學品的應當限額領料，禁止交叉

作業，禁止在作業場所裝配、調劑用料；  

四施工中使用電氣設備，應當符合有關技術規範和操作規則，電工、

焊工等特種施工人員應當持證上崗；  

五施工作業需要動火的應當履行動火審批手續，並在指定地點和時

間內進行；  

六現場廢料及易燃可燃材料應當及時清理；  

七施工現場應當配置相應的消防器材。  



經批准在其他文物保護單位的保護範圍和文物建築內施工的，應當

符合前款規定的要求，縣級以上公安消防部門對其實施行政處罰

時，可以參照本規定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三

十八條、第三十九條的有關規定執行。  

第二十三條  文物建築管理、使用單位應當嚴格管理一切火源、電源和各種易燃

易爆化學危險品。  

第二十四條  在文物保護範圍和建設控制地帶內，以及保管、陳列各類文物的博

物館、紀念館等重要建築內禁止生產、儲存和經營易燃易爆化學危

險品。  

文物建築內禁止堆放柴草、木料、雜物等易燃物品。  

文物保護範圍內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禁止吸煙。  

在文物建築的醒目位置應當設置防火標誌說明。  

第二十五條  在文物保護單位內進行宗教活動，需要點燈、燃燭、焚香的，應當

在指定地點進行，並有專人看管，落實防火措施。  

第二十六條  禁止在文物建築內用火、用電。確需安裝、使用電氣設備、設置生

產用火的，有關單位應當依法報請上級文物行政主管部門和當地公

安消防部門批准。  

有關單位在安裝、設置電氣設備、生產用火過程中，應當遵守消防

安全規定，並採取相應的消防安全措施。  

第二十七條  在文物保護範圍內舉辦祭祀、廟會、遊園、展覽等大型活動，具有

火災危險性的，主辦單位應當依法將活動方案、滅火和應急疏散預

案等相關資料報當地公安消防部門審核同意後，方可舉辦。  

第二十八條  在文物保護單位的保護範圍和文物建築內拍攝電影、電視的，應當

依照國家有關規定辦理相關批准手續。 

第四章滅火救援 

第二十九條  文物建築管理、使用單位，應當建立義務消防組織，並定期組織滅

火演練。  



第三十條  距離當地公安消防隊較遠的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和全國重點文物保護

單位的古建築群的管理單位，應當建立專職消防隊。  

專職消防隊的建立，應當符合國家有關規定，並報省級公安消防部門

驗收。  

第三十一條  消防器材、設施不得用於與滅火救援工作無關的事項。  

第三十二條  任何人發現文物建築發生火災時，都應當立即報警；發生火災的單

位應當立即組織力量撲救火災，鄰近單位應當給予支援。 

第五章法律責任 

第三十三條  違反本規定第十四條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縣級以上公安消

防部門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責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

可以並處工程概算 1％—5％的罰款，並對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

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以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罰款：  

一文物建築工程的消防設計未經公安消防部門審核或者經審核不

合格，擅自施工的；  

二依法應當進行消防設計的文物建築工程竣工時未經消防驗收或

者經驗收不合格，擅自使用的。  

第三十四條  違反本規定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三十一條規定的，由縣級以上公

安消防部門對相關責任單位處以 5000 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款，並

對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以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罰款。  

有重大火災隱患，經公安消防部門通知限期改正而逾期不改正的，

依照前款規定予以處罰。第三十五條違反本規定第二十七條規定

的，由縣級以上公安消防部門責令當場改正；當場不予改正的，責

令停止舉辦，可以並處 3000 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款，並對單位直

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以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罰款。  

第三十六條  違反本規定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八條、第二十二條第二項、

第二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的，由縣級以上公安消防部門責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責令停止使用，可以並處 2000 元以上 2 萬元

以下罰款，並對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處以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罰款。  



第三十七條  違反本規定第二十二條第五項、第二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的，由縣級

以上公安消防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可以並處 2000 元以上 2 萬

元以下罰款，並對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者其他直接責任人員

處以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罰款。  

第三十八條  違反本規定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四、

七項、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八條規定的，由縣級以上公安消防部門

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責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可以並

處 1000 元以上 l 萬元以下罰款，並對文物建築管理、使用單位、

施工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以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罰款。  

對火災隱患不及時消除的，依照前款規定予以處罰。  

第三十九條  違反本規定第二十二條第三項、第六）項、第二十四條第三款、第

二十五條規定的，由縣級以上公安消防部門責令當場改正，可以並

處 1000 元以上 1 萬元以下罰款，並對文物建築管理、使用單位或

者施工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以警告或

者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罰款。  

第四十條  違反本規定第八條規定的，由縣級以上公安消防部門責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對文物建築的管理、使用單位處以 1000 元以上 1 萬

元以下罰款。  

第四十一條  違反本規定第九條、第十條規定的，由縣級以上公安消防部門責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對文物建築的管理、使用單位的消防安

全責任人或者消防安全管理人處以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罰款。  

第四十二條  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在消防工作中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徇私舞

弊，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損失，尚不構成犯罪的，依法給予行政

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六章附則 

第四十三條  本規定自 200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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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及细水雾灭火系统
	7.3　 自动喷水灭火局部应用系统
	7.3.1.1　 本标准7.2中规定的文物建筑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有困难、文物建筑承载能力达到安装条件要求时，可采用自动喷水灭火局部应用系统。自动喷水灭火局部应用系统应符合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
	7.3.1.2　 设置自动喷水灭火局部应用系统的房间，室内净空高度不应超过8m，系统保护面积不应超过1000m2。

	7.4　 气体灭火系统
	7.4.1　 不宜用水扑救火灾的文物建筑，在不破坏文物风貌不损伤重要彩（壁）画、结构强度满足管道安装和系统喷放要求时，可设置气体灭火系统，控制范围小的独立空间宜选用无管网式的气体灭火系统。气体灭火系统应符合GB 50263、GB 50370的相关要求。
	7.4.2　 设计灭火浓度不应小于灭火浓度的1.3倍，设计惰化浓度不应小于灭火浓度的1.1倍。七氟丙烷设计灭火浓度宜采用10%；IG541混合气体灭火剂设计灭火浓度不应小于37.5%。
	7.4.3　 气体灭火系统的灭火浸渍时间宜采用20min。
	7.4.4　 喷头的布置应满足喷放后气体灭火剂在防护区内均匀分布的要求。喷头出口射流方向离文物、文物建筑物表面距离，不宜小于0.5m。

	7.5　 探火管式灭火装置
	7.5.1　 文物建筑中下列场所宜设置探火管式灭火装置：
	7.5.2　 当探火管式灭火装置动作后，应同时有报警信号反馈至消防中控室，并能指示具体报警位置。
	7.5.3　 灭火剂储存容器72小时内不能重新充装恢复工作的，应按系统原储存量的100%设置备用量。
	7.5.4　 探火管的主要技术参数应符合表4的要求。
	7.5.5　 探火管式灭火装置应将探火管设在保护区域内部，探火管的敷设间距不应大于1m，探火管末端与保护区域最远点的距离不应大于1m。


	8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8.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置要求
	8.1.1　 消防安全保护等级二级及以上的文物建筑室内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8.1.2　 除8.1.1规定外的其他文物建筑室内宜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8.1.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置要求除符合本标准规定外，还应符合GB 50116、GB 50166的相关要求。

	8.2　 系统设计
	8.2.1　 火灾报警控制器每一总线回路连结设备的地址总数宜留有不应少于地址总数额定容量10%的余量，且每回路地址总数不宜超过100点。
	8.2.2　 火灾应急广播的设置：
	8.2.3　 未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场所，应设置人工警报装置。
	8.2.4　 消防电话的设置：
	8.2.5　 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的设置：
	8.2.6　 根据文物建筑的结构特点，宜选择点型、线型或吸气式火灾探测器。
	8.2.6.1　 下列场所宜选择感烟探测器：
	8.2.6.2　 高于12m且无遮挡的大厅或殿堂，宜选择红外光束感烟探测器。
	8.2.6.3　 下列场所，宜选择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



	9　 消防电源及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9.1　 消防电源
	9.1.1　 消防电源及其配电设备应有可靠的接地，应设置总等电位连接。
	9.1.2　 消防设备电源配电箱应安装电源电涌保护器。电涌保护器的选择应符合GB 50057、DB11/ 741的相关要求。

	9.2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9.2.1　 文物建筑内的低压配电线路应设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其产品应符合GB 14287的要求。重要用电设备的电源接入处宜设置限流式断电保护装置。
	9.2.2　 设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应根据文物建筑的规模和供电回路分布综合因素设计：
	9.2.3　  设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时，不应对供电回路有任何改动，以监控报警为主，不宜设置切断电源的功能。
	9.2.4　 应根据文物建筑的规模和需要监测电气火灾的部位，确定采用独立式监控探测器或非独立式监控探测器。
	9.2.5　 选择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时，应考虑供电系统自然泄漏电流，探测器报警值宜在自然泄漏电流基础上设置300mA～500mA。


	10　 灭火器设置
	10.1　 灭火器的选择
	10.1.1　 文物建筑选配灭火器应分析灭火剂的化学性质，选择与受保护文物建筑及文物相适应的灭火器。文物建筑火灾主要类型为A类火灾，宜配置水基型灭火器。
	10.1.2　 在同一灭火器配置场所，当选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灭火器时，应采用灭火剂相容的灭火器。
	10.1.3　 在同一灭火器配置场所，宜选用相同类型和操作方法的灭火器。当同一灭火器配置场所存在不同火灾种类时，应选用通用灭火器。

	10.2　 灭火器的配置
	10.2.1　 A类火灾场所灭火器的最大保护距离应符合表5的要求。
	10.2.2　 单独计算单元内配置的灭火器不应少于2具，计算单位保护面积不应小于150m2，保护面积每超过100m2，应增设1具。
	10.2.3　 每个设置点的灭火器数量不宜多于5具。
	10.2.4　 单体式文物建筑应配备灭火器。
	10.2.5　 每个灭火器设置点实配灭火器的灭火级别和数量不应小于最小灭火级别和数量的计算值。A类火灾配置场所灭火器的配置基准应符合表6的要求。
	10.2.6　 除符合本标准规定外，灭火器设置还应符合GB 50140的相关要求。


	11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11.1　 文物单位应设置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开放参观的宜设置安全疏散路线图。
	11.2　 安全疏散路线图，应安装在明显位置并符合下列要求：
	11.3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应保障畅通，并设置符合国家规定的消防安全疏散指示标志。不应有下列行为：
	11.4　 应根据文物建筑的用途、规模、建筑内环境以及相应场所要求和文物建筑承受能力等因素决定设置消防应急照明。
	11.5　 文物建筑下列部位，应设置消防应急照明灯具和消防疏散指示标志：
	11.6　 文物建筑内消防应急照明灯具的照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1.7　 消防应急照明灯具和灯光疏散指示标志，可采用蓄电池做备用电源，且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少于30min。
	11.8　 消防应急照明灯具宜设置在墙壁的上部，顶棚上或出口的顶部。
	11.9　 除符合本标准规定外，文物建筑内设置的消防应急照明灯具和疏散指示标志还应符合GB 13495和GB 17945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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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文物建筑消防安全保护等级
	A.1　 文物建筑消防安全保护等级是在GB 50016对文物建筑耐火等级统一规定的类别中，结合文物建筑的保护价值及建筑结构的不同进行的二次分类。
	A.2　 文物建筑的消防安全保护等级根据文物的保护级别及建筑结构的火灾危险性分为四级：


	北京市古建築消防管理規定
	北京市文物建築裝修暫行標準及管理規定
	河南省文物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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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文物建筑
	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并保留有地面建筑物（构筑物）的古文化遗址、石刻、石窟寺、古墓葬等；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代表性建筑；保留有文物建筑的宗教活动场所以及保管、陈列各类文物的博物馆、纪念馆等重要建筑。
	3.2
	3.3
	3.4
	3.5

	4　一般要求
	4.11　消防档案中的建设工程原始技术资料（如：图纸、产品资料、施工记录、检验报告、消防审核、验收及备案抽查等法律文书）应永久保存；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检测记录存档保存时间应与设施使用期限相符；防火检查巡查、员工岗位自查记录存档保存时间不应少于一年；其它档案材料应根据需要确定保存期限。

	5　检查消除火灾隐患
	6　组织扑救初起火灾
	7　组织疏散逃生
	8　消防宣传教育
	9　自我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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