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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天津市消防救援总队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天津市消防救援总队轨道交通支队。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宋卫峰、赵明昊、姜清悦、王静萱、褚新颖、刘海超、张大壮、胡占林、王哲、

郭磊、田欣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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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车站消防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天津市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的消防安全责任、消防安全管理、消防安全措施、消防宣传

教育培训、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演练、消防档案方面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天津市地铁、轻轨等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的消防安全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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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1 消防水枪

GB 26783 消防救生照明线

GB 32459 消防应急救援装备 手动破拆工具通用技术条件

XF 6 消防员灭火防护靴

XF 7 消防手套

XF 10 消防员灭火防护服

XF 44 消防头盔

XF 86 简易式灭火器

XF 124 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

XF 494 消防用防坠落装备

CCCF-XSRK-006:2011 消防类产品型式认可实施细则 消防水枪产品

CNCA-C18-03:2014 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消灭火设备产品

CNCA-C18-04:2014 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消防装备产品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消防安全员 fire safety personnel

由各车站保安、站台站务员、秩序员、保洁、安检人员等一线员工组成，接受岗位消防安全培训，

负责责任区域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人员。

3.2

轨道微型消防站 miniature fire station in urban rail transit

在车站内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依托车控室值班人员及相关员工组建的消防应急力量，遇突发险情

立即按预案展开处置初期火灾。

3.3

专业处置队 professional disposal team

由轨道交通各个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组成，担负轨道交通电力、通信、调度等专业救援抢险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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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专家保障队 expert support team

由市级安全专家、高级工程师、注册消防工程师等轨道交通行业领域专家组成，提供日常消防安全

指导和应急在线支援。

3.5

换乘站 transfer station

在两条或两条以上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交叉点上设置的车站，供乘客在不同路线之间，在不离开车站

付费区及不另行购买车票的情况下，进行跨线乘坐列车的轨道交通车站。

3.6

地下站 underground station

车站结构位于地下隧道中的车站。

3.7

地上站 ground station

车站结构位于地面之上的车站。包括地面站和高架站。

4 总体要求

4.1 车站应将容易发生火灾、一旦发生火灾可能严重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以及对消防安全有重大影

响的部位、场所，确定为消防安全重点部位或火灾高危场所。

4.2 车站应按照现行有关消防法规和技术规范的要求配置消防设施、器材，宜运用消防远程监控、电

气火灾监控、物联网技术等技防物防措施。

4.3 车站应根据轨道交通应急处置分级响应机制，组建消防安全员、轨道微型消防站、专业处置队、

专家保障队四支应急力量（专业处置队、专家保障队可按照运营单位组建），开展初期火灾应急处置等

火灾防控工作。

5 消防安全职责

5.1 车站站长（值班站长）消防安全职责如下：

——贯彻执行有关消防法规，保障车站安全符合规定，及时掌握车站消防安全情况；

——制订车站年度消防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参与组织制订、修改和完善车站消防应急预案；

——每日巡查车站内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情况及疏散通道畅通情况，核查确认消防安全重点

部位人员在岗情况及消防设施运行记录；

——至少每月对微型消防站进行一次检查，督促做好微型消防站装备保养、报修、维护、更新工

作；落实微型消防站宣传教育培训和演练工作；

——至少每月向站区长或上级归口部门报告一次消防安全工作情况；

——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车站消防宣传教育、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

——发生火灾时，立即实施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联动四支应急力量，及时组织疏散乘客、扑救

初期火灾，协助灾后调查火灾原因。

5.2 车控室值班人员应具备消防设施操作员资格证持证上岗，并应履行下列职责：

——掌握本车站火灾报警系统、气体灭火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消火栓系统、防烟排烟系统

等消防联动系统的工作原理和操作规程；



DB12/T 1172—2022

3

——定期对站内消防设施、器材进行检查、测试，认真填写车控室值班记录及消防设施运行记录，

及时排除消防设施故障，不能立即排除的应报告值班站长，执行报修程序，并填写设备故障

上报处理记录；

——发现或收到火警报警信息，及时组织确认处理；

——熟练掌握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程序，定期参加消防培训、演练。发生火灾时，立即启动相关

消防设施，并第一时间向消防救援机构报火警。

5.3 微型消防站成员消防安全职责如下：

——熟练掌握本车站的平面布局、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设施及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情况，

熟知本人在预案中的职责分工；

——熟练掌握本车站微型消防站装备、现场消防设备设施及灭火器材使用方法；

——开展微型消防站装备日常检查、报修、保养工作；

——参加日常消防宣传、教育培训、训练及演练活动；

——发生火灾时，按照预案开展初期火灾扑救和组织引导乘客疏散，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配合

消防救援人员进行应急处置。

5.4 消防安全员消防安全职责如下：

——参加消防业务培训及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熟知本岗位火灾危险性、消防安全常识、防火措

施，会使用常见的灭火器材及消防设施，严格遵守消防安全制度和操作规程；

——负责责任区域消防安全巡查等消防安全工作，及时发现并制止违反消防安全行为，宣传消防

安全知识；

——发生火灾时，负责责任区域的火灾初期处置及应急处置工作。

5.5 专业处置队消防安全职责如下：

——熟练掌握所属专业轨道交通工艺控制指标、设施设备操作方法、运行情况，落实日常设备设

施巡检及安全风险辨识工作；

——熟知本专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内容及本人的职责分工，熟悉应急处置程序；

——定期参加运营单位组织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联合演练及培训，协助完善预案内容；

——发生火灾时，负责本专业抢险救援和专业设备恢复工作，服从应急指挥机构的统一调度指挥。

5.6 专家保障队消防安全职责如下：

——开展消防安全案例、技术交流和相关技术培训，推进轨道交通运营单位消防技术人才队伍建

设；

——提供消防安全技术咨询及指导，为运营单位解决消防管理、设备维护、建筑防火等专业消防

安全难点问题；

——发生火灾后，运用专家在线支援平台，第一时间进行研判，对可能的原因、处置方法、注意

事项等进行在线指导。

5.7 地铁商铺承包、承租方消防安全职责如下：

——严格执行车站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消防安全责任，配备相应的灭火器材并保持完好有效；

——掌握本商铺的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定期开展防火检查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

——不应圈占、遮挡消防设施、器材以及消防安全标志；

——组织员工开展上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及日常消防宣传、培训演练；

——积极参与车站组织的消防演练，熟知区域内应急预案内容与职责。

5.8 由不同运营单位管理的换乘站，应当明确各方的消防安全责任，并确定责任人对共用的疏散设施

和建筑消防设施进行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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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消防安全管理

6.1 一般规定

6.1.1 车站消防安全制度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制及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

——防火巡查、检查及火灾隐患整改；

——车控室（消防控制室）值班；

——消防设施、器材维护管理；

——用火、用电及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安全管理；

——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及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演练；

——四支应急力量组织管理；

——消防安全工作考评和奖惩；

——地铁商业消防安全管理；

——其他必要的消防安全内容。

6.1.2 车站内进行施工作业时，运营单位与施工单位应采取下列消防安全措施：

——明确施工现场消防安全责任；

——根据施工规模级别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组织演练；

——保障消防设施、器材配置齐全完好有效，保障车站内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

——在运营期间开展施工的，应将施工区域与运营区域进行防火分隔。

6.1.3 车站内不应使用明火。因特殊情况需要进行电、气焊等明火作业的，应在非运营期间实施动火

作业，且采取下列防范措施：

——动火单位应按照动火作业级别向归口管理职能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办理“动火作业许可证”，

注明动火作业的地点、时间、范围、安全措施、现场监护人等内容，并在作业现场显著位置

予以公示；

——动火单位应制定安全防范措施和灭火应急预案，安排具有相应操作资质的动火作业人员持证

上岗，并在作业现场配备相应的灭火器材，严格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和安全操作规程；

——作业前，应将作业现场周围的可燃物、维修设备移至安全地点或采取防火分隔措施；架空作

业时，下方应采取防止火星飞溅的隔离（绝）、遮挡等安全措施；

——作业期间，动火单位应安排专人在现场全程进行动火监护，当发现异常情况时，应立即通知

停止作业，及时联系有关人员采取措施；

——作业结束后，动火施工作业负责人、作业执行人及监护人，应认真清理作业现场残渣、消除

火源，守护至安全状态后方可离开现场。

6.1.4 车站在运营期间的防火巡查应当至少每 2 小时一次；运营结束时应当对车站进行全面检查，消

除遗留火种。防火巡查的内容应当包括：

——用火、用电、用油、用气有无违章情况；

——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是否完好；

——消防设施、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是否在位、完整；

——常闭式防火门是否处于关闭状态，其他防火门的启闭装置是否完好有效，防火卷帘下是否堆

放物品影响使用；

——消防控制室、车站控制室等人员是否在岗，通信设备房、信号设备房、蓄电池室、变电所、

环控电控室、消防水泵房等无人值守房间是否落实每日或规定时间的安全检查；

——自动消防设施运行情况；

——施工现场的消防设施、器材配置情况及相应防火保护措施等消防安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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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消防安全情况。

防火巡查人员应及时纠正违章行为，妥善处置火灾风险，无法当场处置的，应当立即报告。发现初

起火灾应当立即报警并及时扑救。

防火巡查人员应按照附录A的要求填写巡查记录并签名。

6.1.5 车站防火检查每月不少于 1 次。防火检查可与第三方机构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单位的月检一同进

行，但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月检不应取代防火检查。

防火检查的内容应当包括：

——消防安全工作制度落实情况；

——火灾隐患的整改情况以及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

——重点工种人员以及其他员工消防知识的掌握情况；

——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的管理情况；

——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和场所防火防爆措施的落实情况，以及其他重要物资的防火安全情况；

——消防（控制室）值班情况和消防设施运行、维保情况，电气线路定期检查情况；

——日常防火巡查工作落实情况；

——其他需要检查的内容。

防火检查应填写检查记录。检查人员和被检查部门负责人应在检查记录上签名。

6.1.6 对下列违反消防安全规定的行为，车站应当责令有关人员当场改正并督促落实：

——违章使用明火作业或者在车站、车厢内吸烟、使用明火等违反禁令的；

——将安全出口上锁、遮挡，或者占用、堆放物品影响疏散通道畅通的；

——消火栓、灭火器材被遮挡影响使用或者被挪作他用的；

——常闭式防火门处于开启状态，防火卷帘下堆放物品影响使用的；

——消防设施管理、值班人员和防火巡查人员脱岗的；

——违章关闭消防设施、切断消防电源的；

——其他可以当场改正的行为。

6.1.7 车站对存在的火灾隐患，应当及时予以消除。对不能当场改正的或车站自身不能解决的火灾隐

患，值班站长应根据本单位的管理分工逐级上报，提出整改方案。隐患整改责任人应确定整改的措施、

期限以及负责整改的部门、人员。

6.1.8 在火灾隐患未消除前，车站应落实相应的消防安全防范措施；待整改完毕后将整改情况记录报

送值班站长，经核查确认后存档。

6.2 地铁商铺

6.2.1 站台层、站厅付费区、站厅非付费区的乘客疏散区以及用于乘客疏散的通道内，不应设置商铺。

6.2.2 商铺的货架应采用 A 级装修材料。

6.2.3 商铺用电设备安装及使用应符合相关用电规程要求，用电设备及线缆材质应申报商铺管理单位

批准，并报送地铁运营单位备案，经三方共同确认后制作展牌悬挂至商铺明显位置。

6.2.4 在站厅非付费区的乘客疏散区外设置的商铺，不应经营和储存甲、乙类火灾危险性的商品，不

应储存可燃性液体类商品，不应销售指甲油、染发剂、发胶、杀虫剂、空气清新剂等及其他含有易燃物

质的生活用品。

6.2.5 地铁运营单位、商铺管理单位及商铺承包、承租方应明确各方消防安全管理责任，确定消防安

全管理人员，在商铺内配备相应灭火器材，制定用电安全、防火巡查检查、培训演练等消防安全管理制

度，并公布执行。

6.3 地铁商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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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地铁车站内开展商业活动，主办及承办单位应承担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员，明确消防安全责任分工，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保障活动现场消防设施、器材以及消防安全标志配备齐全完好有效，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

口畅通；

——装饰展示使用材料设备、电气线缆应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

6.3.2 地铁商业活动中，用电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使用的电气、电热设备，选型及安装应符合有关安全标准的要求，不应擅自增加用电设备；

——电气线路敷设、电气设备安装和维修应由具备相应职业资格的电工操作；

——不应进行电气焊、油漆粉刷及与商业活动无关的设备检修等具有火灾危险性的施工作业；不

应动用明火及使用冷焰火、燃气管道焰火等明火效果；

——穿过地毯和暗敷在装修物内的电线应穿管保护，不同电压等级的电线不应穿入同一管内；

——商业活动期间应对电气线路、设备定期检查、检测，不应长时间超负荷运行；

——地铁商业活动结束后，应切断所有临时电源，清理可燃物品。

6.3.3 地铁商业活动期间展台、展棚、展品应符合下列规定：

——临时搭建展台、展棚不应占用防火间距、消防通道，不应设置影响消防扑救或消防设备设施

正常使用的架空管线、广告牌等障碍物；

——地毯、展台、展板和模型等的制作和使用，不应使用木质、织物和泡沫等可燃、易燃材料，

应提供符合相应燃烧性能的检测报告；

——活动中不应以实物存放或展出易燃、易爆、腐蚀、剧毒、氧化剂等化学危险品。

6.4 商业结建区域

6.4.1 在站厅公共区同层布置的商业等非地铁功能的场所，应采用防火墙与站厅公共区进行分隔。

6.4.2 车站与相邻结建商业设置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之间，宜建立信息互通及消防联动机制。

6.4.3 地铁车站与相邻结建商业应明确设备设施管理界限、应急处置及疏散逃生联动方案。

6.5 地铁自助设备

6.5.1 不应在车站出入口、站台及疏散通道、乘客疏散区等影响人员疏散的位置设置自助设备。

6.5.2 自助设备不应经营和储存甲、乙类火灾危险性的商品，不应储存可燃性液体类商品。

6.5.3 自助设备进场前应由商业管理单位查验设备的工作铭牌、质量检验合格证书；接电前应向商业

管理单位、地铁运营单位报备所装机器的用电线路图、安装位置，经查验合格后方可施工。

6.5.4 自助设备安装时应安装必要的接地措施。

6.5.5 除紧急情况外，自助设备应在轨道交通非运营期间进行设置或者维护。

6.5.6 自助设备商家应定期对自助设备进行维护保养检测，并指定安全责任人进行巡查。

7 消防安全措施

7.1 地上站周边不应存放可燃、易燃物品。

7.2 换乘车站的换乘通道、换乘梯不应用作乘客的安全疏散设施。

7.3 车站的明显位置应设置安全疏散指示图，并标明疏散路线、安全出口、人员所在位置及必要的文

字说明。

7.4 换乘站及与其他场所结建的车站应每季度开展不少于一次联合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

7.5 车站应按照附录 B的配备标准分级配备轨道微型消防站器材。换乘站如为单独设置的两个车控室

可分别按地下微型消防站装备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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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轨道微型消防站成员应按 4个班组配备轮流执勤，其中换乘站每班组不少于 6人，其他车站每班

组不少于 3 人，终点车站每班组不少于 4 人。

7.7 车站内建筑消防设施电源开关、管道阀门，均应指示正常运行位置，并标识开、关的状态。对需

要保持常开或常闭状态的阀门，应采取铅封、标识等限位措施。

7.8 在巡查、检查、检测中发现车站内消防设施及器材存在故障的，应及时修复。

7.9 车站内消防设施因故障、检修、更新等原因需要暂停使用时，应有确保消防安全的措施。

8 消防宣传教育培训

8.1 一般规定

8.1.1 员工上岗、转岗前应进行相应的消防安全教育、培训。

8.1.2 车站应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全员消防安全培训。

8.1.3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宜建设与车站消防联动设施相符的消防实训基地，用于员工的消防设施实际

操作培训考核。

8.1.4 宣传教育、培训情况应做记录。

8.2 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内容

员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有关消防法规、消防安全制度和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

——本车站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本车站和本岗位火灾危险性及防火措施；

——有关消防设施的性能和使用、检查方法；

——报告火警、扑救初起火灾及逃生自救的知识和技能；

——组织、引导乘客疏散的知识和技能；

——其他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内容。

8.3 社会公益宣传

8.3.1 车站应通过电子媒介、平面媒体等形式向乘客宣传轨道交通防火措施、消防器材使用方法、疏

散逃生方式等消防安全知识。

8.3.2 在重大节假日期间以及火灾多发季节，车站应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消防宣传教育活动。

9 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

9.1 一般规定

9.1.1 各车站应根据实际情况逐级制订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在当地消防救援机构的指导和配合下

积极组织实施。

9.1.2 下列情形，车站应与其他单位明确应急联动机制：

——枢纽站；

——不同运营单位管理的换乘站；

——车站站厅公共区里设置商铺或其它物业项目；

——车站出入口与外部单位共用或相连；

——建筑上盖、风井设于外部单位建筑或施工工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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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需建立应急联动的情形。

9.1.3 各车站应至少每半年按照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开展一次演练。在模拟实际火灾条件下的所有演

练中，应注意对火源及烟气的控制，防止疏散队伍混乱及对演练人员的伤害。演练时应在车站入口处设

置带有“正在进行消防演练”字样的标志牌。演练结束后，应总结问题，做好记录，修订预案内容，解

决演练中暴露出的问题。

9.2 车站火灾

车站发生火灾时，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应包含下列主要内容：

——确认发生火灾后，行车值班员立即拨打 119 向消防救援机构报警；

——值班站长组织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广播通知、组织和引导车站内乘客进行紧急疏散，抢救伤

员；在车站出入口处设立警告标志，阻止人员进入车站；

——微型消防站消防员携带灭火器材赶赴起火部位，做好现场初期火灾处置；

——专业处置队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关闭相关机电及空调设备、二次确认开启事故照明和启动相应

的送风及排烟程序；

——值班站长向控制中心报告现场情况，控制中心启动自身预案，专家保障队利用移动终端发布

应急处置指导意见；

——控制中心指挥后续列车迅速通过事故车站或防止后续列车进站；

——值班站长派人引导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进行扑救。

9.3 列车火灾

9.3.1 列车发生火灾时，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应按列车在站台或区间发生火灾两种情况分别制定，并

应明确驾驶员、行车调度、值班站长等岗位职责和工作流程。

9.3.2 到站列车发生火灾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应包含下列主要内容：

——列车驾驶员迅速打开车门，引导列车上的乘客向站台疏散；

——行车值班员立即拨打 119 向消防救援机构报警；

——行车值班员向控制中心报告现场情况，控制中心启动自身预案，专家保障队利用移动终端发

布应急处置指导意见；

——控制中心指挥后续列车，采取措施防止后续列车进站；

——车站广播通知、组织和引导车站内乘客进行紧急疏散，抢救伤员；

——消防安全员在车站出入口处设立警告标志，阻止人员进入车站；

——值班站长带领微型消防站成员带好灭火器具，扑救初起火灾；

——专业处置队人员按实际情况确认相关机电及空调设备关闭，开启事故照明和启动相应的送风

及排烟程序；

——值班站长派人引导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进行扑救。

9.3.3 当列车在区间发生火灾时，应遵循尽可能将列车继续运行至就近车站的原则。预案应按列车能

继续运行或无法运行两种情况分别制定各岗位职责和工作流程。

列车在区间发生火灾并能继续运行，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应包含下列主要内容：

——驾驶员迅速向控制中心报告，由控制中心联系两端车站，维持列车运行至就近车站，广播指

导乘客使用车厢内配置的灭火器灭火；

——行车值班员立即拨打 119 向消防救援机构报火警，报告值班站长和行车调度；通知相关岗位

人员执行列车火灾紧急疏散预案；广播通知和引导乘客紧急疏散；

——控制中心指挥原停靠列车开走，防止影响后续列车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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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站长带领微型消防站成员疏散站台、站厅内的乘客；在车站出入口处设立警告标志，阻

止人员进入车站；做好灭火、疏散列车内乘客的准备；

——列车进站后执行到站列车发生火灾时的处理程序。

列车在区间发生火灾且无法继续运行，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应包含下列主要内容：

——驾驶员迅速判明火情，立即向控制中心报告，由控制中心联系两端车站；用标准用语进行广

播，稳定乘客情绪，指导乘客使用车厢内配置的灭火器灭火，按照相关疏散标准组织疏散；

——两端车站行车值班员接到火灾的报告后，立即报告值班站长；通知专业处置队人员开启相应

的隧道照明；广播通知和引导车站内乘客紧急疏散；

——专业处置队（控制中心综合调度员）按列车火灾实际情况指挥启动相应的送风及排烟程序；

专家保障队利用移动终端发布应急处置指导意见；

——值班站长带领微型消防站成员疏散站台、站厅内乘客；在车站出入口处设立警告标志，阻止

人员进入车站；进入隧道协助乘客疏散；派人引导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进行扑救；

——控制中心下达命令，防止后续列车继续驶入区间。

10 消防档案

10.1 一般规定

各车站应建立健全消防档案。消防档案应详实、准确，全面反映消防工作的基本情况，并附有必要

的图表，不应漏填、涂改，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更新。

10.2 消防档案内容

10.2.1 消防安全基本情况应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车站基本概况和消防安全重点部位情况；

——消防监督检查法律文书及相关资料、图纸等；

——消防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和各级消防安全责任人；

——消防安全制度和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消防设施、灭火器材情况；

——四支应急力量人员及其消防装备配备情况；

——与消防安全有关的重点工作人员情况；

——消防产品、防火材料的合格证明材料；

——消防安全疏散图示、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10.2.2 消防安全管理情况应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消防设施检查、自动消防设施测试、维修保养记录；

——火灾隐患及其整改情况记录；

——防火检查、巡查记录；

——电气设备检测等记录；

——消防宣传教育、培训记录；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演练记录；

——火灾情况记录；

——消防奖惩情况记录；

——其他有关消防安全管理情况的材料。

10.2.3 消防档案中的消防设施定期检查记录、自动消防设施全面检查测试报告以及维修保养的记录、

火灾隐患及整改情况记录、防火检查、巡查记录、有关燃气、电气设备检测等记录资料应记明检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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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时间、部位、内容、发现的火灾隐患以及处理措施。

10.2.4 消防档案中的消防安全培训记录应记明培训时间、参加人员、内容等。

10.2.5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演练记录应记明演练时间、地点、内容、参加部门以及人员等。

10.3 消防档案保管

10.3.1 车站应制定消防档案保管制度。流动保管的巡查记录等档案存档时间应不少于 3 年。交接班时

应有交接手续，不应缺页。重要的技术资料、图纸、审核手续、法律文书等应永久保存。

10.3.2 消防档案建立、更新、保管等工作应指定专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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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每日巡查记录内容

巡查记录见表A.1。

表 A.1 每日巡查记录内容

区 域 巡查日期 年 月 日

巡查

项目

巡查内容

（以下为符合消防法律

法规的状态）

巡查时间（以开始巡视时间为准，巡视间隔不超过 2 小时）

巡查情况（符合划“√”，不符合和存在问题划“×”，如实填写）

火源

危险

品管

理

无违章带入、存放、使用

易燃易爆物品情况，及时

清除火源和易燃物品

不存在禁烟区域违章使

用明火、吸烟等情况

不存在违章动火作业行

为，动火作业现场已落实

防火灭火措施

用电

管理

无违章使用具有火灾隐

患的电器情况，开关、插

座规范使用，不存在违章

用电作业行为

消防

控制

室

消防值班人员无脱岗、睡

岗、醉岗情况

消防值班人员按时如实

填写消防值班记录

疏散

通道

设施

管理

室内疏散通道、楼梯间无

被占用、安全出口无锁

闭、堵塞情况

消防（车）通道未被外物

占用、堵塞

疏散指示标志（灯）未被

遮挡、损坏，指向正确

消防

给水

设施

室内

消火

栓

主件（水带、水

枪等）齐全，箱

体完好

箱体（门）无外

物遮挡、挤压情

况

自动

喷水

灭火

系统

喷头无遮挡、无

脱落

室外

设施

室外消火栓、水

泵接合器未被

占用、设施在位

气体紧急启/停按钮、现

场控制盘无损坏、遮挡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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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

灭火

系统

室外放气指示灯、警铃无

损坏、脱落情况

放气指示灯、喷头无损

坏、脱落情况

气体控制器主机指示灯

正常显示

火灾

自动

报警

系统

烟感、温感等火灾报警探

测器、手动火灾报警按

钮、声光报警器、消防电

话主机、分机、消防广播

等火灾自动报警设施无

浸水、脱落、遮挡等情况

火灾自动报警控制器正

常工作

防火

分隔

防火门门体及闭门器良

好，防火卷帘外观良好，

下方无物品堆放，控制盒

外观良好

防排

烟设

施

送、排风口无被遮挡、脱

落情况

灭火

器

灭火器箱体、瓶身外观良

好，压力表指针在绿色区

域，点位符合灭火器分布

图

其他需要说明

的消防情况

时 间 情 况 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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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微型消防站装备配备标准

轨道交通车站微型消防站装备配备标准见表B.1。

表 B.1 轨道交通车站微型消防站装备配备标准

序号 设备设施名称 换乘站 地下站 地上站 标准要求

1 消防战斗服 6 4 2 应符合 XF 10 和 CNCA-C18-04:2014 要求

2 战斗靴 6 4 2 应符合 XF 6 和 CNCA-C18-04:2014 要求

3 安全绳 6 4 2 应符合 XF 494 和 CNCA-C18-04:2014 要求

4 安全钩 6 4 2 应符合 CNCA-C18-04:2014 要求

5 防护手套 6 4 2 应符合 XF 7 和 CNCA-C18-04:2014 要求

6 自带照明消防头

盔

6 4 2 应符合 XF 44 和 CNCA-C18-04:2014 要求

7 消防腰带 6 4 2 应符合 XF 494 和 CNCA-C18-04:2014 要求

8 手动破拆工具 2 2 1 应符合 GB 32459 要求

9 空气呼吸器 6 2 0 应符合 XF 124 要求

10 救生照明线轴及

电源

2 2 0 应符合 GB 26783 要求

11 多功能水枪 6 4 2 应符合 GB 8181 和 CCCF-XSRK-006:2011 要求

12 便携式灭火器 6 6 4 应符合 XF 86 和 CNCA-C18-03:2014 要求

13 消防扳手 1 1 1 ---

14 消防斧 2 2 1 应符合 GB 32459 要求

15 断线钳 2 2 1 应符合 GB 32459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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