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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浙 江 省 消 防 救 援 总 队
浙建设发〔2023〕103号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消防救援

总队关于印发《浙江省消防技术规范难点问题

操作技术指南（2020版）》部分条文执行

问题专家意见的通知

各市建委（建设局）、消防救援支队：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2022（以下简称《设施通

规》）、《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以下简称《防

火通规》）已分别于 2023年 3月 1日、2023年 6月 1日起实

施。为解决《浙江省消防技术规范难点问题操作技术指南（2020

版）》（以下简称《指南》）中部分涉及《设施通规》《防火

通规》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年版）、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2017相关条文的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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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问题，《指南》管理组有关专家对相关问题咨询进行汇总，

并召开专题技术研讨会，经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浙江省

消防救援总队组织专家审查，形成本专家意见。现印发给你们，

请参照执行。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消防救援总队

2023年 10月 19日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3年 10月 19日印发



 

  

 

《浙江省消防技术规范难点问题操作技术指南（2020 版）》

部分条文执行问题的专家意见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2022（以下简称《设施通规》）《建筑防火

通用规范》GB 55037-2022（以下简称《防火通规》）已分别于 2023 年 3 月 1 日、

2023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两部通用规范发布公告中废止了相应规范标准的强制

性条文。 

日前，《浙江省消防技术规范难点问题操作技术指南（2020 版）》（以下简称

《指南》）管理组的有关专家，对《指南》中部分涉及《设施通规》《防火通规》

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以下简称《建规》）《建筑

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以下简称《防排烟标准》）的相关条文

执行等的问题咨询进行汇总，并召开专题技术研讨会，经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浙江省消防救援总队组织专家审查，形成本专家意见。 

本专家意见的具体解释工作由《浙江省消防技术规范难点问题操作技术指南》

管理组负责，具体联系方式：《浙江省消防技术规范难点问题操作技术指南》管

理组秘书处——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310028 杭州市天目

山路 148 号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东一楼，联系人：颜晓强，邮箱：zjxfzn@qq.com） 

本专家意见的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专家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温州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杭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主要起草专家：王  健 吕敬建 王靖华 赖庆林 杨  彤 项志峰 颜晓强 

应  振 

主要审查人：  姜传鉷 王宗存 王淑敏 黄  剑 黄亚东 王伶剑 何  江 

林  鑫 刘  莹 肖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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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2020 技术指南部分条文执行问题的专家意见 

一、关于《指南》条文有效性的问题。 

《防火通规》《设施通规》实施后，部分涉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建筑防

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的条文对防火设计提出了不一致的要求，《指南》中的相

关条文是否仍然有效？ 

【专家意见】 

当《建规》《防排烟标准》中纳入《防火通规》《设施通规》的原强制性条

文与《防火通规》《设施通规》对应且不矛盾或不低于其规定时，相应针对原强

制性条文作出解释或进一步规定的《指南》条文，可继续执行。 
说明：根据 2023 年 3 月住建部组织的《防火通规》《设施通规》强制性规范培训宣贯会

和住建部相关问题回复的精神，各类技术标准均将逐步进行修订，以实现与《防火通规》《设

施通规》的衔接。在相关标准未修订的衔接阶段，只废除现行规范标准中原条文的强制性，

并应按照下列原则把握执行： 
1.当原标准条文与《防火通规》《设施通规》不重复、不矛盾或不低于《防火通规》《设

施通规》相关规定时，保留原条文，但变为非强制性条文； 
2.当原条文与《防火通规》《设施通规》矛盾、不一致或低于规范规定时，以强制性工程

建设规范的规定为准。 

 

二、关于建筑设置消防车道和消防登高操作场地的问题。 

《防火通规》第 3.4.3、3.4.6 条，对消防车道和消防登高操作场地的设置提

出了新的要求。（1）对于占地面积超过 3000 ㎡的单、多层公建均需沿两条长边

设置消防车道，增加了单、多层建筑类型的覆盖；（2）除高层住宅外，单、多层

住宅也要求沿一条长边设置消防车道；（3）高层建筑应至少沿其一条长边设置消

防登高操作场地，取消了沿周长 1/4 且不小于一个长边长的设置方式。这与《建

规》第 7.1.2、7.2.1 条的规定不同，同时针对《指南》第 2.1.1、2.1.6 条，应该如

何执行，存在疑问。 

 
《防火通规》 3.4.3 

 
《防火通规》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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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规》 7.1.2 

 
《建规》 7.2.1 

 
《指南》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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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2.1.6 

【专家意见】  
1.《防火通规》第 3.4.3 条中“占地面积大于 3000 ㎡”指的是单幢公共建筑

的占地面积，通过仅用于人员通行的连廊相连的多幢建筑可分别计算各自的占地

面积；占地面积不大于 3000 ㎡的其他单多层公共建筑的消防车道的设置，可按

《指南》第 2.1.1 条执行。 
2.住宅建筑的消防车道应沿长边方向设置。对于建筑高度不大于 27m 的住宅

建筑，消防车道距离最不利单元主要出入口的救援路径长度不应大于 60m；当沿

建筑短边同时设有消防车道时，可按短边方向的消防车道距离最不利单元主要出

入口的救援路径长度不大于 40m 控制，同时长边方向的消防车道距离最不利单

元主要出入口的救援路径长度不应大于 80m。（附图二-2） 

 
附图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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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层公共建筑的消防登高操作场地沿一条长边设置确有困难时，可与短边

侧结合设置，但在沿其长边设置的消防登高操作场地单段长度不应小于该高层建

筑长边长度的 1/2，同时其各段场地的最小尺寸均应符合规范对消防登高操作场

地的规定。（附图二-3） 

 
附图二-3 

4、建筑高度大于 50m 时，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可不连续布置，但应确保登

高操作场地的总长度不小于一个长边的长度。取消《指南》第 2.1.6 条第 1 款（含

附图 2.1.6-1）的要求，场地可参照《指南》附图 2.1.6-2 的要求间隔不大于 30m

布置。 

5.《指南》第 2.1.6 条其余各款内容仍然适用，可继续执行。 
 
三、关于尽头式消防车道的回车场地 

《防火通规》第 3.4.5 条第 6 款：“长度大于 40m 的尽头式消防车道应设置

满足消防车回转要求的场地或道路”。《指南》第 2.1.4 条是否仍然适用？ 

《防火通规》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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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2.1.4 

【专家意见】 

取消《指南》第 2.1.4 条的要求，调整为按《防火通规》第 3.4.5 条第 6 款的

规定执行。 

 

四、关于建筑设置消防救援口的问题。 
《防火通规》第 2.2.3 条，对消防救援口的设置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指南》

第 2.2 节相关内容是否仍适用？ 

 
《防火通规》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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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2.2 

【专家意见】 

1.对于商业服务网点的消防救援口设置，仍应按《指南》第 2.2.4 条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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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防救援口尺寸（净宽度×净高度）应按不小于 1.0m×1.0m 设计，当采用

门时可按不小于 0.8m×1.4m 设计。 

 

五、关于地下建筑设置消防电梯的问题。 

《防火通规》第 2.2.6 条条文说明中提到，该条第 6 款规定的地下或半地下

建筑（室），包括地下汽车库。《指南》第 4.3.6 条则明确不包括汽车库。设计时

如何把握？ 

 
《防火通规》2.2.6 

 
《防火通规》2.2.6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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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4.3.6 

【专家意见】 

1.地下、半地下汽车库应计入埋深和总建筑面积，指南第 4.3.6 条不再适用。

可按《指南》第 4.3.5 条相邻防火分区合用消防电梯的要求执行。但针对 2023 年

6 月 1 日前已经方案或初步设计审查通过的项目，当为纯地下建筑（地面以上除

疏散楼梯间等出口外无建筑物）时，《指南》第 4.3.6 条的规定可适用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当地下、半地下室埋深大于 10m 的部分与不大于 10m 的部分分别划分为

独立的防火分区（采用防火墙和甲级防火门分隔，不应采用防火卷帘替代），且

分别满足独立疏散的条件时，“埋深大于 10m 且总建筑面积大于 3000 ㎡”的总

面积可仅计算埋深大于 10m 的部分的总面积。 

 

六、关于防火分区建筑面积计算的问题。 

《指南》第 3.1.3、4.1.22 条关于防火分区面积计算的规定与《防火通规》第

4.1.2 条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防火通规》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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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3.1.3 

 
《指南》4.1.22 

【专家意见】 

1.《指南》第 3.1.3 条中，除符合《防火通规》第 4.1.2 条规定的场所外，其

余场所均应计入防火分区建筑面积。但针对 2023 年 6 月 1 日前已经方案或初步

设计审查通过的项目，对于高层建筑主体部分的防火分区，《指南》第 3.1.3 条的

规定可适用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指南》第 4.1.22 条中，当汽车坡道设置防火墙、特级防火卷帘与汽车库

及相邻其他功能空间进行防火分隔时，该坡道部位可不计入防火分区建筑面积、

可不考虑疏散距离。但该坡道部位应设置至少一个通向相邻空间的甲级防火门或

直通室外的出口作为应急出口。 

 

七、关于疏散走道、疏散楼梯梯段净宽度计算的问题。 

《防火通规》第 7.1.4 条对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净宽度进行了规定。在《<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 55037-2022 实施指南》第 295 页进一步指出，当设有栏

杆、扶手时，净宽度计算应算至栏杆、扶手的内侧。这些要求与《民用建筑通用

规范》GB 55031-2022（以下简称《民用通规》）第 5.3.3 条有矛盾。如何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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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通规》7.1.4 

 
《民用通规》5.3.3 

【专家意见】 

疏散走道、疏散楼梯设置扶手时，净宽度可按《民用通规》规定计算至扶手

中心线。 

 

八、关于疏散走道、疏散楼梯休息平台净高度的问题。 

《防火通规》第 7.1.5 条要求疏散通道和疏散走道净高不低于 2.1m，通道和

走道上局部下挂的挡烟垂壁是否可以按 2.0m 控制？《指南》4.1.29 条中的挡烟

设施下部距地面净空高度可否仍按 2.0m 控制？另外，疏散楼梯平台净高与《民

用建筑通用规范》要求不一致。 

 
《防火通规》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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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4.1.29 

 

 

《民用通规》3.2.7，5.3.7 

【专家意见】  

1.疏散通道、疏散走道上局部设置的挡烟垂壁、梁等突出物部位净高确有困

难处，可按《民用通规》第 3.2.7 条执行。 

2.疏散楼梯休息平台上部及下部过道处净高可按《民用通规》第 5.3.7 条执

行。 

3.人防门和防火门不宜同框设置。人防防护设备的规格及其选用按人防部门

的相关规定执行。 

 

九、关于首层疏散外门名词相关的问题。 

《防火通规》第 7.1.4 条第 3 款中的“首层疏散外门”的含义是否有变化，

《指南》第 4.2.13、4.2.14 条是否仍适用？ 

 
《防火通规》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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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4.2.13，4.2.14 

【专家意见】 

《防火通规》第 7.1.4 条第 3 款中的“首层疏散外门”是指首层门厅等公共

区域设置的直通室外的疏散门，不包括疏散楼梯间在首层直通室外的门。疏散楼

梯间在首层直通室外的门，可按《防火通规》第 7.1.4 条第 1 款执行。与室内主

体功能不连通的单个辅助房间（例如设备间、垃圾间、储藏间）在首层直通室外

的疏散门，可按《防火通规》第 7.1.4 条第 1 款规定执行。 

《指南》第 4.2.13、4.2.14 条仍然适用，可继续执行。 

 

十、关于电梯间与汽车库连通门的问题。 

《防火通规》第 6.4.2 条规定电梯间与汽车库连通的门应为甲级防火门。《指

南》第 4.3.1 条的规定低于《防火通规》要求。 

 
《防火通规》6.4.2 

 
《指南》4.3.1 

【专家意见】 

连通汽车库的电梯间、侯梯厅应设置甲级防火门与汽车库分隔，不应采用防

火卷帘替代。 

 

十一、 关于儿童活动场所疏散门设置的问题。 

《防火通规》第 7.4.2 条第 1 款规定，对儿童活动场所位于两个安全出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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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或袋形走道两侧的房间，建筑面积不大于 50 平方米的允许设置 1 个疏散门。

《指南》第 9.2.2 条低于《防火通规》要求。 

 
《防火通规》 7.4.2 

 

《指南》 9.2.2 

【专家意见】 

取消《指南》第 9.2.2 条的规定，调整为按《防火通规》第 7.4.2 条第 1 款的

规定执行。 

 

十二、 关于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实验楼是否设置自动灭火系统的问题。 

《防火通规》第 8.1.9 条第 7 款，“……设置具有送回风道（管）系统的集中

空气调节系统且总建筑面积大于 3000 ㎡的其他单、多层公共建筑”是否包括中、

小学校的教学楼、实验楼？《指南》第 5.4.3 条是否仍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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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通规》8.1.9 

 
《指南》5.4.3 

【专家意见】 

《指南》第 5.4.3 条不再适用，但对于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实验楼及其附

属教学用房，当其空调送回风道（管）不穿越所服务的房间隔墙或者设置空调系

统部分的建筑面积之和不超过 3000 ㎡时，可不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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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关于排烟系统中排烟防火阀与排烟风机、补风机的联锁关闭问题。 

《设施通规》第 11.3.5 条中规定，“下列部位应设置排烟防火阀，排烟防火阀

应具有在 280℃时自行关闭和联锁关闭相应排烟风机、补风机的功能：……”是否

本条所列的所有排烟防火阀均需与排烟风机、补风机联锁关闭？而《指南》第7.3.2

条中仅要求排烟风机入口处的排烟防火阀具有此联锁关闭功能，此规定是否仍然

适用？ 

 
《设施通规》11.3.5 

 
《指南》7.3.2 

【专家意见】 

《设施通规》第 11.3.5 条仅规定了排烟防火阀应具有联锁关闭相应排烟风

机、补风机的功能，但未明确哪些排烟防火阀应具有联锁关闭功能。从尽可能延

长排烟风机运行时间的角度出发，可仅保持排烟风机入口处的排烟防火阀具有联

锁关闭相应排烟风机、补风机的功能，其他排烟防火阀可不与排烟风机、补风机

联锁关闭。《指南》7.3.2 条仍然适用，可继续执行。 

 

十四、关于地上建筑的走道、面积小于 500 ㎡的房间及地下建筑的补风问题。 

《设施通规》第 11.3.6 条中规定，“除地上建筑的走道或地上建筑面积小于

500m2 的房间外，设置排烟系统的场所应能直接从室外引入空气进行补风，……”

本条并未明确地上建筑的走道、地上建筑面积小于 500m2 的房间及地下建筑具体

的补风要求，《指南》第 7.2.27、7.2.41 条是否仍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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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通规》11.3.6 

 

《指南》7.2.27、7.2.41 

【专家意见】 

《设施通规》第 11.3.6 条仅规定了除地上建筑的走道或地上建筑面积小于

500 ㎡的房间外设置排烟系统场所的补风要求，并未明确地上建筑的走道、地上

建筑面积小于 500 ㎡的房间及地下建筑具体的补风要求。《指南》第 7.2.27、7.2.41

条作为对《设施通规》第 11.3.6 条的补充，在《防排烟标准》修订前可继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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