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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创盟实验室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标准号：GB50016-2014 

 

总则 

1.为了预防建筑火灾，减少火灾危害，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制定本规范。 

2.本规范适用于下列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建筑： 

2.1厂房； 

2.2仓库； 

2.3民用建筑； 

2.4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区）； 

2.5可燃、助燃气体储罐（区）； 

2.6可燃材料堆场； 

2.7城市交通隧道。 

注意：人民防空工程、石油和天然气工程、石油化工工程和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

等的建筑防火设计，当有专门的国家标准时，宜从其规定。 

3.本规范不适用于火药、炸药及其制品厂房（仓库）、花炮厂房（仓库）的建筑

防火设计。具体请参考《民用爆破器材工程设计安全规范》GB50089、《烟花爆竹

工厂设计安全规范》GB50161 等规范中有专门规定。 

4.同一建筑内设置多种使用功能场所时，不同使用功能场所之间应进行防火分隔，

该建筑及其各功能场所的防火设计应根据本规范的相关规定确定。例如：GB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对于同一性质的建筑，如民用建筑或工业建筑，当在同一建筑物内设置两种或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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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以上使用功能的场所时，不同使用功能区或场所之间需要进行防火分隔，以保

证火灾不会相互蔓延。为此，首先要考虑将这些场所进行防火分隔，并且相关防

火分隔要求要符合本规范及国家其他有关标准的规定。 

5.建筑防火设计应遵循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针对建筑及其火灾特点，从全局出

发，统筹兼顾，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6.建筑高度大于 250m 的建筑，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要求外，尚应结合实际情况采

取更加严格的防火措施，其防火设计应提交国家消防主管部门组织专题研究、论

证。 

7.建筑防火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术语、符号 

1.术语 

1.1高层建筑：建筑高度大于27m的住宅建筑和建筑高度大于24m的非单层厂房、

仓库和其他民用建筑。 

1.2 裙房：在高层建筑主体投影范围外，与建筑生体相连且建筑高度不大于 24m

的附属建筑。 

1.3 重要公共建筑：发生火灾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严重社会影响

的公共建筑。 

1.4 高架仓库：货架高度大于 7m 且采用机械化操作或自动化控制的货架仓库。 

1.5 半地下室：房间地面低于室外设计地面的平均高度大于该房间平均净高 1/3，

且不大于 1/2者。 

1.6地下室：房间地面低于室外设计地面的平均高度大于该房间平均净高 1/2者。 

1.7 明火地点：室内外有外露火焰或赤热表面的固定地点（民用建筑内的灶具、

电磁炉等除外）。 

1.8 散发火花地点：有飞火的烟囱或进行室外砂轮、电焊、气焊、气割等作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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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地点。 

1.9 耐火极限：在标准耐火试验条件下，建筑构件、配件或结构从受到火的作用

时起，至失去承载能力、完整性或隔热性时止所用时间，用小时表示。 

1.10 防火隔墙：建筑内防止火灾蔓延至相邻区域且耐火极限不低于规定要求的

不燃性墙体。 

1.11 防火墙：防止火灾蔓延至相邻建筑或相邻水平防火分区且耐火极限不低于

3.00h 的不燃性墙体。 

1.12避难层（间）：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房间）。 

1.13 安全出口：供人员安全疏散用的楼梯间和室外楼梯的出入口或直通室内外

安全区域的出口。 

1.14 封闭楼梯间：在楼梯间入口处设置门，以防止火灾的烟和热气进入的楼梯

间。 

1.15防烟楼梯间：在楼梯间入口处设置防烟的前室、开敞式阳台或凹廊（统称前

室）等设施，且通向前室和楼梯间的门均为防火门，以防止火灾的烟和热气进入

的楼梯间。 

1.16 避难走道：采取防烟措施且两侧设置耐火极限不低于 3.00h 的防火隔墙，

用于人员安全通行至室外的走道。 

1.17 闪点：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可燃性液体或固体表面产生的蒸气与空气形

成的混合物，遇火源能够闪燃的液体或固体的最低温度（采用闭杯法测定）。 

1.18爆炸下限：可燃的蒸气、气体或粉尘与空气组成的混合物，遇火源即能发生

爆炸的最低浓度。 

1.19 沸溢性油品：含水并在燃烧时可产生热波作用的油品。 

对于沸溢性油品，不仅油品要具有一定含水率，且必须具有热波作用，才能使油

品液面燃烧产生的热量从液面逐渐向液下传递。当液下的温度高于 100℃时，热

量传递过程中遇油品所含水后便可引起水的汽化，使水的体积膨胀，从而引起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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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沸溢。常见的沸溢性油品有原油、渣油和重油等。 

1.20 防火间距：防止着火建筑在一定时间内引燃相邻建筑，便于消防扑救的间

隔距离。 

1.21防火分区：在建筑内部釆用防火墙、楼板及其他防火分隔设施分隔而成，能

在一定时间内防止火灾向同一建筑的其余部分蔓延的局部空间。 

1.22 防烟分区：在建筑内部采用挡烟设施分隔而成，能在一定时间内防止火灾

烟气向同一建筑的其余部分蔓延的局部空间。 

1.23充实水柱：从水枪喷嘴起至射流 90%的水柱水量穿过直径 380mm 圆孔处的一

段射流长度。 

2.符号 

A：泄压面积  C：泄压比 D：储罐的直径  DN：管道的公称直径 ΔH：建筑高差     

L：隧道的封闭段长度 N：人数  n：座位数 K：爆炸特征指数  V：体积或容积  

W：可燃材料堆场或粮食筒仓、席穴囤、土圆仓的储量 

厂房和仓库 

本规范根据物质的火灾危险特性，定性或定量地规定了生产和储存建筑的火灾危

险性分类原则，石油化工、石油天然气、医药等有关行业还可根据实际情况进一

步细化。 

1.火灾危险性分类 

1.1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应根据生产中使用或产生的物质性质及其数量等因素划分，

可分为甲、乙、丙、丁、戊类，并应符合表 1.1 的规定。 

表 1.1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生产的火灾

危险性类别 
使用或产生下列物质生产的火灾危险性特征 

甲 1.闪点小于 28℃的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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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爆炸下限小于 10%的气体 

3.常温下能自行分解或在空气中氧化能导致迅速自燃或爆炸的

物质 

4.常温下受到水或空气中水蒸气的作用，能产生可燃气体并引

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5.遇酸、受热、撞击、摩擦、催化以及遇有机物或硫爾等易燃的

无机物，极易引起燃烧或爆炸的强氧化剂 

6.受撞击、摩擦或与氧化剂、有机物接触时能引起燃烧或爆炸

的物质 

7.在密闭设备内操作温度不小于物质本身自燃点的生产 

乙 

1.闪点不小于 28℃但小于 60℃的液体 

2.爆炸下限不小于 10%的气体 

3.不属于甲类的氧化剂 

4.不属于甲类的易燃固体 

5.助燃气体 

6.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浮游状态的粉尘、纤维、闪点

不小于 60℃的液体雾滴 

丙 
1.闪点不小于 60℃的液体 

2.可燃固体 

丁 

1.对不燃烧物质进行加工，并在高温或熔化状态下经常产生强

辐射热、火花或火焰的生产 

2.利用气体、液体、固体作为燃料或将气体、液体进行燃烧作

其他用的各种生产 

3.常温下使用或加工难燃烧物质的生产 

戊 常温下使用或加工不燃烧物质的生产 

1.2 同一座厂房或厂房的任一防火分区内有不同火灾危险性生产时，厂房或防火

分区内的生产火灾危险性类别应按火灾危险性较大的部分确定；当生产过程中使

用或产生易燃、可燃物的量较少，不足以构成爆炸或火灾危险时，可按实际情况

确定；当符合下述条件之一时，可按火灾危险性较小的部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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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应根据储存物品的性质和储存物品中的可燃物数量等

因素划分，可分为甲、乙、丙、丁、戊类。 

1.4 同一座仓库或仓库的任一防火分区内储存不同火灾危险性物品时，仓库或防

火分区的火灾危险性应按火灾危险性最大的物品确定。 

1.5 丁、戊类储存物品仓库的火灾危险性，当可燃包装重量大于物品本身重量 1/4

或可燃包装体积大于物品本身体积的 1/2 时，应按丙类确定。 

2．厂房和仓库的耐火等级 

2.1 厂房和仓库的耐火等级可分为一、二、三、四级，相应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

和耐火极限，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不应低于表 2.1 的规定。 

表 2.1 不同耐火等级厂房和仓库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h） 

构件名称 
耐火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墙 

防火墙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3.00 

承重墙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2.50 不燃性 2.00 难燃性 0.50 

楼梯间和前室的

墙 

电梯井的墙 

不燃性 2.00 不燃性 2.00 不燃性 1.50 难燃性 0.50 

疏散走道两侧的

隔墙 

不燃性 

1.00 
不燃性 1.00 不燃性 0.5 难燃性 0.25 

非承重外墙房间

隔墙 
不燃性 0.75 不燃性 0.50 难燃性 0.5 难燃性 0.25 

柱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2.50 不燃性 2.00 难燃性 0.50 

梁 不燃性 2.00 不燃性 1.50 不燃性 1.00 难燃性 0.50 

楼板 不燃性 1.50 不燃性 1.00 不燃性 0.75 难燃性 0.50 

屋顶承重构件 不燃性 1.50 不燃性 1.00 难燃性 0.5 可燃性 

疏散楼梯 不燃性 1.50 不燃性 1.00 不燃性 0.75 可燃性 

吊顶（包括吊顶搁栅） 不燃性 0.25 难燃性 0.25 难燃性 0.15 可燃性 

2.2 高层厂房，甲、乙类厂房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建筑面积不大于 300 ㎡

的独立甲、乙类单层厂房可采用三级耐火等级的建筑。 

2.3 单、多层丙类厂房和多层丁、戊类厂房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三级。 

使用或产生丙类液体的厂房和有火花、赤热表面、明火的丁类厂房，其耐火等级

均不应低于二级；当为建筑面积不大于 500㎡的单层丙类厂房或建筑面积不大于

1000 ㎡的单层丁类厂房时，可采用三级耐火等级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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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使用或储存特殊贵重的机器、仪表、仪器等设备或物品的建筑，其耐火等级

不应低于二级。 

2.5 锅炉房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当为燃煤锅炉房且锅炉的总蒸发量不大于

4t/h 时，可采用三级耐火等级的建筑。 

2.6 油浸变压器室、高压配电装置室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其他防火设计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力发电厂和变电站设计防火规范》GB50229等标准的规定。 

2.7 高架仓库、高层仓库、甲类仓库、多层乙类仓库和储存可燃液体的多层丙类

仓库，其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单层乙类仓库，单、多层丙类仓库和多层丁、戊类仓库，其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三

级。 

2.8粮食筒仓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二级耐火等级的粮食筒仓可釆用钢板仓。 

粮食平房仓的耐火等级不应于三级；二级耐火等级的散装粮食平房仓可采用无防

火保护的金属承重构件。 

2.9 甲、乙类厂房和甲、乙、丙类仓库内的防火墙，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4.00h。 

2.10 一、二级耐火等级单层厂房（仓库）的柱，其耐火等级分别不应低于 2.50h

和 2.00h。 

2.11 采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全保护的一级耐火等级单、多层厂房（仓库）的屋顶

承重构件，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1.00h。 

除一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外，下列建筑构件可采用无防火保护的金属结构，其中能

受到甲、乙、丙类液体或可燃气体火焰影响的部位应采取外包覆不燃材料或其他

防火保护措施： 

1设置自动灭火系统的单层丙类厂房的梁、柱和屋顶承重构件； 

2设置自动灭火系统的多层丙类厂房的屋顶承重构件； 

3单、多层丁、戊类厂房（仓库）的粱、柱和屋顶承重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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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除甲、乙类仓库和高层仓库外，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的非承重外墙，当采

用不燃性墙体时，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0.25h；当采用难燃性墙体时，不应低于

0.50h。 

4 层及 4 层以下的一、二级耐火等级丁、戊类地上厂房（仓库）的非承重外墙，

当采用不燃性墙体时，其耐火极限不限；当釆用难燃性轻质复合墙体时，其表面

材料应为不燃材料、内填充材料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 B2 级。材料的燃烧性能分

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8624 的规定。 

2.13 二级耐火等级厂房（仓库）内的房间隔墙，当釆用难燃性墙体时，其耐火极

限应提高 0.25h。 

2.14 二级耐火等级多层厂房和多层仓库内采用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的楼板，其耐

火极限不应低于 0.75h。 

2.15 一、二级耐火等级厂房（仓库）的上人平屋顶，其屋面板的耐火极限分别不

应低于 1.50h 和 1.00h。 

2.16 一、二级耐火等级厂房（仓库）的屋面板应采用不燃材料，但其屋面防水层

和绝热层可采用可燃材料；当为 4层及 4层以下的丁、戊类厂房（仓库）时，其

屋面板可采用难燃性轻质复合板，但板材的表面材料应为不燃材料，内填充材料

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 B2级。 

2.17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以木柱承重且墙体釆用不燃材料的厂房（仓库），其

耐火等级可按四级确定。 

2.18 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的节点外露部位，应采取防火保护措施，且节点的耐

火极限不应低于相应构件的耐火极限。 

3．厂房或仓库的层数、面积和平面布置 

3.1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厂房的层数和每个防火分医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应符

合表 3.1 的规定。 

表 3.1 厂房的层数和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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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

火灾危

险性类

别 

厂房的耐

火等级 

最多允许

层数 

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m
2
） 

单层 多层 高层 地下或半地下厂房

（包括地下或半地

下室） 
厂房 厂房 厂房 

甲 
一级 

二级 

宜采用单

层 

4000 

3000 

3000 

2000 
一 一 

乙 
一级 

二级 

不限 

6 

5000 

4000 

4000 

3000 

2000 

1500 
一 

丙 

一级 

二级 

三级 

不限 

不限 

2 

不限 

8000 

3000 

6000 

4000 

2000 

3000 

2000 

― 

500 

500 

― 

丁 

―、二级 

三级 

四级 

不限 

3 

1 

不限 

4000 

1000 

不限 

2000 

― 

4000 

― 

― 

1000 

― 

― 

戊 

―、二级 

三级 

四级 

不限 

3 

1 

不限 

5000 

1500 

不限 

3000 

一 

6000 

― 

― 

1000 

― 

一 

3.2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仓库的层数和面积应符合表 3.3.2的规定。 

表 3.2 仓库的层数和面积 

储存物品的火

灾危险性类别 

仓库的

耐火等

级 

最多

允许

层数 

每座仓库的最大允许占地面积和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

允许建筑面积（m
2
） 

单层仓库 多层仓库 高层仓库 地下或

半地下

仓库

（包括

地下或

半地下

室） 

每座 

仓库 

防火 

分区 

每座 

仓库 

防火 

分区 

每座 

仓库 

防火 

分区 

甲 

3、4 项 

1、2、

5、6 项 

一级 

―、二

级 

1 

1 

180 

750 

60 

250 
― ― ― ― ― 

乙 

1、3、4

项 

―、二

级 

三级 

3 

1 

2000 

500 

500 

250 
900 300 ― ― ― 

2、5、6

项 

―、二

级 

三级 

5 

1 

2800 

900 

700 

300 
1500 500 ― ― ― 

丙 

1 项 

―、二

级 

三级 

5 

1 

4000 

1200 

1000 

400 
2800 700 ― ― 150 

2 项 

―、二

级 

三级 

不限 

3 

6000 

2100 

1500 

700 

4800 

1200 

1200 

400 
4000 1000- 300 

丁 

―、二

级 

三级 

四级 

不限 

3 

1 

不限 

3000 

2100 

3000 

1000 

700 

不限 

1500 

― 

1500 

500 

― 

4800 12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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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二

级 

三级 

四级 

不限 

3 

1 

不限 

3000 

2100 

不限 

1000 

700 

不限 

2100 

― 

2000 

700 

― 

6000 1500 1000 

3.4 甲、乙类生产场所（仓库）不应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 

3.5 员工宿舍严禁设置在厂房内。 

办公室、休息室等不应设置在甲、乙类厂房内，确需贴邻本厂房时，其耐火等级

不应低于二级，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3.00h的防爆墙与厂房分隔和设置独立

的安全出口。 

办公室、休息室设置在丙类厂房内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50h 的防火隔墙

和 1.00h 的楼板与其他部位分隔，并应至少设置 1 个独立的安全出口。如隔墙上

需开设相互连通的门时，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3.6 厂房内设置中间仓库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3.6.1甲、乙类中间仓库应靠外墙布置，其储量不宜超过 1昼夜的需要量； 

3.6.2甲、乙、丙类中间仓库应采用防火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 1.50h 的不燃性 

楼板与其他部位分隔； 

3.6.3设置丁、戍类仓库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防火隔墙和 1.00h 

的楼板与其他部位分隔； 

3.6.4仓库的耐火等级和面积应符合本规范第 3.2条和第 3.3条的规定。 

3.7 厂房内的丙类液体中间储罐应设置在单独房间内，其容量不应大于 5m3。设

置中间储罐的房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3.00h 的防火隔墙和 1.50h 的楼板与

其他部位分隔，房间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3.8 变、配电室不应设置在甲、乙类厂房内或贴邻，且不应设置在爆炸性气体、

粉尘坏境的危险区域内。供甲、乙类厂房专用的 10kV 及以下的变、配电站，当

采用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分隔时，可一面贴邻，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

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50058 等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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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类厂房的配电站确需在防火墙上开窗时，应采用甲级防火窗。 

3.9 员工宿舍严禁设置在仓库内。 

办公室、休息室等严禁设置在甲、乙类仓库内，也不应贴邻。 

办公室、休息室设置在丙、丁类仓库内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50h的防火

隔墙和 1.00h的楼板与其他部位分隔，并应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隔墙上需开设

相互连通的门时，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3.10 物流建筑的防火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建筑功能以分拣、加工等作业为主时，应按本规范有关厂房的规定确定，其

中仓储部分应按中间仓库确定； 

2当建筑功能以仓储为主或建筑难以区分主要功能时，应按本规范有关仓库的规

定确定，但当分拣等作业区采用防火墙与储存区完全分隔时，作业区和储存区的

防火要求可分别按本规范有关厂房和仓库的规定确定。其中，当分拣等作业区釆

用防火墙与储存区完全分隔且符合下列条件时，除自动化控制的丙类高架仓库外，

储存区的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和储存区部分建筑的最大允许占地面积，可

按本规范表 3.3.2（不含注）的规定增加 3.0 倍： 

（1）储存除可燃液体、棉、麻、丝、毛及其他纺织品、泡沫塑料等物品外的丙

类物品且建筑的耐火等级不低于一级； 

（2）储存丁、戊类物品且建筑的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 

（3）建筑内全部设置自动水灭火系统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3.11 甲、乙类厂房（仓库）内不应设置铁路线。 

需要出入蒸汽机车和内燃机车的丙、丁、戊类厂房（仓库），其屋顶应釆用不燃

材料或釆取其他防火措施。 

4.厂房的防火间距 

本规范中规定的有关防火间距均为建筑间的最小间距要求，有条件时，设计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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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筑的体量、火灾危险性和实际条件等因素，尽可能加大建筑间的防火间距。 

影响防火间距的因素较多、条件各异，对于火灾蔓延，主要有“飞火”、“热对流”

和“热辐射”等。在确定建筑间的防火间距时，综合考虑了灭火救援需要、防止

火势向邻近建筑蔓延扩大、节约用地等因素以及灭火救援力量、火灾实例和灭火

救援的经验教训。 

其中，火灾的“热辐射”作用是主要因素。热辐射强度与灭火救援力量、火灾延

续时间、可燃物的性质和数量、相对外墙开口面积的大小、建筑物的长度和高度

以及气象条件等有关。对于周围存在露天可燃物堆放场所时，还应考虑“飞火”

的影响。飞火与风力、火焰高度有关，在大风情况下，从火场飞出的“火团”可

达数十米至数百米。 

4.1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厂房之间及与乙、丙、丁、戊类仓库、民用建筑等的

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4.1 表的规定，与甲类仓库的防火间距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 

 

4.2 甲类厂房与重要公共建筑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50m，与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

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30m。 

4.3 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气的甲类厂房与铁路、道路等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表 4.3 的规定，但甲类厂房所属厂内铁路装卸线当有安全措施时，防火间距不

受表 4.3 规定的限制。 

表 4.3 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气的甲类厂房与铁路、道路等的防火间距（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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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厂外铁路线中心

线 

厂内铁路线中心

线 

厂外道路路

边 

厂内道路路边 

主要 次要 

甲类厂房 30 20 15 10 5 

4.4 高层厂房与甲、乙、丙类液体储罐，可燃、助燃气体储罐，液化石油气储

罐，可燃材料堆场（除煤和焦炭场外）的防火间距，应符合本规范第 4章的规

定，且不应小于 13m。 

4.5 丙、丁、戊类厂房与民用建筑的耐火等级均为一、二级时，丙、丁、戊类

厂房与民用建筑的防火间距可适当减小，但应符合下列规定： 

4.5.1 当较高一面外墙为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或比相邻较低一座建筑屋

面高 15m 及以下范围内的外墙为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时，其防火间距不

限； 

4.5.2 相邻较低一面外墙为防火墙，且屋顶无天窗、屋顶的耐火极限不低于

1.00h，或相邻较高一面外墙为防火墙，且墙上开口部位釆取了防火措施，其防

火间距可适当减小，但不应小于 4m。 

4.6 厂房外附设化学易燃物品的设备，其外壁与相邻厂房室外附设设备的外壁

或相邻厂房外墙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本规范第 3.4.1 条的规定。用不燃材料

制作的室外设备，可按二、二级耐火等级建筑确定。 

总容量不大于 15m3 的丙类液体储罐，当直埋于厂房外墙外，且面向储罐一面

4.0m范围内的外墙为防火墙时，其防火间距不限。 

4.7 同一座 U形或山形厂房中相邻两翼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宜少于本规范第 3.1

条的规定，但当厂房的占地面积小于本规范第 4.1 条规定的每个防火分区最大

允许建筑面积时，其防火间距可为 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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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除高层厂房和甲类厂房外，其他类别的数座厂房占地面积之和小于本规范

第 3.1 条规定的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按其中较小者确定，但防火分区

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限者，不应大于 10000 ㎡）时，可成组布置。当厂房建

筑高度不大于 7m 时，组内厂房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4m；当厂房建筑高度

大于 7m时，组内厂房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6m。 

组与组或组与相邻建筑的防火同距，应根据相邻两座中耐火等级较低的建筑，

按本规范第 4.1 条的规定确定。 

4.9 一级汽车加油站、一级汽车加气站和一级汽车加油加气合建站不应布置在

城市建成区。 

4.10 汽车加油、加气站和加油加气合建站的分级，汽车加油、加气站和加油加

气合建站及其加油（气）机、储油（气）罐等与站外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建

筑、铁路、道路的防火间距以及站内各建筑或设施之间的防火间距，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 的规定。 

4.11 电力系统电压为 35kV-500kV 且每台变压器容量不小于 10MVA的室外变、

配电站以及工业企业的变压器总油量大于 5t 的室外降压变电站，与其他建筑的

防火间距不应小于本规范第 4.1条和第 5.1条的规定。 

4.12 厂区围墙与厂区内建筑的间距不宜小于 5m，围墙两侧建筑的间距应满足相

应建筑的防火间距要求。 

5．仓库的防火间距 

5.1 甲类仓库之间及与其他建筑、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铁路、道路等的防火

间距不应小于表 5.1的规定。 

表 5.1 甲类仓库之间及与其他建筑、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铁路、道路等的防火间距（m） 

名称 

甲类仓库（储量，t） 

甲类储存物品第 3、

4 项 

甲类储存物品第 1、2、

5、6 项 

≤5 ＞5 ≤10 ＞10 

高层民用建筑、重要公共建筑 50 

裙房、其他民用建筑、明火或散发

火花地点 
30 40 2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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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类仓库 20 20 20 20 

厂房和乙、丙、

丁、戊类仓库 

―、二级 15 20 12 15 

三级 20 25 15 20 

四级 25 30 20 25 

电力系统电压为 35kV-500kV 且每台

变压器容量不小于 10MVA 的室外

变、配电站，工业企业的变压器总

油量大于 5t 的室外降压变电站 

30 40 25 30 

厂外铁路线中心线 40 

厂内铁路线中心线 30 

厂外道路路边 20 

厂内道路路边 
主要 10 

次要 5 

5.2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乙、丙、丁、戊类仓库之间及与民用建筑的防火间距，

不应小于表 5.2 的规定。 

表 5.2 乙、丙、丁、戊类仓库之间及与民用建筑的防火间距（m） 

名称 

乙类仓库 丙类仓库 丁、戊类仓库, 

单、多层 高层 单、多层 高层 单、多层 高层 

一、

二级 

三

级 

―、

二级 

―、

二级 

三

级 

四

级 

一、

二级 

一、

二级 

三

级 

四

级 

一、

二级 

乙、

丙、

丁、

戊类

仓库 

单、

多层 

一、

二级 
10 12 13 10 12 14 13 10 12 14 13 

三级 12 14 15 12 14 16 15 12 14 16 15 

四级 14 16 17 14 16 18 17 14 16 18 17 

高层 
一、

二级 
13 15 13 13 15 17 13 13 15 17 13 

民用

建筑 

裙

房，

单、

多层 

一、

二级 
25 10 12 14 13 10 12 14 13 

三级 25 12 14 16 15 12 14 16 15 

四级 25 14 16 18 17 14 16 18 17 

高层 
一类 50 20 25 25 20 15 18 18 15 

二类 50 15 20 20 15 13 15 15 13 

5.3 丁、戊类仓库与民用建筑的耐火等级均为一、二级时，仓库与民用建筑的防

火间距可适当减小，但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较高一面外墙为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或比相邻较低一座建筑屋面

高 15m 及以下范围内的外墙为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时，其防火间距不限； 

2相邻较低一面外墙为防火墙，且屋顶无天窗或洞口、屋顶耐火极限不低于

1.00h，或相邻较高一面外墙为防火墙，且墙上开口部位釆取了防火措施，其防

火间距可适当减小，但不应小于 4m。 

5.4粮食筒仓与其他建筑、粮食筒仓组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5.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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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粮食筒仓与其他建筑、粮食筒仓组之间的防火间距（m） 

名称 
粮食总储量 W

（t） 

粮食立筒仓 粮食浅圆仓 其他建筑 

W≤ 

40000 

40000<W

≤50000 

W> 

50000 

W≤ 

50000 

W> 

50000 

一、

二级 

三

级 

四

级 

粮食

立筒

仓 

500<W≤10000 

15 

20 25 20 25 

10 15 20 

10000＜

W≤40000 
15 20 25 

40000＜

W≤50000 
20 20 25 30 

W＞50000 25 25 30  

粮食

浅圆

仓 

W≤50000 20 20 25 20 25 20 25  

W＞50000 25 25 30 ― 

5.5 库区围墙与库区内建筑的间距不宜小于 5m，围墙两侧建筑的间距应满足相

应建筑的防火间距要求。更多资料可咨询苏州中创盟实验室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