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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全出口的数量和宽度
2、■安全出口的布置
3、■安全疏散设施

能力目标 1、了解安全出口的数量和宽度
2、会初步布置安全出口
3、了解并初步掌握设置安全疏散设置

素质目标 掌握安全出口的数量和宽度

能够初步设置安全出口及安全疏散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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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安全出口的数量和宽度

一、安全出口的设置数量

一般而言，安全出口应分散布置，每个防火分区、一个防火分区内的每个
楼层，其安全出口的数量应经计算确定，且不应少于2个；
对于人员密度大的大型公共建筑，为保证疏散安全，应控制每个安全出口
的疏散人数。具体而言，剧场、电影院和礼堂的观众厅或多功能厅，每个疏
散门的平均疏散人数不应超过250人；当容纳人数超过2000人时，其超过2000
人的部分，每个疏散门的平均疏散人数不应超过400人 。体育馆的观众厅，
每个疏散门的平均疏散人数不宜超过400人～700人。



消防概论

小安说

第一节 安全出口的数量和宽度

一、安全出口的设置数量

除人员密集场所外，建筑面积不大于500 m2、使用人数不超过30人且埋深
不大于10m的地下或半地下建筑（室），当需要设置2个安全出口时，其中一
个安全出口可利用直通室外的金属竖向梯。
除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外，防火分区建筑面积不大于200m2的地下或半地
下设备间、防火分区建筑面积不大于50m2且经常停留人数不超过15人的其他
地下或半地下建筑（室），可设置1个安全出口或1部疏散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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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安全出口的数量和宽度

一、安全出口的设置数量

除《建规》另有规定外，建筑面积不大于200m2的地下或半地下设备间、
建筑面积不大于50m2且经常停留人数不超过15人的其他地下或半地下房间，
可设置1个疏散门。



消防概论

小安说

第一节 安全出口的数量和宽度

一、安全出口的设置数量

1. 安全出口或疏散楼梯的数量
(1) 公共建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设置1个安全出口或1部疏散楼梯：
除托儿所、幼儿园外，建筑面积不大于200m2且人数不超过50人的单层公
共建筑或多层公共建筑的首层；
除医疗建筑，老年人建筑，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儿
童活动场所和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等外，符合教材第93页（公共建筑可
设置1个疏散楼梯的条件）表规定的公共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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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安全出口的数量和宽度

一、安全出口的设置数量

1. 安全出口或疏散楼梯的数量
(2) 一、二级耐火等级公共建筑中安全出口全部直通室外确有困难的防火分区，
可利用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甲级防火门作为安全出口，但应符合下列规定：
利用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甲级防火门作为安全出口时，应采用防火墙与相邻防火
分区进行分隔；
建筑面积大于1000m2的防火分区，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2个；建筑面积
不大于1000m2的防火分区，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1个；
该防火分区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疏散净宽度不应大于其按《建规》相关规定计算
所需疏散总净宽度的30%，建筑各层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总净宽度不应小于按照
《建规》相关规定计算所需疏散总净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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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安全出口的数量和宽度

一、安全出口的设置数量

1. 安全出口或疏散楼梯的数量
(3) 设置不少于2 部疏散楼梯的一、二级耐火等级公共建筑，如顶层局部升高，
当高出部分的层数不超过2层、人数之和不超过50人且每层建筑面积不大于
200m2时，该高出部分可设置1部疏散楼梯，但至少应另外设置1个直通建筑主
体上人平屋面的安全出口，且该上人屋面应符合人员安全疏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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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安全出口的数量和宽度

二、安全出口的宽度

概念：每百人在允许疏散时间内，以单股人流形式疏散所需的疏散宽度。

式中：N——疏散人数(即100人)；

t——允许疏散时间，min；

A——单股人流通行能力(平、坡地面为43人／min；阶梯地面为37

人／min)；

b——单股人流宽度，0.5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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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安全出口的数量和宽度

二、安全出口的宽度

(一）民用建筑

1、住宅建筑的户门、安全出口、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各自总净宽度应

经计算确定，且户门和安全出口的净宽度不应小于0.90m，疏散走道、疏

散楼梯和首层疏散外门的净宽度不应小于1.10m。建筑高度不大于18m的住

宅中一边设置栏杆的疏散楼梯，其净宽度不应小于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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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安全
出口
的数
量和
宽度

二、安全出口的宽度

2、 一般公共建筑的疏散总宽度

除剧场、电影院、礼堂、体育馆外的其他公共建筑，其房间疏散门、

安全出口、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各自总净宽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每层的房间疏散门、安全出口、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各自总净宽度，

应根据疏散人数按每100人的最小疏散净宽度不小于下表的规定计算确定。

当每层疏散人数不等时，疏散楼梯的总净宽度可分层计算，地上建筑内下

层楼梯的总净宽度应按该层及以上疏散人数最多一层的人数计算；地下建

筑内上层楼梯的总净宽度应按该层及以下疏散人数最多一层的人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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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安全出口的数量和宽度

二、安全出口的宽度

(二）工业建筑 （P96-97）

1、厂房符合下列条件之-时，可设置1个安全出口:

类型 建筑面积不大于(m2) 最多同时生产人数
甲 100 5

乙 150 10

丙 250 20
丁、戊 400 30

地下半地下 50 15

其他情况

地下或半地下厂房(包括地下或半地下室)，当有多个防火
分区相邻布置，并采用防火墙分隔时，每个防火分区可利
用防火墙上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甲级防火门作为第二安全
出口，但每个防火分区必须至少有1个直通室外的独立安全
出口。（甲级门作为第二个安全出口通向相邻防火分区，
但该防火分区也要有一个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



消防概论

小安说

第一节 安全出口的数量和宽度

二、安全出口的宽度

(二）工业建筑 （P96-97）

2.仓库及车库的安全出口设置

每个仓库的安全出口不少于2个，每个防火分区或一个防火分区的每个楼层,
相邻两个安全出口距离不应小于5m。(2口5m)

符合下列条件之-时，可设置1个安全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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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安全出口的数量和宽度

二、安全出口的宽度

(二）工业建筑 （P96-97）

2.仓库及车库的安全出口设置
符合下列条件之-时，可设
置1个安全出口:

仓 库

名称
占地面积或建
筑面积(m2)

最多同
时作业
人数

整个仓库占地面积 ≤300
防火分区建筑面积 ≤100

地下半地下仓库或仓库的地下室、半地下室建筑面积 ≤100

地下或半地下建筑每个防火分区的安全出口数目不应少于2个。但当每个防火
分区可利用防火墙上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甲级防火门作为第二安全出口时，

每个防火分区可以设1个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

口诀:张三(仓三)去要地下室钥匙,粮食铜钱只一门。(仓300区 100地下室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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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安全出口的数量和宽度

二、安全出口的宽度

(三）人防工程安全出口的设置

1.面积≤500m2,室内外高差≤10m,容纳人数≤30人的防火分区，当有仅用于采光

或进风用的竖井，且竖井内有金属梯直通地面、分隔门为常闭Z级防火门或甲级

防火门，可只设一个直通室外的疏散楼梯间或避难走道的安全出口;也可设置一

个与相邻防火分区相通的防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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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安全出口的数量和宽度

二、安全出口的宽度

(三）人防工程安全出口的设置

2. ≤200m2,人数≤3人的防火分区，可只设置-个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防火门；

3. ≤50m2,且经常停留人数≤15人时，可设置一个疏散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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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安全出口的数量和宽度

1.安全出口和疏散出口的位置、数量、宽度对于满足人员安全疏散至关重要。

下列厂房、仓库可设置一个安全出口的是 ( )。
A.某印刷厂，每层建筑面积200m2,同一时间生产人数30人

B.某石棉加工厂房地下室,建筑面积100m2且经常停留人数15人

C.某食品仓库，占地面积400m2

D.某纺织品地下仓库，建筑面积100m2
课
堂
扩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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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安全出口的数量和宽度
1、[答案] D

[答案解析]每个仓库的安全出口不少于2个，每个防火分区或一个防火分区的每个楼层, 其

相邻两个安全出口最近边缘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5m。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设置1个安全

出口:

(1) 一座仓库占地面积不大于300m2或防火分区的建筑面积不大于100m2；

(2) 地下或半地下仓库或仓库的地下室、半地下室，建筑面积不大于100m2

(3)地下或半地下建筑每个防火分区的安全出口数目不应少于2个。但由于地下建筑设置较

多的地上出口有困难，因此当有2个或2个以上防火分区相邻布置时，每个防火分区可利用

防火墙上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甲级防火门作为第二安全出口，但每个防火分区必须至少有1

个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

课
堂
扩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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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安全出口的数量和宽度

2.某消防人员对下列厂房进行安全检查,其中符合只设置一个安全出口的是(     )。
A. 某金属冶炼厂每层建筑面积为300m2,同-时间的生产人数为50人

B. 某镁粉厂房每层建筑面积为160m2,且同一时间的生产人数为10人

C. 某硝化棉生产厂房每层建筑面积为120m2,同-时间的生产人数为5人

D. 某木工厂房每层建筑面积为200m2,且同-时间的生产人数为15人
课
堂
扩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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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答案] D [答案解析]每个防火分区或一个防火分区的每个楼层的安全出口不少于2个，其相

邻两个安全出口最近边缘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5m。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设置1个安全出口:

(1)甲类厂房，每层建筑面积不大于100m2,且同一时间的生产人数不超过5人；

(2)乙类厂房,每层建筑面积不大于150m2,且同一时间的生产人数不超过10人；

(3)丙类厂房，每层建筑面积不大于250m2,且同一时间的生产人数不超过20人；

(4)丁、戊类厂房,层建筑面积不大于400m2,且同一时间的生产人数不超过30人；

(5)地下或半地下厂房(包括地下或半地下室)，每层建筑面积不大于50m2,且同一时间的作业人

数不超过15人；

(6)地下或半地厂房(包括地下或半地下室)，当有多个防火分区相邻布置，并采用防火墙分隔时，

每个防火分区可利用防火墙上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甲级防火门作为第二安全出口，但每个防火

分区必须至少有1个直通室外的独立安全出口。

课
堂
扩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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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安全出口的数量和宽度

3.下列厂房、仓库仅设一个安全出口， 检查符合要求的是 (     )。

A. 某粮食平房仓占地面积350m2

B. 某甲苯仓库防火分区的建筑面积为150m2

C. 某硝化棉生产厂房每层建筑面积为120m2,且同一时间的生产人数为5人

D. 某家具厂每层建筑面积为200m2,且同一时间的生产人数为20人
课
堂
扩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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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答案] D 

[答案解析]

一座仓库占地面积不大于300m2或防火分区的建筑面积不大于100m2, A错误, B错误；

甲类房,每层建筑面积不大于100m2,且同一时间的生产人数不超过5人，硝化棉火灾危险性

属于甲类, C错误；

丙类厂房,每层建筑面积不大于250m2,且同一时间的生产人数不超过20人，家具厂灾危险

性属于丙类，D正确。

课
堂
扩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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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安全出口的布置

一、安全出口布置的一般要求
一般而言，安全出口应分散布置，每个防火分区、一个防火分区内的

每个楼层，其安全出口的数量应经计算确定，且不应少于2 个；
对于人员密度大的大型公共建筑，为保证疏散安全，应控制每个安全

出口的疏散人数。具体而言，剧场、电影院和礼堂的观众厅或多功能厅，
每个疏散门的平均疏散人数不应超过250人；当容纳人数超过2000人时，
其超过2000人的部分，每个疏散门的平均疏散人数不应超过400人。体育
馆的观众厅，每个疏散门的平均疏散人数不宜超过400人～7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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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安全出口的布置

二、安全出口布置的距离要求

P99
每个防火分区、一个防火分区的每个楼层，其相邻2个安全出口最近

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小于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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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安全疏散设施

一、疏散楼梯和楼梯间

二、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三、火灾应急广播

四、辅助救生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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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安全疏散设施

五、避难层（间）

六、避难走道

七、安全疏散设施的消防应用

八、安全疏散设施的消防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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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安全疏散设施

一、疏散楼梯和楼梯间

（一）楼梯间设置的一般要求

疏散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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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安全疏散设施

一、疏散楼梯和楼梯间

疏散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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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安全疏散设施

一、疏散楼梯和楼梯间

疏散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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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安全疏散设施

一、疏散楼梯和楼梯间

楼梯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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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安全疏散设施

一、疏散楼梯和楼梯间

疏散楼梯间的平面布置
1) 楼梯间应能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并宜靠外墙设置。靠外墙设置时，楼梯间及合
用前室的窗口与两侧门、窗洞口最近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1.0m。
2) 楼梯间内不应设置烧水间、可燃材料储藏室、垃圾道。
3) 楼梯间内不应有影响疏散的凸出物或其他障碍物。
4) 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不应设置卷帘。
5) 楼梯间内不应设置甲、乙、丙类液体管道。
6) 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内禁止穿过或设置可燃气体管道。公共建筑的
敞开楼梯间内不应设置可燃气体管道；住宅建筑的敞开楼梯间内不宜设置可燃气体
管道和可燃气体计量表，必须设置时，应采用金属管和设置切断气源的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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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安全疏散设施

一、疏散楼梯和楼梯间

楼梯间的竖向布置
1) 除通向避难层错位的疏散楼梯外，建筑内的疏散楼梯间在各层的平面位置不
应改变。
2) 地下、半地下室的楼梯间，在首层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
与其他部位分隔并应直通室外，确需在隔墙上开门时，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地下、半地下室与地上层不应共用楼梯间。确
需共用楼梯间时，应在首层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和乙级防火门
将地下或半地下部分与地上部分的连通部位完全分隔，并应设置明显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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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安全疏散设施

一、疏散楼梯和楼梯间

(二）敞开楼梯(见P102示意图）

(三）敞开楼梯间

建筑物内一面敞开、三面由耐火墙体等围护构件构成的无封
闭防烟功能，且与其他使用空间相通的楼梯间。
在高层建筑和地下建筑中不允许采用，在低层建筑中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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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安全疏散设施

一、疏散楼梯和楼梯间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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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设有窗户的外墙面处于高层建筑的背风面

发生火灾时，设在封闭的楼梯间外墙上的窗户打开，起火层人流进
入楼梯间带入的烟气可从窗户排出室外。
当设有窗户的外墙面处于高层建筑的迎风面

发生火灾打开窗户，起火层人流进入楼梯间时，从窗户吹进来的风
会阻挡要进入楼梯的烟气，以保障发生火灾时的人员安全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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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安全疏散设施

一、疏散楼梯和楼梯间

(四）封闭楼梯间

1、设置范围
1) 3层以内或室内地面与室外出入口地坪高差小于等于10m的地下、半
地下建筑（室）。
2) 裙房和建筑高度不大于32m的二类高层建筑，当裙房与高层建筑主体
间设置防火墙时，裙房的疏散楼梯可按《建规》有关单、多层建筑的要
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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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安全疏散设施

一、疏散楼梯和楼梯间

(四）封闭楼梯间

1、设置范围
3) 下列多层公共建筑的疏散楼梯，除与敞开式外廊直接相连的楼梯间外，均
应采用封闭楼梯间：
①医疗建筑、旅馆、老年人建筑；
②设置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的建筑；
③商店、图书馆、展览建筑、会议中心及类似使用功能的建筑；
④6层及以上的其他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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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安全疏散设施

一、疏散楼梯和楼梯间

(四）封闭楼梯间

1、设置范围
4) 建筑高度不大于21m的住宅建筑，可采用敞开楼梯间；与电梯井
相邻布置的疏散楼梯应采用封闭楼梯间，当户门采用乙级防火门时，
仍可采用敞开楼梯间；建筑高度大于21m、不大于33m的住宅建筑应
采用封闭楼梯间，当户门采用乙级防火门时，可采用敞开楼梯间。
5) 高层厂房和仓库、甲、乙、丙类多层厂房。
6) 建筑高度不超过32m的汽车库、修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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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安全疏散设施

一、疏散楼梯和楼梯间

(四）封闭楼梯间

2、设计要求
封闭楼梯间除应符合疏散楼梯间的一般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不能自然通风或自然通风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或
采用防烟楼梯间；
2）除楼梯间的出入口和外窗外，楼梯间的墙上不应开设其他门、窗、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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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安全疏散设施

一、疏散楼梯和楼梯间

(四）封闭楼梯间

2、设计要求
3）高层建筑、人员密集的公共建筑、人员密集的多层丙类厂房、甲、
乙类厂房，其封闭楼梯间的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并应向疏散方向开
启；其他建筑，可采用双向弹簧门；
4）楼梯间的首层可将走道和门厅等包括在楼梯间内形成扩大的封闭楼
梯间，但应采用乙级防火门等与其他走道和房间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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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安全疏散设施

一、疏散楼梯和楼梯间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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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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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安全疏散设施

一、疏散楼梯和楼梯间

(五）防烟楼梯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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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安全疏散设施

一、疏散楼梯和楼梯间

(六）室外楼梯

室外疏散楼梯是设置在建筑外墙上简易的、全部开敞的楼梯，常布置在建
筑端部。

优点：不占室内有限的建筑面积，故而节约建筑成本。另一方面，从消防
角度看，它不易受到烟气的威胁，在结构上可以采用悬挑方式，防烟效果
比较好。因此室外疏散楼梯是防烟效果和经济性好的楼梯间。
缺点：易造成心理上的高空恐惧感，并应注意防滑、防跌落等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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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安全疏散设施

一、疏散楼梯和楼梯间

(六）室外楼梯

室外疏散楼梯是设置在建筑外墙上简易的、全部开敞的楼梯，常布置在建
筑端部。

优点：不占室内有限的建筑面积，故而节约建筑成本。另一方面，从消防
角度看，它不易受到烟气的威胁，在结构上可以采用悬挑方式，防烟效果
比较好。因此室外疏散楼梯是防烟效果和经济性好的楼梯间。
缺点：易造成心理上的高空恐惧感，并应注意防滑、防跌落等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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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安全疏散设施

一、疏散楼梯和楼梯间

(六）室外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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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安全疏散设施

二、消防应急照明

和疏散指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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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安全疏散设施

二、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一）消防应急照明

消防应急照明又称“事故照明”，它是为了防止在火灾时断

电可能引起的建筑物内人员疏散混乱及消防人员摸黑无法通行而

特设的照明灯具。

可用蓄电池作备用电源，保证连续供电时间不少于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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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安全疏散设施

二、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一）消防应急照明
设置要求：

（1）疏散走道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不应低于1.0 lx；人员密集场
所和避难层（间）内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不应低于3.0 lx；病房楼或手
术部的避难间，不应低于10.0lx；楼梯间、前室或合用前室、避难走道
内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不应低于5.0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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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安全疏散设施

二、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二）疏散指示标志
公共建筑及其他一类高层民用建筑，高层厂（库）房，甲、乙、丙

类厂房应沿疏散走道和在安全出口、人员密集场所的疏散门正上方设置
灯光疏散指示标志，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安全出口和疏散门的正上方应采用“安全出口”作为指示标识。
2）沿疏散走道设置的灯光疏散指示标志，应设置在疏散走道及其转角
处距地面高度1.0m以下的墙面上，且灯光疏散指示标志间距不应大于
20m；对于袋形走道，不应大于10m；在走道转角区，不应大于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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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二）疏散指示标志
下列建筑或场所应在疏散走道和主要疏散路径的地面上增设能保持视觉连续的灯光
疏散指示标志或蓄光疏散指示标志：
1  总建筑面积大于8000m2的展览建筑；
2  总建筑面积大于5000m2的地上商店；
3  总建筑面积大于500m2的地下或半地下商店；
4  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5  座位数超过1500个的电影院、剧场，座位数超过3000个的体育馆、会堂或礼堂；
6  车站、码头建筑和民用机场航站楼中建筑面积大于3000m2的候车、候船厅和航站
楼的公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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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安全疏散设施

三、火灾应急广播

四、辅助救生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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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安全疏散设施

四、辅助救生设施

避难逃生口、避难桥、救生缓降器、柔性救生滑道、滑竿、

救生索、救生网、救生气垫等，是辅助疏散逃生设施，在紧急

情况下可发挥良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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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辅助救生设施

救生缓降器是高层建筑的下滑自救器具，由摩擦棒、套筒、自救绳

和绳盒等组成，无需其他动力，通过制动机构控制缓降绳索的下降速度，

让使用者在保持一定速度平衡的前提下，安全地缓降至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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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避难层（间）

超高层建筑由于楼层多、人员密度大，尽管已有一些其他的安全措施，

还是无法保证人员在短时间内迅速撤出火场。防烟楼梯尽管有较高的安全度，

但也并非完全安全。加之人员出现意外的阻塞等，所以不能完全寄希望于防

烟楼梯间在整个火灾过程中的绝对疏散功能。为此，在这些超高层建筑中，

在适当的楼层设计出一块临时避难的安全区———避难层和避难间，是疏散

设计的一项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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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避难层（间）

设置避难层的意义

加拿大有关研究部门提出以下数据，使用一座宽1.10m的楼梯，将高层

建筑的人员疏散到室外，所用时间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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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避难层（间）

(一）避难层的类型

1) 敞开式避难层：不设围护结构，为全敞开式，一般设在建筑物的顶层

或屋顶之上。

2) 半敞开式避难层：四周设有围护墙（一般不低于1.2m），上半部设有

窗口，窗口多用铁百叶窗封闭。

3) 封闭式避难层：四周设有耐火的围护结构（外墙、楼板），室内设有

独立的空调和防排烟系统，如在外墙上开设窗口时，应采用防火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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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避难层（间）

(二）避难层的设置要求

建筑高度大于100m的公共建筑和住宅建筑，应设置避难层（间）。避难

层（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第一个避难层（间）的楼地面至灭火救援场地地面的高度不应大于50m，

两个避难层（间）之间的高度不宜大于50m；

2  通向避难层（间）的疏散楼梯应在避难层分隔、同层错位或上下层断开；

3  避难层（间）的净面积应能满足设计避难人数避难的要求，并宜按5.0人

/m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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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避难层（间）

(二）避难层的设置要求

4  避难层可兼作设备层。设备管道宜集中布置，其中的易燃、可燃液体或

气体管道应集中布置，设备管道区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3.00h的防火隔墙

与避难区分隔。管道井和设备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与

避难区分隔，管道井和设备间的门不应直接开向避难区；确需直接开向避难

区时，与避难层区出入口的距离不应小于5m，且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避难间内不应设置易燃、可燃液体或气体管道，不应开设除外窗、疏散

门之外的其他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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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避难层（间）

(二）避难层的设置要求

5  避难层应设置消防电梯出口；

6  应设置消火栓和消防软管卷盘；

7  应设置消防专线电话和应急广播；

8  在避难层（间）进入楼梯间的入口处和疏散楼梯通向避难层（间）的出

口处，应设置明显的指示标志；

9  应设置直接对外的可开启窗口或独立的机械防烟设施，外窗应采用乙级

防火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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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避难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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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安全疏散设施的消防应用

八、安全疏散设施的消防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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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疏散设施管理制度

①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严禁占用疏散通道，严禁在安全出

口或疏散通道上安装栅栏等影响疏散的障碍物；

②保持防火门、消防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机械排烟送风、

火灾事故广播等设施处于正常状态，并定期组织检查、测试、维护和

保养；

③严禁公共娱乐场所在营业期间将安全出口上锁、遮挡，或者将消防

安全疏散指示标志遮挡、覆盖；

④应急照明灯具、疏散指示标志应定期进行测试检查，确保完好有效。

教
材
扩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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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疏散与逃生自救

一、人员的安全疏散

（一）稳定情绪，维护现场秩序

发生火灾后，首先要了解火场有无被困人员及被困地点和抢救的通道，

以便进行安全疏散。采取稳妥可靠的措施，积极进行抢救和疏散。有时人

们虽然未受到火的直接威胁，但由于人们处于惊慌失措的紧张状态（如影

剧院、医院等公共场所发生火灾），有造成伤亡事故的危险。因此，疏散

人员在喊话宣传稳定情绪的同时，也要尽快组织疏散，撤离火灾现场。必

须坚定自救意识，不惊慌失措，冷静观察，采取可行的措施自救

教
材
扩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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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员的安全疏散

（二）能见度差，鱼贯式撤离

疏散时，如人员较多或能见

度很差时，应在熟悉疏散通道的

人员带领下，有秩序地快速撤离

起火点。带领人可用绳子牵领，

用“跟着我”的喊话或前后扯着

衣襟的方法将人员带至室外或安

全地点。

教
材
扩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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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员的安全疏散

（三）烟雾较浓，做好防护，低姿撤离

烟雾一般是向上流动的，在撤离火

场途中被浓烟围困时，可采取低姿势行

走或匍匐穿过浓烟区的方法，如果有条

件，可用湿毛巾等捂住嘴、鼻或用短呼

吸法，用鼻子呼吸，以便迅速撤出浓烟

区。

教
材
扩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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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员的安全疏散

（四）利用有利条件，不盲目跳楼

楼房的下层着火时，楼上的人

不要惊慌失措，应根据现场的不同

情况采取相应的自救措施。

教
材
扩
展

如果楼梯间只是充满烟雾，可保
持低姿势手扶栏杆，迅速冲至楼下；

如果楼梯已被烟火堵住，但未坍

塌，还有可能冲得出去时，则可向头
部、上身淋水，用浸湿的棉被、毯子
等物披围在身上，从烟火中冲过去；

如果楼层较低，在楼梯已被烧断、

通道已被堵死的情况下，可通过屋顶
上的老虎窗、阳台、落水管等处逃生，
或在固定的物体上（如窗框、水管等）
拴绳子，也可将被单、窗帘撕成条连
接起来，然后手拉绳缓缓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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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疏散与逃生自救

一、人员的安全疏散

（四）利用有利条件，不盲目跳楼

楼房的下层着火时，楼上的人

不要惊慌失措，应根据现场的不同

情况采取相应的自救措施。

教
材
扩
展

如果上述措施都行不通时，则应

退回室内，关闭通往着火区的门窗，
还可向门窗上浇水，延缓火势的蔓延，
并向窗外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抛出
小物件发出求救信号或呼喊引起楼外
人员注意，设法求救；在火势猛烈的
情况下，如被困人员要从二楼跳楼时，
可先往楼外地面上抛掷一些棉被等物，
或地面上人员在地上垫席梦思等软垫，
以增加缓冲，然后手拉着窗台或阳台
往下滑，这样可使双脚先着地，又可
能缩小高度；如果被困在三楼以上，
则不能盲目跳楼，可转移到其他较安
全的地点，耐心等待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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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疏散与逃生自救

一、人员的安全疏散

（五）自身着火，快速扑打

一旦自身衣物着火，应尽快地把衣服脱掉，或就地倒下打滚，把身

上的火焰压灭，切记不能奔跑，奔跑会使身上的火越烧越旺，还会把火

种带到其他场所，引起新的火点。

在场的其他人员也可用湿麻袋、毯子等物把着火人员包裹起来以熄

灭火焰或者向着火人身上浇水，帮助受害者脱下烧着的衣服或者跳入附

近池塘、小河中将身上的火熄掉。

教
材
扩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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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疏散与逃生自救

一、人员的安全疏散

（六）保护疏散人员的安全，防止再入“火口”

火场指挥人员应组织人安排好脱险人员，做好安慰工作，

以保证安全。

教
材
扩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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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疏散与逃生自救

二、物资的安全疏散

（一）应立即疏散的物资

①可能扩大火势和有爆炸危险的物资，如起火点附近的汽油、

柴油油桶，充装有气体的钢瓶及其他易燃、易爆和有毒的物品。

②性质重要、价值昂贵的物资，如档案资料、高级仪器、珍

贵文物及经济价值大的原料、产品、设备等。

③影响灭火的物资，如妨碍灭火行动的物资、怕水的物资

（糖、电石）等。

教
材
扩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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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疏散与逃生自救

二、物资的安全疏散

（二）组织疏散的要求

①将参加疏散的职工或群众编成组，指定负责人，使整个疏散工作有秩

序地进行。

②先疏散受水、火、烟威胁最大的物资，怕水的物资应用苫布进行保护。

③尽量利用起重机、输送机、汽车、装卸机等各类搬运机械进行疏散。

④单位应明确疏散引导员，负责在楼层、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组织引导

在场人员安全疏散。

教
材
扩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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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疏散与逃生自救

三、特殊场所（建筑）的安全疏散

（一）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疏散

①制订安全疏散计划。

②在经营时间里，工作人员要坚守岗位，并保证安全走道、楼梯和出口

畅通无阻。

③安全疏散时要维持好秩序，注意不要互相拥挤，要扶老携幼，帮助残

疾人和病人、行动不便的人一起撤离火场。

④人员密集场所应配置应急疏散器材箱。

教
材
扩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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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疏散与逃生自救 三、特殊场所（建筑）的安全疏散

（二）高层建筑的安全疏散

①疏散时应按照安全出口的指示标志，尽快地从

安全通道和室外消防楼梯安全撤出。并且要呼叫

他人，提醒他人及时进行疏散。

②切勿盲目乱窜或乘坐电梯，火灾时电梯的电源

常常被切断，同时电梯井、管道井等竖井的烟囱

效应很强，烟火极易向此处蔓延。如果情况危急，

急欲逃生，可利用阳台之间的空隙、落水管或自

救绳等滑行到没有起火的楼层或地面上，但千万

不要跳楼。

教
材
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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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疏散与逃生自救 三、特殊场所（建筑）的安全疏散

（二）高层建筑的安全疏散

③如果确实无力或没有条件用上述方法自救时，

可紧闭房门，减少烟气、火焰侵入，当烟雾弥漫

到走道或楼梯间时，要及时排烟，并尽可能地引

导被困人员从远离着火区域的疏散楼梯疏散。

④高层建筑内人员密集场所要指定疏散引导员，

引导顾客进行疏散，火灾时，要利用音响设备通

报和指导人员按一定程序疏散，防止拥挤，影响

疏散或造成踩伤事故。当烟雾弥漫到走道或楼梯

间时，要及时排烟，并尽可能地引导被困人员从

远离着火区域的疏散楼梯疏散。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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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安全疏散设计的目的主要是使人能从发生事故的建

筑中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尽可能减少火灾造成的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并为消防人员灭火救援提供条件。

安全疏散设施主要包括安全出口、疏散楼梯和楼梯

间、疏散走道、消防电梯、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消防广播及辅助救生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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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作业

1、安全出口的设置
2、安全疏散设施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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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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