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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总 则

1.0.1为了防止和减少火灾对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的危害，保护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制定

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以下统称车库)防火设计，
不适用于消防站的车库防火设计。

1.0.3 车库的防火设计，必须从全局出发，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1.0.4 车库的防火设计除应执行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设计标准和规范的要
求。

                          2 术 语

2.0. 1汽车库 garage
    停放由内燃机驭动且无轨道的客车、货车、工程车等汽车的建筑物。

2.0.2 修车库motor repair shop

    保养、修理由内燃机驱动且无轨道的客车、货车、工程车等汽车的建‘构)筑物。
2.0.3 停车场parking area

    停放由内燃机驱动且无轨道的客车、货车、工程车等汽车的露天场地和构筑物。

2.0.4地下汽车库under ground garage

    室内地坪面低于室外地坪面高度超过该层车库净高一半的汽车库。

2.0.5 高层汽车库high-rise garage

    建筑高度超过24m的汽车库或设在高层建筑内地面以上楼层的汽车库。

2.0.6 机械式立体汽车库mechanical and stereoscopic garage

  室内无车道且无人员停留的、采用机械设备进行垂直或水平移动等形式停放汽车的汽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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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夏式汽车库compound garage

    室内有车道、有人员停留的，同时采用机械设备传送

的汽车库

2.0.8 敞开式汽车库open garage
    每层车库外墙敞开面积超过该层四周墙体总面积的

在一个建筑层里叠2-3层存放车辆

25%的汽车库

3 防火分类和耐火等级

3.0.1车库的防火分类应分为四类，并应符合表3.0. 1的规定。
                                        车库的防火分类 农3.0.1

~界f     &}1I 1 ， N

汽车库 >300辆 151-300辆 51-150辆 G50辆

修车库 >15车位 6̂-15车位 3-5车位 (2车位

停车场 >400辆 251̂-400辆 101̂ 250辆 (100辆

    注:汽车库的魔面亦停放汽车时，其停车数t应计算在汽车库的总车辆数内.

3.0.2 汽车库、修车库的耐火等级应分为三级。各级耐火等级建筑物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

极限均不应低于表3.0.2的规定。
                          各级耐火等级趁筑物构件的游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表3.0.2

、{A1414$汉
耐 火 等 级

一 级 二 级 二 级

墙

防 火 墙 不徽烧体3.00 不徽烧体3.00 不姗烧体 1. 00

承重墙、楼梯问的墙、防火隔墙 不嫉烧体2.00 不始烧体2.00 不燃烧体2.。。

隔姗、框架城充姗 不赫烧体。.75 不嫩侥体。.‘。 不嫩烧体 。.5。

住

支承多层的柱 不姗烧体3.00 不姗烧体2. 50 不撼烧体2. 50

支承单层的柱 不燃烧体2. 50 不燃烧体2.00 不燃烧体2.。。

梁 不燃烧体2.00 不嫩烧体1.50 不燃烧体1.00

楼 板 不嫩烧体1.50 不嫩烧体1.00 不燃烧体。.50

硫散楼梯、坡道 不撤烧体1.50 不嫩烧体1.00 不燃烧体1.00

层顶承重构件 不燃烧体1. 50 不燃烧体。.50 燃 烧 体

吊顶(包括吊顶搁栅) 不燃侥体。.25 不然烧体。.25 难燃烧体0. 15

注 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的节点缝隙或金属承重构件的外时部位应加设防火保护层，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本表相应构

    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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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地下汽车库的耐火等级应为一级

    甲、乙类物品运输车的汽车库、修车库和1、A,I类的汽车库、修车库的耐火等级不应低

于二级

    N -t汽车库、修车库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三级。
    注:甲、乙类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应按现行的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规定执行

4 总平面布局和平面布置

4. 1 一 般 规 定

4. 1. 1 车库不应布置在易燃、可燃液体或可燃气体的生产装置区和贮存区内。

4.1.2 汽车库不应与甲、乙类生产厂房、库房以及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组合建造;当病房楼

与汽车库有完全的防火分隔时，病房楼的地下可设置汽车库。

4.1.3 甲、乙类物品运输车的汽车库、修车库应为单层、独立建造。当停车数量不超过3辆时，

可与一、二级耐火等级的w类汽车库贴邻建造，但应采用防火墙隔开。

4.1.4   1类修车库应单独建造;I,I;N类修车库可设置在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物的首

层或与其贴邻建造，但不得与甲、乙类生产厂房、库房、明火作业的车间或托儿所、幼儿园、养老

院、病房楼及人员密集的公共活动场所组合或贴邻建造。

4.1.5 为车库服务的下列附属建筑，可与汽车库、修车库贴邻建造，但应采用防火墙隔开，并

应设置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

  4.1.5.1 贮存量不超过1. Ot的甲类物品库房;

  4. 1.5.2总安装容量不超过5. Om'/h的乙炔发生器间和贮存量不超过5个标准钢瓶的乙

炔气瓶库;

  4.1.5.3 一个车位的喷漆间;

  4.1.5.4 面积不超过50m，的充电间和其他甲类生产的房间。

4. 1.‘ 地下汽车库内不应设置修理车位、喷漆间、充电间、乙炔间和甲、乙类物品贮存室。

4.1.7 汽车库和修车库内不应设置汽油罐、加油机。

4.1.8 停放易燃液体、液化石油气嫩车的汽车库内，严禁设置地下室和地沟。

4.1.9   1、I类汽车库、停车场宜设置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的消防器材间。
4.1.10 车库区内的加油站、甲类危险物品仓库、乙炔发生器间不应布置在架空电力线的下

面。

                                4.2防火间距

4.2.1 车库之间以及车库与除甲类物品库房外的其他建筑物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二F表

4. 2. 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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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库之间以及车库与除甲类物品的库房外的其他建筑物之间的防火间距 表4.2. 1

\\    R6火{司“一。)

_t-I}x,bT6A}rlk夕

汽车库、修车库、厂房、{乍房、民用建筑耐火等级

一、二级 吮 级 四 级

      } 10 12 14

修车，一 12 14 16

停 车 场 6 8 10

    注 ①防火间距应按相邻建筑物外墙的最近距离算起.如外堵有凸出的可燃物构件时 则应从其凸出部分外缘算起，停

          车场从靠近建筑物的最近停车位t边缘算起

        ②高层汽车库与其他建筑物之间 汽车库、修车库与高层工业、民甩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应按本表规定值增加3m

      ③汽车库、修车库与甲类厂房之间的防火间距应按本表规定值增加2m

4. 2. 2 两座建筑物相邻较高一面外墙为不开设门、窗、洞口的防火墙或当较高一面外墙比较

低建筑高15m及以下范围内的墙为不开门、窗、洞口的防火墙时，其防火间距可不限。
    当较高一面外墙上，同较低建筑等高的以下范围内的墙为不开设门、窗、洞口的防火墙时，

其防火间距可按本规范表4.2. 1的规定值减小50%.

4.2.3 相邻的两座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当较高一面外墙耐火极限不低于2. 00h,墙上开口

部位设有甲级防火门、窗或防火卷帘、水幕等防火设施时，其防火间距可减小，但不宜小于4m,

4.2.4 相邻的两座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当较低一座的屋顶不设天窗，屋顶承重构件的耐火

极限不低于1.00h，且较低一面外墙为防火墙时，其防火间距可减小，但不宜小于4m,

4,2-5 甲、乙类物品运输车的车库与民用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25m，与重要公共建

筑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50m。甲类物品运输车的车库与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的防火问距不应

小于30m，与厂房、库房的防火间距应按本规范表4.2.1的规定值增加2m,

4.2.6 车库与易燃、可燃液体储罐，可燃气体储罐，液化石油气储罐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4. 2. 6的规定。
              车库与易姗、可姗液体储拍，可嫩气体摘.液化石油气储.的防火间距 表4.2.6

濡\之翔咬 I. ;             }kl}}cm>cm')} 6k
汽车库、修车库

      停乍场

一、二级 三级

易燃液体储罐

    1-50

  51-200

201一1000

1001-5000

12

15

20

25

15

20

25

30

飞2

生5

20

之5

可始液体储暇

    5--250

  251--1000

1001.5000

5001- 25000

      I2
弓

        15

        20

      25

I5

20

25

30

I2

l5

20

25



续表4.2.6

\ }.01̀}(、)\            FTkfa7B}cm)cm')
        \\\ ~\\

汽车库、修车库

停车场

一、二级 三级

水摘式可燃气体储罐

  蕊1000

1001 -10000

  > 10000

12

15

20

15

20

25

】2

】5

20

液化石油气储罐

  1- 30

31- 200

201- 500

  >500

18

20

25

30

20

25

30

40

18

20

25

30

    注 ①防火间跄应从距车库最近的储罐外壁算起.但设有防火堤的储猫.其防火堤外侧基脚线距车库的距离不应小于

            l Om

        盆计算易樵、可樵液体储翅区总贮量时，1.3的易燃液体按5m“的可姗液体计算

      (3千式可燃气体储旅与车库的防火间距按本表规定值增加25%

4.2.7 小于lm, 的易燃液体储维或小于5m3的可燃液体储罐与车库之间的防火间距，当采

用防火墙隔开时，其间距可不限。

4.2.8 车库与甲类物品库房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4.2.8的规定。
                                车库与甲类物品库房的防火间距 夜4.2.8

孺 ;x}}\            }kf7}cm)c})
汽车库、修车库

停车场

一，二级 三级

甲
类
物
L飞
口口

库
房

3,4项
<5

) 5 ;: :: ::

1,2、5、6项
< 10

夕 10 :: ;: ::
注:甲类物品的分项应按现行的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规定执行。

4.2.9 车库与可燃材料露天、半露夭堆场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4.2.9的规定。
                  汽车库与可瀚材料，天、半，天堆场的防火间距 衰4.2.9

孺 }.C}            dnkf}&lm>cr>f1F
汽车库、修车库

停车场

一、二级 三级

稻草、麦桔、芦苇等

  10- 5000

5001-10000

10001̂ -20000

15

20

25

20

25

30

15

20

25

棉麻、毛、化纤、百货

  10̂ 500

501- 1000

1001̂ -5000

10

15

20

15

20

25

10

15

20

媒和焦炭
1000̂ 5000

  >5000 : 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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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2.9

\奈\,1 .4C*\Rl'71E.cm>a>
汽车库、修车库

停车场
一、二级 兰级

粮 食

筒 仓
  10-5000

5001-20000 :: :: ::
席 穴 囤

  10- 5000

5001- 20000 ;: :: ;:
木材等可燃材料

  50-1000.9

1001-10000.1 :: ;: ::
4. 2. 10 车库与煤气调压站之间，车库与液化石油气的瓶装供应站之间的防火间距，应按现行

的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的规定执行。

4.2. 11车库与石油库、小型石油库、汽车加油站的防火间距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石油库设计
规范》、《小型石油库及汽车加油站设计规范》的规定执行。

4.2.12 停车场的汽车宜分组停放，每组停车的数量不宜超过50辆，组与组之间的防火间距

不应小于(3m.

4.3 i肖防车道

4.3.1汽车库、修车库周围应设环形车道，当设环形车道有困难时，可沿建筑物的一个长边和

另一边设置消防车道，消防车道宜利用交通道路。

4.3.2 消防车道的宽度不应小于4m，尽头式消防车道应设回车道或回车场，回车场不宜小于

12m X 12m,

4.3.3 穿过车库的消防车道，其净空高度和净宽均不应小于4m;当消防车道上空遇有障碍物

时，路面与障碍物之间的净空不应小于4m,

5 防火分隔和建筑构造

5. 1

5.1.1 汽车库应设防火墙划分防火分区

的规定。

  防 火分隔

。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应符合表5. 1. 1

  汽车库防火分区.大允许睡筑面积(m')

革)R汽军库 { 多层汽车库 {

表S. 1. 1

耐火等级

一、二级

地下汽车库或高层汽车库

三级 30001000
注①敞开式、馆层式1斜楼板式的汽车库的上下连通层面积应盛加计算，其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按本表规定

值增加一倍

②室内地坪低于室外地坪面高度超过该层汽车库净高1/3且不超过净高1/2的汽车库，或设在建筑物首层的汽车

  库的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应超过2500.x.

③复式汽车库的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应按本表规定值减少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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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2 汽车库内设有自动灭火系统时，其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按本规范表5.1.1

的规定增加一倍。
5. 1.3 机械式立体汽车库的停车数超过50辆时，应设防火墙或防火隔墙进行分隔。

5. 1. 4 甲、乙类物品运输车的汽车库、修车库，其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应超过

500m2.

5.1.5 修车库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应超过2000.'，当修车部位与相邻的使用有机

溶剂的清洗和喷漆工段采用防火墙分隔时，其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应超过4000.',

    设有自动灭火系统的修车库，其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增加1倍。

5.1.6 汽车库、修车库贴邻其他建筑物时，必须采用防火墙隔开。设在其他建筑物内的汽车库

(包括屋顶的汽车库)、修车库与其他部分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3. OOh的不燃烧体隔墙和

2. OOh的不燃烧体楼板分隔，汽车库、修车库的外墙门、窗、洞口的上方应设置不燃烧体的防火

挑檐。外墙的上、下窗间墙高度不应小于1. 2m,

    防火挑檐的宽度不应小于lm，耐火极限不应低于1. ooh,
5. 1.7 汽车库内设置修理车位时，停车部位与修车部位之间应设耐火极限不低于3. OOh的不

燃烧体隔墙和2. Ooh的不燃烧体楼板分隔。

5. 1.8 修车库内，其使用有机溶剂清洗和喷漆的工段，当超过3个车位时，均应采取防火分隔

措施。

5. 1.9 燃油、燃气锅炉、可燃油油浸电力变压器，充有可燃油的高压电容器和多油开关不宜设

置在汽车库、修车库内。当受条件限制时，除液化石油气作燃料的锅炉以外的上述设备.需要布

置在汽车库、修车库内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5.1.9.1 锅炉的总蒸发量不应超过6t/h，且单台锅炉蒸发量不应超过2t/h;油浸电力变压

器不应超过126okV·A，且单台容量不应超过63okV " A;

  5.1.9.2 锅炉房、变压器室应布置在首层或地下一层靠外墙部位，并设有直接对外的安全出

  口，外墙开口部位的上方应设置宽度不小于lm且耐火极限不低于1. OOh的不燃烧体防火挑檐;

  5.1.9.3 变压器室、高压电容器室、多油开关室、锅炉房应采用防火隔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

1. 50h的楼板与其他部位隔开;
  5.1.9.4 变压器下面应设有储存变压器全部油量的事故储油设施，变压器室、多油开关室、

高压电容器室、燃油锅炉房的日用油箱室应设置防止油品流散的设施。

5. 1. 10 自动灭火系统的设备室、消防水泵房应采用防火隔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1. 50h的不

燃烧体楼板与相邻部位分隔。

                              5.2 防火绪和防火隔绪

5.2.1 防火墙应直接砌在汽车库、修车库的基础或钢筋混凝土的框架上。防火隔墙可砌筑在

  不燃烧体地面或钢筋混凝土梁上，防火墙、防火隔墙均应砌至梁、板的底部。

  5.2.2 当汽车库、修车库的屋盖为耐火极限不低于。. 50h的不燃烧体时，防火墙、防火隔墙可

  砌至屋面基层的底部。

  5.2.3 防火墙、防火隔墙应截断三级耐火等级的汽车库、修车库的屋顶结构，并应高出其不燃

  烧体屋面且不应小于。.4m;高出燃烧体或难燃烧体屋面不应小于。.5m,
5.2.4防火墙不宜设在汽车库、修车库的内转角处。当设在转角处时，内转角处两侧墙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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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窗、洞口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4m

    防火墙两侧的门、窗、洞口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2m。当防火墙两侧的采光窗装有耐火

极限不低于。. 9oh的不燃烧体固定窗扇时，可不受距离的限制。

5. 2.5 防火墙或防火隔墙上不应设置通风孔道，也不宜穿过其他管道(线);当管道(线)穿过

防火墙时，应采用不燃烧材料将孔洞周围的空隙紧密填塞

5.2.6 防火墙或防火隔墙上不宜开设门、窗、洞口，当必须开设时，应设置甲级防火门、窗或耐

火极限不低于3. ooh的防火卷帘

5.3 电梯井、管道井和其他防火构造

53. 1 电梯井、管道井、电缆井和楼梯间应分开设置。管道井、电缆井的井壁应采用耐火极限

不低于1. ooh的不燃烧体 电梯井的井壁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 50h的不燃烧体。

5.3.2 电缆井、管道井应每隔2̂-3层在楼板处采用相当于楼板耐火极限的不燃烧体作防火

分隔，井壁上的检查门应采用丙级防火门。

5.3.3 除敞开式汽车库、斜楼板式汽车库以外的多层、高层、地下汽车库，汽车坡道两侧应用

防火墙与停车区隔开.坡道的出入口应采用水幕、防火卷帘或设置甲级防火门等措施与停车区

隔开。当汽车库和汽车坡道上均设有自动灭火系统时，可不受此限。

6 安 全 疏 散

6.0. 1 汽车库、修车库的人员安全出口和汽车疏散出口应分开设置。设在工业与民用建筑内

的汽车库，其车辆疏散出口应与其他部分的人员安全出口分开设置。

6.0.2 汽车库、修车库的每个防火分区内，其人员安全出口不应少于两个，但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的可设一个:

  6.0.2.1 同一时间的人数不超过25人;

  6.0.2.2  N类汽车库。
6.0.3 汽车库、修车库的室内疏散楼梯应设置封闭楼梯间。建筑高度超过32m的高层汽车库

的室内疏散楼梯应设置防烟楼梯间，楼梯间和前室的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地下汽车库和高层

汽车库以及设在高层建筑裙房内的汽车库，其楼梯间、前室的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疏散楼梯的宽度不应小于1. lm,
6.0.4 室外的疏散楼梯可采用金属楼梯。室外楼梯的倾斜角度不应大于450,栏杆扶手的高

度不应小于1. lm，每层楼梯平台均应采用不低于1. 00h耐火极限的不燃烧材料制作。在室外

楼梯周围2m范围内的墙面上，除设置疏散门外，不应开设其他的门、窗、洞口。高层汽车库的

室外楼梯，其疏散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6.0.5 汽车库室内最远工作地点至楼梯间的距离不应超过45m，当设有自动灭火系统时，其

距离不应超过60m。单层或设在建筑物首层的汽车库，室内最远工作地点至室外出口的距离不

应超过60m.
6.0.6 汽车库、修车库的汽车疏散出口不应少于两个，但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设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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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 1  N类汽车库;

  6.0.6.2 汽车疏散坡道为双车道的m类地上汽车库和停车数少于10。辆的地下汽车库;

  6.0.6.3     1、m、N类修车库。
6.0.7 工、1类地上汽车库和停车数大于100辆的地下汽车库，当采用错层或斜楼板式且车

道、坡道为双车道时，其首层或地下一层至室外的汽车疏散出口不应少于两个，汽车库内的其

他楼层汽车疏散坡道可设一个。

6.0.8 除机械式立体汽车库外，N类的汽车库在设置汽车坡道有困难时，可采用垂直升降梯

作汽车疏散出口，其升降梯的数量不应少于两台，停车数少于10辆的可设一台。

6.0.9 汽车疏散坡道的宽度不应小于4m，双车道不宜小于7m,

6.0.10 两个汽车疏散出口之间的间距不应小于lom;两个汽车坡道毗邻设置时应采用防火

隔墙隔开。

6.0. 11 停车场的汽车疏散出口不应少于两个。停车数量不超过50辆的停车场可设一个疏散

出口。

6.0. 12 汽车库的车道应满足一次出车的要求，汽车与汽车之间以及汽车与墙、柱之间的间

距，不应小于表6.0.12的规定。

    if_ 一次出车系指汽车在启动后不需要调头、倒车而直接驶出汽车库。

                            汽车与汽车之间以及汽车与培、往之间的间距 衰6.0.12

R &F牛            =Y- R -̀j\(m)          (m)
    i} 日 ~~丈乏

  车长(6

或车宽(1.8

    6<车长(8

或1.8<车宽(2. 2

  8<车长簇12

或2. 2<车宽<-2. 5

  车长>12

或车宽>2.5

汽车与汽车 } 0. 7 } 0.9

汽车与墙 } 0.5 0.5 0. 5

汽车与柱 0.3 0.3 0.4 0. 4

注 当墙、柱外有暇气片等突出物时，汽车与墙、柱的间距应从其凸出部分外缘算起。

7 消防给水和固定灭火系统

                                7.1消防给水

7.1.1 车库应设置消防给水系统。消防给水可由市政给水管道、消防水池或天然水源供给。利

用天然水源时，应设有可靠的取水设施和通向天然水源的道路，并应在枯水期最低水位时，确

保消防用水量。

7.1.2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车库可不设消防给水系统:

7.1.2.1

7.1.2.2

7.1.2.3

耐火等级为一、二级且停车数不超过S辆的汽车库;

N类修车库;
停车数不超过5辆的停车场.

7.1.3 当室外消防给水采用高压或临时高压给水系统时，车库的消防给水管道的压力应保证

在消防用水量达到最大时，最不利点水枪充实水柱不应小于lom;当室外消防给水采用低压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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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统时，管道内的压力应保证灭火时最不利点消火栓的水压不小于。.1MPa(从室外地面算起)。

7.1.4 车库的消防用水量应按室内、外消防用水量之和计算。
    车库内设有消火栓、自动喷水、泡沫等灭火系统时，其室内消防用水量应按需要同时开启

的灭火系统用水量之和计算。
7. 1.5 车库应设室外消火栓给水系统，其室外消防用水量应按消防用水量最大的一座汽车

库、修车库、停车场计算，并不应小于下列规定:

  7.1.5.1   1、”类车库 20L/s;

  ，.1.5.2     m类车库 15L/s;

  7. 1.5.3  N类车库 IOL/s,

7. 1.6 车库室外消防给水管道、室外消火栓、消防泵房的设置应按现行的国家标准《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的规定执行。

    停车场的室外消火栓宜沿停车场周边设置，且距离最近一排汽车不宜小于7m,距加油站

或油库不宜小于15m,
7.1.7 室外消火栓的保护半径不应超过150m，在市政消火栓保护半径150m及以内的车库，

可不设置室外消火栓。
7.1.8 汽车库、修车库应设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其消防用水量不应小于下列要求:

  7.1.8.1   1、II、.类汽车库及I,I类修车库的用水量不应小于1OL/s，且应保证相邻两

个消火栓的水枪充实水柱同时达到室内任何部位。

  7. 1.8.2  N类汽车库及if ,IV类修车库的用水量不应小于5L/s，且应保证一个消火栓的水

枪充实水柱到达室内任何部位。

7. 1.， 室内消火栓水枪的充实水柱不应小于l Om，消火栓口径应为65mm，水枪口径应为

19mm，保护半径不应超过25m。同层相邻室内消火栓的间距不应大于50m.但高层汽车库和

地下汽车库的室内消火栓的间距不应大于30m,
    室内消火栓应设在明显易于取用的地点，栓口离地面高度宜为1. lm，其出水方向宜与设

置消火栓的墙面相垂直。
7.1.10 汽车库、修车库室内消火栓超过10个时，室内消防管道应布置成环状，并应有两条进

水管与室外管道相连接。
7.1.11 室内消防管道应采用阀门分段，如某段损坏时，停止使用的消火栓在同一层内不应超

过5个。高层汽车库内管道阀门的布置，应保证检修管道时关闭的竖管不超过1根，当竖管超

过4根时，可关闭不相邻的2根。
，1.12 四层以上多层汽车库和高层汽车库及地下汽车库，其室内消防给水管网应设水泵接

合器。水泵接合器的数量应按室内消防用水量计算确定，每个水泵接合器的流量应按10

15L/s计算。
    水泵接合器应有明显的标志，并设在便于消防车停靠使用的地点，其周围15-40m范围

内应设室外消火栓或消防水池。
7.1.13设置高压给水系统的汽车库、修车库，当能保证最不利点消火栓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等的水量和水压时，可不设消防水箱。
    设置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的汽车库、修车库，应设屋顶消防水箱，其水箱容量应能储存

  10min的室内消防用水量，当计算消防用水量超过18m，时仍可按18.3确定。消防用水量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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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水合并的水箱，应采取保证消防用水不作它用的技术措施。

7. 1. 14 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的汽车库、修车库的每个消火栓处应设直接启动消防水泵的

按钮，并应设有保护按钮的设施。

7.1. 15 采用消防水池作为消防水源时，其容量应满足2. Ooh火灾延续时间内室内外消防用

水量总量的要求，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可按火灾延续时间1. OOh计算，泡沫灭火系统可按火灾

延续时间。50h计算;当室外给水管网能确保连续补水时，消防水池的有效容量可减去火灾延

续时间内连续补充的水量。

    消防水池的补水时间不宜超过48h，保护半径不宜大于150m,

7. 1. 16 供消防车取水的消防水池应设取水口或取水井，其水深应保证消防车的消防水泵吸

水高度不得超过6m,

    消防用水与其他用水共用的水池，应采取保证消防用水不作它用的技术措施。

    寒冷地区的消防水池应采取防冻措施。

7.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7.2. 1 工、.、.类地上汽车库、停车数超过10辆的地下汽车库、机械式立体汽车库或复式汽
车库以及采用垂直升降梯作汽车疏散出口的汽车库、I类修车库，均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7.2.2 汽车库、修车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危险等级可按中危险级确定。

7.2.3 汽车库、修车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设计除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
计规范》的规定执行外.其喷头布置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7.2.3. 1 应设置在汽车库停车位的上方;

  7.2.3.2机械式立体汽车库、复式汽车库的喷头除在屋面板或楼板下按停车位的上方布置
外，还应按停车的托板位置分层布置，且应在喷头的上方设置集热板。

  7.2.3.3 错层式、斜楼板式的汽车库的车道、坡道上方均应设置喷头。

7.3 其他固定灭火系统

7.3.1   1类地下汽车库、I类修车库宜设置泡沫喷淋灭火系统。

7.3.2 汽沫喷淋系统的设计、泡沫液的选用应按现行国家标准《低倍数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

范》的规定执行。

7.3.3 地下汽车库可采用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机械式立体汽车库可采用二氧化碳等气体灭

火系统。

7.3.4 设置泡沫喷淋、高倍数泡沫、二氧化碳等灭火系统的汽车库、修车库可不设自动喷水灭

火系统。

g 采暖通风和排烟

8.1 采吸和通风

8.1.1 车库内严禁明火采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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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R.
2 下列汽车库或修车库需要采暖时应设集中采暖

甲、乙类物品运输车的汽车库;

:.:

.2. 1

.2.2

.2.3

、皿、m类汽车库;

I、1类修车库;

8. 1.3 N类汽车库、皿,N类修车库，当采用集中采暖有困难时，可采用火墙采暖，但其炉门、

节风门、除灰门严禁设在汽车库、修车库内。

汽车库采暖的火墙不应贴邻甲、乙类生产厂房、库房布置。

8.1.4 喷漆间、电瓶间均应设置独立的排气系统，乙炔站的通风系统设计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乙炔站设计规范》的规定执行。

:{.:
设有通风系统的汽车库，其通风系统宜独立设置。

风管应采用不燃烧材料制作，并不应穿过防火墙、防火隔墙，当必须穿过时，除应满足

本规范第5.2.5条的要求外，还应在穿过处设置防火阀。

防火阀的动作温度宜为70C,
风管的保温材料应采用不熬烧或难燃烧材料;穿过防火墙的风管，其位于防火墙两侧各

2m范围内的保温材料应为不燃烧材料。

8.2 排 烟

8.2. 1 面积超过2000m'的地下汽车库应设置机械排烟系统。机械排烟系统可与人防、卫生

等排气、通风系统合用。
8.2.2 设有机械排烟系统的汽车库，其每个防烟分区的建筑面积不宜超过2000.'，且防烟分

区不应跨越防火分区。

    防烟分区可采用挡烟垂壁、隔墙或从顶棚下突出不小于。.5m的梁划分。

8.2.3 每个防烟分区应设置排烟口，排烟口宜设在顶棚或靠近顶棚的墙面上;排烟口距该防

烟分区内最远点的水平距离不应超过30m,

8.2.4 排烟风机的排烟量应按换气次数不小于6次//h计算确定。

8.2. 5 排烟风机可采用离心风机或排烟轴流风机，并应在排烟支管上设有烟气温度超过

280 C时能自动关闭的排烟防火阀。排烟风机应保证280'C时能连续工作30min.

    排烟防火阀应联锁关闭相应的排烟风机。
8.2.6 机械排烟管道风速，采用金属管道时不应大于20m/s;采用内表面光滑的非金属材料

风道时，不应大于15m/s。排烟口的风速不宜超过l Om/s,

8.2.7汽车库内无直接通向室外的汽车疏散出口的防火分区，当设置机械排烟系统时，应同
时设置进风系统，且送风量不宜小于排烟量的50%,

9 电 气

9.0.1 消防水泵、火灾自动报警、自动灭火、排烟设备、火灾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用

电和机械停车设备以及采用升降梯作车辆疏散出口的升降梯用电应符合下列要求:
.3fi3-



  9.0.1. 1   1类汽车库、机械停车设备以及采用升降梯作车辆疏散出口的升降梯用电应按一

级负荷供电;

  9.0. 1.2   II , Z类汽车库和工类修车库应按二级负荷供电。
9.0.2 消防用电设备的两个电源或两个回路应在最末一级配电箱处自动切换。消防用电的配

电线路.必须与其他动力、照明等配电线路分开设置。

，0.3 消防用电的配电线路，应穿金属管保护并敷设在不燃烧体结构内。当采用防火电缆时，

应敷设在耐火极限不小于1. ooh的防火线槽内。

9.0.4 除机械式立体汽车库外，汽车库内应设火灾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火灾应急照明

和疏散指示标志，可采用蓄电池作备用电源，但其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少于20min,

9.0.5 火灾应急照明灯宜设在墙面或顶棚上，其地面最低照度不应低于。.51x,

    疏散指示标志宜设在疏散出口的顶部或疏散通道及其转角处，且距地面高度lm以下的

墙面上。通道上的指示标志，其间距不宜大于20m,

9.0.6 甲、乙类物品运输车的汽车库、修车库，以及修车库内的喷漆间、电瓶间、乙炔间等室内

的电气设备均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和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的规定执行。

9.0.7 除敞开式汽车库以外的工类汽车库.II类地下汽车库和高层汽车库以及机械式立体汽

车库、复式汽车库、采用升降梯作汽车疏散出口的汽车库，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9.0.8 火灾自动报替系统的设计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的规定执

行。

    采用气体灭火系统、开式泡沫喷淋灭火系统以及设有防火卷帘、排烟设施的汽车库、修车

库应设置与火灾报警系统联动的设施。

9.0.， 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灭火系统的汽车库、修车库应设置消防控制室，消防控

制室宜独立设置，也可与其他控制室、值班室组合设置。

3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