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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公安部消防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九分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１３／ＳＣ９）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中国矿业大学、天津市消防局、北京市消防局、上海市消

防局、广东省消防总队、北京市地铁公安分局、广州市地铁总公司、上海能美西科姆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倪照鹏、程远平、黄振兴、阚强、杨永志、原震、姚永祥、沈奕辉、陈焕、古晋、

刘汝义、郑臻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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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城市轨道交通作为一种快速、环保、舒适、客运能力大的城市交通工具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及地区

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对于疏解城市交通，发挥城市功能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

长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城市轨道交通在我国得到了较快发展，其运营安全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广泛关注。

为保障城市轨道交通的安全运行，预防轨道交通火灾，减少轨道交通火灾危害，保护公民人身、公共

财产和公民财产的安全，维护公共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是在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和吸收国内外有关资料，并广泛征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单位及其他多方意见的基础上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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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消防安全管理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地铁、轻轨等城市轨道交通在运营过程中的危险源控制，各级、各类人员的消防安全

责任和职责，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与演练，消防设施检查及维护管理，消防宣传教育，人员培训和消防档

案管理等消防安全工作的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的消防安全管理。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５０１５７　地铁设计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５０１５７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应急预案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狆狉狅犮犲犱狌狉犲狊狆犾犪狀

应急预案是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故或突发事件所需的应急行动而制定的指导性文件，是应急救

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指导应急行动按计划有序进行，防止因行动组织不力或现场救援工

作的混乱而延误事故应急救援，从而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３．２

运营单位　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犮狅狉狆狅狉犪狋犻狅狀

负责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的机构。

３．３

车站　狊狋犪狋犻狅狀

为乘客提供乘车、到达和换乘的场所。车站包括站厅、站台、出入口通道、人行楼梯、自动扶梯、检票

口和管理及设备用房等，以及通信、通风、空调、照明、卫生、防灾等设施。

４　总要求

４．１　城市轨道交通的消防安全管理应在当地政府的统一组织协调下，建立由政府相关部门（包括公安、

消防）与运营单位及供电、通讯、供水和医疗等单位密切协作、运转高效、分工明确的报警接警、监控和抢

险救援机制。

４．２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制订安全管理责任制度，按照国家现行有关消防法律、法规、规章（以下

统称消防法规）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国家有关部门和单位应根据本标准对城市轨道交通中使用的设

施、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与使用制订相关的安全管理办法和技术要求。

４．３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单位及各部门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

练，提高先期应急处置能力。

４．４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遵守有关消防法规，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正确

处理好运营与安全的关系，建立科学的消防设施管理体制，保证轨道交通的安全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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