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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器虽小,但对及时扑救初起火灾,防止火势蔓

延, 减少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却是重要的。因此, 无论

哪一个地区, 均应按照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的国家规

范合理配置灭火器。

国家标准 GBJ140-90《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在我国系首次制订,并作为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自 1991

年 8 月 1 日起在全国各地施行,至今已有 6 年多的时

间了。

目前, 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的设计单位和各地各级

公安消防部门对贯彻实施和监督执行建筑灭火器配置

设计的国家技术法规更为重视, 步子也迈的更大了。但

还有一些地区和行业对此尚重视不够, 还有待作进一

步的努力。为此,本文从贯彻执行本规范的有利条件、

基本要求等方面作如下介绍:

一、有利条件

1. 公安部令中已有规定

1996 年 10 月 16 日由公安部长签发的第 30 号公

安部令《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管理规定》中的第三章

“消防监督机构的责任”第十五条“消防设计审核的主

要内容”第(十一)项为“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

该规定自 1997 年 3 月起施行,希望各省、地、市公

安消防总、支队的建审人员能主动、积极地按 GBJ140-

90国家规范认真审查有关“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的设

计平面图、设计计算说明书和配置清单等设计文件。如

果某项建筑工程项目的消防专篇设计中尚未包括此项

内容, 务请把住此关, 请设计单位补充设计,然后再一

起通过(批准)消防工程建审, 不应再漏项审查了。

对设计单位来说,根据该《规定》第二章“建设、设

计、施工安装单位的责任”第四条和第五条的规定,“在

进行工程项目设计时,必须执行国家消防技术标准和

其它工程建设标准有关消防设计的规定”,并且, “应将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消防设计图纸和资料送公

安消防监督机构审核⋯⋯, 经审核批准后, 方可开工兴

建。”因此, 也希望设计单位能积极、主动地按 GBJ140-

90 国家规范认真完成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文件, 并进

行自审和送审。更希望设计单位不要漏项设计,即勿因

工种扯皮和产值分配等小事而未执行强制性的国家标

准和该《规定》。

2. 消防主规范中亦有规定

在国家建设部、国家环保局、公安部消防局、总参

人防办等主管部委的主持和协调下, 自 1996 年 12 月

至 1997 年 5月, 四项国家规范的管理组完成了消防主

规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J16-87)以及《人民防空

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GBJ98-87)、《高层民用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 GB50045-95)和《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

范》( GBJ140-90)等四项国家规范在保护大气臭氧层和

人类生态环境专题上的同步局部修订工作, 现已经国

家批准、发布。在前三项国家规范的局部修订条文中均

增加了有关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的规定。

( 1)《建规》: “第 8. 7. 8 条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 应

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的有关规

定执行。”

( 2)《高规》: “7. 6. 9 高层建筑的灭火器配置, 应按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

执行。”

( 3)《人防规范》:“第 6. 1. 4 条 人防工程灭火器的

配置,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的有关规定执行。”

3. ISO 国际标准正在编制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二十多年来,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分别制

订、发布和实施了有关《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的

单独且专用的国家标准,其规范编号分别为 NFPA10、

BS5306-3 和 AS2444。近年来,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已

制订了《移动式灭火器选择、配置、检验、维修规范》,编

号为 ISO / CD11602, 至 1996年 12 月已编写到第 6 稿。

新编制的此项 ISO 国际标准(规范)的内容和格局均有

一定的特色, 除包含了有关灭火器的选择和配置的规

定之外, 还包括了有关灭火器的检验和维修等至关重

要的日常维护、定期检查、试压等管理灭火器的内容。

这确实是一个很实际的具体问题, 即在按规范规定合

理设计和正确配置了灭火器之后, 的确存在一个长期

维护和管理的问题。无人管理或维护不当,有可能使灭

火器变成一堆废铜烂铁, 纯属摆设; 而到火灾紧张时

刻,急需使用时,不但灭不了火, 甚至由于灭火器毕竟

属于压力容器, 还有可能伤人, 历年来经常有因灭火器

爆炸而致人伤亡的事故发生。

因 此, ISO / CD11602 国 际 标 准、NFPA10 和

BS5306-3 等工业发达国家的规范对我们均有借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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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起码的,也是很实际和很适用的启发, 就是今后

在适当的时期,在报请国家规范主管部门和本规范主

编部门批准全面修订 GBJ140-90 国家规范后, 拟考虑

补充有关建筑灭火器的管理规定, 包括对已配置灭火

器的定期检查、试压、维修和报废等内容。

二、已经取得宣贯本规范的初步经验

1. 从 1990 年 9 月至 1992 年 8 月, 在由公安部消

防局主持的全国分区规范培训班,已向西北五省区、华

东六省市、西南、中南九省区、华北五省区的消防总队

和支队的建审、防火人员代表宣讲了本规范,推动了本

规范的贯彻执行。

2. 从 1991 年 11 月至 1997年 5月 ,即在上述培训

班之后, 管理组还为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江西、湖

南、海南等省市的消防建审防火监督人员以及建筑防

火、消防工程设计人员宣讲了本规范; 为电力部部级、

省级水利和水电勘察设计院、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

华北石油勘测设计院、上海医药设计院的设计人员和

上海市化工系统的专职干部宣讲了本规范,将规范内

容普及到了基层。

3. 近几年来, 有些省市还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班,

自行宣讲本规范。如黑龙江省消防局多次宣讲本规范,

培训全省各支队建审科长、各县建审人员和各系统消

防干部, 人手一本《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手册》。苏州市

消防支队举办了苏州地区所辖各市、县所有建筑设计

单位防火自审人员培训班, 约 240 人, 该培训班专题宣

讲了本规范, 人手一本《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手册》。效

果较好, 不仅使原先已做过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者进

一步加深了印象,解决了部分疑难问题; 亦使未做过建

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者初步掌握了本规范的技术要点、

设计程序和方法以及要求送审或自审的设计文件的主

要内容。许多学员认为参加规范培训班后加强了依法

设计的法制观念,表示今后在从事建筑设计时应主动、

认真地贯彻执行本规范等国家消防工程设计规范——

强制性的国家标准。

哈尔滨市消防支队还根据需要几次翻印本规范共

6000 本, 发至各单位保卫科防火员手中。

4. 从 1992 年 3 月至 1995 年 3 月, 天津、河北、海

南、宁夏、内蒙古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公安厅和建设

厅均联合发布了“关于贯彻实施《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

规范》的通知”, 要求各地市盟县公安局和建设局贯彻

执行本规范, 并明确规定凡在建筑物的消防工程设计

文件中未包括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内容者,一律不予

建审通过。这项措施对本规范在该地区的贯彻执行提

供了可靠的保证。

此外,部分地区和单位还发文宣贯本规范, 并提出

了具体要求。如黑龙江省消防局发布了《关于建筑防火

审核工作和建筑防火设计有关事宜的通知》, 其附件二

“黑龙江省建筑设计单位编制建筑防火设计报批图及

有关资料的基本技术要求”的第一部分“报批图必须包

括和标绘出下列内容”中规定: “建筑平面图应包括各

室、各间的用途,容纳人数,安全出口,⋯配置的灭火器

类型、规格、数量及设置的位置等。”此项规定体现了本

规范的主要目的,即建筑灭火器的配置设计应按国家

规范的规定必须在竣工前的设计阶段完成, 而绝不是

等到竣工后再补充配置 ,甚至发生在规范规定的应配

场所根本不配置灭火器的反常现象。此项规定符合规

范,切题合理, 值得推广。

山东省颁发了人民政府第 54 号令, 即《商店 (场)

消防安全管理办法》, 其中第 18 条规定: “商店(场)应

按照《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等有关法规、规范,配

足、配齐消防器材和设施, 并设置在明显易取的地方,

严禁挪作他用”。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关于对投资大厦设计施工

图的消防审核意见》第 15 项批示: “凡需设置移动式灭

火器的部位均应严格执行《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

范》。”

5. 按本规范管理组六项任务之一的要求, 主编和

出版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手册》。该手册除进一步

提高了本规范的可操作性之外, 还整理、修正、补充、完

善和深化了有关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领域的基础理论

和专业技术, 因而有助于在全国各地区、各行业更顺

利、更有效、更普及地贯彻、执行 GBJ140-90国家规范,

受到各省消防部门和设计单位的欢迎。有些培训班还

将手册发到学员手中。

6. 受河北省消防局的委托, 经请示公安部七局, 管

理组于1992 年4 月评定审查了由华北油田设计院和消防

支队联合研制的《建筑灭火器配置速算盘》,并参加了由河

北省消防局主持的技术鉴定会。该盘符合本规范的规定,

将对本规范的贯彻执行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涉及面很广,六年多

来,虽然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班作了宣讲, 通过各种形

式的公文进行了贯彻, 在正确配置灭火器方面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 但距要普及到各个方面,还有待作进一步

的努力。各地区、各行业应该总结一下近几年来贯彻执

行本规范的情况, 通过建审、防火检查找出问题的症

结, 提出操作性强的措施, 进一步贯彻执行国家标准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为预防火灾, 减少火灾损

失,尽到我们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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