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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对DB37/T 654-2006《易燃易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进

行修订。 

本标准由山东省公安消防总队提出。 

本标准由山东省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山东省公安消防总队。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亓延军、张元祥、王忠、张少见、王林静、闫宏、陈亮、秦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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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易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场所消防安全组织制度、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宣

传教育、消防安全检查、火灾隐患整改等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山东省范围内易燃易爆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以及上级主管部门和监督部门对其进行

检查指导。 

2 消防安全组织及职责 

2.1 建立消防安全领导小组，明确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全面负责本单

位的消防安全工作。消防安全责任人应履行下列职责： 

a) 贯彻执行消防法规，保障单位消防安全符合规定，掌握本单位的消防安全情况； 

b) 将消防安全工作与本单位的生产、科研、经营、管理等活动统筹安排，批准实施年度消防安全

工作计划； 

c) 为本单位的消防安全提供必要的经费和组织保障； 

d) 确定逐级消防安全责任，批准实施消防安全制度和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 

e) 组织防火检查，督促落实火灾隐患整改，及时处理涉及消防安全的重大问题； 

f) 根据消防法规的规定建立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 

g) 组织制定符合本单位实际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实施演练。 

2.2 明确消防安全管理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对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负责，定期向消防安全责任人报

告消防安全情况，及时报告涉及消防安全的重大问题。消防安全管理人应履行下列职责： 

a) 拟定年度消防安全工作计划，组织实施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b) 组织制定消防安全制度和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并检查督促其落实； 

c) 拟定消防安全工作的资金投入和组织保障方案； 

d) 组织实施防火检查和火灾隐患整改工作； 

e) 组织实施对本单位消防设施、灭火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的维护保养，确保其完好有效，确保疏

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畅通； 

f) 组织管理专职消防队和志愿消防队； 

g) 在员工中组织开展消防知识、技能的宣传教育和培训，组织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实施和演练； 

h) 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委托的其他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2.3 明确消防安全工作归口管理职能部门，确定专职或者兼职的消防管理人员，在消防安全责任人和

消防安全管理人的领导下开展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2.4 实行并落实逐级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各级、各岗位的消防安全职责。 

2.5 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大型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的要求建立专职消防队，接受当

地公安消防部门的指导，并符合下列要求： 

a) 配备充足的灭火、防毒、堵漏、破拆等车辆、装备和器材，按需配备专职消防队员； 

b) 积极开展防火检查和消防宣传教育，并负责训练志愿消防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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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加强技战术训练，制定灭火应急预案并进行实地演练，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战斗能力； 

d) 随时作好灭火救援准备，一旦发生火灾或泄漏、爆炸事故，及时有效处置。 

2.6 按规定不需建立企业专职消防队的，应当建立志愿消防队，并配备必要的器材和装备。 

3 规章制度 

制定符合本单位实际的下列消防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并公布实施： 

a) 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制度； 

b) 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c) 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制度； 

d) 防火巡查、检查制度； 

e) 消防设施器材维护管理制度； 

f) 消防（控制室）值班制度； 

g) 火警处置程序； 

h) 用火用电用油用气安全管理制度； 

i) 火灾隐患整改制度； 

j)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演练制度； 

k) 消防安全工作考评和奖惩制度； 

l) 其他必要的消防安全规章制度。 

4 消防安全布局及消防车通道 

4.1 易燃易爆场所与周围居住区、工矿企业、交通线路等的安全距离符合要求。 

4.2 易燃易爆场所储存区、生产区、办公区、生活区之间的安全距离符合相应技术规范的要求。 

4.3 严禁占用防火间距。 

4.4 易燃易爆场所应按照规范要求在生产区、储罐区、装卸区等重点区域设置环形消防车通道，并满

足消防车辆通行的需要。 

5 消防设施器材 

5.1 按要求配置灭火器、灭火毯、灭火砂、消防桶、消防锨等器材；灭火器选型准确，配置数量充足，

放置位置合理，便于取用。 

5.2 按要求设置室内、外消火栓，配齐扳手、水带、水枪、泡沫管枪等器材。 

5.3 按要求设置防雷、防静电、火灾报警等装置。 

5.4 储罐区、生产装置区应按规范要求设置灭火、冷却装置，储备足够的消防用水、干粉、泡沫液等

灭火药剂。 

5.5 消防设施、器材应确定专人负责，设有自动消防系统的，要委托具有维护保养资格的企业，定期

进行维护保养，确保完整好用。 

5.6 单位应建立消防设施配置及维护保养档案资料，记明配置类型、数量、设置位置、检查维修单位

（人员）、更换药剂时间等有关情况。 

6 消防安全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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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单位应确定专兼职消防宣传教育人员，经过专业培训，具备宣传教育能力。 

6.2 单位应在公共部位悬挂或张贴消防宣传标语，利用展板、专栏等形式开展消防宣传教育。 

6.3 员工上岗、转岗前应经过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并考核合格；对在岗人员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消防安

全教育。宣传教育和培训的内容应当包括： 

a) 有关消防法规、单位的消防安全制度和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 

b) 本单位、本岗位的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 

c) 有关消防设施的性能、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 

d) 报火警、扑救初起火灾以及自救逃生的知识和技能。 

6.4 下列人员应当接受消防安全专门培训： 

a) 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 

b) 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 

c) 消防控制室的值班、操作人员； 

d) 重点岗位从业人员。 

6.5 消防安全教育应使员工达到“四懂四会”。即：懂本岗位的火灾危险性，懂预防火灾的措施，懂

扑救火灾的方法，懂逃生的方法；会使用消防器材，会报火警，会扑救初起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 

6.6 消防控制室的值班、操作人员应当持证上岗。 

7 用火用电 

7.1 禁止在火灾、爆炸危险区域内动用明火。因设备检修等特殊情况需要进行焊割等明火作业的，应

落实下列措施： 

a) 办理动火许可手续，动火操作人员具备动火资格，指定专人到场监护，灭火器材配置到位； 

b) 动火地点区域内不得放置易燃、可燃物品； 

c) 焊具、燃气、氧气瓶放置地点符合规定； 

d) 电焊电源、接地点符合防火要求； 

e) 落实动火期间的灭火应急措施。 

7.2 禁止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进入易燃易爆生产、储存区域，严禁在禁火区内吸烟、焚烧物品、

燃放烟花爆竹。 

7.3 在火灾、爆炸危险区域作业时应当着防静电服，不穿带钉子的鞋，不使用产生火花的操作工具。 

7.4 机动车辆进入火灾、爆炸危险区域时，必须佩戴火星熄灭器。 

7.5 在火灾、爆炸危险区域内使用的电气线路、开关、灯具、电器设备等应达到相应的防爆等级要求。

在危险区域临时用电应当按照规定办理审批手续，落实安全措施，确保消防安全。 

8 防火巡查 

8.1 易燃易爆场所应当确定巡查的人员、内容、部位和频次，每日进行防火巡查。巡查的内容应当包

括： 

a) 有无违章用火用电用油用气情况； 

b) 消防安全重点部位员工在岗在位及履行职责情况； 

c)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防火间距是否被占用； 

d) 消防设施、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是否完好有效； 

e) 管道、容器阀门有无“跑、冒、滴、漏”现象； 

f) 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各种工艺指标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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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库房储存物品外包装是否完整； 

h) 泄压设施有无异常； 

i) 其他消防安全情况。 

8.2 员工应履行本岗位消防安全职责，遵守消防安全制度和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熟悉本岗位火灾危险

性，掌握火灾防范基本技能，每日进行岗位防火检查。岗位防火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有无违章用火用电用油用气情况； 

b)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 

c) 消火栓、灭火器、逃生器材、消防安全标志完好情况； 

d) 压力、温度、流量、液位等各种工艺指标是否正常； 

e) 设备、管道、阀门及连接处有无跑、冒、滴、漏； 

f) 有无其他异常情况。 

8.3 防火巡查应按照规定的巡查路线和时间进行，发现初起火灾应立即报警并及时扑救。防火巡查应

当填写巡查记录，巡查人员及其主管人员应在巡查记录上签名。 

9 消防安全检查 

9.1 消防安全责任人或消防安全管理人每月应至少组织一次防火检查；根据重大节日、季节变更的需

要适时组织防火检查；其内设部门每周应开展一次防火检查。消防安全工作归口管理职能部门具体负责

实施和组织落实本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9.2 防火检查包括下列内容： 

a)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依法办理消防行政许可手续情况； 

b) 各部门（车间）、班组逐级岗位防火责任制落实情况； 

c)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制定、演练及员工消防知识掌握情况； 

d) 消防控制室（值班室）值班情况、消防控制设备运行情况及相关记录； 

e) 防火巡查、火灾隐患的整改以及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f)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防火间距是否被占用； 

g) 消防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的设置及完好情况； 

h) 消防水源情况，灭火设施、器材配置及完好情况，各类灭火用药剂、材料、油料等是否齐备充

足；室内外消火栓、水泵接合器有无损坏、埋压、遮挡、圈占等影响使用情况；自动消防系统、

储罐冷却系统等维修保养是否到位，运行是否正常； 

i) 电气线路、设备是否符合防火防爆要求，有无违章使用情况等； 

j) 压力容器、管道、工艺装置、紧急事故处理设施是否完好有效，防火、防爆、防雷、防静电措

施落实情况； 

k) 工艺装置和管道的色标和安全警示标志是否完好、醒目，各种设备、管道、阀门及连接处有无

跑、冒、滴、漏； 

l) 水泵房、配电室、各种机房、易燃易爆物品库房等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的管理情况； 

m) 专职（义务）消防队是否配备相应的器材、装备；个人防护装备的配备、使用和完好有效情况； 

n) 有无违章动火情况； 

o) 各项消防工作记录是否齐全； 

p) 需要检查的其他内容。 

9.3 消防安全检查应填写检查记录，检查人员和被检查部门负责人应当在检查记录上签名。 

10 火灾隐患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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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巡查、检查发现下列违反消防安全规定的行为，应当责成有关人员当场改正： 

a) 违章进入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场所的； 

b) 违章使用明火作业或者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等违反禁令的； 

c) 消火栓、灭火器材被遮挡影响使用或者被挪作他用的； 

d) 消防设施管理、值班人员和防火巡查人员脱岗的； 

e) 违章关闭消防设施、切断消防电源的； 

f) 其他可以当场改正的行为。 

10.2 巡查、检查发现不能当场改正的火灾隐患，消防安全工作归口管理职能部门或者专兼职消防管理

人员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管理分工，责成督促责任部门和人员及时整改；对涉及资金投入及上级主管部门、

公安消防部门通知整改的火灾隐患，应制定整改方案，报告消防安全管理人、责任人。 

10.3 消防安全管理人或者消防安全责任人应当确定整改的措施、期限以及负责整改的部门、人员，并

落实整改资金。 

10.4 消防安全管理人、负责人对存在的火灾隐患，要召集相关部门和人员，认真研究整改方案，明确

整改责任，保障整改资金，落实整改措施，限期进行整改。对上级主管部门、公安消防部门通知整改的

火灾隐患，应及时报告整改情况并申请复查。 

10.5 火灾隐患整改完毕后，消防安全管理人应组织验收，并将验收结果报告消防安全责任人签字确认

后存档备查。 

11 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 

11.1 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应组织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全体员工

演练，熟悉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的程序、要求。 

11.2 根据单位实际，因地制宜地组建消防应急处置的第一、二梯队，各类工作人员不足 50 人的可成

立一个梯队。 

11.3 灭火演练的程序和要求如下： 

a) 灭火行动组人员要熟知消防设施、器材和个人防护装备的位置、使用方法、要求及各部位火灾

的危险性； 

b) 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消防控制室（值班室）值班人员接到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发出的火灾报

警信号时，要通过无线对讲系统或单位内部电话等方式立即通知巡查人员或报警区域的工作人

员迅速赶往现场实地查看，查看人员及其他员工确认（发现）火情后，要立即通过报警按钮、

楼层电话或无线对讲等通讯方式向消防控制室反馈（报告）信息； 

c) 现场人员向消防控制室（值班室）反馈信息的同时组织第一梯队灭火行动组佩带个人防护装备

器材，在 30 秒内形成第一灭火力量，使用现场消火栓、灭火器等设施器材有秩序地灭火；消

防控制室（值班室）接警后立即启动消防设施，并通过单位内部电话、无线对讲系统或广播、

警铃等有效方式，发出火警指令，通知第二梯队人员赶赴现场，并向企业专职消防队或公安消

防队报警； 

d) 第二梯队灭火行动组接到火警指令后，在 1 分钟内赶赴火灾现场形成第二灭火力量，实施增援

灭火； 

e) 通讯联络组应搜集火场信息，保持灭火行动组与疏散引导组之间，第一、二梯队之间，各组与

指挥机构（消防控制室）之间，单位与公安消防队之间的联络畅通。  

11.4 应急疏散演练的程序和要求如下： 

a) 疏散引导组人员要熟知消防疏散装备、器材的位置、使用方法，明了火灾时各人分工负责的楼

层、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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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火灾确认后，要及时启动应急广播或通过喊话、发出灯光信号等方式通知、引导火场人员采取

正确方式、沿正确路线、有序逃生，并提醒火场人员疏散时不要恐慌，要互帮互助，提高疏散

效率； 

c) 发生火灾时，应首先通知着火区及其相邻的防火分区人员疏散，并视情适时通知所有人员疏散； 

d) 第二梯队疏散引导组接到火警指令后，在 1 分钟内赶赴火灾现场实施增援； 

e) 疏散引导组要保持与指挥机构（控制室）、灭火行动组、通讯联络组的即时联系，随时根据火

场现状调整疏散路线； 

f) 疏散引导组应协助抢救、护送受伤人员； 

g) 火灾无法控制时，火场总指挥应及时通知所有参加救援人员撤离。 

12 消防档案 

12.1 单位应建立消防安全管理档案，能够反映出单位的消防安全基本情况和消防安全管理情况，内容

详实，更新及时，并对消防档案统一保管、备查。 

12.2 消防安全基本情况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a) 单位基本概况和消防安全重点部位情况； 

b) 建筑物或者场所施工、使用前的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以及消防安全检查文件、资料； 

c) 消防管理组织机构和各级消防安全责任人； 

d) 消防安全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e) 消防设施、灭火器材情况； 

f) 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人员及其消防装备配备情况； 

g) 与消防安全有关的重点工种人员情况； 

h) 新增消防产品、防火材料的合格证明材料； 

i)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12.3 消防安全管理情况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a) 公安消防部门填发的各种法律文书； 

b) 消防设施定期检查记录、自动消防设施全面检查测试的报告以及维修保养的记录； 

c) 火灾隐患及其整改情况记录； 

d) 防火检查、巡查记录； 

e) 有关燃气、电气设备检测（包括防雷、防静电）等记录资料；  

f) 消防安全培训记录； 

g)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演练记录； 

h) 火灾情况记录； 

i) 消防奖惩情况记录。 

13 监督检查 

13.1 公安消防部门依据本标准实施监督检查。 

13.2 检查发现单位组织制度、档案建设不符合要求的，要责令 3 日内进行修订和完善。 

13.3 检查发现违反消防安全规定进入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违反规定使用明火作业或者在

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的，依法给予警告、罚款或拘留等处罚。 

13.4 检查发现消防设施、器材或者消防安全标志的配置、设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未保

持完好有效；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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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距；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等违法行为的，责令改正，并处罚款。经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强制执行。 

13.5 检查发现违反有关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生产、储存、运输、销售、使用、销毁易燃易爆危险

品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 

13.6 检查发现未按照有关规定建立企业专职消防队的，要督促单位限期建立，并按规定配备消防车辆、

器材和装备。 

13.7 检查发现易燃易爆场所与居民生活区防火间距或贮罐区内防火间距不符合要求、消防通道严重不

畅、灭火药剂和消防供水严重缺乏的，要确定为重大火灾隐患，依法责令限期整改，并及时向当地政府

报告，督促有关部门、单位采取有效措施，尽快彻底整改。 

13.8 因安全布局不合理而严重影响城市公共安全的易燃易爆场所，应当提请政府纳入城市搬迁规划，

并采取限期搬迁、改变使用性质、限制生产或储存化学物品种类和数量等措施，消除不安全因素。 

14 企业的上级业务（行业）主管部门可以依据本标准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和指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