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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辽宁省消防救援总队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应急管理部沈阳消防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钟晨、丁宏军、刘凯。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松花江街8号，联系电话：024-86934132。 

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文大路218-20甲，联系电话：024-31535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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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风格建筑及历史街区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置要求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辽宁省内清代风格建筑及历史街区单位安装使用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备的特殊设

置要求，包括：术语和定义、组成和分类、系统设置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辽宁省内清代风格建筑及历史街区单位安装使用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766-2008  色漆和清漆 涂层老化的评级方法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19666  阻燃和耐火电线电缆或光缆通则 

GB 31247  电缆及光缆燃烧性能分级 

GB  50016-201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1.1 清代风格建筑及历史街区 Qing Dynasty style architecture and historical blocks 

公元1616年～1912年间，清朝满族统治时期的发展起来的传统建筑，以及具备类似建筑风格能体现

出清代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以下统称为清代建筑。清代官式建筑通常符合清工部

《工程做法则例》。 

1.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automatic fire alarm system 

探测火灾早期特征、发出火灾报警信号，为人员疏散、防止火灾蔓延和启动自动灭火设备提供控制

与指示的消防系统，以下简称为火警系统。 

1.3 合院式民居 courtyard style residential buildings 

由几栋独立的建筑围合成庭院，住屋之间以走廊相联或者不相联属，各幢房屋皆有外檐装修，住屋

间所包围的院落面积较大，门窗皆朝向内院，外部包以厚墙。 

1.4 闷顶 loft 

坡屋面与顶棚之间所构成的空间。 

1.5 防火分隔区 fire resisting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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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起到防火分隔作用的道路、水系、空地、墙体等即有条件将核心防火保护区或外围防火保护区

的建筑群组分隔而成的区域，能在一定时间内防止火灾跨区蔓延。 

1.6 重点防火保护区 key fire protection zone 

由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建筑本体及其贴邻的、不能进行防火分隔的其他建筑所组成的区域，该

区域与外围非文物建筑区域之间具备防火分隔条件，能在一定时间内防止火灾跨区蔓延。 

1.7 外围防火保护区 peripheral fire protection zone 

位于文物建筑重点保护区域外围、建设控制地带之内的区域，该区域与核心防火保护区及其外围非

文物建筑区域之间均具备防火分隔条件，能在一定时间内防止火灾跨区蔓延。 

1.8 火灾探测干扰源 Fire detection interference source 

可能造成火灾探测器出现误报警、漏报警及故障的外部干扰因素。 

1.9 主要火灾风险区域 Main fire risk area 

存在较高火灾隐患的区域。 

2 组成和分类 

2.1 清代风格建筑分类 

a) 宫殿建筑； 

b) 宗教建筑； 

c) 民居建筑； 

d) 皇家园林； 

e) 其他建筑。 

2.2 火灾探测干扰源分类 

a) 日光干扰； 

b) 灯光干扰； 

c) 油烟干扰； 

d) 沙尘干扰； 

e) 燃香干扰； 

f) 灯烛干扰； 

g) 水汽干扰。 

3 系统设置要求 



DB21/T XXXX—XXXX 

 3 

3.1 总则 

清代建筑用火警系统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116《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并符

合本文件规定的特殊要求。 

3.2 报警系统形式和通信方式设置 

3.2.1 火警系统的形式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仅设有火警系统的清代建筑，宜采用区域报警系统； 

2． 设有火警系统，并设有消火栓系统和/或自动灭火系统、机械防烟排烟系统的清代建筑，应

采用集中报警系统； 

3． 重点防火保护区中包括多个清代建筑（群），且设置多个消防控制室时，应采用控制中心

报警系统。 

3.2.2 清代建筑火警系统通信方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火警系统宜优先采用有线通信方式； 

2． 由于线路敷设、维护困难或文物保护需要不允许敷设线路的建筑或场所，火警系统可采用

无线通信方式或采用有线与无线相结合的通信方式； 

3． 火警系统采用无线通信方式时，宜采用局域自组网的无线通信方式。 

3.3 消防控制室和消防值班室设置 

3.3.1 设置区域报警系统的清代建筑，应设置消防值班室；设置集中报警系统或控制中心报警系统的

清代建筑（群），应设置消防控制室。 

3.3.2 消防控制室和消防值班室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设置在清代建筑内时，应设置在建筑首层，宜临近建筑的主要出入口，不应设置在临时

建筑内；当设置在清代建筑群内时，宜设置在街道中心附近位置，并应距离辖区内任一清

代建筑的最短步行距离不大于 180m； 

2． 除主体结构构件外的其他装修材料应釆用燃烧性能为 A级的装修材料；独立建造时，其耐

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且外观应与所处清代建筑风貌协调； 

3． 消防控制室宜与所处清代建筑（群）管理使用单位的微型消防站合并设置。 

3.4 火警系统线路设置 

3.4.1 设备传输线路和50V以下供电的控制线路应采用电压等级不低于交流300/500V的铜芯绝缘导线

或铜芯电缆；采用交流 220/380V的供电和控制线路，应采用电压等级不低于交流 450/750V的铜芯绝缘

导线或铜芯电缆。铜芯绝缘导线和铜芯电缆线芯的最小截面面积，应满足表 2中的规定。 

3.4.2 供电、传输及控制线缆的燃烧性能应不低于 GB/T 31247 中规定的 B1级，且烟气毒性应满足 GB/T 

31247中规定的 t0级，耐腐蚀性应满足 GB/T 31247中规定的 a1级。 

3.4.3 引至消防水泵、消防控制室、消防电梯及消防工作区域照明的电源线路应采用符合 GB/T 19666

规定的 NS型耐火电缆；其他消防设备的电源线路应采用不低于 GB/T 19666规定的 NJ型耐火电缆。 

3.4.4 室内铺设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传输及控制总线，应采用不低于 GB/T 19666规定的 N型耐火电线

电缆，且其燃烧性能等级应达到 GB/T 31247标准中规定的 B1级。 

3.4.5 火警系统的传输线路采用明敷方式敷设时，应采用金属管、可挠（金属）电气导管或金属封闭

式槽盒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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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铜芯绝缘导线和铜芯电缆线芯的最小截面 

类别 线芯的最小截面/mm2 

穿管敷设的绝缘导线 1.50 

线槽内敷设的绝缘导线 1.00 

多芯电缆 0.75 

3.5 颜色要求 

火灾探测设备、联动及报警设备的颜色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设备外壳、设备间连接线的颜色应可替换，应至少提供 15种备选颜色； 

2． 如果采用外壳染色方式提供备选颜色，染料应采用耐候性氟碳涂料，且漆膜应满足 GB/T 

1766-2008中装饰性漆膜综合老化性能等级 0级要求。 

3.6 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设置 

3.6.1 在下列场景条件下宜设置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 

1． 高度不大于 12m的非敞开式小空间房间、闷顶等场所； 

2． 可能发生的火灾初期具有较长的阴燃阶段，烟气量较大而热量较小的场所； 

3． 燃香、油烟、沙尘等干扰作用较小的场所。 

3.6.2 探测区域的每一个独立空间或隔断高度超过顶棚高度 5%的区域，应至少设置一只探测器。 

3.6.3 探测器至空调送风口边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1.5m，并宜接近回风口安装。探测器至顶棚多孔送

风口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0.5m。 

3.6.4 探测器至墙壁、梁边、遮挡物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0.5m。 

3.6.5 探测器至灶台、香炉、灯烛放置处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1.5m。 

3.6.6 探测器宜安装在水平顶棚面上，当必须倾斜安装时，倾斜角不应大于 45°。 

3.6.7 燃香、灯烛、油烟等烟雾干扰较多的场所，应选择具备相应抗干扰能力的点型双光电感烟火灾

探测器。 

3.7 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设置 

3.7.1 在下列场景条件下宜设置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 

1． 高大空间且相对湿度不高的室内场景； 

2． 存在可能破坏烟气累积效果的气流影响； 

3． 需要尽早发现火灾的重要场所。 

3.7.2 灰尘较大且必须安装感烟火灾探测器的场所，应选择间断吸气的点型采样探测器或具有过滤网

和管路自清洁功能的探测器。 

3.7.3 燃香、油灯、油烟等烟雾干扰较多的场所，应选择具备相应抗干扰能力的探测器。 

3.8 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设置 

3.8.1 在下列场景条件下宜设置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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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生火灾时，在短时间内会产生较多热量的场所； 

2． 燃香、油烟、沙尘等干扰作用较大或空气相对湿度较大的场所； 

3． 建筑结构不利于火灾烟气累积或厨房、锅炉房、电机房等不宜安装感烟火灾探测器的场所。 

3.8.2 对于可能产生阴燃火或发生火灾不及时报警将造成重大损失的场所，不宜单独使用点型感温火

灾探测器，需要与其他探测器复合使用。 

3.9 图像型火灾探测器设置 

3.9.1 在下列场景条件下宜设置图像型火灾探测器： 

1． 遮蔽物较少的大空间室内场景； 

2． 重点防火保护区域及毗邻区域的室外场景； 

3． 皇家园林或合院式民居建筑院落； 

4． 耐火等级低的建筑外表面等无法设置感烟探测器的保护区域。 

3.9.2 探测器有效探测距离和视场角范围应能覆盖探测器设计安装位置与建筑主要火灾风险区域之间

的距离。当不能确定古建筑主要火灾风险区域时，室内场所使用的探测器有效探测距离范围应能覆盖其

监测区域中的最远距离；室外场所使用的探测器有效探测距离范围应能覆盖其监测区域中隶属于该建筑

的安全管理区域。 

3.9.3 探测器的安装位置应能保证其监测区域尽可能覆盖建筑中的主要火灾风险区域，且应尽可能避

免在探测器与主要火灾风险区域之间存在植被、人员、帷幔、旗帜、塑像等遮挡物。当不能确定场景中

的主要火灾风险区域时，探测器的安装位置应能保证其监测区域在地面以上 2m内空间范围内无盲区或

盲区内无可燃物存在，且尽可能覆盖古建筑中更大空间。 

3.9.4 探测器的安装视角应尽可能对准并覆盖古建筑中的主要火灾风险区域。当不能确定主要火灾风

险区域时，探测器的安装视角中心方向宜设置在低于水平方向 15°～45°之间，且视角范围应尽可能

避免覆盖日光、灯光、油烟、水汽等火灾探测干扰源。 

3.9.5 在同一建筑范围内安装多个探测器时，宜采用对向安装方式以相互抵消盲区。 

3.9.6 探测器的选型应根据建筑存在用电、用火及人员流动等火灾风险的时段，对应选择日用型、夜

用型或日夜两用型，重点火灾保护区宜采用日夜两用型或日用型和夜用型结合使用。 

3.9.7 探测器应根据探测器监测区域内主要火灾探测干扰源类型，对应选择具备抗日光干扰、抗灯光

干扰型或抗烟雾干扰能力的探测器。室外场所使用的探测器应具备抗日光（包括玻璃、宫殿建筑琉璃瓦

等反光）干扰能力；室内场所或夜间使用的探测器应具备抗灯光干扰能力；宗教建筑场所使用的探测器

应具备抗燃香、灯烛干扰能力。 

3.9.8 室外场所或室内灰尘累积较严重的场所，应定期对探测器镜头窗口表面进行清洁或选用具备报

脏功能的探测器。 

3.10 点型火焰探测器设置 

3.10.1 在下列场景条件下宜设置点型火焰探测器： 

1． 电动车或电池集中存放、充电场所； 

2． 当探测器监测区域内的主要火灾风险源为油脂、燃油、纺织品、纸制品，以及 GB 50016-2014

中规定的甲、乙类液体或固体可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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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2 对于可能产生阴燃火或烟气的场所，不宜单独使用点型火焰探测器，需要与其他探测器复合使

用。 

3.10.3 日光、灯光、焊弧光等干扰较多的场所，应选择具备相应抗干扰能力的探测器。 

3.10.4 室外场所或室内灰尘累积较严重的场所，应定期对探测器镜头窗口表面进行清洁或选用具备报

脏功能的探测器。 

3.11 可燃气体探测器设置 

3.11.1 在下列场景条件下宜设置可燃气体探测器： 

1． 厨房、餐厅及燃气储气室； 

2． 锂离子电池柜或存放间。 

3.11.2 对于可能产生可燃气体泄露的修缮施工场所，宜安装可燃气体探测器。 

3.12 消防应急广播设置 

3.12.1 消防应急广播的安装间距应不大于 25m，在环境噪声大于 60dB的场所设置的扬声器，在其播

放范围内最远点的播放声压级应高于背景噪声至少 15dB， 

3.12.2 扬声器线路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35，应能在雨淋状态下工作。 

3.13 自动灭火系统设置 

3.13.1 重点防火保护区的各级文物建筑内，在主要火灾风险区域宜设置细水雾自动灭火装置； 

3.13.2 重点防火保护区变配电室（柜）内，宜安装固定式自动气体灭火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