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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电动车充电设施消防设计的经验，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

础上，编制本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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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充电设施建设的要求、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建设的要求，

明确了电动车充电设施消防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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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导则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民用建筑及

工业建筑停车场、车库需配套建设（包括预留安装条件）民

用电动车充电设施的消防设计。

第二条 本导则中电动车充电设施主要指民用的电动自

行车（含电动摩托车）充电设施、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等，

包括电动自行车（含电动摩托车）充（换）电站的建设；不

包括电动汽车换电站、充电站及储能电站和特定行业的充电

设施。

第三条 除本导则要求外，电动车充电设施建设的消防

设计尚应执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规范的有关要

求。

第二章 术语

第四条 电动自行车：以车载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能

实现电助动/电驱动功能的自行车或摩托车。

第五条 电动汽车：在道路上使用，由电动机驱动的汽

车，电动机的动力电源源于可充电电池或其他易携带能量存

储的设备，不包括室内电动车、公交电动车和工业载重电动

车等特种车辆。

第六条 充电设施：为电动自行车、电动汽车提供电能

的相关设施的总称，包括充电设备、供电系统、配套设施等。

第七条 电动自行车充电场所：设置有电动自行车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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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可为电动自行车蓄电池充电的场所；场所包括但不限

于电动自行车场、电动自行车库、电动自行车充（换）电站

等，不包括设置于街边的便民投币式快速充电点。

第八条 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场所：结合用户居住地

停车位、单位停车场、公共建筑物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

等配建的为电动汽车提供电能的充电设施的场所。

第三章 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的要求

第九条 新建的民用建筑及工业建筑的非机动车库应同

步配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

第十条 设置在室外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场所与民用建筑

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6m。

第十一条 电动自行车充电场所毗邻的民用建筑外墙为

耐火极限不低于 1.50h 的不燃性实体墙（外保温材料为燃烧

性能 A 级），且距充电电动车车位周围 4m 范围内无门、窗、

洞口时，防火间距不限。

第十二条 电动自行车充电场所与甲、乙类厂房、仓库

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15m，与丙、丁、戊类厂房、仓库的防

火间距不应小于 6m；当电动车充电设施场所毗邻的丙、丁、

戊类厂房、仓库外墙为耐火极限不低于 1.50h 的不燃性实体

墙，且距充电设施周围 4m 范围内无门、窗、洞口时防火间

距可不限。

第十三条 电动自行车充电场所设置在地面、独立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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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车库，每个防火分区最大允许面积不大于 1000 ㎡；设置

在地下或半地下的车库，每个防火分区最大允许面积不大于

500 ㎡。 当场地内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每个防火分区的最

大允许建筑面积可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规定增加计算。

第十四条 电动自行车充电场所宜独立设置，设置在建

筑内时，应设置在建筑首层、半地下层或地下一层，并宜靠

外墙布置，不应设置在负二层及其他建筑楼层。

第十五条 电动自行车充电场所车位应分组设置，每组

长度应不大于 20m，相邻组与组之间均应设置有一面高度不

小于 1.5m、耐火极限不小于 1.50h 的隔墙分隔。

第十六条 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设在建筑物底层（架空

层），应当设置耐火极限不小于 2.00h 楼板和上部建筑进行

分隔，底层（架空层）的外墙门、窗等开口的上方应设置耐

火极限不低于 1.00h、宽度不小于 1.0m、长度不小于开口宽

度的不燃性防火挑檐；上部建筑的疏散楼梯应通过专用通道

直通室外，该专用通道应采用不小于 2.00h 耐火极限的防火

隔墙与底层（架空层）其他区域隔开（防火隔墙上必须设门

时，应采用甲级防火门），专用通道直通室外出口与两侧其

他门、窗、开口的净距不应小于 2.0m。

第十七条 电动自行车充电场所安全出口应按《建筑设

计防火规范》的相关规定设置。电动自行车库的车辆出口可

兼做安全出口。地下电动自行车库的车辆出口兼做安全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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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除直通室外的车辆出口外，其余兼做安全出口的车辆出

口应在出口部位设置乙级防火门。

第十八条 住宅楼底层（架空层）设置充电设施的，应

满足以下要求：

1、设在高层住宅底层（架空层）时，应按中危险Ⅱ级

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并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2、设在单、多层建筑底层（架空层）时，应设置不少

于 2 支的消防软管卷盘或轻便消防水龙，并宜设置自动喷水

灭火局部应用系统。

第十九条 设置在半地下层或地下一层的电动车充电场

所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排烟设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火灾危险

等级按中危险Ⅰ级确定。

第二十条 电动车充电设施用电总配电箱的进线断路器

应带有分励脱扣器附件，火灾报警后自动切断充电设施电源。

电动车充电设施配电系统应设剩余电流保护，设有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的建筑还应设电气火灾监控。

第二十一条 电动车充电设施的电线电缆应采用阻燃电

线电缆，明敷时应采用无卤低烟低毒阻燃铜芯绝缘电线电缆；

配电线路不应直敷布线，应穿金属导管（槽）敷设，如需从

地面穿过应埋地布置。

第二十二条 电动车充电设施所在区域严禁通过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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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蒸汽压力管道等易燃易爆管道；且围护材料、内部构

件及装修材料均应采用不燃烧材料。

第二十三条 电动车充电场所应按民用建筑灭火器配置

场所的中危险级要求配置灭火器。灭火设施应设置在位置明

显、便于取用的部位并成对配置，且不得影响安全疏散。

第二十四条 在既有建筑改造过程中，未设置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排烟设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消防应急照明和

疏散指示标志的地下、半地下和高层建筑内，不得改造配建

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

第四章 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建设的要求

第二十五条 配建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的新改扩建项

目，消防设计应当符合《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

准》GB/T51313 中“消防”章节的有关规定，对其中带有“必

须”“应”“不应”“不得”的条文应当严格执行；在同一

防火分区内应集中布置，并应按《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

程技术标准》要求设置独立的防火单元。

第二十六条 同一防火分区直通室外的人员安全出口应

分散布置，不应设置在同一个防火单元内，每个防火单元的

人员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1 个；人员安全出口直通室外确有困

难时，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一个防火单元内至少有 2 个利用不同的相邻防火单

元的甲级防火门进行疏散，防火门应设置智能（火警勿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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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指示标志。

2、防火单元可利用长度不大于 30 米，宽度大于 1.1M

的疏散通道进入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疏散通道耐火极限不

小于 2.00h；开向该通道内的门均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第二十七条 消防设施设置应按第三章第十八条至第二

十三条执行。

第二十八条 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分散充电设施场所，

系统喷水强度宜不低于 10L/(min.㎡)，喷头流量系统 K≥115，

每个充电车位上部至少设有 2 个喷头。

第二十九条 设有分散充电设施场所，若为同一防火分

区内两个相邻防火单元，可共用一个排烟系统，排烟风机的

排烟量可按一个防火单元的排烟量确定。当一个排烟系统担

负两个防火单元的排烟时，每个防火单元排烟支管上应设置

排烟防火阀，火灾发生时，仅对着火防火单元进行排烟。

每个防火单元应设置排烟补风设施，具备自然补风条件

的防火单元宜采用自然补风，无自然补风条件的防火单元应

设置机械补风系统，也可通过防火风口从同一防火分区内的

相邻防火单元间接补风，但应符合下列规定：

1、该相邻防火单元应设有机械补风系统或具备直接自

然补风的条件；

2、单个防火单元的防火补风口数量不应少于两个，且

补风口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宜小于 20m，防火补风口应设在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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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仓下沿以下，补风口风速不宜大于 3m/s，并应在穿墙处设

置 280℃防火阀；

3、火灾发生时，负担着火防火单元的补风设施应与该

防火单元的排烟风机联动开启及关闭。

地下车库的防排烟风管耐火极限不应小于 1.00h。

第三十条 额定功率大于 7kW 的电动汽车充电设备不宜

设在建筑物内,当设在独立建造的停车库内时额定功率可大

于 7kW，并应符合《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

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一条 在既有建筑改造过程中，未设置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排烟设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消防应急照明和

疏散指示标志的地下、半地下和高层汽车库内，不得改造配

建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2019 年 3 月 1 日前已经消防验收

或备案合格的既有建筑，在汽车库中改造配建电动汽车分散

充电设施的，每个独立防火单元的最大允许面积宜执行《电

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GB/T51313 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