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13.220.**
CCS C8*

团 体 标 准
T/CFPA XXX-XXXX

大型群众性活动消防安全评估
（Fire safety assessment of large-scale mass activities）

(征求意见稿)

XXXX-XX-XX 发布 XXXX-XX-XX 实施

中国消防协会 发 布



I

T/CFPA XXX-XXXX

目 次

前 言 .......................................................... 1

大型群众性活动消防安全评估 ................................. 2

1 范围 ......................................................... 2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2

3 术语和定义 ..................................................2

4 总体原则 ...................................................3

5 评估程序 .................................................... 4

6 评估内容和方法 .............................................5

6.1 消防安全管理因素 ........................................... 5

6.2 建筑防火与疏散因素 ........................................ 10

6.3 消防设施与器材因素 ...................................... 15

6.4 电气防火因素 .............................................. 15

7 评估与判定方法 ............................................... 24

8 评估报告与评估档案 .......................................... 26

参考文献 ......................................................27

表 1 大型群众活动评估单元权重及评估项分值表 ..................... 28

表 2 大型群众活动消防安全评估消防安全管理因素检查表 ............29

表 3 大型群众活动消防安全评估建筑防火与安全疏散因素检查表 ......34



II

表 4 大型群众活动消防安全评估消防设施与器材因素检查表 ..........41

表 5 大型群众活动消防安全评估电气防火因素检查表 ................43

附录 A 评估报告封面样式 ......................................... 48

附录 B 大型群众性活动消防安全评估报告著录项第一页格式 ........... 4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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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北京晓安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提出并解释。

本文件由中国消防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晓安消防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消防

救援总队、广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天津市河东区消防救援支队、建研防火科技有限

公司、北京火正消防安全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安质环技术评价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众合平安消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泰和安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山东消防

协会、哈尔滨合信消防安全技术有限公司、青岛消防协会 、华信中安（北京）保安

服务有限公司、山东法尔消防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北京盛典博览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北京中展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昆明丰盛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方元安消防技术有限公

司、湖南正邦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南京九鹿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慧安捷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特卫中天（北京）保安服有限公司、甘肃安卓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华森建筑消防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烟台淼盾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山东锐认安

防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警察大学防火工程学院、中国消防救援学院消

防工程系、四川轻化工大学、北京路码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

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皇冠认证检验股份有限公司、华邦科技（惠州市）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山东涌泉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安全港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省消防

工程有限公司、浙江信达可恩消防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重庆锦煌智能控制工程有限

公司、新疆维司可控消防科技有限公司、睿佳智慧（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国华、金杉、董芳芳、尹茂盛、端木详玲、詹子娜、马

建民、陈国良、张华云、张连春、贾 慧、尹 杰、赵智键、苑 军、李志业、熊 军、

陈宇弘、李艳山、张梦雅、卓奕宜、殷卫红、王 谦、刘本生、郭金兰、王玉松、冷

启贞、杨家亮、 汤庆峰、曹 杰、黄宝聚、丰 皓、李 义、袁玉雄、徐 亮、罗兴邦、

王玉宏、张月会、蒋志伟、张明辉、董利锦、胡成、卢相宇、庞启明、刘时升、曲

翔宇、乔 爽、李思成、曲翔宇、乔 爽、刘小莉、张 颖、茅 勇、文学锦、李明银、

张东萍、薛辉、李海辰、张金臣、朱 涛、程 丰、崔如刚、夏 鹏、刘建新、李学慧、

王裕文、李磊成、杨 栋、蒲 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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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FPA XXX-XXXX

大型群众性活动消防安全评估

1 范 围

本文件规定了大型群众性活动消防安全评估的内容、程序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对大型群众性活动的消防安全评估。大型群众性活动承办

单位或其他相关参与单位及场地、设备提供单位和个人，开展自我消防安全评估可参照执行。

本文件不适用于影剧院、音乐厅、公园、娱乐场所等在其日常业务范围内举办的活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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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01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GB 25506 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303《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T 19666 《阻燃和耐火电线电缆或光缆通则》

JGJ 46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T40248-2021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

3 术 语 和 定 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大型群众性活动 large-scale mass activities

本标准所指的大型群众性活动，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面向社会公众举办的每场次预计参

加人数达到1000人以上的下列活动：体育比赛、演唱会、音乐会、展览、展销、游园、灯会、

庙会、花会、焰火晚会、人才招聘会、现场开奖的彩票销售等活动。

3.2 大型群众性活动承办者 organizer

https://gf.1190119.com/list-13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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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身名义发起或受其他单位委托发起，并召集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的法人单位和其他机

构。

3.3 场地提供方

为大型群众性活动提供举办场所及附属场地的单位，或者提供举办场所及附属场地的单位

委托日常管理相应场地的单位。

4 总 体 原 则

4.1 大型群众性活动消防安全评估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规范、细致、有序地评估，查找相关的消

防安全问题，并及时整改，保障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安全举办。

4.2 大型群众性活动消防安全评估由消防安全评估机构接受委托，通过对大型活动承办者对消

防安全管理、建筑防火与安全疏散、消防设施与器材、电气防火等因素进行评估， 并出具《大

型群众性活动消防安全评估报告》，供主责单位及其他机构作为参考。

4.3 大型活动消防安全评估应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规定组织开展，遵循合法、全面、

准确、高效、经济的原则。

4.4 大型群众性活动消防安全评估按照不同需求，分全项型式评估、局部项目评估、初评、复

评。

4.4.1 全项型式评估是完全按照本标准要求的项目和流程及消防安全评估范围完成，该类

型评估简称型式评估，本标准描述的评估，除特别说明外，都是此类型评估；

4.4.2 局部项目评估是应主责单位要求，按照本标准要求，对主责单位要求的项目进行评

估；

4.4.3 初评是应主责单位委托，按照本标准要求，对委托项目进行的初次评估；

4.4.4 复评是应主责单位委托，按照本标准要求，对进行过初评的委托项目进行的再次评

估。

4.5 大型群众性活动消防安全评估应按照本标准规定的评估内容进行全数评估。

4.6 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应具备相关的从业条件和资格，执业范围应与其从业条件、资格和服

务内容相符合；评估机构应严格消防安全评估工作过程管理，规范评估行为，保证评估质量，

对出具的消防安全评估报告负责。

4.7 大型群众性活动的消防安全评估，其中场地与设施等硬件内容因消防法规和消防技术标准

修订导致不符合现行消防法规和消防技术标准的，应按照法不溯及以往的原则进行评判，并在

评估记录和评估报告中说明。

4.8 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应保守委托单位及其他相关单位的技术和商业秘密。

4.9 大型群众性活动消防安全评估的主体是大型活动承办者，或者其他有明确书面委托协议的

委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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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委托单位应为评估活动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真实、全面地提供评估所需要的技术资料，

配合评估机构开展检查、测试、演练等评估活动。

4.11 大型群众性活动必须在合格、安全的场所、场地上举办，特殊情况宜增加相应措施，确保

安全；大型群众性活动直接占用场所所在的防火分区之外的建筑或建筑群要满足我国消防法律、

规范、标准等要求。

4.12 应确保大型群众性活动现场新增设的临时设施和其他辅助设施等，不影响原有建筑的建筑

防火、消防疏散、消防安全管理、消防设施及安全用电、用气、用油、用水及通讯等原有消防

功能。

4.13 对新增的临时展位、设施有针对性地增加相应的组织管理和人防、物防措施，以确保变动

后仍安全。

4.14 在评估全部结束后，对各级子项的评估分值，按照第七章要求进行汇总，得出总分值，并

按照第七章要求给出评估的最终结论与建议。

4.15 消防安全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应结合被评估单位的实际情况，通过文字、图片、影像、

实物或电子档案等方式留存评估过程的痕迹化资料。

4.16 消防安全评估机构开展消防安全评估工作除应依据本文件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性法律

法规、其他现行消防技术标准和相关主管部门发布的规范性文件。

5 评 估 程 序

评估程序如下图所示：

5.1 评估需求的确定

根据具体活动时间安排、现场情况等，由评估机构和活动举办方共同确定评估范围、 评估

具体项目、任务完成时限等评估工作的细节；并在评估合同中予以明确。

5.2 评估准备

5.2.1 组建评估项目组，明确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应由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担任，现场评

估人员不应少于 2 人。 项目负责人组织制定消防安全评估工作方案，对工作任务、工作标准、

工作期限、工作人员及分工等做出安排。

评估需求的确定

评估准备

评估实施

评估报告的编制

评估报告的交付

评估档案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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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评估项目组根据评估工作方案，准备评估所需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以及相关资料，列

出需要委托单位提供的详细资料清单和内容要求，收集消防安全评估需要的现场相关资料。

5.2.3 对评估所需要的仪器设备进行检定和校准，保证其完好有效。

5.3 评估实施

5.3.1 按本文件第 6 章的要求，结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进行资料审查及现场检查。

5.3.2 评估人员应如实填写原始记录，字迹清晰、信息完整。

5.3.3 现场评估完成后，项目组应按照消防安全管理、建筑防火与安全疏散、建筑消防设施与

器材、电气防火四个单元列明评估问题，并提出整改建议。

5.4 编制报告

根据评估情况和结论，编制消防安全评估报告，及时送达委托单位。

5.5 建立档案

消防安全评估机构应当制定评估档案管理制度，明确评估档案管理要求。项目评估档案应

当详 实、全面反映检查评估工作全部情况，档案形式包括纸质档案、电子档案等。

6 评 估 内 容 和 方 法

6.1 消防安全管理因素

6.1.1 制定大型群众性活动消防工作计划，实施大型群众性活动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6.1.1.1 制定大型群众性活动消防工作计划

6.1.1.1.1 检查内容：

a) 是否制定大型群众性活动的消防工作计划；

b) 计划内容是否可行；

6.1.1.1.2 检查方法：

查阅以文件形式发布的消防工作计划；

6.1.1.2 实施大型群众性活动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6.1.1.2.1 检查内容：

a)举办场所合法性

b)是否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

c)是否落实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制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逐级和岗位消防安全职责，

确定各级、各岗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

d)是否落实消防安全重点部位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内容；

e)是否落实合用建筑或多产权建筑消防安全管理;

f) 举办方是否有发生过火灾或受消防救援机构行政处罚、行政惩戒的内容

6.1.1.2.2 检查方法：

a) 查阅场所行政审批、备案情况

b)查阅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的文件；

c)查阅消防安全责任制相关文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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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核查消防安全重点部位巡查记录等；

e)核查消防安全管理协议等文书;

f)核查消防信用档案。

6.1.2 制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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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1 制订消防安全制度

6.1.2.1.1 检查内容：

a)结合大型群众性活动消防安全实际需要，建立健全各项消防安全制度，并公布实施。大

型群众性活动消防安全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制度；

2) 防火巡查、检查制度；

3) 安全疏散设施管理制度；

4) 消防(控制室)值班制度；

5) 消防设施、器材维护管理制度；

6) 火灾隐患整改制度；

7) 用火、用电、用油、用气管理制度；

8) 易燃易爆危险物品防火防爆制度；

9) 志愿消防队的组织管理制度；

10)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演练制度；

11) 燃气和电气设备的检查和管理(包括防雷、防静电) 制度；

12) 消防档案管理制度；

13）消防工作组织机构和重点人员申报制度；

14）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确定和管理制度；

15）建筑维修、局部改造等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管理制度；

16）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制度；

17）临时设施管理制度；

18）临时用电管理制度

19）其他必要的消防安全内容。

b) 各项消防安全制度内容的符合性情况和执行情况。

6.1.2.2 制订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

a)结合大型群众性活动消防安全实际需要，制定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并公布实施。

大型群众性活动消防安全操作规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消火栓、灭火器等器材使用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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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火、用电、用油、用气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3）焊接工艺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4）消防自救呼吸器、逃生绳、逃生缓降器、应急逃生器等自救器材的操作规程

5）建筑消防设施功能检查操作规程

6）固定式逃生梯、悬挂式逃生梯、逃生滑道操作规程

7）其他必要的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b) 各项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内容的符合性情况和执行情况。

6.1.2.1.2 检查方法：

查阅以文件形式发布的各项消防安全制度及操作规程，核查各项制度及操作规程的针对性

和可操作性，查阅各项消防安全制度及操作规程执行情况记录。

6.1.3 大型群众性活动的消防安全工作资金投入和组织保障方案

6.1.3.1 大型群众性活动的消防安全工作资金投入

6.1.3.1.1 检查内容：

a)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资金投入方案

b)灭火和疏散应急预案演练资金投入方案

c)志愿消防队资金投入方案

d)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及消防安全检测的资金投入方案

e)直接判定类重大火灾隐患整改资金投入方案

f)能编制消防安全评估资金投入方案

6.1.3.1.2 检查方法

查阅以文件形式发布的资金投入方案，核查各项方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6.1.3.2 组织保障方案

6.1.3.2.1 检查内容：

a)消防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保障方案

b)消防安全管理组织机构保障方案

c)消防工作归口管理职能部门组织保障方案

d)志愿消防队组织建设方案

6.1.3.2.2 检查方法：

查阅以文件形式发布的各项组织保障方案，核查各项方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6.1.4 组织实施大型群众性活动防火检查和火灾隐患整改工作

6.1.4.1 组织实施大型群众性活动防火检查

6.1.4.1.1 检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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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火灾隐患整改情况以及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b)安全疏散通道、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和安全出口情况

c)消防车通道、消防水源情况

d)灭火器材配置及有效情况

e) 电气线路敷设是否符合要求，用电有无违章情况

f)大型群众性活动有无使用烟火、礼花、孔明灯、荷花灯、香火等用火情况，如有是否制

定了相关的操作规程；

g)大型群众性活动有无使用氢气球、热气球、充气彩虹门等用气情况，如有是否制定了相

关的操作规程；

h)大型群众性活动有无使用柴油发电机、汽油喷灯等用油情况，如有是否制定了相关的操

作规程；

i) 大型群众性活动有无使用直升机、无人机等航空器的情况，如有是否制定了相关的操作

规程；

j)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管理情况

k)消防安全标志,标识的设置情况和完好、有效情况

l)建筑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和维修保养情况

m)自动消防设施全面检查测试及检测报告出具和存档情况

n)灭火器定期维护保养、维修检查、档案资料建立情况

o) 大型群众性活动参与人员消防安全培训，定期组织开展消防演练情况

6.1.4.1.2 检查方法：

a) 结合现场检查和查阅资料，核实火灾隐患整改情况以及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b) 现场检查安全疏散通道、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和安全出口情况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c) 现场检查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消防水源是否充足

d) 现场检查灭火器材配置是否合理有效

e) 现场检查用火、用油、用气、用电有无违章情况

f) 现场查看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管理情况

g) 现场检查是否按要求设置消防安全标志、标识，标志、标识是否完好、有效

h) 查阅建筑消防设施维修保养资料

i) 查阅是否有自动消防设施全面检查测试及检测报告，是否存档

j) 查阅灭火器定期维护保养、维修检查、档案等资料

l) 查阅大型群众性活动消防宣传教育培训记录、影像资料等

6.1.4.2 组织实施大型群众性活动火灾隐患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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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2.1 检查内容：

a) 火灾隐患整改处置程序制定情况（包括对火灾隐患的认定，确定整改措施、期限以及负

责整 改的部门、人员，整改资金落实等）；

b) 火灾隐患未消除之前相应防范措施制定和落实情况；

c) 火灾隐患整改有关档案资料的建立、更新和归档情况。

6.1.4.2.2 检查方法：

a) 查阅单位火灾隐患整改处置程序，核实其内容和程序的完整性；

b) 结合现场检查和查阅资料，核实相应防范措施；

c) 从日常防火检查、巡查记录中抽查隐患，查看其整改程序、时限，并现场核查隐患整改

结果。

6.1.5 组织管理大型群众性活动志愿消防队

6.1.5.1 检查内容：

a)是否建立大型群众性活动志愿消防队;

b) 志愿消防队员年龄及身体健康状况;

c)是否按需要配备和维护消防器材装备;

d)是否开展业务训练和应急知识学习.

6.1.5.2 检查方法：

a) 核查志愿消防队人员组成

b)核查志愿消防队员一年内体检报告

c)核查志愿消防队装备配备情况

d)查阅志愿消防队定期进行业务训练和应急知识学习的资料文件

6.1.6 大型群众性活动消防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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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1 大型群众性活动消防知识、技能的宣传教育和培训

6.1.6.1.1 检查内容：

a) 开展有针对性的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情况，培训教育的人员、形式、内容符合大型群众性活

动实际情况；

b) 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防火巡查人员、消防控制

室值班操作人员接受消防安全培训情况；

c)开展消火栓、灭火器等常用消防设施器材使用方法的培训

d)开展报火警、扑救初起火灾以及自救逃生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e)开展建筑火灾逃生避难器材使用方法培训

f) 消防安全培训记录和影像资料建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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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1.2 检查方法：

a) 查阅单位消防宣传教育培训制度和培训记录、影像资料等，核查实施频次、培训内容，

核实 消防安全责任人和管理人、专（兼）职消防安全管理人员、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培训情

况；

b) 通过现场提问、实地操作等形式，了解员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实效。

6.1.6.2 大型群众性活动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实施和演练

6.1.6.2.1 检查内容：

a) 应急疏散预案演练的责任部门、责任人和职责确定情况；

b)承办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制定及定期修订情况；

c)承办单位组织参展商、施工单位开展应急疏散演练的情况。

d)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演练记录、影像资料等更新和归档情况。

6.1.6.2.2 检查方法：

（a）查阅应急疏散预案，检查其内容是否依据本次大型活动的实际情况编制，是否结合

演练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修订；

（b）查阅演练的工作计划、文字记录、影像视频等档案资料，核查责任部门、责任人职

责落实情况；

（c）随机询问相关单位是否熟练掌握应急疏散程序。

6.2建筑防火与疏散因素

6.2.1 平面布局与防火分隔

6.2.1.1 平面布局

（1）检查内容

（a）举办活动的建筑与相邻建筑的防火间距应满足设计要求或 GB50016 相关要求；

（b）临时设施的耐火等级、规模、平面布置和防火间距；

（c）消防车道、扑救场地条件应符合设计要求或 GB50016 相关要求；

（d）因大型活动举办需要搭建的临时设施或工作车辆等不应占用消防车通道、消防救援场

地及回车场以及现有消防设施；

（e）大型活动场地的临时消防车道和临时消防救援场地的设置；

（2）检查方法

（a）查看设计图纸、现场测量距离应符合设计要求或 GB50016 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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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查看活动设施布置方案、现场检查临时设施耐火等级、规模、平面布置，测量防火

间距满足 GB 50016、GB 50067 等规范。耐火等级较低的临时设施不应对防火间距产生影响；

用于人员安全疏散、火灾时避难空间等安全区域，不应设置展位、舞台等临时设施。

（c）查看设计图纸、临时活动方案文件，并现场测量消防车道的净宽度、净空高度和转

弯半径，建筑消防车道、扑救场地条件应符合设计要求或 GB50016 相关要求；

（d）查看活动设施布置方案、现场检查，临时设施或车辆等均不得占用、影响消防车道、

消防救援场地及回车场以及现有消防设施，不得影响原消防设施的正常使用。

（e）查看活动设施布置方案、现场检查，占地面积大于 3000m
2
临时设施场地应设置环

形临时消防车道。确有困难时，可沿临时设施的两个长边设置，并设置临时消防救援场地；临

时消防车道、扑救场地的设置应符合 GB 50016 的相关规定。

6.2.1.2 防火分隔设施

（1）评估内容

（a）大型活动场所涉及防火分区划分数量、规模、防火分隔措施；

（b）防火门、防火卷帘、防火窗、防火分隔水幕等防火分区开口部位的分隔措施的完整

性、有效性；

（c）中庭、步行街、比赛厅、休息厅等重点区域防火分隔措施；

（d）室内临时设施设置是否对原防火分隔措施影响；

（e）挡烟垂帘、挡烟垂壁的设置情况，临时设施是否对原设施的影响；

（2）检查方法

（a）对照设计图纸和消防验收文件，现场检查防火分区划分是否符合验收要求，是否存

在变更防火分区现象；

（d）对照设计图纸，现场检查防火门、防火卷帘、防火窗、防火玻璃等防火分隔设施符

合设计要求，检查部件完整性、完好性，测试防火分隔设施联动性能，检查防火卷帘上部与建

筑构件之间的封堵情况；

（c）对照原设计图纸和文件，重点检查中庭、步行街、比赛厅、休息厅等重点区域与其

他使用功能区的防火分隔措施是否符合要求。

（d）对照临时设施布置方案和设计文件，重点检查临时设施是否对原有分隔设施产生影

响；

（e）对照设计图纸，重点检查大型群众活动区域内挡烟设施功能性，检查临时设施布置

是否对原有挡烟设施有效性影响。

6.2.2 临时设施构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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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1 临时舞台设备设施

（1）检查内容

（a）舞台升降电梯采用液压式且油量大于 1m
3
时，应采用防火板封闭，并设置防止油品流

散的设施；采用液压式的舞台升降电梯的防火分隔措施；

（b）彩虹机、泡泡机、吹花机、喷纸机等舞台特效道具应向空旷区域喷射，不应直接喷向

电气设备，并应及时清理喷射物。

（2）检查方法

（a）查看活动设计方案，现场检查采用液压式的舞台升降电梯的防火分隔措施是否符合要

求。

（b）查看活动设计方案，现场检查彩虹机、泡泡机、吹花机、喷纸机等舞台特效道布置和

喷射方位是否符合要求。

6.2.2.2 展位、舞台、看台、篷房等临时设施

（1）检查内容

（a）展位、舞台、看台、篷房等临时设施应采用不低于 B1 级的材料;

（b） 疏散通道两侧临时隔墙应采用 A 级的材料，且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0.5h；

（c）承重构件不应使用低于 B1 级的材料包裹;

（d）活动场所设置电加热设备的食品加工区内，与电加热设备贴邻的墙面、操作台均应采

用 A 级的材料；

（e）临时用篷房安全缆绳应采用 A 级的材料；

（f）用于顶棚和墙面装修的木质类板材，当内部含有电线、电器时应采用不低于 B1 级的

材料，且贴临电线电器侧、顶棚上下两面均应涂刷饰面型防火涂料。

（2）检查方法

对照临时设施布置方案和使用材料文件、材料型式检验性报告，检查临时设施、重点部位

使用材料的类型、燃烧性能、耐火性能是否符合要求，重点检查采用木质类板材的电气保护措

施是否符合要求。

6.2.2.3 其他临时设施

（1）检查内容

（a） LED 显示屏单元板背面应安装在 A 级材料上，灯罩应采用不低于 B1 级的材料。

（b）沙盘模型应采用不低于 B1 级的材料。

（c）为配合活动演出效果派发内置电气设备的演出道具，应采用不低于 B1 级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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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彩虹机、吹花机、喷纸机等特效喷射物应采用不低于 B1 级的材料。

（2）检查方法

对照临时设施布置方案和使用材料文件、材料型式检验性报告，检查临时设施、重点部位

使用材料的类型、燃烧性能、耐火性能是否符合要求。

6.2.2.4 钢结构

（1）检查内容

（a）临时布置的舞台、LED 屏幕、临时展位、看台等具有火灾风险的设施布置、高度不应

影响原建筑内钢结构构件防火要求。

（b）无保护钢结构临时防火保护措施。

（2）检查方法

（a）对照原设计图纸和验收文件、性能化设计文件，检查临时设施布置位置、高度对钢

结构构件是否产生防火安全影响；

（b）检查临时活动保护方案，临时设施对无保护钢结构有影响的，应采取临时防火保护

措施。

6.2.3 安全疏散

6.2.3.1 安全出口

（1）检查内容

（a）检查安全出口的设置位置、数量、有效宽度、出口之间的距离；

（b）检查安全出口疏散门设置形式、开启方向、逃生门锁装置。

（2）检查方法

（a）查阅消防设计文件、建筑平面图，剖面图，根据承办方提供的参展人数核算该场所

或建筑每层、每个防火分区需要的安全出口宽度和数量；根据计算结果开展现场检查，实地查

看安全出口的数量；

（b）现场逐个检查安全出口位置、出口之间的距离、开启方向、与疏散走道、疏散楼梯

的宽度之间是否互相匹配。

6.2.3.2 疏散通道

（1）检查内容

（a）检查疏散通道的宽度，长度及通道畅通性等情况；

（b）检查疏散通道的设置形式、布置情况以及疏散指示标志；

（c）室内展厅疏散通道的布置形式、数量、宽度设置，展厅展位通道疏散方式和基本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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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查方法

（a）现场实际测量疏散通道的宽度、长度；

（b）检查疏散通道两侧临时隔墙的耐火极限，疏散通道是否被占用、封堵、堆放杂物或

改为他用，疏散通道上是否设置了疏散指示标志。

（c）检查活动布置方案图纸，现场检查室内展厅疏散通道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室内展厅

是否设置 不少于 1 条贯通展厅区域且与 2 个安全出口直线连接的主要疏散通道（净宽度不小

于 5m），其他疏散通道净宽度不应小于 3m；展厅任一安全出口不通过展位或其他功能性用房，

当门头类展位或长边长度大于 15m 的展位采用人员穿过展位疏散至安全出口方式时，通道上

不应设置装饰物；展位与展厅墙体之间应预留宽度不小于 0.6m 的空间，且不应堆放杂物和设

置其他影响灭火救援的临时设施。

6.2.3.3 疏散距离

（1）检查内容

（a）展区、活动场所等开敞空间的疏散距离；

（b）其他房间内任一点至直通疏散走道的疏散门之间的距离；

（c）直通疏散走道的房间疏散门到最近安全出口之间的距离；

（d）舞台任一点至疏散门或安全出口的疏散距离。

（2）检查方法

（a）对展区、活动场所等区域的疏散距离逐一检查；

（b）对照消防设计文件、建筑平面图，测量房间至疏散门、疏散门至安全出口的距离；

（c）对舞台疏散距离逐一检查。

6.2.3.4 疏散楼梯

（1）检查内容

（a）疏散楼梯的设置形式、位置、数量；

（b）疏散楼梯构造、防火分隔构件及管道穿越情况；

（c）疏散楼梯装修材料，是否摆放妨碍人员疏散或堆放可燃物品；

（2）检查方法

（a）查阅消防设计文件、建筑平面图，查看疏散楼梯的设置形式、设置位置有无改变，

改变后是否符合防火要求；

（b）现场检查疏散楼梯的防火分隔是否完整，管道穿越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c）查看有无可燃物材料装修，疏散楼梯是否被封堵或堆放杂物。

6.2.3.5 疏散标志图

（1）检查内容



15

（a）是否设置了安全疏散指示图；

（b）安全疏散指示图的标识是否齐全。

（2）检查方法

（a）现场逐一检查活动场所的安全出口和人员易集中区域是否设置了安全疏散指示图；

（b）现场检查标识是否清晰、完整，是否包括疏散路线、安全出口、人员所在位置和必

要的文字说明。

6.2.3.6 消防应急照明

（1）检查内容

（a）是否设置了疏散照明设施及疏散指示标志；

（b）疏散照明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2）检查方法

（a）现场逐一核查展区、疏散通道、疏散楼梯间、避难走道等的疏散急照明设施；

（b）用照度仪现场测量不同场所和部位的地面水平照度是否达到要求；

6.2.3.7 疏散指示标志

（1）检查内容

（a）安全出口标志和疏散指示标志设置应符合规范要求；

（b）展区、疏散通道是否设置了保持视觉连续的方向标志灯。

（2）检查方法

（a）查看安全出口标志设置位置，用卷尺测量并记录设置高度、间距；

（b）查看保持视觉连续的方向标志灯设置位置、间距。

6.2.3.8 疏散集散区

（1）检查内容

（a）疏散集散区设置；

（b）疏散集散区的长度、宽度，是否被占用、遮挡。

（2）检查方法

（a）现场检查活动场所内安全出口前是否设置了疏散集散区；

（b）现场检查疏散集散区的长度、宽度是否符合规范要求，疏散集散区是否设置了展位、

杂物等设施。

6.3 消防设施与器材因素

6.3.1 固定消防设施与器材

6.3.1.1 评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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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大型群众性活动场所既有固定消防设施与器材的设置应满足大型活动的需要；

b）大型群众性活动场所既有固定消防设施的功能应保持完好有效。

6.3.1.2 评估方法：

a）既有固定消防设施与器材的设置应符合 XF/T3005-2020、XF/T1369-2016、GB55036-2022的

相关要求；查阅大型活动场所的设施与器材设计图纸；

b）对大型群众性活动场所设置的各消防系统进行功能性测试，复核既有固定消防设施与器材是

否保持完好有效。查阅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报告、电气防火检测报告、建筑消防设施维修保养报

告书、建筑防雷检测报告等相关资料。

6.3.2 临时消防设施与器材

6.3.2.1 临时消防设施与器材的设置与功能

6.3.2.1.1 评估内容：

a）大型群众性活动场所临时增设的消防设施与器材的设置应满足大型活动的需要；

b）临时增设消防设施与器材的功能应完好有效。

6.3.2.1.2 评估方法：

a）临时增设的消防设施与器材的设置应符合 XF/T3005-2020、XF/T1369-2016、GB55036-2022

的相关要求；

b）对大型活动临时增设的消防设施与器材进行功能性测试，检查临时增设的消防设施与器材是

否完好有效；查阅新增消防产品的型式检验报告、本次活动的消防设施检测报告、本次活动的

电气防火检测报告等相关资料。

6.3.2.2 临时设置的灭火设施与器材

6.3.2.2.1 评估内容：

a）大型群众性活动场所应根据大型活动场所建筑面积增配适量灭火器。

b）大型群众性活动场所应在舞台配电箱等处配置便携式高效灭火器材。

c）大型群众性活动场所应根据活动的性质、规模选配消防车。

6.3.2.2.2 评估方法：

a）检查大型群众性活动场所是否根据场所建筑面积增配灭火器。

b）检查大型群众性活动场所是否在舞台配电箱等处配置便携式高效灭火器材。

c）检查大型群众性活动场所是否根据活动的性质、规模选配消防车。

6.3.2.3 临时用篷房设置的消防设施与器材

6.3.2.3.1 评估内容：

a）临时用篷房设置消防设施的设置应合理。

b）临时用篷房设置消防设施的功能应完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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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3.2 评估方法：

a）临时用篷房的消防设施的设置宜符合 GB50016的相关要求。

b）设计、施工、验收及维护管理标准宜符合 GB50084、GB50116、GB50140、GB50974、GB51251、

GB51309等规范要求。

6.3.2.4 灯箱、沙盘、LED显示屏设置的消防设施与器材

6.3.2.4.1 评估内容：

a）灯箱、沙盘、LED显示屏等设置为封闭装饰物时，应在其内部设置可组网的感温火灾探测器。

b）相关报警信号应反馈至消防控制室或值班室。

6.3.2.4.2 评估方法：

a）灯箱、沙盘、LED显示屏等设置为封闭装饰物时，其内部应设置可组网的感温火灾探测器。

b）测试相关报警信号是否反馈至消防控制室或值班室。

6.3.2.5 舞台台仓、服装间、布景库、灯光音响控制间、化妆休息间设置的消防设施与器材

6.3.2.5.1 评估内容：

a）舞台台仓、服装间、布景库、灯光音响控制间、化妆休息间等应设置可组网的感烟火灾探测

器。

b）相关报警信号应反馈至消防控制室或值班室。

6.3.2.5.2 评估方法：

a）舞台台仓、服装间、布景库、灯光音响控制间、化妆休息间等应设置可组网的感烟火灾探测

器。

b）测试相关报警信号是否反馈至消防控制室或值班室。

6.3.2.6 电气火灾监控

6.3.2.6.1 评估内容：

临时供配电系统应加装独立式电气火灾监控设备，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各展位、舞台等末端配电箱应设置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b）测温式火灾探测器的动作报警值应按所用电缆最高耐温的 70%～80%设定（应在 55℃～85℃

的范围内），各展位处配电箱的限流式电气防火保护器动作报警值不应大于 60A；

c）电气火灾监控设备应具有实时监控报警和系统故障报警功能，实时显示监控数值和报警部位。

监控信息应能实时传送至消防控制室或值班室。

6.3.2.6.2 评估方法：

a）检查各展位、舞台等末端配电箱是否设置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b）检查测温式火灾探测器的动作报警值是否按所用电缆最高耐温的 70%～80%设定（应在

55℃～85℃的范围内），各展位处配电箱的限流式电气防火保护器动作报警值是否不大于 6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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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检查电气火灾监控设备是否具有实时监控报警和系统故障报警功能，是否能够实时显示监控

数值和报警部位。监控信息是否能实时传送至消防控制室或值班室。

6.3.2.7 大型群众性活动应急救援

6.3.2.7.1 评估内容：

a）承办者应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临时性应急救援器材。

b）在水域举办的大型群众性活动，承办者应预备足够的应急救援船艇、设施设备和人员，及时

开展救援工作。

6.3.2.7.2 评估方法：

a）检查承办者是否根据大型群众性活动的特点设置相应的临时性应急救援器材；

b）检查承办者是否预备足够的应急救援船艇、设施设备和人员。

6.4 电气防火因素

6.4.1 消防电源

6.4.1.1 供配电负荷等级

6.4.1.1.1 检查内容：

a) 临时消防用电应符合 GB 50016 中关于消防用电按二级负荷供电的要求，布展项目隐蔽工

程封闭前，必须由场地提供单位专业人员按照GB 50303现场进行确认；

b) 采用备用电源供电时，供电时间和容量应满足各消防用电设备设计火灾延续时间最长者的

要求。

6.4.1.1.2 检查方法：

a) 查阅电气设计图纸、施工记录、工程验收记录、电力部门相关证明文件等资料；

b) 核对消防用电设备的供配电系统负荷等级与设计是否一致并符合规范要求；当建筑物

内设有变电所时，现场对照图纸核实是否在变电所处开始自成系统；当建筑物为低压进线时，

是否在进线处开始自成系统，是否有标识。

6.4.1.2 备用发电机组

6.4.1.2.1 检查内容：

a) 备用发电机铭牌，仪表、指示灯、按钮；

b) 储油箱内的油量、油位、燃油标号；

c) 自动启动并达到额定转速发电的时间，发电机运行及输出功率、电压、频率、相位；

d) 当活动因电力保障要求确需增设临时室外柴油发电机组时，宜采用箱式柴油发电机组，

其燃料供给管道、防火分隔等应符合 GB 50016 的要求，且油箱应符合规定。

6.4.1.2.2 检查方法：

a) 查看发电机铭牌、仪表、指示灯、按钮等是否完好，查看发电机工作状态频率显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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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为50Hz、电压显示是否为380V；

b) 储油箱内的油量应能满足发电3~8h的用量、油位显示应正常，燃油标号应正确；

c) 自动控制方式时，切断主消防电源，检查发电机是否能自动启动；用秒表计时，30s

后查看并记录仪表的显示数据（频率显示应为50Hz、电压显示应为380V）并观察机组的运行状

况；手动控制方式时，按下发电机启动按钮，用秒表计时，30s后查看并记录仪表的显示数据（频

率显示应为50Hz、电压显示应为380V）并观察机组的运行状况；

d) 室外柴油发电机组油箱容量不应大于15 ，应设置防止油品流散的设施，且油箱与建

筑物、道路等防火间距应满足 GB 50016 的要求；燃料闪点不应大于 60℃。

6.4.1.3 电池组

6.4.1.3.1 检查内容：

大型活动如有需要使用储能电池，额定能量在 100 kWh 及以下的电池组的安全要求见 GB

40165；额定能量在100 kWh以上，使用最大直流电压不超过1500V（标称）的电能存储系统用

锂蓄电池和电池组，需要考虑以下内容：

a) 电池模块外壳、接插件、采集和控制线束、动力电缆等部件；

b) 电池应无变形、漏液，裸漏带电部位应采用绝缘遮挡措施；

c) 电池运行中应实施监视电池的电流、电压、温度、电量、压力、流量等状态参数；定

期巡视检查电池有无破损、变形、漏液、异味、异响等现象。

6.4.1.3.2 检查方法：

a) 提供电池或电池组的型式试验和合格证等资料；

b) 电池模块外壳、接插件、采集和控制线束、动力电缆等部件是否采用阻燃材料；

c) 目视检查电池有无变形、漏液、破损、异味、异响等现象。

6.4.2 配电及保护

6.4.2.1 设备保护

6.4.2.1.1 检查内容：

a) 配电系统应设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及接地装置，各电气回路均应安全接地；

b) 配电箱、开关箱、插座箱应安装在明显、方便操作与检查的位置，插座箱应设置漏电

保护装置；配电箱 0.5m 范围内不应堆放可燃物，照明灯具、电气设备及线路与窗帘、帷幕、

幕布、软包等装修材料距离不应小于 0.5m；

c) 插座回路应有剩余电流动作保护措施，大功率用电设备的一级配电箱应设置剩余电流

和测温式电气火灾监控装置；

d) 便携式的配电盘和携带式电源配电装置宜具有足够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的电源插座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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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并采用过电流装置和附加保护措施进行保护；

e) 公众不接近过电流和剩余电流保护装置、电源插座；

f) 室外大型活动用电设备当需使用插座进行连接时，插座防护等级不低于IP44；

g) 室内大型活动不宜使用插线板。确需使用时，插座只可通过插线板连接一个配电回路，

且插座必须接有地线。应采用通过CCC或CE认证的阻燃安全型插线板，连接线应具有护套和保

护线，长度不宜超过5m，插线板之间不应串接。

6.4.2.1.2 检查方法：

a) 检查配电系统的短路保护、过载保护及接地装置；

b) 检查配电箱、开关箱、插座箱的位置，检查插座箱的漏电保护装置；

c) 现场检查插座漏电保护装置，大功率用电设备一级配电箱的监控装置；

d) 便携式的配电盘和携带式电源配电装置宜具有足够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的电源插座供

电,并采用过电流装置和附加保护措施进行保护；

e) 公众不接近过电流和剩余电流保护装置、电源插座；

f) 检查插座的检验报告，以确定其防护等级不低于IP44；

g) 室内大型活动有插线板时，查验插线板的检验报告，现场检查其插座是否通过插线板

连接一个配电回路，是否接有地线；检查连接线的护套、保护线、长度，检查插线板之间的连

接方式。

6.4.2.2 电源紧急切断

6.4.2.2.1 检查内容：

电源紧急切断宜附加考虑:

a) 任何自动保护条件下是否均设置手动电源紧急切断按钮，且该设置能被安全使用，不

会引起二次危害；

b) 对计算机系统信息存储、信息安全的影响。

6.4.2.2.2 检查方法：

检查手动电源紧急切断按钮的安全使用。

6.4.2.3 热保护

6.4.2.3.1 检查内容：

热保护宜附加考虑(但不限于):

a) 终端用电接入的热保护;

b) 布线系统的热保护;

c) 预防火灾蔓延的措施。

6.4.2.3.2 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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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检查终端用电设备接入时的隔热措施;

b) 检查电线电缆的防火隔热措施;

c) 检查现场电缆是否干燥清洁，防止因为受潮导致绝缘下降。

6.4.3 电气线路

6.4.3.1 配电线路敷设

6.4.3.1.1 检查内容：

a) 临时电线电缆应固定可靠，不应利用天花板和管道悬挂；不宜跨越通道敷设，确实无

法避免时应设置阻燃绝缘线槽板等保护措施；

b) 用电设备应就近连接电源，线路不应穿越疏散通道；确需穿越的，其临时接用的拖曳

软电缆应采取地面护线槽等防碾压保护措施，保护措施应粘贴黄黑色警示标识；

c) 临时电线电缆确需敷设在装饰物表面或内部的应采取保护措施；

d) 大型活动的电线电缆应使用合格产品，不应使用铝芯线；临时电线电缆的阻燃性能不

应低于 GB/T 19666 的要求；

e) 临时供配电系统应采用 TN-S 接零保护系统，并符合 JGJ 46 的相关规定；配电线路

应穿金属管或金属软管保护；保护管和金属构件应做电气跨接，并做安全接地。

f)电气线路应积极采取成熟防短路先进技术，确保因偶发因素造成短路时有能减低引发各类

风险的技术手段。

g)电气线路应积极采取成熟防触电先进技术，确保因偶发因素造成触电时，有能确保触电

人安全的技术手段。

h) 电气线路应积极采取实时检测与报警、保护技术，对电路中发生过压、欠压、过流、过

载、过温、缺项及断零、零火短路、火地短路等情况，造成火灾潜在风险的电路状态，有合理

的检测、保护、自动合理处置及报警等功能，减少火灾隐患和其他安全隐患。

6.4.3.1.2 检查方法：

a) 查看活动设计方案，现场检查临时电线电缆的搭建是否符合要求，跨越通道敷设是否

设置保护措施；

b) 现场检查临时接用的拖曳软电缆是否采取防碾压保护措施，保护措施是否粘贴黄黑色

警示标识；

c) 检查临时电线电缆敷设在装饰物表面或内部的保护措施；

d) 查看电线电缆的检验报告，确定其阻燃性能不低于GB/T 19666 的要求；

e) 接零保护系统应符合 JGJ 46 的相关规定；检查配电线路是否做防火保护。

f)查勘现场相关电气线路是否采取相应防短路先进技术，确保偶发短路时，电流、漏电影

响在允许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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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查勘电气线路是否采取相应防触电先进技术，确保因偶发因素造成触电时，能确保触电

人安全。

h）查勘现场电气线路是否采取实时检测与报警、保护技术，对电路中发生过压、欠压、过

流、过载、过温、缺项及断零、零火短路、火地短路等情况，造成火灾潜在风险的电路状态，

是否有检测、保护、自动合理处置及报警等功能。

6.4.3.2 导体发热

6.4.3.2.1 检查内容：

导体发热宜附加考虑(但不限于)：

a) 导体载流量是否在允许范围内；

b) 是否存在短时间热量无法散出(传导或辐射)；

c) 是否仅依靠导体本身传输热量；

d) 环境给导体散热产生的热阻。

6.4.3.2.2 检查方法：

采用红外热像、可视图像采集、故障分析、数据处理等技术手段进行电气安全检测。

6.4.4 电气装置

6.4.4.1 临时用电装置

6.4.4.1.1 检查内容：

a) 配电箱、电器、电源插座、线盒、开关、线路及电动模型、彩灯、霓虹灯以及声、光

控制装置的电源变压器等电气装置件，应安装在不燃材料上。确有困难的，应采取隔热防护措

施；

b) 消防设备专用供电回路不应接入非消防用电设备。

6.4.4.1.2 检查方法：

a) 检查电气装置件的安装与隔热防护措施；

b) 现场确认消防电是否设置专用供电回路。

6.4.4.2 临时照明灯具

6.4.4.2.1 检查内容：

a) 临时照明灯具不应使用额定功率大于 60W 的白炽灯、卤钨灯、高压钠灯、金属卤化

物灯、荧光高压汞灯（包括电感镇流器）等高温灯具以及霓虹灯等装饰灯具；

b) 大型活动宜使用低温照明灯具，并对灯具的发热部件采取隔热等散热防火保护措施。

需采用卤钨灯等高温照明灯具的，贴邻部位应采用不燃材料，周边 5m 范围内不应堆放可燃物。

6.4.4.2.2 检查方法：

a) 检查灯具的发热部件隔热等散热防火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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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检查高温照明灯具贴邻部位的不燃材料，周边 5m 范围内无堆放可燃物。

6.4.4.3 临时 LED显示屏

6.4.4.3.1 检查内容：

a) 权威的临时 LED 显示屏应选用低功率、低温升产品，内部电气线路、发光发热芯片、

镇流变压装置，均应满足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要求；

b) 显示屏不宜安装背板，因防水防尘等需要安装背板时，应预留散热孔和检修口；在白

屏状态下连续运行 45min，显示屏及其背面变压器等部位温升不应超过50℃；

c) 内嵌式 LED 电子显示屏应采取散热或降温措施；

6.4.4.3.2 检查方法：

a) 检查临时 LED 显示屏的证明文件；

b) 当显示屏安装背板时，检查预留散热孔和检修口；

c) 检查内嵌式 LED 电子显示屏的散热或降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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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评估与判定方法

7.1 一般规定

7.1.1 大型活动消防安全保障体系全部评估项分为两大类，包括直接判定项和检查项；

7.1.2 综合评定结论分为 3 个等级，分别是一级（好）、二级（一般）、三级（差）。

7.2 直接判定项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大型活动消防安全保障体系的综合评定结论应直接判定为“差”，

这种情况下，各评估项的计分值仅做为技术参考：

7.2.1 未依法办理消防行政许可或备案手续的；

7.2.2 未依法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或所有自动消防设施操作人员均未持证上岗的；

7.2.3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数量不足或严重堵塞，已不具备安全疏散条件的；安全出口

总净宽度小于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规定值的 80%；

7.2.4 未按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规定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或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的；

7.2.5 违反消防安全规定，使用、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的；

7.2.6 违反消防技术标准，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或搭建，可能导致重大人员伤亡的；

7.3 检查项

7.3.1 检查项的实际得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要求，按表 2~表 5 中的评分标准

计分，每一检查项分值均扣完为止。

7.3.2 检查项评分标准中标注“扣 100 分”的，该检查项所属的评估项得分为零，在公

式（1）中记作 A=0。

7.3.3 检查项评分标准中标注“本项不得分”的，该检查项得分为零，在公式（1）中

记作 B=0。

7.4 评估单元计分

评估单元分值为组成该评估单元内的所有评估项计分值之和。其中，评估项计分值为该

评估项内所有检查项的实际得分之和，计分方法如公式（1）。

式中：

 1)(
m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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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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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j——第 j项评估单元计分值；

Qi——第 i项检查项评分值；

p ——第 i项检查项所属评估项内检查项的总数；

m ——第 k项评估项所属评估单元内评估项的总数。

7.6 综合计分

综合计分值为组成本次大型活动的所有评估单元计分值之和，与该评估单元在大型活动

消防安全保障体系中所占的权重系数的乘积，各评估单元权重见表 1，计分方法如公式（2）。

式中：

S ——本次大型活动消防安全评估综合计分值；

wj——第 j项评估单元的权重系数（%）

n ——评估单元总数；

7.7 综合评定

根据综合计分值，对照表*的量化范围，确定大型活动消防安全保障体系的安全程度、

安全等级和对应的参考特征，形成综合评定结论。

表 6：大型活动消防安全程度、安全等级和参考特征

安全等级 安全程度 量化范围 参考特征

一级 好 [85，100] 整体符合规范要求，消防保障能力符合要求

二级 一般 [60，85） 存在一般性火灾隐患，消防安全保障能力基本符合要求

三级 差 [0，60） 存在较多的不符合规范的问题，消防安全保障能力较差

 2
1

 


j

n

j
j w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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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评估报告与评估档案

8.1 评估报告

8.1.1 评估报告结构

8.1.1.1 大型群众性活动消防安全评估报告结构至少应包括：

a）封面；

b）著录项；

c）目录；

d）正文（见 4.5.1）；

e）附件；

8.1.1．2 大型群众性活动消防安全评估报告的封面格式按附录 A。

8.1.1.3 大型群众性活动消防安全评估报告的著录项格式按附录 B。著录项分两页布

置。第一页署明消防安全评估机构 的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评估项目负责人等主要责

任者姓名，下方为报告编制完成的日期及消防安全评估机构公章用章区；第二页为评估人员

名单，评估人员均应亲笔签名。

8.1.2 评估报告附件

评估报告附件为消防安全评估过程的支持性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a) 消防安全评估现场检查记录表；

b) 消防行政许可文书；

c) 单位确定/变更消防安全责任人和管理人备案书；

d) 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资格证书；

e) 特有工种、特种设备操作人员等的执业资格证书；

f) 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合同；

g) 建筑消防设施功能检验报告；

h) 重要建筑构件、配件或结构等的法定检测、检验报告；

i) 消防安全管理文件；

j) 其他支持性文件。

8.2 评估档案

8.2.1 项目评估档案应翔实、全面反映评估工作全部情况，档案形式包括纸质档案、电

子档案等。

8.2.2 评估机构应制定评估档案管理制度，明确评估档案管理要求，对评估档案统一保

管、备查。大型群众性活动评估档案应保存活动结束后 6年。

8.2.3 大型群众性活动消防安全评估档案包括且不仅限于以下内容：

a）项目合同；

b）评估工作方案；

c）评估报告；

d）评估活动的原始记录、现场活动图像和文件资料；

e）评估项目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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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型群众活动评估单元权重及评估项分值表

序号 评估单元 评估单元权重

评估项得分赋值

条款 内容 分值（分）

1 消防安全管理

因素

0.3

6.1.1 大型群众性活动消防工作计划，实施大

型群众性活动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10

6.1.2 制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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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6.1.3 大型群众性活动的消防安全工作资金投

入和组织保障方案

10

6.1.4 组织实施大型群众性活动防火检查和火

灾隐患整改工作

30

6.1.5 组织管理大型群众性活动志愿消防队 15

6.1.6 大型群众性活动消防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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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合计 100

2
建筑防火与疏

散因素

0.3 6.2.1 建筑防火 30

6.2.2 临时设施构件材料 20

6.2.3 安全疏散 50

合计 100

3 消防设施与器材

因素

0.2 6.3.1 固定消防设施与器材 30

6.3.2 临时消防设施与器材 70

合计 100

4 电气防火因素
0.2 6.4.1 消防电源 20

6.4.2 配电及保护 35

6.4.3 电气线路 20

6.4.4 电气装置 25

合计 100



表 2 大型群众活动消防安全评估消防安全管理因素检查表

6.1 消防安全管理因素（100 分）

评估项 依据条款 检查内容及标准要求

评分标准

（以下均为扣完本项分值为止）
检查结果

实际

得分

大型群众

性活动消

防工作计

划，实施大

型群众性

活动日常

消防安全

管理工作

（10 分）

6.1.1

大型群众性

活动消防工

作计划（5分）

是否制定大型群众性活动的消防工作计划 未制定消防工作计划该项不得分；

未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的

该项不得分；

其他问题每发现一处扣 1 分。

计划内容是否可行

实施大型群

众性活动日

常消防安全

管理工作（5

分）

是否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

是否落实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制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逐级和岗位消防安全职

责，确定各级、各岗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

是否落实消防安全重点部位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内容；

是否落实合用建筑或多产权建筑消防安全管理。

制订消防

安全制

度和保

障消防

安全的

操作规

6.1.2

制订消防安全

制度（10分）

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制度

未制定相关制度，每缺少一项扣

1 分；制度内容不符合要求的，

每项扣0.5分。

防火巡查、检查制度

安全疏散设施管理制度；

消防(控制室)值班制度；

消防设施、器材维护管理制度；

火灾隐患整改制度；

用火、用电、用油、用气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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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消防安全管理因素（100 分）

程并检

查督促

其落实

（15 分）

易燃易爆危险物品防火防爆制度；

志愿消防队的组织管理制度；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演练制度；

燃气和电气设备的检查和管理(包括防雷、防静电) 制度；

消防档案管理制度；

消防工作组织机构和重点人员申报制度；

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确定和管理制度；

建筑维修、局部改造等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管理制度

制订保障消防

安全的操作规

程（5分）

消火栓、灭火器等器材使用操作规程

用火、用电、用油、用气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焊接工艺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消防自救呼吸器、逃生绳、逃生缓降器、应急逃生器等自救器材的操作规程

建筑消防设施功能检查操作规程

固定式逃生梯、悬挂式逃生梯、逃生滑道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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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消防安全管理因素（100 分）

评估项 依据条款 检查内容及标准要求

评分标准

（以下均为扣完本项分值为止）
检查结果

实际

得分

大型群众

性活动的

消防安全

工作资金

投入和组

织保障方

案（10 分）

6.1.3 大型群众性

活动的消防

安全工作资

金投入（5分）

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资金投入方案 未制定相关方案，每缺少一项扣

1 分；

方案内容不符合要求的，每项扣

0.5分。

灭火和疏散应急预案演练资金投入方案

志愿消防队资金投入方案

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及消防安全检测的资金投入方案

直接判定类重大火灾隐患整改资金投入方案

能编制消防安全评估资金投入方案

大型群众性

活动的组织

保障方案（5

分）

消防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保障方案

消防安全管理组织机构保障方案

消防工作归口管理职能部门组织保障方案

志愿消防队组织建设方案

6.1.4 组织实施大型

群众性活动防

火检查（20分）

火灾隐患整改情况以及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未实施检查与整改，每缺少一项

扣2分；

实施不彻底， 每项扣1分。

安全疏散通道、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和安全出口情况

消防车通道、消防水源情况

灭火器材配置及有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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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消防安全管理因素（100 分）

组织实施

大型群众

性活动防

火检查和

火灾隐患

整改工作

（30 分）

用电有无违章情况

大型群众性活动有无使用烟火、礼花、孔明灯、荷花灯、香火等用火情况，如有是否

制定了相关的操作规程；

大型群众性活动有无使用氢气球、热气球、充气彩虹门等用气情况，如有是否制定了

相关的操作规程；

大型群众性活动有无使用柴油发电机、汽油喷灯等用油情况，如有是否制定了相关的

操作规程；

大型群众性活动有无使用直升机、无人机等航空器的情况，如有是否制定了相关的操

作规程；

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管理情况

消防安全标志的设置情况和完好、有效情况

建筑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和维修保养情况

自动消防设施全面检查测试及检测报告出具和存档情况

灭火器定期维护保养、维修检查、档案资料建立情况

大型群众性活动参与人员消防安全培训，定期组织开展消防演练情况

组织实施大型

群众性活动火

灾隐患整改情

况（10分）

火灾隐患整改处置程序制定情况（包括对火灾隐患的认定，确定整改措施、期限以及

负责整 改的部门、人员，整改资金落实等）；

火灾隐患整改有关档案资料的建立、更新和归档情况。

火灾隐患未消除之前相应防范措施制定和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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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消防安全管理因素（100 分）

评估项 依据条款 检查内容及标准要求

评分标准

（以下均为扣完本项分值为止）
检查结果

实际

得分

组织管理

大型群众

性活动志

愿消防队

（10 分）

6.1.5 组织管理大

型群众性活

动志愿消防

队（10分）

是否建立大型群众性活动志愿消防队 未建立志愿消防队，本项不得分

未配备器材装备，扣3分；

配备器材装备不足，扣2分；

未开展训练和学习，扣3分；

是否按需要配备和维护消防器材装备

是否开展业务训练和应急知识学习

大型群众

性活动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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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分）

6.1.6 大型群众性活

动消防知识、

技能的宣传教

育和培训（10

分）

开展有针对性的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情况，培训教育的人员、形式、内容符合大型群众

性活动实际情况；
未进行教育培训或未组织疏散演

练，扣10分

内容不齐全，每项扣2分
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防火巡查人员、消防

控制室值班操作人员接受消防安全培训情况；

开展消火栓、灭火器等常用消防设施器材使用方法的培训

开展报火警、扑救初起火灾以及自救逃生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开展建筑火灾逃生避难器材使用方法培训

消防安全培训记录和影像资料建档情况。

大型群众性活

动灭火和应急

疏散预案的实

施和演练（10

分）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制定及定期修订情况；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演练落实情况；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演练记录、影像资料等更新和归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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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型群众活动消防安全评估建筑防火与安全疏散因素检查表

6.2 建筑防火与安全疏散因素（100 分）

评估项 依据条款 检查内容及标准 评分标准 检查结果
实际得

分

平面布局

与防火分

隔

（30 分）
6.2.1

平面布

局（15
份）

防火

间距

（4
分）

1.举办活动的建筑与相邻建筑的防火间距应符合设计或

GB50016 相关要求。

防火间距不符合规

范，直接扣 4 分，

其他问题每发现一处

扣 3 分，扣完为止
2. 耐火等级较低的临时设施不应对防火间距产生影响。

临时

设施

平面

布置

（4
分）

1.临时设施的耐火等级、规模、防火间距应符合 GB50016、
GB 50067 等相关要求。 发现临时设施占用、

影响原设施使用，直

接扣 2 分，其他每发

现一处扣 1 分，扣完

为止

2.用于人员安全疏散、火灾时避难空间等安全区域，不应设

置展位、舞台等临时设施。

3.临时设施或车辆等均不得占用、影响消防车道、消防救援

场地及回车场以及现有消防设施，不得影响原消防设施的

正常使用。

消防

车道

（4
分）

1.消防车道的净宽度和净空高度不应小于 4m，消防车转弯

半径不应小于 15m，并应满足 GB50016 其他相关要求。

每发现一处扣 2 分，

扣完为止

2.尽头式消防车道应设置回车场，回车场面积不应小于

12m×12m，高层建筑不宜小于 15m×15m，供重型消防车使

用不宜小于 18m×18 m。

3.消防车道不应被占用、阻塞、封闭，标志清晰。

消防 1.高层建筑应至少沿一个长边或周边长度的 1/4 且不小于 扑救场地设置长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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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建筑防火与安全疏散因素（100 分）

评估项 依据条款 检查内容及标准 评分标准 检查结果
实际得

分

平面布局

与防火分

隔

（30 分）

救援

场地

（3
分）

一个长边长度的底边连续布置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且范

围内裙房进深不应大于 4m。

满足扣 2 分，其他问

题每发现一处扣 1
分，扣完为止2.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长度、宽度分别不应小于 15m 和 10

m。建筑高度大于 50 m 的建筑，场地长度、宽度分别不应

小于 20 m 和 10 m。

3. 占地面积大于 3000m2 临时设施场地应设置环形临时

消防车道。确有困难时，可沿临时设施的两个长边设置，

并设置临时消防救援场地。

4. 消防车登高作业区域标志清晰。

6.2.1
防火分

区/防火

分隔

（15 分

防火

分区

（3
分）

1.建筑举办大型活动区域的防火分区应符合验收要求，临时

活动布置不应改变防火分区条件。 改变防火分区直接扣

3 分，其他问题每发

现一处扣 1 分

2.中庭、步行街等重点区域与周边区域防火分隔符合

GB50016 要求。

3.临时活动布置不应影响防火分隔设施正常使用。

防火

分隔

设施

（9
分）

防火门

1.防火门组件及标识齐全完好，启闭灵活、

关闭严密；

每项分隔设施功能失

效，直接扣 5 分，其

他每发现一处问题扣

1分，扣完为止

2. 防火门应具有自行关闭功能，双扇防火门

应具有按顺序自行关闭的功能；

3.常开防火门应在火灾报警后自动关闭并反

馈信号；

4.设置在疏散通道上、设有出入口控制系统

的防火门，应能手动和自动解除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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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建筑防火与安全疏散因素（100 分）

评估项 依据条款 检查内容及标准 评分标准 检查结果
实际得

分

平面布局

与防火分

隔

（30 分）

6.2.1
防火分

区/防火

分隔

（15 分）

5. 常闭防火门“保持防火门关闭”等提示标

识清晰。

防火卷帘

1.防火卷帘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3.0h，与楼板、

梁、墙、柱之间的空隙采用的防火封堵材料

封堵完好；

2.远程联动、远程手动、现场手动应正常，

信号反馈正常，关闭时严密，运行时平稳顺

畅、无卡涩现象；

3. 安装在疏散通道上的防火卷帘，应在一个

相关探测器报警后下降至距地面 1.8m 处停

止；另一个相关探测器报警后，卷帘应继续

下降至地面，并向火灾报警控制器反馈信号。

4.防火卷帘下方无障碍物，标识清晰。

防火窗
应采用不可开启的窗扇或具有火灾时能自行

关闭的功能。

防火玻璃

1.防火玻璃完整，标识清晰；

2.C 类防火玻璃喷水保护系统联动功能正常，

信号反馈正常。

挡烟

设施

（3
分）

1.防烟分区不应发生改变；

2.挡烟垂壁组件齐全完好，紧固件应无松动,表面无破损。

3.活动式挡烟垂壁在收到火灾探测器报警信号或消防控制

中心控制信号或系统断电后，应能自动下降至挡烟工作位

每发现一处问题扣 1
分，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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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建筑防火与安全疏散因素（100 分）

评估项 依据条款 检查内容及标准 评分标准 检查结果
实际得

分

置。

临时设施

构件材料

（20 分）

6.2.2

临时舞台设备设

施

（5 分）

1.舞台升降电梯采用液压式且油量大于 1m3 时，应采用防

火板封闭，并设置防止油品流散的设施；采用液压式的舞

台升降电梯的防火分隔措施；

2. 彩虹机、泡泡机、吹花机、喷纸机等舞台特效道具应向

空旷区域喷射，不应直接喷向电气设备，并应及时清理喷

射物；

3.彩虹机、吹花机、喷纸机等特效喷射物应采用不低于 B1
级的材料。

特效喷射物材料不符

合直接扣 5 分，其他

每发现一处问题扣 2
分，扣完为止

展位、舞台、看台、

篷房等临时设施

（7 分）

1.展位、舞台、看台、篷房等临时设施应采用不低于 B1 级

的材料；

2.疏散通道两侧临时隔墙应采用 A 级的材料，且耐火极限

不应低于 0.5h；
3.承重构件不应使用低于 B1 级的材料包裹;
4.设置电加热设备的食品加工区内，与电加热设备贴邻的墙

面、操作台均应采用 A 级的材料；

5.临时用篷房安全缆绳应采用 A 级的材料；

6.用于顶棚和墙面装修的木质类板材，当内部含有电线、电

器时应采用不低于 B1 级的材料，且贴临电线电器侧、顶

棚上下两面均应涂刷饰面型防火涂料。

每发现一处问题扣 2
分，扣完为止

其他临时设施

（5 分）

1.LED 显示屏单元板背面应安装在 A 级材料上，灯罩应采

用不低于 B1 级的材料；

2.沙盘模型应采用不低于 B1 级的材料；

每发现一处问题扣 2
分，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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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建筑防火与安全疏散因素（100 分）

评估项 依据条款 检查内容及标准 评分标准 检查结果
实际得

分

3.为配合活动演出效果派发内置电气设备的演出道具，应采

用不低于 B1 级的材料。

钢结构防火保护

（3 分）

1.临时布置的舞台、LED 屏幕、临时展位、看台等具有火灾

风险的设施布置、高度不应影响原建筑内钢结构构件防火

要求； 临时设施对无保护钢结构有影响的，应采取临时防

火保护措施；

不满足要求直接扣 3
分

2.采取防火保护的钢结构构件，防火涂料、防火包覆等完好，

无裂纹、脱落等现象。

不满足要求直接扣 3
分

安全疏散

（50 分）

6.2.3

应急疏散预案及

演练（5分）

a）承办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编制情况（2分） 未编制应急预案扣 2
分；未开展应急疏散

演练扣 2分；其他问

题每发现一处扣 1
分，扣完为止。

b）应急疏散预案演练的责任部门、责任人和职责确定情况

（1分）

c）承办单位组织参展商、施工单位开展应急疏散演练的情

况（2分）

安全出口（12分）

a）检查安全出口的设置位置、数量、有效宽度、出口之间

的距离（6分）

安全出口数量、有效

宽度不满足规范要求

本项不得分；其他问

题没发现一处扣 2
分，扣完为止。

b）检查安全出口疏散门设置形式、开启方向、逃生门锁装

置（6分）

疏散通道（12分） a）检查疏散通道的宽度，长度及通道畅通性等情况（4分）
每发现一处问题扣 1
分，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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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建筑防火与安全疏散因素（100 分）

评估项 依据条款 检查内容及标准 评分标准 检查结果
实际得

分

安全疏散

6.2.3

b）检查疏散通道的设置形式、布置情况以及疏散指示标志

（4分）

c）室内展厅疏散通道的布置形式、数量、宽度设置，展厅

展位通道疏散方式和基本要求（4分）

疏散距离（5）

a）展区、活动场所等开敞空间的疏散距离（2分） 展区、活动场所等开

敞空间散距离不满足

规范要求扣 2分；舞

台疏散距离不满足规

范要求扣 1分；其他

问题每发现一处扣 1
分，扣完为止。

b）其他房间内任一点至直通疏散走道的疏散门之间的距离

（1分）

c）直通疏散走道的房间疏散门到最近安全出口之间的距离

（1分）

d）舞台任一点至疏散门或安全出口的疏散距离（1分）

疏散楼梯（6分）

a）疏散楼梯的设置形式、位置、数量（2分） 疏散楼梯设置数量不

符合规范要求本项不

得分，其他问题每发

现一处扣 1分，扣完

为止。

b）疏散楼梯构造、防火分隔构件及管道穿越情况（2分）

c）疏散楼梯装修材料，是否摆放妨碍人员疏散或堆放可燃

物品（2分）

消防应急照明（2
分）

（a）是否设置了疏散照明设施及疏散指示标志 每发现一处问题扣 1
分，扣完为止（b）疏散照明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疏散指示标志（2
分）

（a）是否设置了疏散照明设施及疏散指示标志 每发现一处问题扣 1
分，扣完为止（b）疏散照明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40

6.2 建筑防火与安全疏散因素（100 分）

评估项 依据条款 检查内容及标准 评分标准 检查结果
实际得

分

疏散标志图

（3分）

是否设置了安全疏散指示图；安全疏散指示图的标识是否

齐全

未设置安全疏散指示

图本项不得分，其他

问题每发现一处扣 1
分，扣完为止。

疏散集散区

（3分）

是否设置了疏散集散区；疏散集散区的长度、宽度，是否

被占用、遮挡。

未设置疏散集散区本

项不得分，其他问题

每发现一处扣 1 分，

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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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大型群众活动消防安全评估消防设施与器材因素检查表

6.3 消防设施与器材因素（100 分）

评估项
依据

条款
检查内容及标准要求

评分标准（扣完本项分值为

止）

检

查

结

果

实

际

得

分

固定消防设

施与器材

（40 分）

6.3.1
固定消防设施与器材（40

分）

a）大型活动场所既有固定消防设施与器材的设置应满

足大型活动的需要；

固定消防设施与器材的设置

不满足大型活动需要扣 100

分；

主要消防系统功能不完好有

效扣 100 分。

b）大型活动场所既有固定消防设施的功能应保持完好

有效。

临时消防设

施与器材

（60 分）

6.3.2

设置与功能（10 分）

a）大型活动场所临时增设的消防设施与器材的设置应

满足大型活动的需要； 资料不齐全扣 100 分；

功能不完好有效扣 100 分。
b）临时增设消防设施与器材的功能应完好有效。

灭火设施与器材（10 分）

a）大型活动场所应根据大型活动场所建筑面积增配适

量灭火器。 灭火器配置不足扣 5 分；未配

置便携式高效灭火器材扣 5

分；未按要求配置消防车扣 5

分。

b）大型活动场所应在舞台配电箱等处配置便携式高效

灭火器材。

c）大型活动场所应根据活动的性质、规模选配消防车。

篷房的消防设施与器材（10 a）临时用篷房设置消防设施的设置应合理。 现场问题每发现一处扣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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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b）临时用篷房设置消防设施的功能应完好有效。

灯箱、沙盘、LED 显示屏的

消防设施与器材

（10 分）

a）灯箱、沙盘、LED 显示屏等设置为封闭装饰物时，

应在其内部设置可组网的感温火灾探测器。
未设置可组网的感温火灾探

测器本项不得分；报警信号无

反馈本项不得分。b）相关报警信号应反馈至消防控制室或值班室。

舞台台仓、服装间、布景库、

灯光音响控制间、化妆休息

间的消防设施与器材（10

分）

舞台台仓、服装间、布景库、灯光音响控制间、化妆

休息间等应设置可组网的感烟火灾探测器。

未设置可组网的感温火灾探

测器本项不得分；报警信号无

反馈本项不得分。
b）相关报警信号应反馈至消防控制室或值班室。

电气火灾监控（10 分）

临时供配电系统应加装独立式电气火灾监控设备，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a）各展位、舞台等末端配电箱应设置电气火灾监控探

测器；

临时供配电系统未加装独立

式电气火灾监控设备本项不

得分。

b）测温式火灾探测器的动作报警值应按所用电缆最高

耐温的 70%～80%设定（应在 55℃～85℃的范围内），

各展位处配电箱的限流式电气防火保护器动作报警值

不应大于 60A；

现场问题每发现一处扣 5 分。

c）电气火灾监控设备应具有实时监控报警和系统故障

报警功能，实时显示监控数值和报警部位。监控信息

应能实时传送至消防控制室或值班室。

现场问题每发现一处扣 5 分。

应急救援（10 分）

a）承办者应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临时性应急救援器材。
未设置临时性应急救援器材

扣 5 分。

b）在水域举办的大型群众性活动，承办者应预备足够

的应急救援船艇、设施设备和人员，及时开展救援工

作。

未预备足够的应急救援船艇、

设施设备和人员扣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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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大型群众活动消防安全评估电气防火因素检查表

6.4 电气防火因素（100分）

评估项
依据

条款
检查内容及标准要求

评分标准（扣

完本项分值

为止）

检

查

结

果

实

际

得

分

消防电

源（20
分）

6.4.1

供配电负

荷等级

（10分）

a）临时消防用电应符合 GB 50016 中关于消防用电按二级负荷供电的要求；

供配电符合

等级不符合

国标要求扣

10分；

其他问题每

发现一处扣 3
分。

b）采用备用电源供电时，供电时间和容量应满足各消防用电设备设计火灾延续时间最长者的

要求。

备用发电

机组（7
分）

a）备用发电机铭牌，仪表、指示灯、按钮、发电机工作状态频率、电压；

b）储油箱内的油量、燃油标号；

c）自动启动并达到额定转速发电的时间，发电机运行及输出功率、电压、频率、相位；

d）当活动因电力保障要求确需增设临时室外柴油发电机组时，宜采用箱式柴油发电机组，其

燃料供给管道、防火分隔等应符合 GB 50016 的要求，且油箱应符合规定。

电池组（3
分） a）电池模块外壳、接插件、采集和控制线束、动力电缆等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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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电池应无变形、漏液，裸漏带电部位应采用绝缘遮挡措施；

c）电池运行中应实施监视电池的电流、电压、温度、电量、压力、流量等状态参数；定期巡

视检查电池有无破损、变形、漏液、异味、异响等现象。

配电及

保护（35
分）

6.4.2
设备保护

（20分）

a）配电系统应设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及接地装置，各电气回路均应安全接地；

未设置手动

电源紧急切

断按钮扣 5
分；

其他问题每

发现一处扣 1
分。

b）配电箱、开关箱、插座箱应安装在明显、方便操作与检查的位置，插座箱应设置漏电保护

装置；配电箱 0.5m 范围内不应堆放可燃物，照明灯具、电气设备及线路与窗帘、帷幕、幕

布、软包等装修材料距离不应小于 0.5m；

c）插座回路应有剩余电流动作保护措施，大功率用电设备的一级配电箱应设置剩余电流和测

温式电气火灾监控装置；

d）便携式的配电盘和携带式电源配电装置宜具有足够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的电源插座供电,
并采用过电流装置和附加保护措施进行保护；

e）公众不接近过电流和剩余电流保护装置、电源插座；

f）室外大型活动用电设备当需使用插座进行连接时，插座防护等级不低于 I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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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室内大型活动不宜使用插线板。确需使用时，插座只可通过插线板连接一个配电回路，且

插座必须接有地线。应采用通过 CCC或 CE认证的阻燃安全型插线板，连接线应具有护套和

保护线，长度不宜超过 5m，插线板之间不应串接。

电源紧急

切断（5
分）

电源紧急切断宜附加考虑:
a）任何自动保护条件下是否均设置手动电源紧急切断按钮,且该设置能被安全使用,不会引起二

次危害；

b）对计算机系统信息存储、信息安全的影响；

热保护

（10分）

热保护宜附加考虑(但不限于):
a）终端用电接入的热保护;

b）布线系统的热保护;

c）预防火灾蔓延的措施。

电气线

路（20
分）

6.4.3
配电线路

敷设（15
分）

a）临时电线电缆应固定可靠，不应利用天花板和管道悬挂；不宜跨越通道敷设，确实无法避

免时应设置阻燃绝缘线槽板等保护措施；

现场问题每

发现一处扣 1
分。

b）用电设备应就近连接电源，线路不应穿越疏散通道；确需穿越的，其临时接用的拖曳软电

缆应采取地面护线槽等防碾压保护措施，保护措施应粘贴黄黑色警示标识；

c）临时电线电缆确需敷设在装饰物表面或内部的应采取保护措施；

d）大型活动的电线电缆应使用合格产品，不应使用铝芯线；临时电线电缆的阻燃性能不应低

于 GB/T 19666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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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临时供配电系统应采用 TN-S 接零保护系统，并符合 JGJ 46 的相关规定；配电线路应穿

金属管或金属软管保护；保护管和金属构件应做电气跨接，并做安全接地。

f）线路出现单相金属性接地短路时，接地短路电流小于等于 3mA，不会出现电弧火花，不会

造成电网停电，可保证电网连续、安全、可靠供电。

g）当人体单手误触及设备输出端某根电线时，通过人体的电流低于 GB/T13870.1-2012规定的

安全摆脱阀，约电流 10mA的电流。

h）线路实时检测：输出线路或负载出现绝缘破损并且与地线短路时，应具备实时检测功能，

检测绝缘电阻值，同时存在具备缺相、过压、欠压、过流、过载、过温保护功能，当任何一

组参数低于或高于设定值时，保护机制工作,提示出声光报警可选择性工作,如断电、延时断电,
机制操作自判断断电，保护线路和后端人员及设备安全。零线输出端与下一级配电箱总零断

开，具有断零报警及断零保护功能。A/B/C任意一项或两项无电源输出，具有缺项报警及缺项

保护功能。零火短路、火地短路火花抑制：当后端发生零火短路、火地短路时，瞬时电流超

过正常额定电流的 2-3 倍时，整体应具备 1ms 内快速切断负载，不产生显见火花和电弧，确

保后端设备及人员安全，避免供电线路过载或短路引发电气火灾事故。

导体发热

（5分）

a）导体载流量是否在允许范围内；

b）是否存在短时间热量无法散出(传导或辐射)；

c）是否仅依靠导体本身传输热量；

d）环境给导体散热产生的热阻。

电气装

置（25
分）

6.4.4
临时用电

装置（5
分）

a）配电箱、电器、电源插座、线盒、开关、线路及电动模型、彩灯、霓虹灯及声、光控制装

置的电源变压器等电气装置件，应安装在不燃材料上。确有困难的，应采取隔热防护措施；

临时 LED 显

示屏不符合

要求扣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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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问题每

发现一处扣 2
分。

b）消防设备专用供电回路不应接入非消防用电设备。

临时照明

灯具（10
分）

a）临时照明灯具不应使用额定功率大于 60W 的白炽灯、卤钨灯、高压钠灯、金属卤化物灯、

荧光高压汞灯（包括电感镇流器）等高温灯具以及霓虹灯等装饰灯具；

b）大型活动宜使用低温照明灯具，并对灯具的发热部件采取隔热等散热防火保护措施。需采

用卤钨灯等高温照明灯具的，贴邻部位应采用不燃材料，周边 5m范围内不应堆放可燃物。

临时 LED
显示屏

（10分）

a）权威的临时 LED 显示屏应选用低功率、低温升产品，内部电气线路、发光发热芯片、镇

流变压装置，均应满足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要求；

b）显示屏不宜安装背板，因防水防尘等需要安装背板时，应预留散热孔和检修口；在白屏状

态下连续运行 45min，显示屏及其背面变压器等部位温升不应超过 50℃；

c）内嵌式 LED 电子显示屏应采取散热或降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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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评估报告封面样式

委托单位名称
（二号宋体加粗）

消防安全评估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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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群众性活动消防安全评估报告

（一号黑体加粗）

消防安全评估机构名称（加盖公章）
（二号宋体加粗）

消防安全评估机构信用代码

（三号宋体加粗）

评估报告完成时间

（三号宋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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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大型群众性活动消防安全评估报告著录项第一页格式

委托单位名称（三号宋体加粗）

项目名称（三号宋体加粗）

消防安全评估报告（二号宋体加粗）

法定代表人：（四号宋体）

技术负责人：（四号宋体）

项目负责人：（四号宋体）

报告完成日期：（小四号宋体加粗）

（机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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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大型群众性活动消防安全评估报告著录项第二页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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