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重庆市工程建设标准

小城镇消防规划规范

犜犺犲犳犻狉犲狆犾犪狀狀犻狀犵犮狅犱犲犳狅狉狊犿犪犾犾狋狅狑狀狊

犇犅犑５００５１２００６

主编单位：重庆市公安局消防局

批准部门：重庆市建设委员会

施行日期：２００７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６　重　庆





重庆市建设委员会文件

渝建发〔２００６〕１５３号

重庆市建设委员会

关于发布重庆市小城镇消防规划规范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市）建委，有关单位：

由重庆市公安局消防局主编的《重庆市小城镇消防规划规

范》已经我委组织的专家组审查通过，现批准该标准为我市强制

性工程建设标准，编号ＤＢＪ５００５１２００６，自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施

行。

该标准由重庆市建委和重庆市公安局负责管理，由重庆市公

安局消防局负责解释。（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人和镇汪家桥新

村１１９号 ，邮编：４０１１２１，联系电话：０２３６７３１５４８９）。

重庆市建设委员会

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关于同意《重庆市小城镇消防规划规范》

地方标准备案的函

建标标备便〔２００６〕８５号

重庆市建设委员会：

你单位“关于《重庆市小城镇消防规划规范》工程建设地方标

准备案的申请”收悉。经研究，同意《重庆市小城镇消防规划规

范》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备案，备案号：

Ｊ１０８５２－２００６。

该项标准的备案公告，将刊登在近期出版的《工程建设标准

化》刊物上。

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二○○六年八月十日





前　　言

２００３年３月，根据公安部、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小城镇消

防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充分结合重庆市的自然地理特

色，颁布了《重庆市小城镇消防规划编制技术规定》。《规定》施行

三年来，对我市小城镇消防规划编制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由于重庆市小城镇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在编制和执行小城镇

消防规划时，存在消防规划与小城镇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存

在不符合小城镇发展实际的要求，因此，通过调查研究和广泛吸

收国内先进经验，在《重庆市小城镇消防规划编制技术规定》基础

上编写了《重庆市小城镇消防规划规范》。

本规范的主要内容包括小城镇消防安全布局、消防站及消防

装备、消防通信、消防供水、消防车通道等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

规划，统一了重庆市小城镇消防规划的内容和深度，重点提出了

符合重庆市小城镇发展实际的消防规划技术标准。

本规范由重庆市公安局消防局负责具体解释。《重庆市小城

镇消防规划编制技术规定》中与本规范不符之处，按照本规范执

行，其它内容继续执行。本规范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和

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送重庆市公安局消防局（地址：重

庆市北部新区人和镇汪家桥新村１１９号，邮编：４０１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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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建立和完善重庆市小城镇消防安全体系，指导小城镇

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落实并控制小城镇公共消防设施

规划建设用地或位置，提高小城镇预防和抵御火灾的整体能力，

实现小城镇消防规划编制的规范化，依据国家和重庆市现行的有

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制定本规范。

１．０．２　本规范适用于重庆市行政辖区内的小城镇。

１．０．３　小城镇消防规划的主要任务：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

的消防工作方针，积极推进消防工作社会化。根据小城镇性质、

发展规模、发展方向及用地布局，确定小城镇消防安全布局、消防

站及消防装备、消防通信、消防给水、消防车通道等内容，指导小

城镇消防工作科学、合理、有序地发展。

１．０．４　小城镇消防规划的期限和范围应与小城镇总体规划相一

致。

１．０．５　乡镇、独立工矿区、风景名胜区的接待区、历史文化名镇

（街区）的消防规划可参照本规范执行。

１．０．６　小城镇消防规划除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和重庆

市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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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小城镇　ｔｏｗｎ

本规范所指小城镇是指重庆市行政辖区内，除区、县（自治

县、市）政府所在地以外，由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和区县城镇体系规

划所确定的建制镇。

２．０．１　中心镇　ｋｅｙｔｏｗｎ

指在区（县）域内的一定区域范围与周边村镇有密切联系，有

较大经济辐射和带动作用，作为该区域范围农村经济文化中心的

建制镇。

２．０．３　一般镇　ｓｍａｌｌｔｏｗｎ

指小城镇中除中心镇以外的建制镇。

２．０．４　小型消防站　ｓｍａｌｌｆｉ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指专为中心镇设置的，有一定用地面积和建筑面积要求，并

配置少量消防车辆和器材的消防站。

２．０．５　微型消防站　ｍｉｎｉｆｉ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指专为镇区人口在２００００人（含）以上的一般镇而设置，配置

少量消防车辆和器材，建筑面积较小的消防站。

２．０．６　消防室　ｆｉｒｅｒｏｏｍ

指专为镇区人口在２００００人以下的一般镇而设置，供小城镇

消防队员集中活动，并放置消防器材的站房。

２



３　消防安全布局

３．０．１　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的消防安全布局应符合下列要

求：

３．０．１．１　必须将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运输、装

卸、供应等场所和设施在镇区规划建成区以外单独布置，并应与

人员密集的公共建筑或者场所保持规定的防火安全距离。易燃

易爆化学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装卸、供应等场所和设施的防火

安全距离应在自身用地范围内解决。

３．０．１．２　对现有布局不合理的，特别是影响小城镇消防安全的

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运输、装卸、供应等场所和

设施必须进行改建和调整，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限期迁移或者改

变生产使用性质等措施，消除不安全因素。

３．０．１．３　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气和可燃粉尘的工厂等生产区

应布置在小城镇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侧，并与居住区、商业区或

者其他人员集中地区保持规定的防火安全距离。

石油化工企业、石油库、液化石油气储罐站等，应布置在城镇

河流的下游，并应采取防止液体流入河流的可靠措施。

甲、乙、丙类液体贮罐或罐区，应单独布置在小城镇常年主导

风向的下风或侧风方向及地势较低的地带，当采取防止液体流散

等安全措施时，也可布置在地势较高的地带。

３．０．１．４　应合理规划小城镇输送油类和可燃气体管道的位置，

严禁在输送油类和可燃气体管道及其保护范围内修建任何建筑

或者堆放物资。

３．０．１．５　应明确镇区内危险品运输车辆通行路线和安全通行的

净空高度。

３．０．２　旧城棚户区改造、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及风貌街区

３



保护性规划和开发、地下空间及人防工程建设等应符合有关消防

安全技术标准的规定。

３．０．３　应按照小城镇综合防灾的要求，综合利用城镇广场、运动

场、公园、绿地等公共开敞空间兼作应急疏散避难场所。

４



４　消防站及消防装备

４．０．１　消防站布局应根据小城镇总体规划范围，结合用地布局

结构综合确定。

４．０．１．１　中心镇应至少设置一个小型消防站。

４．０．１．２　规划人口在２００００人以上（含）的一般镇应至少设置一

个微型消防站。

４．０．１．３　规划人口在２００００人以下的一般镇，应至少设置一个

消防室。

４．０．２　消防站选址应满足以下要求：

４．０．２．１　消防站一般应布置在其服务区的适中位置，且交通方

便、便于车辆迅速出动的临街地段。

４．０．２．２　消防站用地边界距离医院、学校、托儿所、幼儿园等一

般不应小于５０ｍ。

４．０．２．３　为保障消防站自身安全，消防站用地边界距离易燃易

爆化学危险物品的建筑物、生产装置、油罐或油罐区、可燃气体储

罐或储罐区、液化石油气储罐或储罐区等，一般不宜小于２００ｍ，

并应布置在其常年主导风向的上风向或侧风向。

４．０．２．４　消防站车库门应朝向城镇道路，至规划道路红线的距

离不宜小于１５ｍ。

４．０．３　消防站建设用地面积和建筑面积指标，可根据以下原则

确定：

４．０．３．１　小型消防站应单独建造，其建设用地净用地面积不应

小于５００ｍ２，建筑面积不应小于４００ｍ２。

４．０．３．２　微型消防站宜单独建造，其建筑面积不宜小于４００ｍ
２。

当确有困难时，应设置在临街建筑物内，且在平街层用房的建筑

面积不应小于１５０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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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３．３　消防室的建筑面积不应小于５０ｍ
２，并应设置在建筑物

平街层。

４．０．４　小型消防站的消防装备配备与人员配备应符合表４．０．４

的规定：

表４．０．４　小型消防站的主要消防装备与人员配备标准

消防车 机动消防泵 水带 人员配备 常规器材工具 个人装备

１辆轻型
消防车 ２台 ５００ｍ １２～１８人

消火栓扳手、水枪、
分水器、接口、
包布、护桥等

按所配消防员
数量配备

４．０．５　微型消防站消防装备配备与人员配备应符合表４．０．５的

规定：

表４．０．５　微型消防站的主要消防装备与人员配备标准

消防车 机动消防泵 水带 人员配备 常规器材工具 个人装备

１台轻型车
（搭载机动泵） ２台 ３００ｍ ８～１２人

消火栓扳手、水枪、
分水器、接口、
包布、护桥等

按所配消防员
数量配备

４．０．６　消防室消防装备配备与人员配备应符合表４．０．６的规定：

表４．０．６　消防室的主要消防装备与人员配备标准

消防车 机动消防泵 水带 人员配备 常规器材工具 个人装备

１台消防摩托
（搭载机动泵） １台 ２００ｍ ６～８人

消火栓扳手、水枪、
分水器、接口、
包布、护桥等

按所配消防员
数量配备

４．０．７　应具体落实并有效控制各类消防站规划建设用地和位

置，并编制消防站规划选址图册。

６



５　消防通信

５．０．１　可采用将１１０报警服务台、１１９报警服务台和１２２报警服

务台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报警服务台的“三台合一”的报警方式。

５．０．２　小城镇的通信交换局与消防站之间应设置报警专线。

５．０．３　镇消防站应与区、县（自治县、市）公安消防站和临近消防

站建立消防通信联络。

７



６　消防给水

６．０．１　消防给水可与生产、生活用水管网合用，宜布置成环状。

当消防用水量、水压不能满足要求时，可利用河流、池塘等天然水

源或修建专用消防水池。

６．０．２　消防用水量和水压应符合下列要求：

６．０．２．１　在规划城镇、居住区室外消防用水量时，应根据人口数

量多少确定同一时间的火灾次数和同一次火灾灭火所需要的水

量，并不应小于表６．０．２．１要求：

表６．０．２．１　城镇、居住区室外消防用水量

人数（万人）
同一时间内
火灾次数（次）

一次火灾用
水量（Ｌ／Ｓ）

人数（万人）
同一时间内火
灾次数（次）

一次火灾
用水量（Ｌ／Ｓ）

≤１ １ １０ ≤５ ２ ２５

≤２．５ １ １５ ≤１０ ２ ３５

６．０．２．２　凡新规划建设的小城镇、居住区、工业区，给水管道的

最小管径不应小于１００ｍｍ，最不利点市政消火栓的压力不应小于

０．１～０．１５ＭＰ，其流量不应小于１５Ｌ／Ｓ。

６．０．３　新规划建设的小城镇的消火栓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６．０．３．１　市政或室外消火栓的间距不应超过１２０ｍ，保护半径不

应大于１５０ｍ。

６．０．３．２　沿城镇道路设置，并宜靠近十字路口。

６．０．３．３　消火栓距车行道路边缘不应超过２ｍ。

６．０．３．４　市政或室外消火栓，应有一个直径为１５０ｍｍ或１００ｍｍ

和两个直径６５ｍｍ 的栓口。室外地下式消火栓应有一直径为

１００ｍｍ的栓口，并应有明显标志。

６．０．３．５　每个市政或室外消火栓的用水量应按１０～１５Ｌ／Ｓ计

算。

８



６．０．４　应积极保护水源，保障充足消防用水。

６．０．４．１　镇区内有河流、湖泊、水库等天然水源的，应积极采取

措施，加以保护，综合治理后兼作消防水源。并应在其岸边设置

供消防车吸水的码头或平台，并应能到达消防车辆。

６．０．４．２　无天然水源和城镇供水管网的小城镇，应合理布点消

防蓄水池。

６．０．４．３　无消防给水设施的棚户区，应规划建设人工蓄水池。

每个水池容量不宜小于５０ｍ３，水池之间间距不宜超过３００ｍ。

９



７　消防车通道

７．０．１　小城镇道路必须满足消防车通行的要求，道路中心线间

距不宜大于１６０ｍ。当建筑物的沿街部分长度超过１５０ｍ或总长

度超过２２０ｍ时，应在适中位置设置穿过建筑物的消防车通道。

当确有困难时，应设置环形消防车通道。

７．０．２　消防车通道的车行宽度不应小于３．５ｍ，转弯半径不应小

于８ｍ，道路上空遇有管架、栈桥等障碍物，其净高不应小于４ｍ。

７．０．３　消防车通道穿过建筑物的门洞时，其净高和净宽不应小

于４ｍ，门垛之间的净宽不应小于４ｍ。

７．０．４　尽端式消防车通道应设置能满足消防车回车的场地。

７．０．５　消防车通道下的管道和暗沟应能承受大型消防车的荷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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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犃　本规范用词说明

犃．０．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２）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３）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

反面词采用“不宜”。

犃．０．２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

符合……的规定”或“应符合……要求（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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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犅：消防设施常用图例

消 　消防站

池 　专用消防水池

取水口 　消防取水口

油 　油库

危 　危险化学品

气 　天然气设施

　

　　

　市政消火栓

　

　　

　　加油加气站

液化气 　液化气站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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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随着我国城镇化战略的不断推进，各地小城镇建设迅速

发展，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大量农村人口向小城镇集中，第二、第

三产业及非公有制小企业应运而生，小城镇工业化进程明显加

快。但与之不相适应的是，不少地方在推进小城镇建设发展过程

中，没有综合考虑小城镇的消防规划与建设，小城镇消防安全布

局不合理和公共消防基础设施“欠账”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近年

来，小城镇的企业和居民家庭火灾呈快速上升趋势，重特大火灾

事故时有发生，不仅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且也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城镇的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

小城镇消防规划建设已刻不容缓。如对此项工作不加以重视，迅

速发展的小城镇又会重蹈一些大中城市消防基础设施欠账的覆

辙。按照公安部、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小城镇消防规划建设

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公安、建设部门要紧紧围绕党的十六大提

出的“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战略任务，以及发

展小城镇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的要求，充分认识加强小城镇消

防规划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以及《村镇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

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政府负责，落实规划，不欠新账，快

补旧账，健全设施，加强管理”的指导思想，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积极推进小城镇消防规划建设工作，夯实小城镇消防安全基础，

努力提高小城镇的消防安全保障功能，为小城镇的经济社会发展

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规划纲要》中形成合理的城镇化空间格局的要求，将“人口分

散、资源条件较差、不具备城市群发展条件的区域，要重点发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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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城市、县城及有条件的建制镇，成为本地区集聚经济、人口和提

供公共服务的中心”。

各级公安、建设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规划

纲要》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消防工作的意见》（国发［２００６］

１５号文件）的要求。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

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努

力保障小城镇消防规划建设与总体规划建设同步进行，一是要加

强调查研究，切实了解和掌握本地区小城镇消防安全布局和公共

消防设基础设施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紧密结合本地

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科学合理地确定小城镇消防规划建设

的实施范围和目标，提出加强、改进小城镇消防规划建设的意见

和建议，报请当地政府批准后实施。二是要紧紧抓住当前各地调

整完善小城镇总体规划的有利时机，加快制定和修订小城镇消防

规划，特别是中心镇、重点镇要先行一步，三是要严格按照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的规定，遵循安全实用、技术先进、经济

合理的原则，综合考虑小城镇消防安全布局、消防站、消防供水、

消防车通道与城镇道路、消防给水与生产、生活供水等方面的关

系，确保小城镇消防规划的科学性和完整性。

１．０．２　本条规定了本规范的适用范围。在重庆市行政辖区内，

除区县（自治县、市）政府所在地以外，由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和区

县城镇体系规划所确定的建制镇应在小城镇建设总体规划中编

制消防规划篇章，也可编制专门的小城镇消防规划。规划城镇人

口在１０万人以上（含）的中心镇、一般镇，可按照区县（自治县、

市）政府所在地的要求，单独编制消防专项规划。

１．０．３～１．０．４　对小城镇消防规划的主要任务、主要内容、规划

期限做了要求。

１．０．５　对乡镇、独立工矿区、风景名胜区的接待区、历史文化名

镇（街区）在编制总体规划时，可以参照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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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２．０．３　本规范适用范围是重庆市行政辖区内，除区、县

（自治县、市）政府所在地以外，由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和区县城镇

体系规划所确定的的建制镇。其中包括中心镇和一般镇。

２．０．４～２．０．６　由于重庆市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的状态，还存在

国家级贫困县，各小城镇的经济发展参差不齐，所以对小城镇消

防站的设置必须符合我市小城镇的实际发展状况，因此本规范提

出了小型消防站、微型消防站、消防室三个不同类型规模消防站。

规划原则要求每个小城镇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根据本规范要求

设置不同形式的消防站。原则上每个小城镇至少设置一个消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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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消防安全布局

３．０．１　本条重点突出了小城镇消防安全布局的复杂性和重要

性。合理布局是小城镇规划的核心，在实施城镇规划的过程中，

关键是小城镇各项建设的选址、定点都不得妨碍小城镇的发展，

危害城镇的安全，污染和破坏城镇环境，影响城镇各项功能的协

调。建设项目选址、定点不当，将对城镇发展和人民群众造成长

期的影响和损害，甚至给国家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必须慎重对待，

例如重庆天原化工厂建厂之初尚处于城市边缘，但随着城市快速

发展，最后被周围的各种建筑包围，变成了城市中心的化工企业。

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６日天原化工厂发生的氯气泄漏事件，造成了重大

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近十五万人紧急疏散，社会影响非常严

重。又如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３日，发生在重庆市火车东站的液化气槽

车泄漏事件，如果不是消防队员冒着生命危险堵漏成功，该槽车

一旦发生爆炸，与其附近装运ＴＮＴ炸药的列车产生的殉爆将使

方圆十几平方公里的城市夷为平地，这也充分暴露了危险品运输

的薄弱环节，那就是城市对外交通运输规划的滞后和调整不及

时。因此通过汲取经验教训，从保障小城镇安全出发，小城镇总

体布局中应考虑以下基本要求：

一、小城镇相对集中地规划设置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的生

产、储存和转运设施、场所，大力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避免在镇

区内易燃易爆设施过于分散、数量过多的不合理布局，减少火灾

隐患。同时，危险品仓储区内不得布置与危险品无关的设施或场

所，禁止在非危险品车站、码头装卸危险品。

二、对于现有的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的生产、储存和转运设

施、场所所存在的消防安全问题，采取近、中、远期治理相结合的

办法，近期以控制规模、技术改转产转向和加强消防设施建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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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中、远期创造条件搬迁或拆除。

三、对于现有严重威胁小城镇安全的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的

生产、储存和转运设施、场所，近期也要求采取停用、限期改造或

搬迁等断然措施，消除镇区内的重大火灾隐患。

四、对于新建的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的生产、储存和转运设

施、场所，在选址上应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消防安全规定和消防技

术标准来要求。

３．０．２　本条对旧城改造提出了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的

要求，这是基于重庆市城镇各类建筑新旧分布混杂，新建建筑与

大量棚户区交错混存的现象十分突出，因此将棚户区改造纳入城

镇改造的总体改造之中。旧城棚户区（城中村），应结合消防安全

现状，采取开辟防火间距、打通消防通道、改造给水管网、增设消

火栓和消防水池、提高建筑物耐火等级、改造部分建筑并以耐火

等级高的建筑物阻止火灾蔓延等措施，以改善旧城棚户区的消防

环境和条件。

在重庆市内，有很多小城镇都存在一些文物保护单位和部分

历史文化街区还是古代民居建筑，具有一定的保护价值，所以还

应对这部分建筑采取一定的特别防火措施，特别要在消防水源、

消防车通道和消防通讯设施等方面进行加强。文物保护单位和

历史文化街区，应整改火灾隐患，改造并完善消防车通道、消防水

源和通讯等公共消防设施，制定消防预案。

地下空间、人防工程的建设和利用，必须符合消防安全规定，

完善相应的设施和措施。宜结合地下空间、人防工程的建设，设

置地下消防站（或车库），并建立消防与人防的战时通讯联系，做

到有备无患。

３．０．３　作为小城镇综合防灾的要求，小城镇内的开敞空间除满

足火灾时人员疏散的场所，同时应满足其他灾害发生时应急避难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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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消防站及消防装备

４．０．１　本条对小城镇设置消防站类别进行了规定，也是消防站

合理布局的原则。消防站布局要根据工业企业、人口密度、重点

单位、建筑条件以及交通道路、水源、地形等条件确定。一般遵循

以下原则：

一、城镇消防站布局，以消防队接到报警后５分钟可以到达

其责任区边缘为首要原则。

二、视小城镇人口规模、土地资源状况和经济状况，消防站宜

采取“小而密”的布局原则。

三、根据小城镇总体规划确定的用地布局结构和各个组团的

功能定位，并结合城镇重点消防地区分布状况，消防站采取均衡

布局和重点保护相结合的布局结构。

四、根据小城镇规模，结合山地、临江等自然特点，消防站布

局宜形成水陆相结合的扑救体系。

五、坚持统一规划、分期实施、远近期结合的原则。

由于中心镇是该区域经济文化中心，因此结合重庆小城镇经

济条件现状，提出应建立小型消防站的要求。对一般镇，由于普

遍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基础薄弱，考虑到我市的实际情况，提出了

适合一般镇实际情况的新型消防站形式，即微型消防站和消防

室。这有利于小城镇消防规划更切合实际并易于操作，对推进小

城镇消防规划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我市有建制镇５３９个，其中中心镇９５个，一般镇４１４个。

截止２００５年底，有７１个中心镇和３１个一般镇编制了消防规划。

根据各小城镇已编制消防规划的调研统计，目前规划人口在１０

万人（含）以上的有１个（江津市白沙镇），规划人口在２００００（含）

人以上的中心镇有４９个，一般镇有２１个，分别占已编制消防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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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建制镇总数的０．９８％、４８．０４％、２０．５％。因此，本规范对一般

镇以规划人口２００００（含）人为界限划分设置不同类型消防站（室）

的依据是合理的。

４．０．２　为保护消防站的自身安全和灭火救援行动车辆出动的快

捷方便，对消防站的选址地点、方位、安全距离等都做了具体规

定。

４．０．３～４．０．６　本条对中心镇和一般镇所应设置消防站的数量、

类型和占地面积、建筑面积、消防车辆、消防装备和人员配备都做

了明确规定。其中，按照《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中关于普通消防

站的基本要求，我市小城镇目前均不可能按该标准完成消防站建

设。由于在《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中没有考虑小城镇的特殊状

况，因此结合重庆市小城镇的地理条件、人口规模、经济条件等因

素，为了实事求是的反映我市小城镇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消防形

势，结合小城镇消防规划的实际需要，提出了小型消防站、微型消

防站和消防室的新概念。消防站（室）的装备配备必须适应我市

小城镇发展的经济条件和规模，因此必须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灵

活性，除了必须配备的个人防护装备、水枪、水带、灯具外，小城镇

可根据经济状况有选择性配备不同类型消防车辆。目前，国内各

大消防车制造厂均能生产各种型号轻型消防车，适用于小城镇的

主要是轻型泵浦消防车，例如四川森田消防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生

产的ＳＸＦ５０２０ＴＸＦＢＰ０８“小青龙”轻型泵浦消防车，其满载重量为

１．５５ｔ，乘员４人，车载消防泵型号：ＢＪ９，流量：４８０Ｌ／ｍｉｎ，压力：０．４６Ｍｐａ。

对于微型消防站的轻型车辆，可以用长安微型车、四轮农用车搭

载手抬机动消防泵和相应灭火装备（水枪、水带、灭火器等）来满

足灭火要求，目前河南等地消防机械生产厂家已开发出农用细水

雾消防车，重庆的摩托车生产企业也开发出消防三轮摩托车。对

于消防室，可以配备能搭载手抬机动消防泵和相应灭火装备（水

枪、水带等）的三轮摩托、小四轮等。

消防站的消防员可以由专职、合同、义务、志愿等形式的消防

３２



队担任。这将更适合小城镇消防工作的实际，促使小城镇消防站

建设能顺利进行。

４．０．７　本条重点突出消防规划实施的可操作性，具体落实并有

效控制城镇消防站（设施）建设用地，确保消防站近期和远期都能

与城镇建设同步发展。

４２



５　消防通信

５．０．１　消防通信装备是城镇火灾报警、受理火警、调度指挥灭火

力量、将火灾降低到最低限度不可缺少的装备。要积极改造各小

城镇消防通讯装备少，技术落后、品种少而不成系统的现象，逐步

建成现代化的电子消防通信系统，达到多功能、多渠道报警的要

求。

根据目前我国消防通信的现状，参照公安部关于“三台合一”

技术规程，将１１０报警服务台、１１９报警服务台和１２２报警服务台

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报警服务台，简称为“三台合一”。实现“三台

合一”后，报警服务台的名称统一为“××镇１１０报警服务台”。

旨在实现“集中接警、统一指挥、快速反应、信息共享”。

各城镇应根据各自规划建设发展情况，选择适合的接警方

式。消防通信装备的配备，必须成立独立完整系统。应按照消防

通信技术标准的相关要求，结合我国产品水平和城镇经济条件，

确定火灾报警系统和消防通信指挥系统的规划方案。

５２



６　消防给水

６．０．１　目前，我市小城镇消防给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主要

有以下问题：水量小，水压低；市政消火栓间距大，数量少；管道陈

旧，缺乏检修更新；消防给水设施不匹配；现有天然水源被填埋，

造成消防用水缺乏。因此，消防给水规划应结合小城镇给水规划

的要求，做到保护无空白，经济合理。一方面对现有的水厂要进

行设备更新，扩建改造，同时新增建自来水厂，逐步提高供水能

力。另一方面，要积极开发、利用就近天然地表水（如江、河、湖

泊、水池、水塘、水渠等）、人工水池或地下水，以达到多水源供水，

保证消防用水的需要。

环状消防给水管网的设置，是为了保证灭火行动中给水的不间断

性，避免因局部给水管道的检修、损坏、或停水造成消防用水的中断。

６．０．２　本条根据实际灭火用水量统计分析和参照《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的规定，对消防给水的水量、水压和最小管径提出了明确

的要求。对不符合要求的现有城镇供水管道，在规划中应密切结

合市政设备的改造，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城镇供水管道或增加加

压站，其输水干管应满足生产、生活和消防最大用水量的要求，且

最小管径不应小于１００ｍｍ，最不利点市政消火栓的水量和水压均

应满足前面的要求。

６．０．３　本条明确了市政消火栓的设置要求。在旧城改造中，应结合城

镇供水管网和道路系统的改造，逐步按要求增加市政消火栓的数量。

６．０．４　充分利用天然水源，可以节省在消防给水管网系统方面

的投资。但在缺乏天然水源的地区和没有消防给水系统的旧城

区，设置足够数量的消防水池则非常有必要。另外，结合小城镇

污水处理系统，采取“中水回用”的方法，设立消防、环境卫生和园

林共同使用的低质供水场等都是可采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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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消防车通道

７．０．１　消防车通道主要依托城镇道路系统。我市的小城镇，大

都是沿着公路两边逐渐发展形成的，一般公路与城镇道路没有分

开设置，既是城镇对外交通道路，又是城镇主要的生活、生产性道

路，车辆、人员来往频繁，建筑密集，街道狭窄，相互干扰大。由于

对外交通穿越镇区、居住区，将居住区分割，既影响了居民的安

全，又不利于消防和交通安全。因此，应十分重视作为消防车通

道的城镇道路系统的规划建设。切实保障城镇道路系统的畅通

无阻和运转正常，这是保证消防车通道通畅的关键所在。对于小

城镇中的新建小区和旧改小区，应以周边城镇道路为基础，合理

规划和建设小区内的道路网络。

７．０．２～７．０．５　对消防车通道在间距、宽度、净空高度、转弯半

径、回车场地及承重（目前我市大型消防车荷载为３６ｔ）等方面均

做了严格要求，应按照有关规范进行设计和建设，以保证其通过

性。但对于历史文化街区等特定区域由于整体风格保护的需要

而不能规划建设消防车通道时，可采用其它的技术措施满足消防

扑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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