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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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深圳市消防救援支队提出和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消防救援支队、深圳市大鹏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圳市全民安全生产研

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丹晖、陈斌、宣硙、徐喜新、解龙、陈猛、李超、黄云、李敏、胡新赞、

段曦、倪震楚、唐兵权、谢烨、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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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消防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民宿消防安全基本要求、重点区域（部位）消防安全规定、新开业民宿消防安全规

定，并规定了消防安全风险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事故与应急、建立和保持、持续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民宿改建、扩建工程。

本文件不适用于民宿建筑的规划、设计、开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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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标志

GB/T 13955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

GB 15090 消防软管卷盘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 20517 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

GB/T 25894 疏散平面图设计原则与要求

GB 30122 独立式感温火灾探测报警器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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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6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标准

GB 51309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 51348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GB 55036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XF 180 轻便消防水龙

CECS 219 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用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民宿 homestay inn

城乡居民利用拥有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住宅或者其它民用建筑，为旅游者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景观、

特色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住宿、餐饮、休闲娱乐等一项或多项服务的小型住宿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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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其中用于经营的客房数量不应超过14间（套）、建筑层数不应超过4层且建筑总面积不应超过800㎡。

3.2

民宿主人 owner;investor

民宿业主或经营管理者。

[来源：LB/T 065—2019，3.2]

3.3

民宿管家 homestay butler

受民宿主人（3.2）委托，为顾客提供主人式服务并指导、监督民宿员工（3.4）开展各项服务的

从业人员。

3.4

民宿员工 homestay staff

受民宿主人（3.2）委托，为顾客提供登记、入住、结账、餐饮和清洁服务的从业人员。

3.5

消防安全风险 fire safety risks

可能导致火灾发生或火灾危害增大的各类潜在不安全因素，与随之引发的人身伤害、健康损失或

财产损失严重性的组合。

4 消防安全基本要求

4.1 基本原则

4.1.1 民宿主人应遵守消防法律、法规、规章，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履行消防

安全职责，保障消防安全。

4.1.2 民宿主人应建立以消防安全责任制为核心、消防风险管控为主线、教育培训为支撑、初起火灾

应急处置为保障的消防安全管理体系，保证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

4.1.3 民宿行业协会应发挥行业自律和专业服务功能，开展以消防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各类培训与活动。

4.1.4 民宿行业协会应依据本文件，督促民宿主人履行消防安全职责。

4.1.5 几家民宿设在同一栋建筑时，用于经营的客房数量之和不应超过14间（套），建筑总面积之和

不应超过800㎡。

4.2 消防安全职责

4.2.1 民宿消防安全职责

民宿应加强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的落实，全面实行消防安全责任制。

4.2.2 民宿主人职责

民宿主人是民宿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对民宿的消防安全负全面责任，并应履行以下消防安全职责：

——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组织制定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组织制定灭火和应急疏

散预案，并实施或组织参与消防演练；

——按照GB 13495.1、GB 50016、GB 50116、GB 55036、GB 50140、GB 50166、GB 51309、GB

51348、CECS 219的要求设置消防设施、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查和维护；

——保障经营场所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

——定期进行消防安全检查考核；

——为消防安全提供必要的经费和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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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

4.2.3 民宿管家职责

民宿管家应履行下列民宿消防安全职责：

——组织制订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并检查督促其落实；

——拟订消防安全工作的经费预算和组织保障方案；

——建立消防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

——组织实行每日防火巡查，填写巡查记录，并在巡查记录上签名；

——组织实施对民宿消防设施、灭火器材和防火标志的维护保养，确保其完好有效，确保疏散通

道和安全出口畅通；

——组织开展岗前和日常消防知识、技能的宣传教育和培训，组织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演练，并

如实记录、归档备查；

——定期向民宿主人报告消防安全情况，及时报告涉及消防安全的重大问题；

——完成民宿主人委托、交办的其他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4.2.4 民宿员工职责

民宿员工应履行以下民宿消防安全职责：

——落实民宿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对入住客人进行消防安全告知；

——参加消防安全培训和演练，自觉提升初起火灾处置能力；

——熟知民宿消防安全事故风险，发现隐患及时报告或排除；

——不违章作业，不违反操作规程；

——发生火灾事故时，及时、准确报告事故，按照应急预案处置程序进行处置。

4.3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4.3.1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立

民宿应根据法律、法规相关要求及自身情况，建立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并及时传达给从业人员，

确保相关要求落实到位。

4.3.2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内容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消防安全责任制和消防安全制度；

——消防安全承诺；

——用电安全管理；

——施工消防安全管理；

——消防安全投入；

——消防安全风险管控、隐患排査治理；

——防火安全检查巡查；

——消防安全教育培训；

——危险作业安全管理；

——物品管理（含危险物品、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等）；

——厨房安全管理；

——事故与应急管理；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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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民宿应根据自身情况，建立相关操作规程，发放到相关岗位员工，并严格执行。

4.5 消防安全教育培训

4.5.1 民宿主人、民宿管家应参加所在地政府部门、民宿行业协会等组织的消防安全培训，具备与民

宿经营活动相适应的消防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

4.5.2 民宿员工应接受以消防安全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培训与考核，掌握与工作岗位相适应的消防安全

知识和技能。

4.5.3 新上岗和进入新岗位的民宿员工应接受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在岗的民宿员工每年至少进行一次

消防安全培训。

4.5.4 消防安全教育的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国家消防工作方针、政策；

——消防法律法规；

——火灾预防知识、火灾危险性、防火措施和案例；

——有关消防设施的性能、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

——报火警、扑救初起火灾以及自救和逃生互救的知识和技能。

4.5.5 民宿应公示、告知客人遵守入住民宿的消防安全规定，告知民宿周边环境、逃生通道、消防应

急器材放置位置、火灾报警电话。

4.6 文件档案管理

民宿应建立健全消防档案，消防档案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消防档案的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

容：

——单位基本概况；

——单位平面布置图；

——单位消防投入使用情况；

——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灭火器材情况；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消防宣传培训档案；

——防火检查、巡查记录。

4.7 危险作业管理

4.7.1 危险作业包括动火、临时用电等作业，民宿主人或民宿管家应进行作业前安全确认，不符合作

业条件的，不应实施作业。

4.7.2 存在以下情形之一时，不应进行动火或临时用电等危险作业：

——作业现场安全责任人或监护人不明确；

——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

——周围的可燃易燃杂物未清除；

——附近固定可燃物未采取防护措施；

——盛装易燃液体的容器、管道，未清洗彻底；

——受热膨胀、变形或破损的容器、管道，有爆炸危险；

——储存易燃易爆物品的区域，未排除火灾爆炸危险；

——高空焊接或焊割前，附近及下方可燃物未清理或未采取保护措施；



DB4403/T 377—2023

5

——未配备相应灭火器材。

4.7.3 动火作业完毕应清除现场，确认无残留火种方可离开。

4.7.4 营业期间不应在客房内动火作业。确需动火作业的，应采取防火隔离措施，现场应配备监护人

员、灭火器。

4.7.5 在室内使用油漆等易挥发产生易燃气体时，除保持通风、无明火外，还应采用防静电措施。

4.7.6 民宿在设备设施施工、检维修等作业现场应设置警戒区域和警示标志，并针对可能发生事故类

型采取相应的预防控制措施。

5 重点区域（部位）消防安全规定

5.1 公共区域

5.1.1 民宿不应采用可燃、易燃装修材料。楼梯间的顶棚、墙面和地面应采用不燃装修材料；疏散走

道的顶棚应采用不燃装修材料，墙面和地面应采用不燃或难燃的装修材料；公共活动用房的顶棚、地

面应采用不燃或难燃的装修材料。建筑外墙不应采用可燃易燃保温材料和可燃易燃外墙装饰装修材料。

5.1.2 当主体结构为可燃材料时，木质楼梯应经阻燃处理，楼梯的宽度、坡度应满足人员疏散要求。

5.1.3 当与相邻建筑防火间距小于4 m 、 屋顶平台高差小于1.5 m 时，可在两个楼顶屋顶平台之间设

置扶手高度不小于1.5 m 、走道宽度不小于1.1 m 的 逃生天桥；逃生天桥应采用耐火极限不小于1 h的

不燃材料，并做防腐处理。

5.1.4 涉及屋顶平台的民宿，不应在屋顶平台上搭设全封闭式的建筑物或构筑物；其四周应设置钢筋

水泥结构或钢铁结构的安全防护栏，高度不小于1.2 m 。

5.1.5 户外广告牌、灯箱、装饰架等设施，不应影响消防救援行动和建筑物消防安全，并定期进行检

查。

5.1.6 民宿主人居住区域与客人居住、活动区域相对独立时，在安全疏散通道上安装有防盗网、防护

栏（窗）的，应设有逃生救援口并能从内部易于开启，窗户净高度不宜小于1.0 m ，净宽度不宜小于

0.8 m，窗台下沿距室内地面高度不应大于1.2 m 。

5.1.7 安全出口、疏散出口、楼梯间、疏散走道、餐厅等部位、场所应设置消防应急照明灯具、标志

灯具，并应符合GB 51309的有关规定。

5.1.8 前厅、走道、楼道、餐厅等公共区域应设置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其设置和安装应符合GB

50116、GB 50166的相关规定；设置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的，其产品要求、设置和安装应符合GB

20517、GB 50116、GB 50166的有关规定。

5.1.9 每25 m2应至少配备一具3 kg灭火器，灭火器可采用ABC干粉灭火器或水型灭火器，灭火器宜设

置在各层的公共区域及首层出口处，并应符合GB 55036、GB 50140的有关规定。

5.1.10 单幢建筑客房数量超过8间或同时具有用餐、休闲娱乐功能，且人数超过20人的区域，应设置

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并应符合CECS 219的有关规定；如给水管网压力不足但具备自来水管道时，

应设置轻便消防水龙，并应符合XF 180的有关规定。

5.1.11 前厅、走道、楼道、餐厅等公共区域应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应符合GB 13495.1、GB 15630、

GB/T 25894的有关规定。

5.1.12 民宿低压配电、配电线路布线系统、电气照明设计应符合GB 51348的有关规定，并定期检查、

维护。

5.1.13 低压配电线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二级或三级保护时，在总电源端、分支线首端或线路未端安

装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并应符合GB/T 13955的有关规定。

5.1.14 地面插座应采用相应外壳防护等级的产品，保护盖板固定牢靠，密封严实。

5.1.15 潮湿场所应采用密封型并带保护接地线触头的保护型插座，安装高度不低于1.5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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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6 插座、开关靠近可燃物或安装在可燃物上时，应采取隔热、散热等防火保护措施，并应符合

GB 50016的有关规定。

5.1.17 移动插座电源线应采用铜芯电缆或护套软线，其软缆或软线的截面积应与插座额定值匹配。

绝缘无磨损，导线无外露现象，其长度不宜超过2 m。

5.1.18 电动自行车应按规定在指定位置停放、充电；不应进入民宿房间内停放、充电；不应飞线充

电。设置有电动自行车简易车棚的，宜安装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或水消防软管卷盘，并应分别符合

GB 15090、CECS 219的相关规定。

5.1.19 民宿建筑的防雷、接地及安全设施应符合GB 50057的相关规定。

5.1.20 绿化、装饰设施不应影响消防疏散与消防救援。

5.1.21 总电源箱（柜）宜设在室内；当设在室外时，应选用防护等级不低于IP54的箱体，箱内电器

应适应室外环境的要求。

5.1.22 在民宿出入口及公共区域宜安装视频监控设备，确保功能良好、运转正常。

5.2 客房

5.2.1 客房内装饰装修，顶棚应采用不燃装修材料，墙面和地面应采用难燃装修材料。

5.2.2 每间客房应设有开向户外的窗户，窗户不宜设置金属栅栏、防盗网、广告牌等遮档物，确需设

置防盗网时，防盗网和窗户应能从内部易于开启，并可供人员逃生，窗户的设置应符合5.1.3逃生救援

口有关要求，3层（含）以上楼层应每层配置逃生绳等逃生设施。

5.2.3 客房内应按照住宿人数配备手电筒、逃生用口罩或消防自救呼吸器等安全疏散辅助器材，并定

期检查，完好有效。

5.2.4 客房内应设置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其设置和安装应符合GB 50116、GB 50166的相关规定；设

置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的，其产品要求、设置和安装应符合GB 20517、GB 50116、GB 50166的

有关规定。

5.2.5 每间客房应在显著位置张贴应急疏散平面图和其他必要的消防安全标志，并应符合GB 13495.1、

GB 15630、GB/T 25894的有关规定。

5.2.6 所配用的电气设备设施应符合用电安全规范，潮湿环境下使用的电气设备设施有相应的防护措

施。插头、插座接触良好，无过热和松动。

5.2.7 客房内不应采用明火烹饪、取暖。

5.2.8 客房内新增安装燃气热水器，应为强排式燃气热水器且为管道供气。

5.2.9 客房内不应存放汽油、煤油、柴油等易燃、可燃液体。

5.3 厨房

5.3.1 明火厨房宜采用不燃性墙体或实体墙与民宿的其他部位进行分隔，厨房墙面应采用不燃材料，

顶棚和屋面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灶台、烟囱应采用不燃性材料。

5.3.2 砖木结构、木结构的民宿厨房与炉灶相邻的墙面应作不燃化处理，灶台周围2.0 m 范围内应采

用不燃地面，炉灶正上方2.0 m 范围内不应有可燃物。

5.3.3 厨房内部应布置合理，物品摆放不应阻碍消防疏散和消防救援。

5.3.4 厨房内用电设备符合用电安全规范要求，插座应有防水防尘防护装置。

5.3.5 厨房使用管道气的，其紧急切断装置灵敏，阀门无泄漏，报警装置可靠并定期检查、检测。

5.3.6 使用液化石油瓶装气未设置专用瓶组间的，不应存放和使用15 kg以上的钢瓶，且15 kg（含）

以下的钢瓶不应超过2瓶（含）。

5.3.7 设置专用瓶组间的，瓶组间与厨房之间应采用热镀锌钢管连接，钢管与灶具之间应采用不锈钢

软管连接，其长度不大于2 m、不宜小于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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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厨房内应设置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其设置和安装应符合GB 50116、GB 50166的相关规定；设

置独立式感温火灾探测报警器的，其产品要求、设置和安装应符合GB 30122、GB 50116、GB 50166的

有关规定。

5.3.9 使用燃气的厨房还应选择相适应的可燃气体探测器，可燃气体探测器的安装应符合GB 50166的

有关规定。

5.3.10 厨房的排烟罩应至少每月清洗一次，排油烟管道应至少每季度清洗一次。

5.3.11 厨房应配置不低于3 kg的ABC干粉灭火器和不少于1块灭火毯，尺寸大小应足以覆盖燃气灶台，

灭火器的设置应符合GB 50140的有关规定。

6 新开业民宿消防安全规定

6.1 新开业民宿应符合本文件第4章、第5章的要求。

6.2 砖木结构、木质结构民宿应符合下列消防安全要求：

——经营用建筑层数不超过3层；当经营用建筑层数为3层时，每层最大建筑面积不应超过200 m2；

当经营用建筑层数为2层时，每层最大建筑面积不应超过300 m2；

——每层安全出口不应少于2个，相邻两个安全出口最近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应大于5 m。当每层

最大建筑面积不超过200 m2，房间门至楼梯入口的疏散距离小于15 m，且使用楼梯疏散的各层

人数之和不超过15人时，除首层外可设置1个安全出口。

6.3 设置休闲娱乐区或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饮区的总建筑面积不应大于500 m2。

6.4 配电线路电气火灾防护应符合GB 50054的相关规定。

6.5 民宿内的客房、储物间、休闲娱乐间等公共区域应设置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其设置和安装应符

合GB 50016、GB 50166的相关规定；设置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的，其设置和安装应符合GB

20517、GB 50016、GB 50166的有关规定。

7 消防安全风险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7.1 消防安全风险管控

7.1.1 民宿主人应定期组织人员根据民宿所在地的建构（筑）物现状、场所内设备设施、危险物质、

经营活动、火灾因素等方面，进行消防安全评估，建立消防安全风险清单，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

7.1.2 消防安全风险按照从高到低的原则，依次分为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风险、低风险，并用

红、橙、黄、蓝四种颜色标示，见表1。

表1 消防安全风险分级四色表

颜 色 消防安全风险分级

红色 重大风险

橙色 较大风险

黄色 一般风险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60533111220

3011314

https://d.book118.com/605331112203011314
https://d.book118.com/605331112203011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