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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各地有序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中国内

地城轨交通运营线路规模持续扩大，从中国城市轨道交

通协会统计数据 [1] 来看，截至 2023 年底，轨道交通线网

正处于建设规划中的城市有 46 个，已经在实施的建设

规划线路合计总长 6118.62 公里，在城轨交通运营线路

所包含的所有制式中，地铁成为了各地建设首选，2023

年在所有制式中占比 76.11%。地铁因其具有运量大、

安全、准点、舒适、快捷等特点，极大满足了人民群众

的出行需求，成为了解决大城市交通拥挤问题的首选解

决方案。地铁每日客流量大，属于人员密集场所，地铁

站多为地下多层结构，因车站埋深大、人员疏散难、空

气流通不足，有较大的消防隐患，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

位 / 部位，因此确保地铁消防设备设施的功能可靠性将

显得至关重要，工程竣工消防验收作为工程建设期消防

系统保障的最后一个环节，验收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不仅关系到后期运营安全，也关系到项目能否顺利

交付使用。

一、参建各方主要职责

自消防设计审查和验收职责划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以来，各省 / 市住建委就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制订

明确的工作流程和制度。根据通知可知建设单位应依法

对建设工程消防施工质量负首要责任，设计、施工、工

程监理、消防技术服务等单位应依法对建设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负主体责任，配合建设单位开展正式申请消防验

收前的消防查验，确保建设工程涉及消防的各分部分项

工程验收合格，并确认建设工程消防施工质量符合有关

标准。

二、消防验收范围

消防系统验收主要包括资料检查和现场实体设施设

备功能查验两方面，申请验收前资料和实体都要合格。

资料检查按照住建委消防验收处有关要求准备，主要为

经设计审查合格的竣工图纸、产品合格证、材料检测报

告等，消防验收申报所需资料有申报表、竣工验收报告、

图纸，申报受理成功后重点为现场实体功能查验。实体

主要包括土建建筑防火和消防设施设备两个方面。

土建建筑防火方面主要查验建筑类别及耐火等级，

总平面布局，平面布置，建筑外墙、屋面保温和建筑外

墙装饰，建筑内部装修防火，防火分隔，防爆等，具体

涉及：疏散楼梯宽度，疏散走道宽度、长度，出入口楼

梯宽度、通道长度、前室面积，风亭间距、出入口与周

边建筑的防火间距，防火门净宽度，消防车道宽度，消

防登高救援场地宽度，装饰装修材料耐火等级等。

消防设施设备功能查验主要检测消防给水及消火栓

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防烟排

烟系统及通风、空调系统防火，消防电气，建筑灭火器，

安全疏散（应急广播、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气体灭火

系统，消防电梯等其他各消防系统的功能。

三、申请消防验收前置条件

1.涉及消防的各专业图纸经设计审查合格

对特殊建设工程（轨道交通属于特殊建设工程）实

轨道交通工程消防验收工作相关问题探讨与对策建议
——基于建设单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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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些年，各地有序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地铁因其具有运量大、安全、准点、舒适、快捷等特点，成为

人们日常出行的首选的交通工具，因其每日客流量大，属于人员密集场所，一旦发生火灾只能自救，因此确保地铁

消防设备设施的功能可靠性将显得至关重要，工程竣工消防验收作为工程建设期消防系统保障的最后一个环节，验

收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仅关系到后期运营安全，也关系到项目能否顺利交付使用。本文基于建设单位视角，

从消防验收工作中参建各方主要职责、消防验收范围、申请消防验收前置条件、消防验收过程中存在的常见共性问

题、消防验收顺利通过建议几个部分进行阐述，以供各参建单位参考借鉴，顺利通过消防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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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消防设计审查制度。建设单位应当向当地住建委消防

设计审查处申请消防设计审查，特殊建设工程未经消防

设计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不得

施工。建设单位申请消防设计审查时，应当提交消防设

计审查申请表、消防设计文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文件、

临时性建筑应当提交批准文件等材料。

2.建设单位已组织消防查验

建设单位组织消防查验前，需要完成以下工作：

（1）完成工程消防设计和合同约定的消防各项内容；

（2）有完整的工程消防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

（含涉及消防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进场试

验报告）；

（3）建设单位对工程涉及消防的各分部分项工程验

收合格，施工、设计、工程监理、消防技术服务等单位

确认工程消防质量符合有关标准；

（4）消防设施性能、系统功能联调联试等内容检测

合格。

建设单位可以委托技术服务机构（简称第三方消防

检测单位）对各站点开展消防检测，协助建设单位发现

消防问题，建设单位督促施工单位完成问题整改，第三

方检测单位出具检测报告，作为建设单位消防查验合格

的依据。

3.已开展消防验收提前服务

建设单位消防查验合格后，可以邀请当地住建委消

防委托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开展“消防验收提前服务”

（具体依各地实际情况，部分省市有此项服务），消防技

术服务机构会对各站点再次开展一轮消防检测，存在问

题以问题清单形式提交建设单位，由建设单位督促施工

单位整改及设计复核。

4.报验资料已准备齐全

当地住建委委托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提前服务过程

中发现的消防问题整改完成后，建设单位申请消防验收，

报验资料主要包括消防验收申请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消防设计审查意见书、

完整的工程消防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含涉及消防

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进场试验报告等）。

四、消防验收过程中存在的常见共性问题

1.建筑防火

土建建筑防火方面一旦出现问题整改起来困难很大，

结构一旦形成仅能在后期采取补救措施，如组织专家论

证、设计变更等，因此需要提前查验，在勘察设计阶段

就需考虑清楚，结构设计和施工要考虑装修层厚度，前

期施工时注意控制施工误差。

（1）防火间距

主要存在车站出入口和站外既有建筑之间的防火间

距不满足规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要求；车站风亭组

之间、风亭组与车站出入口及风亭组和既有建筑之间的

防火间距不满足规范《地铁设计防火规范》要求。

（2）疏散宽度

主要存在区间疏散平台局部宽度不足、区间联络通

道上的疏散门净宽度不足，不满足规范《地铁设计防火

规范》要求；车站出口和步梯宽度比设计值偏小；疏散

门开启后净宽度不足、轨行区通向站台的端门净宽度不

足、高架站站厅设备区的室外钢楼梯疏散平台净宽度不

足，不满足规范《地铁设计防火规范》要求。

（3）防火封堵、防火分隔

主要存在孔洞防火封堵不到位或未封堵；防火玻璃

无防火标识、防火门闭门器顺序器未安装完等；缓建的

通道、部位与要开通出入口连通处未进行封堵分隔，或

已分隔，但分隔材料的耐火极限不满足要求。多属于施

工进度问题，施工单位按要求施工，建设单位监管。

（4）消防车道

主要存在消防车道净宽不足，不满足《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地铁设计规范》；地面车站室外消防车道未形

成、消防车道与市政道路接驳处未完全连通；车辆基地

内仅有一条与外界道路相通的消防车道，不满足《地铁

设计规范》，涉及市政接驳的，需要提前和市政单位做好

沟通协调。

2.消防设备设施

（1）给排水及水消防系统

主要存在消防管网未刷红漆或色环，未做水流标识；

部分消火栓箱内水带、水枪未配置到位，管径大于 50mm

的消防管道采用螺纹连接；消防取水口未设置防坠措施

及标识标牌；消防水池检修口未采取防坠措施，未设置

标识；室外消火栓、水泵接合器未张贴永久性标识；消

防管网上管件及阀门安装错误，如水泵吸水口应管顶平

接、稳压泵的出水管未安装止回阀、管路上止回阀方向

安装错误；消火栓系统最不利点放水，连锁启泵测试不

成功；喷淋系统末端试水装置处放水，连锁启泵测试不

成功；水力警铃声强不足；湿式报警阀组测试时，压力

开关信号未反馈到车控室等；消防水泵房，消防排水设

施不畅（如排水沟做窄、浅，排水管道未正对排水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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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施工质量问题，需要施工单位控制施工工艺。

（2）防排烟系统、供配电和应急照明系统

主要存在自然通风口被封堵、楼梯间部分加压送风

口未安装完成、排烟口数量和尺寸与设计不一致；防烟

分区测试排烟量不符合设计要求；设备区走道内各类管

道多且密，影响排烟量的测量；IBP 盘无法远程启动带

电动阀的排烟风机；安全出口处余压值不符合规范要求

（安全出口至楼梯间，楼梯间至走道，前室至走道）；排

烟风机 280℃排烟防火阀动作，未能联动关闭补风机；站

台层火灾工况模式，站台到站厅楼梯下行风速小于 1.5m/

s，不符合规范要求；挡烟垂壁距地高度与设计和规范不

符；智能疏散与应急照明系统平面图未完成，不能实现

图形显示；消防配电线路明敷穿金属管未涂刷防火涂料；

安全出口、疏散指示牌位置及方向安装错误。主要为施

工质量问题，需要施工单位控制施工工艺。

（3）气体灭火系统

主要存在多个气体灭火防护区气灭控制盘配电共用

一个回路；气瓶间双电源配电箱内接线方式与图纸不符；

气体灭火联动测试时，通风管道上的风阀未动作；气体

灭火管网的灭火剂流向标识、气瓶间的气瓶标识未完善；

气灭管网固定支架未完善；气体灭火系统，集流管上安

装的泄压装置面向操作面。气体灭火系统相对独立，不

受其他专业影响，主要受施工进度及施工质量影响。

（4）车控室综合监控平台图形显示装置

主要存在车控室内无消防水池最高和最低报警水位

显示装置；车控室图形显示装置部分图元信息未完善，

如平面图上未标识消防专用安全出口、楼梯间、前室的

信息，出入口通道未标识疏散方向等；报警类（声光广

播、感温电缆等）、联动受控消防设备设施类（风机、消

防水泵）；平面布局和疏散路径等，感烟探测器、手动

火灾报警按钮、消火栓按钮等现场设备编号无法在图形

设备上对应找出；吸气式探测器图形显示位置不准确，

跨越防烟分区。

（5）FAS 系统及消防联动

主要存在 FAS 对点未完成（现场设备和 FAS 主机，

FAS 主机和综合监控平台）；联动测试时存在 PIS 屏切换

消防警示画面几秒后自动复位；切断非消防电源延时过

长；无障碍电梯未迫降；应急照明灯未点亮、防火卷帘

未动作等联动情况；针对高架站外挂所，在车站火灾工

况模式下，外挂所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动作，在外

挂所火灾工况模式下，车站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

消防应急广播动作，联动逻辑有误。

五、消防验收顺利通过建议

（1）做好和住建委验收部门人员熟悉及联络建立，

便于工作顺利开展。

（2）建设单位组织参建各方认真学习法律法规及住

建委发文，熟悉验收相关工作流程。

（3）建设单位牵头制定本项目消防验收工作方案，

高效组织验收。

（4）消防验收申报所需资料提前准备。

（5）正式申请消防验收前建设单位提前开展消防查

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结论

虽然消防验收前，消防设计图纸经消防设计审查合

格，施工过程中有监理单位监督，施工完成后会建设单

位会请第三方消防检测单位检测，但在实际应用中，由

于一些主管和客观因素，仍会出现很多消防问题。熟悉

消防验收流程，总结消防验收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在新

建项目中避免出现影响消防验收的同类问题，可以有效

提高消防验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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