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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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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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深圳市消防救援支队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消防救援支队、中国矿业大学深圳研究院、深圳市标准化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帅、吴才贵、邵啸峰、刘振东、邓天峰、李成平、吴国华、葛聪智、周敏、

何杰、丁康、汤可、刘威、但丹、张宗嘉、周小兰、于胜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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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消防救援站建设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小型消防救援站建设管理的总则、规划布局与选址、建设要求、装备要求、人员配备、

执勤管理和标牌标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小型消防救援站建设管理，已有小型消防救援站管理可参

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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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54—2014 城市消防站设计规范

建标 152—2017 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消防救援站 fire and rescue station

各类消防救援队伍的驻在基地。

注：主要包括建筑、道路、场地和设施等。

3.2

城市消防救援站 city fire and rescue station

城市范围内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基层站级执勤单位的驻在基地。

注：主要包括建筑、道路、场地和设施等。也是城市范围内的，主要承担城乡火灾扑救和综合应急救援任务的国家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的基层站级执勤单位。

3.3

小型消防救援站 small fire and rescue station

适应构建网格化快速灭火救援体系的需要，由各级政府在街道、社区建立的小型化、规范化的消防

救援站（3.1），是街道、社区专职消防救援队伍的驻在基地。

注：主要包括建筑、道路、场地和设施等。小型消防救援站同时也是街道、社区专职消防救援队伍的执勤单位。

4 总则

4.1 小型消防救援站纳入城市发展规划，统筹布点、统筹建设、规范管理。

4.2 小型消防救援站不替代拟规划建设的城市消防救援站。

4.3 小型消防救援站建设管理遵循因地制宜、安全实用、保障功能、方便生活、利于执勤战备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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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小型消防救援站纳入市、区消防救援机构统一管理、统一训练、统一调度、统一指挥。

4.5 小型消防救援站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a) 承担本地区火灾扑救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应急救援和救助等任务，并接受上级消防救援机构的调

度指挥，参与其他地区、单位的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工作；

b) 开展防火巡查和消防宣传教育培训等工作。

5 规划布局与选址

5.1 城市消防救援站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到达的区域，短期内因各种原因，暂无法建设城市消防救援站

的，应建设小型消防救援站。

5.2 小型消防救援站布局应以接到出动指令 5 min 内消防队可以到达辖区边缘为原则确定。

5.3 小型消防救援站的辖区面积一般不应超过 2 km
2
，辖区面积参照消防救援站辖区面积计算公式确定。

消防救援站辖区面积按公式（1）计算。

A=2P
2
=2(

�
λ

)
2
……………………………………(1)

式中：

A——消防救援站辖区面积（km
2
）；

P——消防救援站至辖区边缘最远点的直线距离，即消防救援站保护半径（km）；

S——消防救援站至辖区边缘最远点的实际交通距离，即消防车4 min的最远行驶路程（km）；

λ——道路曲度系数，即两点间实际交通距离与直线距离之比，通常取1.3～1.5，具体数值根据所

在区域的实际城市建设情况确定。

5.4 因城市建设等需要拆除现有小型消防救援站的，应先在附近合适位置新建小型消防救援站，并将

现有小型消防救援站的人员装备等迁入新建小型消防救援站执勤后，再行拆除。按 5.5 规定取消的除外。

5.5 当新建城市消防救援站辖区完全覆盖现有小型消防救援站辖区，可保留现有小型消防救援站作为

初期火灾扑救的重要补充力量，或将其转型为主要负责火灾防控、消防监督管理、消防宣传等工作，或

根据实际情况，在该片区消防安全得到保障后，按程序取消现有小型消防救援站。

5.6 小型消防救援站的选址应按照建标 152—2017 第 3 章相关要求执行。自建小型消防救援站确有困

难的，可采用租赁既有建筑的方式建设。

5.7 附设在其他建筑物中的小型消防救援站，应自成一区并有专用出入口。

6 建设要求

6.1 分级

6.1.1 小型消防救援站分为一类小型消防救援站和二类小型消防救援站。

6.1.2 小型消防救援站车库的车位数应符合表 1 的规定，根据需要可增设备用车位。

表 1 车库的车位数量

单位为个

分级 一类小型消防救援站 二类小型消防救援站

车位数 3 2

6.1.3 小型消防救援站车库符合下列规定：

a) 车库设置在小型消防救援站正面一层便于车辆迅速出动的位置，满足车辆停放、出动、维护保

养和执勤战备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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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车库的净高不应小于 4.5 m，每个车位面积不小于 60 m
2
，如在车库集成宣传教育等功能，可

适当扩大车库面积；

c) 车库不设修理间、检修地沟和滑杆，其他设计按照 GB 51054—2014 中 4.2 相关要求执行。

6.1.4 当前已有小型消防救援站，不能达到二类小型消防救援站建设标准要求的，应参照二类小型消

防救援站进行管理和配置人员、车辆和装备。在条件具备时，逐步将其升级为一类小型消防救援站或二

类小型消防救援站。

6.2 基本要求

6.2.1 新建小型消防救援站应为一类小型消防救援站。

6.2.2 因土地资源紧缺，建设一类小型消防救援站确有困难的，经论证可建设二类小型消防救援站。

6.2.3 小型消防救援站的设施和场地的设计应按照 GB 51054—2014 中第 4 章相关要求执行。

6.2.4 小型消防救援站生活给水排水和排污等应共享市政管网资源，并设有供消防车取水用的消火栓。

6.2.5 小型消防救援站供电负荷等级不宜低于二级，建筑物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6.2.6 小型消防救援站应设置统一的外观、门牌、标识和标语。

6.3 建设规模

6.3.1 小型消防救援站建筑面积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小型消防救援站建设规模指标

指标 一类小型消防救援站 二类小型消防救援站

建筑面积 650 m
2
～1000 m

2
500 m

2
～650（不含） m

2

用地面积 600 m
2
～1000 m

2
350 m

2
～450 m

2

注：建筑面积大于等于800 m
2
的小型消防救援站，用地面积达到二类小型消防救援站标准的，可视为一类小型消防

救援站进行管理和配置人员及装备。

6.3.2 小型消防救援站使用面积系数按 0.65 计算。各种用房的使用面积见表 3。

6.3.3 小型消防救援站应设置业务用房、业务附属用房、辅助用房、训练场地与车道、训练设施以及

其他必要的建（构）筑物，满足执勤备战、工作学习和生活等需求。

6.3.4 小型消防救援站应设置专用的室外训练场地。一类小型消防救援站室外场地应可以设置篮球场

及开展相关基础训练 ，二类小型消防救援站室外场地应可以满足日常基础训练设施的设置要求。

表 3 小型消防救援站各种用房的使用面积

单位为平方米

序号 类别 房屋（区域）名称
小型消防救援站

设置位置
一类 二类

1

业务用房

消防车库 180 120～140 应设在一楼

2 通信值班室 20～30 20 应设在一楼

3 体能训练室 20～40 20 宜设在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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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小型消防救援站各种用房的使用面积（续）

单位为平方米

序号 类别 房屋（区域）名称
小型消防救援站

设置位置
一类 二类

4

业务用房

执勤器材室（含训练器材室）
20～50 15～30 宜设在一楼，不应高于二楼

5 被装营具室

6 呼吸器充气室 10 — 宜设在一楼

7

业务附属

用房

灭火救援研讨室、电脑室、

办公室、会议学习室（含党

团活动室）
20～60 15～35 应设在不高于三楼

8 图书阅览室、休闲室

9 公众消防宣传教育室 10～30 选配 应设在一楼

10 站长备勤室 12～15 — 应设在不高于二楼

11 消防员备勤室 70～90 70 应设在不高于二楼

12

辅助用房

餐厅、厨房（含食品储藏间） 40～60 30～40 应设在不高于二楼

13 浴室、卫生间、盥洗室 50～90 30～40 应设在不高于二楼

14 储藏室 15～30 15～20 楼层不限

15 晾衣场 20 15 楼层不限

16 设备用房及其他用房 20 15 楼层不限

7 装备要求

7.1 消防车辆

小型消防救援站的消防车数量配备应符合表 4的规定。

表 4 消防车数量

单位为辆

分级 一类小型消防救援站 二类小型消防救援站

水罐/泡沫消防车 2 2

抢险救援消防车 1（选配） —

消防灭火巡查摩托车 4 2

7.2 灭火救援装备

小型消防救援站灭火救援器材配备应符合附录 A 的规定。

7.3 个人防护装备

小型消防救援站消防员防护器材配备应符合附录 B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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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通信网络装备

7.4.1 小型消防救援站应开通指挥调度网链路，可选用光纤链路直通、软件定义网络（SD-WAN）等方

式。小型消防救援站可根据实际需求开通政务外网和互联网链路。

7.4.2 小型消防救援站应配备视频会议系统，并应与市、区消防救援机构视频会议系统互联互通。

7.4.3 小型消防救援站通信系统配备应符合附录 C 的规定。

7.5 防火巡查装备

小型消防救援站消防员防火巡查装备配备应符合附录D的规定。

8 人员配备

8.1 人员数量

小型消防救援站一个班次执勤人员配备，可按所配消防车每台平均定员6人确定，并考虑轮休和部

分公差勤务需要。具体人员配置数量可参考表5确定。

表 5 小型消防救援站人员数量

单位为名

分级 一类小型消防救援站 二类小型消防救援站

人员数量（N） 21～35 16～21

8.2 人员组成

8.2.1 小型消防救援站人员由站长、副站长、班长、副班长、驾驶员、战斗员和其他人员组成。

8.2.2 小型消防救援站其他人员包括通讯员、安全员、文书、炊事员、装备技师等。

8.2.3 根据实际需要，小型消防救援站部分岗位可兼任。

9 执勤管理

9.1 小型消防救援站由区消防救援机构进行日常管理，队员统一着装规范、统一证件、统一内务设置。

9.2 小型消防救援站应参照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的相关规章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的执勤、战备、

训练、工作、生活秩序。

9.3 小型消防救援站应接入市 119 指挥中心系统，接受市消防救援机构统一调度。

9.4 小型消防救援站参与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行动，应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坚持救人第一、科学施

救，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灾害损失。

9.5 小型消防救援站根据市、区消防救援机构的工作安排，协助开展消防监督检查工作。

9.6 小型消防救援站加强消防宣传教育培训工作，利用各种途径宣传普及消防常识和消防法律法规，

并应充分利用站内宣传教育设施，做好消防救援站开放和宣传工作。

9.7 小型消防救援站应在街道或社区积极组织开展常态化灭火救援与应急疏散演练，增强群众消防安

全意识，提升群众自防自救能力。

10 标牌标识

10.1 门牌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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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消防救援站的称谓：XX（市）XX（区）消防救援大队XX小型消防救援站。

10.2 主楼外观

小型消防救援站主楼正面标识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在主楼楼顶显著位置悬挂“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十六字方针，字体大

小根据环境条件合理确定；

b) 在主楼等显著位置悬挂中国消防救援队队徽，队徽直径大小比例与楼体、场所面积相协调；

c) 在通信室上立面及消防车库上立面设置消防标识带。消防标识带为红、蓝色，由中国消防救援

队队徽和“中国消防救援”和“CHINA FIRE AND RESCUE”字样组成；

d) 在主楼临街面上方设置“119 消防救援标识”；

e) 在通信室外侧适当位置设置“119”灯箱；

f) 站门位置悬挂门牌，门牌为长方形，纵向悬挂，门牌固定安装，不加任何装饰，做到庄重、严

肃；

g) 小型消防救援站外观标识的具体设计，由市消防救援机构统一提供示范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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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规范性）

小型消防救援站灭火救援器材配备

A.1 表A.1规定了小型消防救援站常规救援器材配备内容。

表 A.1 小型消防救援站常规灭火器材配备

类别 器材名称 主要用途 配备 备份
小型消防救援站

备注
一类 二类

灭火

多功能消防水枪 用于火灾扑救、冷却保护、场地洗消和移动送风排烟 3支/车 3支 √ √ —

中压分水器 用于中压消防车火场供水 2个 1个 √ √ —

刺穿式破拆水枪 用于汽车、机舱、吊顶、堆垛、封闭式空间等的穿透喷射灭火 1支 × √ ○ —

转角水枪 用于外墙、烟囱、墙角等拐弯处的喷射灭火 2支 × √ ○ —

消防移动储水装置 现场的中转供水及缺水地区的临时储水 1个 × ○ × —

机动消防泵（含手抬

泵、浮艇泵）
适用性广、机动性强，可向消防车辆供水，也可直接出枪灭火 1台 × √ √ —

移动式水带卷盘或水

带槽
用于消防员在火灾现场快速收整或铺设水带时使用 2个 × √ × —

移动式消防炮（手动

炮、遥控炮、自摆炮等）

用于产生大流量、远射程、高强度射流，适用于易燃易爆危险石

油化工、油罐、大型仓库等火灾现场
2门 × √ ○ —

泡沫比例混合器、泡沫

液桶、泡沫枪
提供流量可调节的泡沫混合液的装置 2套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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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小型消防救援站常规灭火器材配备（续）

灭火

器材名称 主要用途 配备 备份
小型消防救援站

备注
一类 二类

二节拉梯
供消防员攀登二、三层楼灭火和救援使用，特

殊情况下也可作为越沟的桥板
2架 × √ √ —

三节拉梯
主要适用于消防人员扑救火灾时，攀登救人，

灭火作业，也适用于各种登高作业
1架 × √ × —

挂钩梯
通常是利用窗口、阳台或其他有条件挂靠部位

上攀楼层等，也是登高训练的常用器材
2架 × √ √ —

高压水带
用于把消防泵输出的压力水或其他灭火剂输送

到火场的软管
600 m × √ √

可根据实际需要

配置 80 mm，65 mm

和 40 mm 水带

中压水带
用于把消防泵输出的压力水或其他灭火剂输送

到火场的软管
1200 m × √ √ —

异型异径接口
用于火灾现场不同型式、直径接口之间的转换

联接
1组 × √ √ —

消防水带带压堵漏装置 用于火场供水水带泄漏情况下的带压快速封堵 2套 × √ × —

消火栓扳手、接口、包布、护

桥、挂钩、墙角保护器、吸水

管等常规器材工具

常规灭火器材，用于供水和水带保护等
按所配车辆技术标准要求

配备

不小于 2:1

的 备 份 比

备份

√ √ —

灭火器
便携式灭火，用于前置执勤携带或小火时为避

免水渍损失使用或扑救带电火灾使用
按实际需要随车配备

不小于 1:1

的 备 份 比

备份

√ √ —

背负式细水雾灭火系统 用于前置执勤携带快速高效灭火 2套 × √ √ —

注：表中“√”表示必配，“○”表示选配，“×”表示不需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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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表A.2规定了小型消防救援站其他消防救援器材配备内容。

表 A.2 小型消防救援站其他消防救援器材配备

类别 器材名称 主要用途 配备 备份
小型消防救援站

备注
一类 二类

侦检

有毒气体探测仪
探测有毒气体、有机挥发性气体等。具

备自动识别、防水、防爆性能
1套 × √ √ -

可燃气体检测仪
可检测事故现场多种易燃易爆气体的

浓度
1套 × √ √ -

无线复合气体探测仪 实时检测现场的有毒有害气体浓度 1个 × √ √

若有“无线复合气体探测仪”，则“有毒

气体探测仪”和“可燃气体检测仪”可不

另外配备

消防用红外热像仪 黑暗、浓烟环境中人员搜救或火源寻找 1台 × √ √

测温仪 非接触测量物体温度，寻找隐藏火源 1个 1 个 √ √ —

漏电探测仪 确定泄漏电源位置，具有声光报警功能 1个 × √ √ —

警戒

各类警示牌
事故现场警戒警示。具有发光或反光功

能
1套 1 套 √ √ —

闪光警示灯
灾害事故现场警戒警示。频闪型，光线

暗时自动闪亮
2个 1 个 √ √ —

隔离警示带 灾害事故现场警戒 3盘 1 盘 √ √ —

破拆
液压破拆工具组

建筑倒塌、交通事故等现场破拆作业。

包括机动液压泵、手动液压泵、液压剪

切器、液压扩张器、液压剪扩器、液压

撑顶器等

1套 × √ ○ —

手动破拆工具组 用于常规手动破拆 1套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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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小型消防救援站其他消防救援器材配备（续）

类别 器材名称 主要用途 配备 备份
小型消防救援站

备注
一类 二类

破拆

机动链锯 切割各类木质障碍物 1 具 1 具 √ √ —

无齿锯 切割金属和混凝土材料 1 具 1 具 √ √ 锯片按 1:2 备份

多功能挠钩
事故现场小型障碍清除，火源寻找或灾

后清理
1 套 1 套 √ √ —

绝缘剪断钳 事故现场电线电缆或其他带电体的剪切 2 把 × √ √ —

液压开门器 卷帘门、金属防盗门的破拆作业 1 套 × √ √ —

无电切割刀

能够在没有电源、气源及大型辅助设备

的情况下对金属工件及部分非金属实施

切割

1 套 × √ √ —

破锁器 快速破拆常见门锁 1 套 × √ √ —

救生

救生缓降器 高处救人和自救 1 套 × √ √ —

气动起重气垫

交通事故、建筑倒塌等现场救援。有方

形、柱形、球形等类型，依据起重重量，

可划分为多种规格

1 套 × √ ○
方形、柱形气垫每套不少于 4 种规格，球

形气垫每套不少于 2 种规格

支撑保护套具

建筑倒塌、车辆事故等现场支撑保护作

业，包括手动、气动、液压等工作方式，

分为重型、轻型等

1 套 × √ √ —

稳固保护附件

包括：各类垫块、止滑器、索链、紧固

带等，与救生、破拆器材配套使用，起

稳固保护作用

1 套 × √ ○ —

消防过滤式

自救呼吸器
事故现场被救人员呼吸防护

20具/10

具

10 具/5

具
√ √

一类：配备 20 具；备份 10 具

二类：配备 10 具；备份 5具

含滤毒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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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小型消防救援站其他消防救援器材配备（续）

类别 器材名称 主要用途 配备 备份
小型消防救援站

备注
一类 二类

救生

多功能担架

深井、狭小空间、高空等环境下的人员

救助，可水平或垂直吊运，承重不小于

120 kg

2 副/1 副 × √ √ 一类：配备 2 副，二类配备 1 副

机动橡皮舟（含舷外

机）
水域救援 1艘 × √ ○ —

防汛排涝泵 抗洪抢险，内涝排水 1套 × √ √ 无排涝需求的站可不配

救援支架 高台、悬崖及井下等事故现场救援 1组 × √ ○ —

救生抛投器 远距离抛投救生绳或救生圈 1套 × ○ ○ —

救生照明线 能见度较低情况下的照明及疏散导向 2盘 × √ √ —

医药急救箱 现场医疗急救 1个 × √ √ —

排烟照明

移动式排烟机
灾害现场排烟和送风。有电动、机动、

水力驱动等几种
1台 × √ √ —

移动照明灯组
灾害现场的作业照明。由多个灯头组

成，具有升降功能，发电机可选配
1套 × √ √ —

移动发电机 灾害现场供电 1台 × √ ○
若移动照明灯组已自带发电机，则可视情

不配

其他
空气充填泵 气瓶内填充空气 1套/站 × √ ○ —

移车器 小范围内手动转移车辆 4只 × √ √ —

注：表中“√”表示必配，“○”表示选配，“×”表示不需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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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小型消防救援站消防员防护器材配备

B.1 表B.1规定了小型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个人防护器材配备内容。

表 B.1 小型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个人防护器材配备

序号 名称 主要用途 配备 备份比
小型消防救援站

备注
一类 二类

1 消防头盔
用于头部、面部及颈部的安

全防护
2顶/人 4:1 √ √ —

2 消防员灭火防护服 用于灭火救援时身体防护 2套/人 2:1 √ √ —

3 消防手套 用于手部及腕部防护 2副/人 1:1 √ √ —

4 消防安全腰带 登高作业和逃生自救 1根/人 4:1 √ √ —

5 消防员灭火防护靴 用于小腿部和足部防护 2双/人 2:1 √ √ —

6 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
缺氧或有毒现场作业时的呼

吸防护
1具/人 4:1 √ √

宜配备高压应急充气口，备用气瓶按照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总量 1:1 备份

7 佩戴式防爆照明灯 消防员单人作业照明 1个/人 5:1 √ √ —

8 消防员呼救器 消防员个人的呼救报警 1个/人 4: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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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小型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个人防护器材配备（续）

序号 名称 主要用途 配备 备份比
小型消防救援站

备注

一类 二类

9 消防员方位灯
消防员在黑暗或浓烟等环境

中的位置标识
1个/人 ×

√ √
若消防员呼救器自带方位灯，则不需要配置

10 应急逃生自救安全绳 消防员自救和逃生 1套/人 4:1 √ √ 包含绳包、下降器、安全钩等辅助件

11 消防腰斧
灭火救援时手动破拆非带电

障碍物
1把/人 5:1 √ √ 优先配备多功能消防腰斧

12 消防员灭火防护头套
灭火救援时头面部和颈部防
护

2个/人 4:1 √ √ 原名阻燃头套

13 防静电内衣
灭火及应急救援作业时躯体
内层防护

2套/人 × √ ○ 每套包括 7种款式，每年度更新

14 消防护目镜 抢险救援时眼部防护 1个/人 4:1 √ √ —

15 消防员抢险救援头盔 抢险救援时头部防护 1顶/人 1:1 √ √ —

16 消防员抢险救援手套 抢险救援时手部防护 2副/人 1:1 √ √ —

17 消防员抢险救援防护服 抢险救援时身体防护 2套/人 4:1 √ √ —

18 护膝、护肘
抢险救援时膝部和肘部的加
强防护

2副/人 4:1 √ √ —

19 消防员抢险救援靴
抢险救援时小腿部及足部防
护

2双/人 4:1 √ √ —

20 手持电台
消防员间以及与指挥员间的
无线通信

1个/人 4:1 √ √
易燃易爆场所应使用相应防护等级的防爆手持电台。每站
应配置 2台双模对讲机。

注：表中“√”表示必配，“○”表示选配，“×”表示不需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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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表B.2规定了小型消防救援站消防员特种防护器材配备内容。

表 B.2 小型消防救援站消防员特种防护器材配备

序号 名称 主要用途 配备 备份比
小型消防救援站

备注
一类 二类

1 消防员隔热防护服 强热辐射场所的全身防护 4套/班 4:1 √ × 优先配备带有空气呼吸器背囊的消防员隔热防护服

2 消防员避火防护服
进入火焰区域短时间灭火或关阀

作业时的全身防护
2套/站 × ○ × —

3 二类化学防护服
化学灾害现场处置挥发性化学固

体、液体时的躯体防护
6套/站 × √ ○ 应配备相应的训练用服装

4 一类化学防护服
化学灾害现场处置高浓度、强渗

透性气体时的全身防护
4套/站 × √ ○ 应配备相应的训练用服装

5 化学防护手套
化学灾害事故现场作业时的手部
和腕部防护

4副/站 × √ √ 优先配备带有空气呼吸器背囊的消防员隔热防护服

6 内置劳动保护手套 应急救援时的手部内层防护 1副/人 1:1 √ √ —

7 防高温手套 高温作业时的手部和腕部防护
4 副/站、2

副/站
× √ √

一类：配备 4副/站
二类：配备 2副/站

8 消防员防蜂服 防蜂类等昆虫侵袭的专用防护
4 套/站、2

套/站
× √ √

一类：4 套/站
二类：2 套/站
没有处置蜂巢任务的消防站，可不配备

9 电绝缘装具 高电压场所作业时全身防护 2套/站 × √ ○ —

10 防静电服
可燃气体、粉尘、蒸汽等易燃易
爆场所作业时的全身外层防护

4套/站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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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小型消防救援站消防员特种防护器材配备（续）

序号 名称 主要用途 配备 备份比
小型消防救援站

备注
一类 二类

11 消防阻燃毛衣
冬季或低温场所作业时的内层防
护

1件/人 4:1 ○ × —

12 消防员降温背心
灭火及应急救援作业中降低体温
防止中暑

4件/班 × √ ○ —

13 移动供气源
狭小空间和长时间作业时呼吸保

护
1套/站 × √ × 又称为正压式消防员长管空气呼吸器

14 正压式消防氧气呼吸器
地下、隧道以及高层建筑等场所
长时间作业时的呼吸保护

选配 × √ ×
承担高层、地铁、隧道或在高原地区承担灭火救援任
务的普通站和小型站配备数量不宜低于 2 具/站

15 强制送风呼吸器
开放空间有毒环境中作业时呼吸

保护
选配 × √ × 滤毒罐按照强制送风呼吸器总量 1:2 备份

16 消防过滤式综合防毒面具
开放空间有毒环境中作业时呼吸
保护/火灾现场被救人员呼吸保
护

1套/人 2:1 √ √ 滤毒罐按照消防过滤式综合防毒面具总量 1:2 备份

17 消防用救生衣 水上救援作业时的专用防护 1件/人 × √ √ 1级站：每人两件

18 消防坐式半身安全吊带 消防员绳索救援作业
2套/班、2 套

/站
2:1 √ √

一类：2套/班
二类：2套/站

19 消防全身式安全吊带 消防员绳索救援作业
2套/班、2 套

/站
2:1 √ √

一类：2套/班
二类：2套/站

20 消防轻型安全绳 消防员自救和逃生 1套/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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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小型消防救援站消防员特种防护器材配备（续）

序号 名称 主要用途 配备 备份比
小型消防救援站

备注
一类 二类

21 消防通用安全绳 消防员绳索救援作业保护 2 根/班 2:1 √ √ —

22 消防防坠落辅助部件

与安全绳和安全吊带、安全腰带配套使用的承
载部件，包括：8 字环、D 形钩、安全钩、上
升器、下降器、抓绳器、便携式固定装置和滑
轮装置等部件

2 套/班 2:1 √ √
宜根据需要选择配备轻型或通用型消防
防坠落辅助部件

23 手提式强光照明灯 灭火救援现场作业时的照明 3 具/班 2:1 √ √ —

24 消防用荧光棒 黑暗或烟雾环境中一次性照明和标识使用 4 根/人 × √ √ —

25 水域救援漂浮救生绳 水上救援作业时专用的救援及保护绳索 200 m/站 × √ × 没有承担水域救援任务的消防站可不配

26 消防员水域救援防护服 水上救援作业时的专用防护 1 件/人 1.5:1 √ ○ —

27 消防员水域救援头盔 水上救援作业时的专用防护 1 顶/人 1.5:1 √ ○ —

注：表中“√”表示必配，“○”表示选配，“×”表示不需配备。



DB4403/T 537—2024

17

附 录 C

（规范性）

小型消防救援站通信系统配备

表 C.1 规定了小型消防救援站通信系统配备内容。

表 C.1 小型消防救援站通信系统配备

类别 器材名称 主要用途 配备 备份
小型消防救援站

备注
一类 二类

通信系统

值班接警系统

含操作台、计算机、电话机、

电台等用于接收火警信息

和调度指令

1套 × √ √ 含计算机接警终端和对讲机基地台等

联动控制与广播系统
警灯、警铃、火警广播、楼

层语音广播、车库门等控制
1套 × √ √ —

网络设备 网络接入 1套 × √ √
应开通指挥调度网链路，根据实际需要视

情开通政务外网和互联网链路

不间断（UPS）电源 不间断供电 1套 × √ √ —

视频监控系统 消防站调度指挥、日常管理 1套 × √ √ —

摄像机 灾害现场记录 1台 × √ √ —

卫星电话
极端环境及跨区域救援情
景下保持通信联络

2台/站 4:1 √ √ —

数码相机 灾害现场记录 1台 × √ √ —

摄像机 灾害现场记录 1台 × √ √ —

会议系统 远程会议协商 1套 × √ √ 应与市、区消防救援机构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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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小型消防救援站通信系统配备（续）

类别 器材名称 主要用途 配备 备份
小型消防救援站

备注
一类 二类

通信系统

消防用小型飞行器
用于火灾或其他灾害事故现场的空中侦
察、通讯中继、广播警报以及少量物资
的投掷等

1 台 × ○ ×
非防爆型不得用于易燃易爆场
所

单兵图像传输设备 基于公网的音视频信号传输设备 1 台 × ○ ○ —

骨传导通话装置 佩戴式语音收发装置 1个/人 4:1 ○ ○ —

消防员单兵定位装置
实时标定和传输消防员在灾害现场的位
置

1 套 × ○ ○ —

注：表中“√”表示必配，“○”表示选配，“×”表示不需配备。



DB4403/T 537—2024

19

附 录 D

（规范性）

小型消防救援站消防员防火巡查装备配备

表D.1规定了小型消防救援站消防员防火巡查装备配备内容。

表 D.1 小型消防救援站消防员防护巡查装备配备

序号 器材名称 主要用途 配备范围 配备数量
小型消防救援站

备注
一类 二类

1 执法记录仪 防火巡查、投诉核查过程数字化录音、录像取证 巡查组 1 台/组 √ √ —

2 强光手电筒 用于防火巡查、投诉核查现场照明 巡查人员 1个/人 √ √ —

3 点型感烟探测器功能试验器 用于检测点型感烟探头 巡查组 1个/组 √ √ —

4 消火栓测压接头 用于测量室内外消火栓水压 巡查组 1个/组 √ √ —

5 激光测距仪 非接触式测量距离、高差、角度等 巡查组 1个/组 √ √ —

6 红外测温仪 用于测量表面温度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 巡查组 1个/组 √ √ —

7 数字风速计 用于测量防排烟风机的风速风温 巡查组 1个/组 √ √ —

8 数字照度计 用于测量应急照明灯的照度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 巡查组 1个/组 √ √ —

9 点型感温探测器功能试验器 用于检测点型感温探头 巡查组 1个/组 √ √ —

注：表中“√”表示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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