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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河南省公安厅消防局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河南省公安厅消防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建刚、范平安、韩建平、赵伟刚、刘新兵、于领、杨健。 
本标准参加起草人：张万民、郭华杰、丁文军、赵伟、厉宁、李志民、丁玮、康建国、牛少伟、刘

正勤、康大生、梅红秀、王金玲、王新凯、刘志亮、孟庆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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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客运站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客运站消防安全管理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检查消除火灾隐患能力、扑救初

起火灾能力、组织疏散逃生能力、消防宣传教育能力和自我评定。 

本标准适用于河南省行政辖区内按JT/T 200－2004规定划分的三级及其以上汽车客运站的消防安

全管理。其他汽车客运站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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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7－1986 消防基本术语 第一部分 

GA 654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 

JT/T 200－2004 汽车客运站级别划分和建设要求 

DB 41/T 627－2010 社会单位消防安全“三会三化”建设规范 

公安部第61号令 《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3 术语和定义 

GB 5907－1986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站房 

车站内候车、售票、行包、业务和驻站办公等主要建筑用房的总称。 

3.2 

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检查消除火灾隐患能力、扑救初起火灾能力、组织疏散逃生能力和消防宣传教育能力。 

3.3 

消防安全责任人 

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非法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3.4 

消防安全管理人 

单位主管消防工作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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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 

单位从事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相关人员。包括消防工作归口管理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和保安、专职

消防队员、志愿消防队员等。 

4 一般要求 

4.1 新建、改建、扩建或进行内部装修的汽车客运站及其附属建筑，应向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报

审核、验收或备案。依据相关消防法律法规需要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报消防安全检查的，应经消防安

全检查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4.2 汽车客运站应建立消防安全责任体系，并严格按照 GA 654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

安全管理规定》的要求明确逐级和岗位消防安全职责、权限，落实逐级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 

4.3 汽车客运站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全面负责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并应在管理层确定一名

成员为消防安全管理人，明确消防工作归口管理部门和专兼职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具体落实本单位的消

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和消防安全管理人应报当地公安机关

消防机构或公安派出所备案。 

4.4 实行承包、租赁或委托经营、管理时，当事人在依法订立的合同中应明确各方的消防安全责任，

并应在各自使用、管理范围内依法履行消防安全职责。 

4.5 汽车客运站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单位的特点，建立健全下列消防安全制度： 

a) 消防安全例会制度； 

b) 消防组织管理制度； 

c) 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制度； 

d) 防火巡查、检查和火灾隐患整改制度； 

e) 消防(控制室)值班制度； 

f) 安全疏散设施管理制度； 

g) 燃气、电气设备和用火、用电安全管理制度； 

h) 消防设施、器材维护管理制度； 

i)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演练制度； 

j) 易燃易爆危险品及场所防火防爆管理制度； 

k) 消防安全工作考评和奖惩制度； 

l) 候车厅、停车场等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的消防安全制度； 

m) 其它必要的消防安全制度。 

4.6 汽车客运站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单位的特点，建立健全下列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a) 消防设施操作规程； 

b) 变、配电设备操作规程； 

c) 电气线路、设备安装操作规程； 

d) 电焊、气焊操作规程； 

e) 其它有关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4.7 汽车客运站应开展经常性的防火检查巡查、灭火应急疏散演练和消防宣传教育培训。在国庆节、

春节等营运高峰时段，要加强消防安全管理、现场看护和消防宣传，落实消防安全措施。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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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汽车客运站应将候车厅、人防工程、停车场、发车位、消防控制室、配电房、消防水泵房等易发

生火灾，可能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以及对消防安全有重大影响的作为消防安全重点部位，并按照下列要

求实行严格的消防安全管理： 

a) 应在显著位置设置醒目、耐久的防火标志，严格用火用电消防安全管理，严禁私自安装使用电

热设备； 

b) 应加强自动消防设施、消火栓系统、灭火器材等消防设施的日常管理，保证运行正常； 

c) 严格安全疏散设施管理，保障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畅通； 

d) 消防控制室应24h不间断双人值班，自动消防设施操作人员、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应经过消防

职业技能鉴定，并持证上岗； 

e) 停车场宜配备牵引车辆及缆索，驾驶员的休息场所宜安排在停车场附近，便于火灾发生时驾驶

员及时赶到现场疏散车辆。 

4.9 汽车客运站应根据消防法规的规定和实际需要建立专职消防队或志愿消防队。志愿消防队员应从

员工中以不低于10％的比例确定，并不少于10人。有保安队的应建立“保消合一”消防队。 

4.10 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汽车客运站应建立《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专卷》，确定专卷的信息录

入维护和保管人员。《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专卷》内容信息应详实、准确，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更新

和完善。 

《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专卷》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单位基本概况，室外消防水源、道路、重点部

位三标图，消防安全组织机构配置图，消防安全制度和消防安全操作规程，消防设施、灭火器材情况，

志愿消防队人员及其消防装备配备情况，消防安全疏散图示、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以及四个能力建设相

关资料。 

其他汽车客运站应将本单位的基本概况、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填发的各种法律文书及消防安全四个能

力建设相关的材料统一保管备查。 

5 检查消除火灾隐患能力 

5.1 汽车客运站应加强本单位消防安全管理，提高员工检查消除火灾隐患的能力，做到消防安全自查、

火灾隐患自除。 

5.2 汽车客运站应每月至少组织一次防火检查。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f) 消防安全制度、管理措施及操作规程的执行和落实情况； 
g) 用火用电、燃油燃气的管理有无违章； 

h) 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管理情况； 

i) 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道是否畅通； 

j) 消防设施、器材和消防水源是否完好； 

k) 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值班情况； 

l)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制定与演练情况； 

m) 员工消防知识掌握情况； 

n) 防火巡查、火灾隐患整改及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o) 其他消防安全情况。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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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汽车客运站应每日进行防火巡查。营运期间，应对候车厅等消防安全重点部位每2h进行一次防火

巡查，并应结合单位实际组织夜间防火巡查。巡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用火用电、燃油燃气的管理有无违章； 

b) 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是否完好；  

c) 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全标志是否处于完好状态； 

d) 常闭式防火门是否处于关闭状态，防火卷帘下是否堆放物品影响使用； 

e) 重点部位员工在岗情况； 

f) 其他消防安全情况。 

5.4 汽车客运站员工应每日班前、班后进行岗位自查。自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用火用电、燃油燃气的使用有无违章； 

b) 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畅通； 

c) 消防器材、消防安全标志是否完好； 

d) 场所有无遗留火种； 

e) 其他消防安全情况。 

注：驾驶员、乘务员应对车辆随车消防设施是否配备并完好有效、车辆及附近是否有遗留火种等内容进行岗位自

查。 

5.5 汽车客运站对检查、巡查和自查过程中发现的火灾隐患，应立即改正；对不能立即改正的，发现

人应及时向消防安全责任人或消防安全管理人报告。 

5.6 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为火灾隐患整改第一责任人，应对检查发现的火灾隐患整改负总责；消防

安全管理人及消防工作归口管理职能部门具体负责督促火灾隐患的整改工作，落实整改措施。 

5.7 火灾隐患整改完毕后，负责整改的部门或人员应逐级上报至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责任人或

消防安全管理人应对整改情况进行确认；对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或公安派出所责令改正的火灾隐患，应在

规定的期限内改正，写出火灾隐患整改复函，并向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或公安派出所申报检查、验收。 

5.8 火灾隐患整改期间，应采取确保消防安全、防止火灾发生的措施。 

5.9 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汽车客运站，应自行将危险部位停产停业整改；对因涉及城市规划布局而自

身不能解决的重大火灾隐患，应提出解决方案并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或当地人民政府报告。 

6 扑救初起火灾能力 

6.1 汽车客运站应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建立应急反应和处置机制，为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提供

人员、装备等保障；并应按照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消防演练，提高扑救初起火灾的

能力，做到初起火灾早发现、早扑救。 

6.2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a) 组织机构：指挥协调组、灭火行动组、通讯联络组、疏散引导组、安全防护救护组； 

b) 报警和接警处置程序； 

c) 应急疏散的组织程序和措施； 

d) 扑救初起火灾的程序和措施；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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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通讯联络、安全防护救护的程序和措施； 

f) 其它需要明确的内容。 

6.3 消防演练前，应通知车站从业人员和乘客积极参与；消防演练时，应在车站出入口处显著位置设

置“正在消防演练”的标志牌，进行公告。 

6.4 汽车客运站应选择站房、停车场、人防工程等消防安全重点部位作为消防演练的目标，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火灾模拟形式。 

6.5 员工发现起火应立即呼救并拨打“119”电话报警，起火部位现场员工应在1min内形成第一灭火力

量，并采取如下措施： 

a) 火灾报警按钮或电话附近的员工，立即按下按钮或拨打电话通知消防控制室或值班人员； 

b) 消防设施、器材附近的员工，迅速利用消火栓、灭火器等设施器材灭火； 

c) 疏散通道或安全出口附近的员工，引导人员疏散。 

6.6 火灾确认后，单位消防控制室或单位值班人员应立即启动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在3min内形成第

二灭火力量，并采取如下措施： 

a) 通讯联络组按照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要求通知员工赶赴火场，与公安消防队保持联络，向火场

指挥员报告火灾情况，将火场指挥员的指令下达有关员工； 

b) 灭火行动组根据火灾情况使用消防设施、器材，扑救初起火灾； 

c) 疏散引导组按分工组织引导现场人员疏散； 

d) 安全救护组协助抢救、护送受伤人员； 

e) 现场警戒组阻止无关人员进入火场，维持火场秩序。 

7 组织疏散逃生能力 

7.1 汽车客运站应提高组织疏散逃生能力，做到会引导人员疏散、会火场逃生自救。 

7.2 汽车客运站员工应熟悉本单位疏散逃生路线以及引导人员疏散程序，掌握避难逃生设施的使用方

法，具备火场自救逃生和组织引导人员疏散的基本能力。 

7.3 汽车客运站应在候车厅等人员密集场所逐楼层、逐部位确定疏散引导人员，负责紧急情况下引导

在场人员通过附近的安全出口、疏散通道迅速疏散。 

7.4 火灾发生后，疏散引导人员应通过喊话、广播等形式，稳定火场人员情绪，消除恐慌心理，引导

人员采取正确的逃生方法，向安全出口、疏散楼梯、楼顶等安全地点有序疏散逃生，避免拥堵踩踏。 

7.5 火灾发生时，应按照以下顺序通知人员疏散： 

a) 二层及以上的楼层发生火灾，应先通知着火层及其相邻的上下层； 

b) 首层发生火灾，应先通知本层、二层及地下各层； 

c) 地下室发生火灾，应先通知地下各层和首层。 

7.6 应明确专人对婴幼儿和老、弱、病、残、孕人员的候车场所负责，火灾发生时，要优先疏散。 

7.7 疏散引导员应对人员疏散情况进行巡视，发现遗留人员应立即采取措施使其离开火灾现场；并对

疏散出的人员进行安抚，协助抢救、救护受伤人员。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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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火灾无法控制时，单位火场总指挥应及时通知所有参加救援人员撤离。 

8 消防宣传教育能力 

8.1 汽车客运站应制定详细的宣传培训计划，组织员工开展经常性消防宣传教育，做到消防常识普及

化、消防设施标识化。 

8.2 汽车客运站应确定专兼职消防宣传教育人员，具备宣传教育能力，具体实施本单位的消防宣传培

训工作。 

8.3 汽车客运站应利用展板、专栏、橱窗、广播、电视、网络等形式开展消防宣传教育。设有电子显

示屏的汽车客运站，在营运高峰时段应至少每2h播放一次消防宣传视频或字幕。 

8.4 汽车客运站应在人员密集的部位和疏散通道的显著位置设立“三提示”宣传标牌和宣传专栏，提

示公众所在场所火灾危险性，提示公众所在场所安全逃生路线、安全出口的具体位置，遇到火灾等紧急

情况如何正确逃生、自救，提示公众所在场所灭火、逃生设备器材具体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其设置应

符合DB 41/T 627－2010的要求。 

8.5 汽车客运站的危险场所、危险部位及消防设施、安全疏散设施等应设置醒目、美观、内容简单明

了的标识。 

8.6 汽车客运站应编印消防安全宣传资料供旅客取阅。 

8.7 新上岗员工及驾驶员、乘务员等应经消防安全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在岗人员应至少每半年进行一

次消防安全教育培训。 

8.8 教育培训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有关消防法规、消防安全制度和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 

b) 本单位和本岗位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 

c) 消防设施、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和操作规程； 

d) 报火警、扑救初起火灾及逃生自救的知识和技能； 

e) 组织、引导旅客疏散的知识和技能； 

f) 本场所的安全疏散路线、引导人员疏散的程序和方法； 

g)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内容、操作程序。 

8.9 汽车客运站的下列人员应接受消防安全专门培训： 

a) 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 

b) 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 

c) 消防控制室的值班、操作人员； 

d) 特殊工种岗位人员； 

e) 志愿消防队等其他应当接受消防安全专门培训的人员。 

9 自我评定 

9.1 汽车客运站应按照本标准至少每季度组织开展一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自我评定工作，并向社

会承诺消防安全，具体由消防安全责任人或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实施。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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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依据本标准要求，可采取现场检查、模拟演练、随机提问、查阅档案、组织考核等方法进行评定。 

9.3 消防安全四个能力自我评定内容应包括逐级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防火检查、巡查、自查

及火灾隐患整改情况，专职或志愿消防队建设情况，各级各类人员的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和应知应会情况，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制定和演练情况等。 

9.3 评定结束后，应形成自我评定书面报告，报告内容应包括组织评定的工作方法、发现问题、评定

结论、改进措施等。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汽车客运站应每季度将消防安全自我评定报告分别报送当

地交通运输部门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或公安派出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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