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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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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大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大连市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都市发展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大连通广

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大连正和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彦波、刘楠、陈时武、韩德志、许佳华、毛庆东、曲波、白万明、陈天禄、

宋伟、全森、王国彬、陈东军、苏志伟、武博、彭红美、何鹏飞、李嵩、陈晓耕、刘爱明、张临新、黄

胜财、王睿、宋梓衔、王建敏、王勇、刚志富、袁理、张典能。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大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通讯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东北北路101号 

联系电话：0411-81988815 

主要起草单位：大连市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762号 

联系人：曲波 陈时武 

联系电话：0411-84633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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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编单位：都市发展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大连通广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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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建筑装修改造消防设计审查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既有建筑装修改造消防设计审查技术规程的术语和定义、总则、改造可行性研究、建

筑设计、消防给水系统、防烟排烟系统、消防电气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既有民用建筑装修改造以及工业建筑改变为公共建筑的改造。 

本文件不适用于既有建筑扩建、住宅建筑中居住部分的内部装修改造、工业建筑改造以及文物建筑、

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修缮或改造。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引用而成为本文件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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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67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98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GB 5097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 5008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370  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1251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GB 51309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既有建筑 

已完成竣工验收的建筑。 

建筑内部装修 

不改变既有民用建筑的设计使用功能、防火分区、防烟分区、平面布置、安全疏散和避难，为满足

使用需求，对其内部空间所进行的表面装饰、布设活动或固定家具、设置不到顶的固定隔断及安装固定

设备设施等活动。 

建筑整体改造 

整座既有公共建筑改造或整座工业建筑改变为公共建筑的改造；当既有公共建筑设置有地下或半

地下室时，其整体改造指地上各层、或地上各层与局部地下或半地下室、或地上各层与全部地下或半地

下室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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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局部改造 

既有民用建筑的部分楼层改造或部分楼层的局部改造。 

原标准 

既有建筑改造前应执行的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技术标准，以及既有建筑改造前执行的通过专家评

审的建筑消防安全评估报告。 

现行标准 

现行的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技术标准。 

4 总则  

为保障既有建筑装修改造的消防安全，明确既有建筑装修改造消防设计审查的适用标准，编制本

技术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既有民用建筑装修改造以及工业建筑改变为公共建筑的改造。 

本规程不适用于既有建筑扩建、住宅建筑中居住部分的内部装修改造、工业建筑改造以及文物建

筑、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修缮或改造。 

既有建筑装修改造包括建筑内部装修、建筑整体改造和建筑局部改造。 

工业建筑改变为公共建筑的改造，应执行现行标准。 

既有民用建筑改造应提高消防设计技术标准，执行现行标准确有困难时，在满足改造前应执行的

消防技术标准的前提下，部分内容可按照本规程的规定适用原标准。 

特殊建筑或特殊情形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文物建筑、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修缮或改造，应符合相关消防

法律法规的规定，消防设计不满足现行标准的规定时，应进行消防安全评估，按有关规定

经专家评审通过后作为申请办理消防相关手续的依据； 

2) 建筑主体结构已全部或部分施工的停建缓建项目，恢复建设时应执行现行标准，确实受客

观条件限制无法满足现行标准的规定时，应进行消防安全评估并采取加强性措施，按有关

规定经专家评审通过后作为申请办理消防相关手续的依据； 

3) 其他因特殊原因无法满足现行标准或本规程规定的改造项目，应进行可行性研究，具备实

施改造的条件时，可参照本条第 2）款执行。 

本规程未规定的消防设计审查内容，应符合现行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技术标准的规定。 

5 改造可行性研究 

既有建筑改造实施前，宜根据既有建筑的消防安全状况以及现行标准和本规程的规定，进行改造

可行性研究，以确定是否具备改造技术条件。 

建筑使用功能改变为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儿童活动场所，老年人照料设施，

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等，应预先进行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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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建筑改造消防技术可行性研究应由改造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建筑工程设计资质的单位或委

托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完成，可行性研究的具体内容及报告形式见本规程附录。 

6 建筑设计 

建筑内部装修 

6.1.1 建筑内部装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的要求。 

6.1.2 建筑内部装修范围内不满足原标准的建筑设计内容，应按现行标准或本规程的规定进行同步改

造。 

建筑整体改造 

6.2.1 公共建筑使用功能未发生改变的建筑整体改造，应执行现行标准，确实受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改

造时，下列内容可适用原标准： 

1) 单、多层建筑的消防车道； 

2) 除首层外，其他楼层的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3) 除首层外，其他楼层的安全出口数量； 

4) 混合结构形式的建筑以及其他受主体结构限制的建筑，其疏散楼梯形式； 

5) 不改造的地下或半地下层的消防电梯停靠； 

6) 受主体结构或竖向井道等限制的消防电梯前室或合用前室的短边尺寸。 

6.2.2 公共建筑使用功能发生改变的建筑整体改造, 应执行现行标准，确实受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改造

时，下列内容可适用原标准： 

1) 不改造的地下或半地下层的消防电梯停靠； 

2) 受主体结构或竖向井道等限制的消防电梯前室或合用前室的短边尺寸。 

6.2.3 高层公共建筑实施整体改造应按照现行标准要求设置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当用地红线内的场

地尺寸不满足登高场地的设置要求时，可利用符合实战需要的红线外道路或广场等。 

建筑局部改造 

6.3.1 建筑局部改造不得降低其他非改造区域的消防安全；楼层的局部改造应提供该楼层完整的防火

分区、安全疏散等设计内容。 

6.3.2 建筑使用功能未发生改变的局部改造，改造区域的平面布置、安全疏散距离、避难间、疏散门

的宽度和数量以及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等，应执行现行标准，除本规程另有规定外，其他内容可

适用原标准。 

6.3.3 单一功能的公共建筑首层设置总建筑面积不大于 300 ㎡的小型商业服务设施等，可按照建筑使

用功能未发生改变的局部改造执行，整体建筑的防火要求可依照既有建筑主体功能适用原标准；小型商

业服务设施等的防火分隔应符合现行标准的规定。 

6.3.4 建筑局部改造不应致使高层公共建筑的防火分类由二类改变为一类，也不应将住宅建筑改变为

住宅与其他使用功能合建的建筑；确需改变时，整座建筑应按现行标准的要求进行改造，确有困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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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内容可按下列规定执行： 

1) 应按现行标准的要求设置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当用地红线内的场地尺寸不满足登高场

地的设置要求时，可利用符合实战需要的红线外道路或广场等； 

2) 不改造的地下或半地下层的消防电梯停靠，可适用原标准； 

3) 高层公共建筑受主体结构或竖向井道等限制的消防电梯前室或合用前室的短边尺寸，可

适用原标准； 

4) 住宅部分的消防电梯前室或合用前室的短边尺寸，可适用原标准 

6.3.5 建筑使用功能发生改变的局部改造，应执行现行标准，当公共建筑防火分类未提高且确有困难

时，下列既有内容可适用原标准： 

1) 消防车道、救援场地； 

2) 不改造的地下或半地下层的消防电梯停靠； 

3) 受结构或竖向井道等限制的消防电梯前室或合用前室的短边尺寸。 

建筑构造 

6.4.1 既有疏散楼梯形式需要改变时，应按现行标准的规定对其各层进行改造。当改造范围仅为建筑

的地上部分时，疏散楼梯的地下或半地下部分可适用原标准；当改造范围仅为建筑的地下或半地下部分

时，疏散楼梯的地上部分可适用原标准。 

6.4.2 既有环绕电梯井道布置的疏散楼梯，当电梯井道墙的耐火极限符合现行标准的规定且电梯轿厢

的内部装修全部采用不燃材料时，可作为疏散楼梯使用；电梯层门更换时，其耐火极限应符合现行标准

的规定。 

6.4.3 改造区域内及其边界的防火卷帘应符合现行标准的规定。中庭以及其他上、下层相连通的开口

部位，其周边既有的折叠提升式防火卷帘确实难以改造且满足防火要求时，可适用原标准。 

6.4.4 木结构坡屋顶建筑进行整体改造时，应对坡屋顶的承重木构件采取防火保护措施。木结构坡屋

顶进行整体维修时，其承重木构件应采取防火保护措施，更换或增设的保温材料及防护层应符合现行标

准的规定。 

6.4.5 既有建筑改造时，其外保温系统按以下规定执行： 

1) 既有建筑增设或更换的外墙和屋面的外保温系统应执行现行标准； 

2) 既有建筑外墙增设装饰幕墙时，装饰幕墙对应的外墙保温系统应执行现行标准； 

3) 既有建筑在外墙保温系统施工期间处于使用状态时，外墙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 A级。 

救援窗口 

6.5.1  既有建筑更换或增设的外窗和采光玻璃幕墙，应按照现行标准的要求设置救援窗口。 

7 消防给水系统 

消火栓系统 

7.1.1 市政环状管网供水的室外消火栓系统，如两条室外给水引入管均从同一市政给水干管引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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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引入管之间的市政干管上设有检修阀门时，可视同两路供水。 

7.1.2 建筑物周边 150m 范围内的市政消火栓可计入建筑物室外消防用水量，但数量不应超过 2个。 

7.1.3 不超过 5层或体积大于 5000m³、不大于 10000m³的办公楼、教学楼、非住宅类居住建筑等其他民

用建筑中增设展览、商店、旅馆、医疗、老年人照料设施和图书馆等使用功能时，应增设室内消火栓系

统。当非改造区域因继续使用等原因暂时无法增设时，可仅在改造区域内增设，但应为非改造区域后续

增设室内消火栓系统预留条件。 

自动灭火系统 

7.2.1 按照现行标准规定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建筑，建筑装修改造均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7.2.2 考虑建筑局部改造增加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难度，推荐采用自动喷水灭火局部应用系统。当室

内消火栓系统的设计流量能满足局部应用系统设计流量时，局部应用系统可与室内消火栓合用室内消

防用水量、稳压设施、消防水泵及供水管道等；不能满足时，应按照《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要求执行。 

7.2.3 非人员密集场所当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确有困难时，可采用气体灭火系统、超细干粉灭火系

统等自动灭火措施。 

消防用水量 

7.3.1 建筑内部装修、不改变使用功能的建筑局部改造以及改变使用功能但火灾危险性降低的建筑局

部改造，可不增加消防用水量。 

7.3.2 按现行标准要求高位消防水箱有效容积不大于 36m³时，应按照现行标准执行，大于 36m³需要对

既有建筑（高度小于 100米）进行结构加固改造且确有困难时可按 36m³设计。 

7.3.3 新增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不包括既有消火栓系统用水量满足要求的自动喷水灭火

局部应用系统），消防水池储水量应能满足消防用水量的要求，不能满足时应增加消防水池储水量。 

7.3.4 增加消防水池容量的难度较大或不能实现时，改造时可采用下列措施： 

1) 使用功能发生变化时应按照现行标准要求增加消防水池储水容积，按标准规定符合利用

条件的市政消火栓供水量可以扣减室外消防用水量； 

2) 依据《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第 6.1.1条、6.1.5条、6.1.11条规

定，相邻建筑消防水池取水口与改造建筑间消防水龙带可通行距离小于 150m，且两个产

权单位或两个物业管理单位间订有授权使用协议的，相邻建筑消防水池可作为备用消防

水源，改造建筑消防水池储存的室外消防用水量计算标准可扣减 15L/s。 

消防水泵房及消防水池 

7.4.1 消防用水量增加时，消防水泵可否继续使用应经计算确定，不符合要求时应按现行标准要求进

行更换。 

7.4.2 建筑装修改造的消防泵控制应执行现行标准，局部改造时既有消防箱按钮可保留。 

7.4.3 建筑局部改造时消火栓水枪充实水柱应执行现行标准，消火栓栓口动压允许执行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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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消防水池和消防水泵房的位置应执行现行标准，确有困难时，除工业建筑改变为公共建筑的改

造外，其他装修改造可适用原标准。 

消防电梯排水设施 

7.5.1 消防电梯改造时井底应设置排水设施。排水泵集水井的有效容量不应小于 2.00m³，排水泵的排

水量不应小于 10L/S。 

8 防烟排烟系统 

一般规定 

8.1.1 使用功能未发生改变的建筑整体改造，确有困难时，既有疏散楼梯间、防烟前室、消防电梯前

室、合用前室的自然通风系统以及不满足自然通风条件的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消防电梯

前室、合用前室的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可适用原标准。 

8.1.2 使用功能发生改变的建筑局部改造，下列既有内容应符合现行标准的规定，当建筑防火分类未

提高且确有困难时，可适用原标准： 

1) 疏散楼梯间、防烟前室、消防电梯前室、合用前室的自然通风系统。 

2) 不满足自然通风条件的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消防电梯前室、合用前室的机

械加压送风系统。 

3) 防烟系统的竖井及防烟设施满足使用要求时可适用原标准，但新增加的防烟系统应执行

现行标准（竖井在计算之后，满足通风量时可使用既有系统竖井）。 

4) 排烟系统可使用既有排烟竖井，当既有排烟竖井排烟量不满足现行标准要求时，改造层排

烟系统不得接入既有排烟竖井。外墙（幕墙）的排烟窗开启面积和高度可适用原标准。 

5) 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的顶部固定窗。 

8.1.3 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应采取防火措施，并应符合现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

规定。 

8.1.4 既有排烟风机、补风风机及正压送风机露天设置时应采取防护措施，防护装置的空间应符合现

行标准的规定。 

防烟系统 

8.2.1 首层不靠外墙的地下或半地下室的疏散楼梯间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时，该疏散楼梯间在首层

开向直通室外的通道或门厅的门可作为顶部固定窗使用。 

 

排烟系统 

8.3.1 现行标准对排烟竖井及补风竖井的材质要求发生了较大变化，排烟竖井及补风竖井难以改造时，

可采用下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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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既有排烟竖井排烟量符合现行标准时，局部改造或使用功能未改变的整体改造排烟可接

入既有排烟竖井，既有排烟竖井可适用原标准；既有竖向排烟井排烟量不能满足改造要求

时，应执行现行标准。 

2) 既有送风补风量符合现行标准时，局部改造或未改变使用功能的整体改造的送风及补风

可接入既有送风补风井，既有送风补风井可适用原标准；既有竖向送风补风量不能满足改

造要求时，应执行现行标准。 

8.3.2 既有楼板开口面积不大于 200 ㎡的竖向贯通空间以及净高大于 6m 且不贯通楼层的高大空间，

当采用机械排烟时，其计算排烟量可按空间体积换气次数不小于 6 次/h 确定,且应不小于 40000m³/h；

当采用自然排烟时，其自然排烟窗（口）开启的有效面积应不小于中庭或门厅等空间地面面积的 5%。 

8.3.3 净高不大于 3m的疏散走道，其排烟口的设置可适用原标准。 

9 消防电气 

消防电源 

9.1.1 因建筑使用功能变化导致多层建筑需要将三级负荷改为二级负荷、高层建筑需要将二级负荷改

为一级负荷时，消防配电应满足现行标准规定的电力负荷等级要求。 

9.1.2 增加市政电源确有困难时，可采用发电机组、蓄电池组作为应急电源，并应符合现行标准的规

定。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9.2.1 按照现行标准规定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建筑，建筑装修改造均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9.2.2 新增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接入原系统，改造区域控制逻辑宜按现行标准执行。当既有建筑无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时，应设独立系统，新增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符合现行标准的规定。 

9.2.3 系统改造前，应对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产品情况和运行情况进行检测和评估，以确认产品的通

讯接入方式。对于已淘汰或不支持扩展的产品，原系统应增设报警控制器（有联动控制要求时，报警控

制器应选用联动控制型），报警控制器与原系统应通过模块或转换模块实现通讯。 

9.2.4 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建筑整体改造，应按照现行标准要求设置防火门监控系统、消防电源

监控系统和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建筑局部改造时，防火门监控系统、消防电源监控系统和电气火灾监控

系统可维持原设计。 

9.2.5 建筑改造新增的可能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汽的场所，应设置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消防联动控制 

9.3.1 原设置在室内消火栓箱内的消火栓按钮有启动消防泵和火灾报警两项功能，局部改造时可以保

留，也可按照现行标准，仅作为火灾报警及联动触发功能。消火栓泵启动方式可参照本规程第 5.4.2条

由消防水专业确定。 

9.3.2 改造区域设有防火卷帘、常开防火门、机械加压送风口、电动排烟窗、电动挡烟垂壁时，优先

采用消防控制室集中控制，不具备条件时可在相关联的部位设置火灾联动控制装置（可采用自带火灾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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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器接口的控制箱直接进行联动控制）。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9.4.1 既有建筑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为集中控制系统时，应执行现行标准；为非集中控制系

统时，改造区域和本层与改造区域相关联的疏散走道、疏散楼梯应按现行标准改造（含更换）消防应急

照明和疏散指示装置。确有困难时，本层与改造区域相关联的疏散走道、疏散楼梯可采用既有应急照明

和疏散指示系统。 

消防供配电系统 

9.5.1 改造区域消防及非消防供、配电电线电缆及弱电线缆选型应执行现行标准。 

9.5.2 配电线路的敷设方式应执行现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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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既有建筑改造消防技术可行性研究报告格式 

表A.1 既有建筑改造消防技术可行性研究报告 

项目名称  改造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改造部分的产权单位  

用地性质  改造部分的产权状况 □改造单位自有产权  □改造单位租赁使用 

既有建筑概况（以验收或备案为准）  

建筑防火分类  建筑高度 m 建筑功能  

建筑耐火等级  建筑结构形式  设计时间  

建筑层数 地上  层，地下  层 总建筑面积 ㎡   

拟装修改造情况  

装修改造形式 □整体改造  □局部改造  □内部装修 改造楼层 层 

改造功能  改造面积 ㎡ 

可行性研究情况  

可行性研究内容 改造前的情况 改造后的现行标准要求 是否具备改造条件 备注 

建筑防火分类     

建筑耐火等级     

防火间距     

消防车道     

消防救援场地     

消防电梯     

防火分区建筑面积     

防火分区疏散宽度     

楼层疏散总净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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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分区之间的防火卷帘     

疏散距离     

独立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     

疏散楼梯形式     

外墙外保温系统     

救援窗口     

室外消火栓系统     

室内消火栓系统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室外消防用水量     

室内消防用水量     

消防水泵房     

消防水箱     

防烟系统     

防烟楼梯间、封闭楼梯间的 

顶部固定窗 
    

排烟系统     

消防电源     

消防供配电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消防联动控制     

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     

可行性研究结论 

依据大连市地方标准《既有建筑装修改造消防设计审查技术规程》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该项目改造

消防技术可行性研究结论为：  □可行   □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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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研究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可行性研究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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