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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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贾国斌、勾清泉、周亮、王胜、胡挺、郑锦、左娅力、尚国斌、魏昆、成竹、

储兵、杨明睿、邓捷、王帅、张欣盛、李芳、胡波、秦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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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消防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民宿的建筑防火要求、消防技术措施和消防安全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单栋建筑经营用客房数量不超过14 间、最高4 层且建筑面积不超过800 m
2
的民宿。 

本文件不适用于帐篷、蒙古包、水面设施、房车等形式以及开设在文物建筑内的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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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39  农村防火规范 

GB 5008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6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标准 

GB 55036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DB52/T 1777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安全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民宿  homestay inn 

利用城乡居民自建房、集体用房等闲置资源和新建设施，构建主客共享文化，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

自然景观、特色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 

[来源：DB52/T 1743-2023，3.1] 

4 建筑分类及规模 

按照建筑承重构件和楼梯的燃烧性能，民宿建筑分为以下 3类：  

—— A类:墙、柱、梁、楼板、楼梯和屋顶承重构件均为不燃材料； 

—— B类:墙、柱、梁、楼板、楼梯等构件为不燃材料，屋顶承重构件为难燃或可燃材料； 

—— C类:墙、柱、梁、楼板、楼梯等任一构件为可燃材料。  

A、B 类民宿建筑采用钢结构时应对承重构件进行防火保护。A 类民宿建筑柱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2.5 h、梁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1.5 h，屋顶承重构件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1.0 h。B类民宿建筑柱的耐火

极限不应低于 2.0 h、梁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1.0 h，屋顶承重构件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0.5 h。 

民宿建筑采用钢结构未进行防火保护的，视为 C类民宿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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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民宿建筑经营用层数不应超过 4 层，B、C类民宿建筑经营用层数不应超过 3 层。 

C类民宿建筑经营用层数为 3 层时，每层最大建筑面积不应超过 200 m²。为 2 层时，每层最大建筑

面积不应超过 300 m²。 

A、B类民宿建筑的非承重墙、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不符合本文件相关规定的，其经营用层数、每

层最大建筑面积、安全疏散和消防设施配备应当按照 C类民宿建筑的相关要求执行。 

附设在民宿建筑内专门为民宿客人服务的室内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100 m²，

并应设置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 

对于经营用层数和建筑面积不符合以上条款要求的既有民宿，应按照本文件要求实施消防改造。 

5 建筑布局 

民宿建筑与生产、储存甲、乙类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50 m。 

在城、镇规划区内新建的民宿建筑的耐火等级和防火间距应符合 GB 50016和 GB 55037的规定；

在城、镇规划区外新建的民宿建筑的耐火等级和防火间距应符合 GB 50039和 GB 55037 的规定。 

在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范围内利用既有建筑改建的 C 类木结构民宿，与相邻建筑

防火间距不符合技术标准规定的，应选用以下防火措施之一防止火灾蔓延： 

a) 对民宿建筑的木质构件进行阻燃处理； 

b) 对既有建筑的外墙两侧、檐口等外露的木质建筑构件包覆耐火极限≥30 min的不燃材料； 

c) 在相邻建筑外墙之间砌筑耐火极限≥1.0 h且高出较高建筑屋檐 0.5 m的防火隔墙； 

d) 其他能够有效阻止火势蔓延的措施。 

6 建筑构造和装饰装修 

不应采用金属夹芯板材作为建筑构件，不应使用易燃装修材料。 

厨房的顶棚、墙面、地面应当采用不燃装修材料。 

A、B类民宿建筑楼梯间的墙、疏散走道的墙、房间隔墙应为不燃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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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房和公共活动用房的顶棚、墙面和地面应当采用不燃或难燃装修材料，顶棚、墙面局部使用可燃

装修材料的，面积不应超过该房间顶棚或墙面面积的 10%。 

A、B类民宿建筑外墙、屋面装饰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 

C类民宿应采用不燃、难燃材料装饰。 

7 平面布置及防火分隔 

位于同一建筑内的不同民宿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 h 的防火隔墙进行分隔，并应分别独

立设置安全出口，防火隔墙上不应开设门、窗、洞口。 

民宿建筑内设置的对外营业的酒吧、餐厅、零售商店和加工作坊等生产经营场所，应采用耐火极

限不低于 2.0 h的防火隔墙和 1.0 h的不燃性楼板与民宿部分进行分隔，并应分别独立设置安全出口，

防火隔墙和楼板上不应开设门、窗、洞口。 

客房、餐厅、休闲娱乐区、厨房等不应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室。 

供人员疏散通行的内院、天井设置雨棚或阳光棚时，不应完全封闭，宜在两个不同方向开敞。确

需封闭时，应在顶部或四周均匀设置可开启外窗，开窗面积不小于天井、内院总投影地面面积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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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设在民宿建筑内并使用明火的公共厨房，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 h 的防火隔墙和 1.0 h 的

不燃性楼板与其他部位分隔，防火隔墙上的门、窗应采用乙级防火门、窗。 

8 安全疏散 

民宿每层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2 个。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每层可只设 1 个安全出口：  

a) 2 层及以上楼层的客房和其他人员居住房间不超过 16 间，房间门至疏散楼梯的最远疏散距离

不大于 15 m的 A类民宿； 

b) 2 层及以上楼层的客房和其他人员居住房间不超过 8 间，房间门至疏散楼梯的最远疏散距离不

大于 15 m的 B类民宿； 

c) 2 层及以上楼层的客房和其他人员居住房间均通过敞开式外廊与疏散楼梯相连的 A、B 类民宿

建筑； 

d) 2 层及以上楼层的客房和其他人员居住房间不超过 5 间，房间门至疏散楼梯的最远疏散距离不

大于 9 m的 C类民宿。 

民宿可以采用室外疏散楼梯作为安全出口，室外疏散楼梯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栏杆扶手的高度不应小于 1.1 m，楼梯净宽度不应小于 0.8 m； 

b) 倾斜角度不应大于 45 º； 

c) A、B类民宿室外楼梯的梯段和平台均应采用不燃材料制作，C类民宿室外楼梯的梯段和平台可

采用木结构或难燃性材料制作； 

d) 除疏散门外，楼梯周围 2 m内的墙面不应设置门、窗、洞口，疏散门不应正对梯段。当与楼梯

贴邻的墙为木结构时，楼梯周围 2 m内的木结构墙应作阻燃处理。 

安全出口应分散布置，每个楼层相邻两个安全出口最近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5 m。 

疏散楼梯宜能通风采光，疏散楼梯不能自然通风采光的，客房的门应具有自行关闭功能。 

楼梯间内不应设置空调外机、配电箱和电表箱。 

客房和公共活动用房应当设有开向室外的可开启外窗，可开启外窗的净高度不应小于 0.8 m、净宽

度不应小于 0.5 m，窗台下沿距室内地面高度不宜大于 1.2 m。可开启外窗上不应设置影响疏散逃生和灭

火救援的障碍物。 

C类民宿和每层只有 1 个安全出口的 A、B类民宿，2 层及以上楼层的客房均应配备逃生软梯或逃

生缓降器等辅助疏散设备，并在客房内设置可靠的固定装置和使用说明。辅助疏散设备的长度应当确保

住宿人员能够安全疏散至地面。 

9 消防设施 

民宿集中的区域或村寨应按照相关国家标准，规划建设消防水源、消防车道等公共消防基础设施。   

应在各层设置消防软管卷盘或轻便消防水龙，有条件的应当设置室内消火栓。消防软管卷盘、轻

便消防水龙和室内消火栓的设置应保证室内任何部位均在以上消防设施的保护范围内。 

安全出口、楼梯间、疏散走道应设置保持视觉连续的灯光疏散指示标志，楼梯间、疏散走道应设

置应急照明灯。 

应按建筑面积 150 m
2
至少配备 1 具 4 kg以上的水基型或 ABC干粉灭火器的标准配备灭火器，且每

个楼层配备灭火器数量不应少于 2 具。厨房和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应单独配置灭火器，配备数量不

应少于 2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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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房、公共活动用房、走道、楼梯间、可燃物品库房和厨房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联网型的

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厨房应选用感温火灾探测器。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的报警信息应能传输至民

宿经营者和值班人员的手机。 

设置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的民宿，应在各楼层设置火灾警报器，并在服务台和各楼层安全出口

处设置用于直接启动火灾警报器的手动报警按钮。火灾警报器的设置和声压级应符合 GB 50116 和    

GB 50166的要求。 

应在客房内配备应急手电筒、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等逃生器材及使用说明，并放置在醒目位置

或设置明显的标志。应急手电筒和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的有效使用时间不应小于 30 min。 

经营使用层数为 2 层及以上的木结构 C类民宿的客房、公共活动用房、可燃物品库房应当设置简

易喷水灭火系统（简易喷水灭火系统的设置参照附录 A）。 

使用燃气的房间应设置与燃气种类相适应的可燃气体泄漏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   

10 电气防火 

民宿建筑应按楼层设置配电（柜）箱，并宜按房间设置分配电箱。 

配电（柜）箱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制作。 

配电（柜）箱不应直接安装在可燃材料上，配电箱下方和周围 0.5 m范围内不应堆放可燃物。 

配电回路应设置短路保护、过负荷保护和接地故障保护。 

电暖设备、空调等大功率用电设备应采用单独的配电回路。 

民宿建筑内的电气线路应采用铜芯电线电缆，电线电缆的载流量不应小于预期负荷的最大计算

电流。 

电气线路敷设应避开炉灶、烟囱等高温部位及其他可能受到高温作业影响的部位。 

电气线路敷设在可燃物上应当穿金属或阻燃塑料的导管、封闭式槽盒保护。敷设在有可燃物的吊

顶或难燃性、可燃性墙体内的电气线路应当穿金属导管、封闭式金属槽盒保护。 

控制面板、接线盒、开关、插座等不应直接安装在低于 B1级的装修材料上。 

开关、插座和照明灯具等靠近可燃物时，应采取隔热、散热等防火措施。 

照明灯具宜选用冷光源灯具，不应使用卤钨灯、60 W以上白炽灯、高压汞灯等高温照明灯具。 

民宿建筑外设置的灯带、灯箱、霓虹灯、节日彩灯、电子广告牌应当安装在不燃材料上，并采

用单独的配电回路。 

木结构 C 类民宿应设置实时监测用电情况，发生漏电、电弧、过载、短路等电气故障时能够自

动切断电源的智慧用电系统。 

11 燃料使用 

不应在厨房以外的房间储存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和液体燃料，不应在客房内安装使用燃气热水

器。 

厨房瓶装液化石油气总重量超过 100 kg的应设置瓶组间，瓶组间的设置要求应符合 GB 55037的

相关规定。 

使用闪点不小于 60 ℃的丙类液体燃料时，燃料储罐应布置在建筑外。当应设置在室内时，储罐

的容量不应大于 1 m
3
，并应设置在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 h的防火隔墙和 1.0 h的不燃性楼板分隔的

单独房间内，房间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储罐应为金属材质，储罐下部应设置防止液体流散的设施，连

接储罐、灶具的燃料输送管应采用金属管，并在储罐出口处设置紧急切断阀。灶具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不应使用甲、乙类液体燃料。使用民用醇基液体燃料应当符合 DB52/T 1777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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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消防安全管理 

民宿经营者应当每半年对从业人员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员工上岗前应开展岗前消防安全教

育培训，培训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以下： 

a) 消防法律法规； 

b) 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c) 本场所、本岗位的火灾风险和防控要点； 

d) 常见火灾隐患的辨识和整改； 

e) 消防设施、器材的使用方法； 

f) 报火警、扑救初起火灾和自救逃生的知识技能； 

g) 本场所的安全疏散路线，引导客人疏散的程序和方法。 

鼓励民宿经营者及从业人员通过职业技能认定取得《消防安全管理员》职业技能评价证书。 

民宿经营者应当加强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并符合以下要求： 

a) 保持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畅通。不应在楼梯间、走道堆放物品，不应在营业期间锁闭、堵塞安

全出口； 

b) 安全用火。不应在木质楼板上设置炉灶、火塘，不应在客房使用明火，不应在炉灶、火塘等火

源 1m范围内堆放可燃物。厨房抽油烟机和油烟管道应至少每季度进行一次清洗。在室外用火、

燃放烟花爆竹时，应落实现场监护和安全措施； 

c) 安全用电。不应私拉乱接电气线路，不应在安全出口、楼梯间和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为电动

自行车充电，大功率电器停止使用后应当关闭电源，每年至少由专业电工进行一次用电安全检

查； 

d) 安全用油用气。液化石油气气瓶应当与炉灶保持 0.5 m以上的安全距离，炉灶停止使用后应当

关闭气源和可燃液体管道阀门。定期检查燃气、可燃液体管道，发现破损、松动、老化应及时

维修更换； 

e) 严格电气焊作业管理。电、气焊等明火作业前应清除周围可燃、易燃物品，配置灭火器材，落

实现场监护和安全措施。 

民宿每天应当开展不少于 2 次防火巡查，其中 1 次应当在夜间进行，防火巡查重点检查以下内

容： 

a)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情况； 

b) 用火用电用油用气安全状况； 

c) 应急照明灯具、疏散指示标志完好情况； 

d) 室内消火栓、消防卷盘、轻便消防水龙、灭火器的外观和组件完好情况； 

e) 离人后熄灭火源，关闭电源、气源等情况。 

民宿经营者应当每月组织开展一次防火检查，防火检查应当重点检查以下内容： 

a) 员工是否掌握民宿的火灾风险和防控要点，是否会引导客人疏散逃生、会使用消防器材设施、

会报火警； 

b) 室内消火栓、简易喷水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警报装置、消

防软管卷盘、轻便消防水龙、灭火器、防火门窗等消防设施设备是否完好有效； 

c) 燃料、燃气管道是否破损、松动、老化，是否私拉乱接电气线路； 

d) 抽油烟机和油烟管道是否定期进行清洗。 

应结合场所实际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演练。 

民宿经营者应当及时整改巡查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 

民宿应当在客房醒目位置设置安全疏散示意图和不应卧床吸烟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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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火灾，民宿经营者及从业人员应当第一时间报警并引导客人疏散、扑救初起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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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简易喷水灭火系统的设置要求 

A.1 定义 

简易喷水灭火系统：由闭式洒水喷头、防污染设施、配水管道、增压泵、末端试水装置等组件组成，

直接连接生活用水管，能在发生火灾时自动喷水灭火的简易系统。 

A.2 系统设计基本参数 

系统按4 L/min·m
2
确定喷水强度，其作用面积按保护最大房间的面积确定。 

A.3 配水管道材质要求 

配水管道可采用内外壁热镀锌钢管、涂覆钢管、铜管、不锈钢管和氯化聚氯乙烯（PVC-C）管等满

足压力、耐腐蚀和耐高温要求的管道。 

A.4 喷头选择  

应选用流量系数K≧80的家用喷头，即适用于住宅建筑和非住宅类居住建筑的一种快速响应喷头。 

A.5 喷头布置 

喷头的间距、一只喷头的最大保护面积、最大保护跨度、与顶板的距离、与障碍物的距离、最不利

点喷头的最低工作压力等技术参数应符合GB 55036、GB 50084中轻危险级场所的相关规定。 

A.6 末端试水装置 

民宿建筑内最不利点洒水喷头处应设末端试水装置，装置应由试水阀、压力表以及试水接头组成。 

A.7 配水管安装要求 

简易喷水灭火系统的供水不应与普通生活用水串联供水，其配水管的管径按民宿建筑需设置喷头

保护的最大房间面积查表1确定最小值，配水管连接水源的入口处应设置带有锁定装置的控制阀，配水

支管管径按其所保护房间面积查表1确定最小值，短立管管径应为25 mm，配水管处应设置倒流防止器或

采取其他有效防止污染生活用水的措施。如设置增压泵，倒流防止器应安装在增压泵出水管上。 

表A.1 配水管道管径与喷头数关系表 

公称管径 mm 最大房间需要设置的喷头数量（只） 

25 1 

25 2 

32 3 

32 4 

40 5 

50 10 

每个喷头保护面积按 20 m2
确定 

A.8 增压泵的选型及安装要求 

民宿建筑最大生活用水量仍能保证系统的流量与压力时，可不设置增压泵，否则，应在供水侧设置

增压泵，增压泵的选型应保证最不利点处喷头的工作压力不小于0.05 MPa。增压泵可按三级负荷供电，

且可不设备用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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