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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消防法》规定:公安消防队和专职消防队按照国家规定承担重大灾害事故和其他以抢救人员

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工作。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公安消防队主要承担地震等自然灾害、建筑施工事

故、道路交通事故、空难等生产安全事故、恐怖袭击、群众遇险等社会安全事件的抢险救援任务,同时协

助有关专业队伍做好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质灾害、森林草原火灾、生物灾害、矿山事故、危险化学品事

故、水上事故、环境污染、核与辐射事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的抢险救援任务。
消防应急救援系列国家标准主要是针对公安消防队和专职消防队承担的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

和社会安全事件等抢险救援任务,以及目前由公安消防队和专职消防队实际承担的危险化学品事故、水
灾、风灾、泥石流、水上事故、建筑物倒塌等抢险救援任务而制定的,目的是为了明确消防应急救援的对

象,规范消防应急救援装备配备、训练设施建设、技术训练、作业规程和人员资质等。
本标准规定的内容是消防应急救援训练设施的要求,训练设施组成以GB/T29176《消防应急救援

 通则》中所列消防应急救援技术类型为依据,各类训练设施与GB/T29175《消防应急救援 技术训

练指南》中的技术训练要求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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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应急救援 训练设施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消防应急救援训练设施的术语和定义、建设原则、组成、设置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公安消防队和专职消防队的消防应急救援训练设施建设,其他消防队和应急救援队

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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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907 消防基本术语 第一部分

GB/T29176 消防应急救援 通则

JTGB01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T5907和GB/T29176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消防应急救援训练设施 trainingfacilityforfireemergencyrescue
用于进行消防应急救援训练和教学的所有场区、建筑、装置和设备的总称。

4 建设原则

4.1 合理性原则

消防应急救援训练设施(以下简称训练设施)的建设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统一规划,合理设置。

4.2 实用性原则

训练设施的建设应符合当地消防应急救援的实际需求,满足应急救援训练任务的实用性要求。

4.3 综合性原则

训练设施的建设应充分考虑资金、土地和器材装备等资源的合理配套使用,并在满足应急救援训练

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灭火训练等功能。

4.4 安全性原则

训练设施应符合国家相关安全规定,并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确保训练安全和运行可靠。

5 组成与设置

训练设施的组成与设置应符合表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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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训练设施的组成与设置

序号 训练设施 消防站 省、市级培训基地

1 基础技术训练设施 √ √

2 训练塔 √

3 建筑构件破拆和支撑训练设施 √

4 烟热训练室 √ √

5 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处置训练设施 √ √

6 道路交通事故处置训练设施 √ √

7 建(构)筑物倒塌事故处置训练设施 √

8 水域救助训练设施 √

9 野外山岳救助训练设施 √

10 受限空间救助训练设施 √

11 沟渠救助训练设施 √

12 心理行为训练设施 √

  注:“√”为设置该类设施。

6 要求

6.1 基础技术训练设施

6.1.1 构成和功能

基础技术训练设施用于应急救援中个人项目的基本操作训练,结合训练塔和心理行为训练设施还

可以开展攻坚班组训练。包括:基本防护、消防障碍、攻坚技巧等各类技术训练。应急救援基础技术训

练设施应设有操作平台、板障、独木桥、轮胎、石墩以及辅助设备等。

6.1.2 建设要求

6.1.2.1 基础技术训练设施应设在平整训练场地上,场地尺寸不应小于110m×8m。可根据训练需

要建设具有400m环形跑道的训练场地。

6.1.2.2 操作平台上应设有绳索固定锚点,设置保护滑轮、安全钩等,用于绳索训练和防坠落保护。

6.2 训练塔

6.2.1 构成和功能

训练塔用于模拟多层或高层建筑,能够开展绳索救援训练、消防梯训练和徒手攀登训练等技术训

练。训练塔宜设有楼梯、模拟窗口、单人和双人翻窗固定设施、落水管、攀登墙角、水带晾晒装置等。建

有综合训练楼的地区,综合训练楼应能包含训练塔的训练功能,并设置相应的固定建筑消防设施。

6.2.2 建设要求

6.2.2.1 训练塔占地面积不应小于80m2,层数不应少于四层,高层建筑物较多的城市,层数可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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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6.2.2.2 训练塔的门窗可为木质框架,木质窗台上应装有用于绳索和消防梯训练的设计结构。

6.2.2.3 训练塔应设置绳索训练的锚点。锚点可以是梁、柱、楼梯栏杆或预埋的金属环。

6.2.3 安全要求

6.2.3.1 训练塔应设有避雷装置。

6.2.3.2 训练塔接触绳索的部位宜采用木质材料,防止绳索磨损。

6.2.3.3 训练塔中所有楼梯应有防滑以及防积水设计。

6.2.3.4 在训练塔顶层或较高楼层应设置保护滑轮、安全钩和绳索等,用于高空训练时的防坠落保护。

6.3 建筑构件破拆和支撑训练设施

6.3.1 构成和功能

建筑构件破拆和支撑训练设施用于训练消防员利用各种破拆和支撑器材,采取不同的技术手段和

战术方法,迅速高效地破拆建筑材料,并能够进行建筑构件的支撑训练。建筑构件破拆和支撑训练设施

宜设有模拟防盗门、卷帘门、窗户栅栏、钢结构围栏、梁柱、各种形状砖石、各种形式墙体,包括:木结构墙

体、砖石砌体以及钢筋混凝土墙体等,宜设置提升装置等辅助设施。

6.3.2 建设要求

6.3.2.1 建筑构件破拆和支撑训练设施占地面积不应小于100m2。所有训练用建筑构件的设计和布

置应与实际情况相符合。

6.3.2.2 建筑构件破拆和支撑训练设施中用于破拆和支撑的梁柱、墙体、围栏、门等宜建成可更换的结

构,形成各种形状的支撑空间。

6.3.3 安全要求

6.3.3.1 建筑构件破拆和支撑训练设施中应充分考虑现场被破拆和支撑结构的不稳定部位,进行支撑

加固或预先破拆,移开会造成危险的构件。

6.3.3.2 建筑构件破拆和支撑训练设施内不得有可燃物和易燃物,防止破拆训练时被引燃。

6.4 烟热训练室

6.4.1 构成和功能

烟热训练室宜设有控制室、体能训练间、烟热训练通道和发烟升温装置。其结构可分为长廊式和网

栅隔断式,可选用计算机自动控制、半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可模拟高温和浓烟环境,开展体力承受能

力、心理适应能力、通过障碍能力的测试和训练以及使用空气呼吸器的训练。

6.4.2 建设要求

6.4.2.1 长廊式烟热训练室占地面积应不小于110m2,建筑面积应不小于80m2,体能训练间面积应

不小于30m2,排烟时间应小于5min,温度控制在36℃~70℃,通道长度应大于60m。

6.4.2.2 网栅隔断式烟热训练室占地面积应不小于90m2,建筑面积应不小于60m2,体能训练间面积

应不小于30m2,排烟时间应小于3min,温度控制在36℃~70℃。

6.4.3 安全要求

6.4.3.1 烟热训练室应设有应急照明、监控、对讲、排烟装置和紧急救援通道。可以通过闭路电视或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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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像仪等装置观察受训人员的训练情况,确定受训人员所处位置。

6.4.3.2 烟热训练室中应使用确定成分的无毒烟气。可专门设计并安装发烟装置产生烟气。

6.5 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处置训练设施

6.5.1 构成和功能

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处置训练设施用于模拟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或运输设备出现的泄漏情况,可
模拟罐、釜、塔、管道、阀门、法兰等不同部位,液相、气相等不同形式,矩形、沙眼、孔洞、裂缝、断裂等不同

形状的泄漏,开展侦检、警戒、稀释、堵漏、输转、洗消、救生训练以及实战演练。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处

置训练设施宜设有模拟危险化学品泄漏装置包括:储罐、釜、塔、管道、阀门、法兰、增压装置、控制系统和

辅助设施。

6.5.2 建设要求

6.5.2.1 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处置训练设施占地面积不应小于600m2。危险化学品泄漏装置的泄漏

压力和流量应能够满足训练要求。

6.5.2.2 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处置训练设施应设置废料、废液降解回收装置以及油水分离、污水处理

设施。

6.5.3 安全要求

6.5.3.1 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处置训练设施应设有视频监控系统、手动紧急断料开关和应急避险及稀

释措施。

6.5.3.2 当使用危险化学品进行训练时,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处置训练设施应设置有毒有害气体探测

装置。

6.6 道路交通事故处置训练设施

6.6.1 构成和功能

道路交通事故处置训练设施用于模拟车辆相撞、颠覆事故现场,开展破拆、起重、撑顶、牵引、救生等

技术训练。道路交通事故处置训练设施宜建有公路平交道口、模拟汽车和辅助设施。

6.6.2 建设要求

6.6.2.1 道路交通事故处置训练设施占地面积不应小于400m2,公路线长度不应小于50m。

6.6.2.2 模拟公路可按照JTGB01中二级公路进行建设。

6.6.3 安全要求

6.6.3.1 模拟汽车应采用不同的固定形式,进行稳妥固定,以防止训练时出现不受控制的车辆倾翻、移
动的情况。

6.6.3.2 模拟汽车的燃料箱应注满水。

6.7 建(构)筑物倒塌事故处置训练设施

6.7.1 构成和功能

建(构)筑物倒塌事故处置训练设施用于模拟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倒塌、房梁断裂、墙体开裂和因建

筑倒塌造成的人员被困、埋压等现场,开展侦检、破拆、起重、撑顶、救生等技术训练和实战演练。建筑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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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事故处置训练设施宜建有钢筋混凝土梁、架、楼板、砖石等建筑倒塌废墟、多层建筑残垣、监控设施以

及辅助设施。

6.7.2 建设要求

6.7.2.1 建(构)筑物倒塌事故处置训练设施占地面积不应小于400m2。建筑残垣不宜低于3层普通

建筑物。

6.7.2.2 建(构)筑物倒塌事故处置训练设施应建有多种模拟人员被困的生存空间,包括:单斜式、
V型式、多层间夹式等。
6.7.2.3 建(构)筑物倒塌事故处置训练设施中用于破拆训练的砌体宜建成可更换的结构,应便于起重

和牵引。

6.7.3 安全要求

6.7.3.1 建(构)筑物倒塌事故处置训练设施内不应有不受控制的二次倒塌或对人员产生伤害的潜在

危险。
6.7.3.2 建(构)筑物倒塌事故处置训练设施宜设有视频监控、通信联络以及应急广播等设施。

6.8 水域救助训练设施

6.8.1 构成和功能

水域救助训练设施用于模拟人员溺水和洪水等多种水域环境救援情况,开展游泳训练、船上救援训

练、潜水基础训练和救生等技术训练。水域救助训练设施一般包括游泳、基础潜水、激流训练区以及辅

助设施。

6.8.2 建设要求

6.8.2.1 游泳和基础潜水训练区可合并建设,其尺寸不应小于25m×15m。其中基础潜水训练区面
积不应小于30m2,水深应为10m~20m。基础潜水训练区应设置出入水扶梯,水下可设置阶梯式或

斜坡式涵洞。
6.8.2.2 激流训练区的河道长度不应小于100m,水流速度不宜低于0.5m/s,水深不宜小于1.2m。
可设计有转弯、堤坝以及各种不同的障碍物。

6.8.3 安全要求

6.8.3.1 水域救助训练区应设有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包括:救生圈、救生杆、救生绳、氧气袋和急救

设备。

6.8.3.2 基础潜水训练区应在水上设置救护观望岗,并应设置水上和水下照明设施、水下观察窗或水

下及涵洞视频监控系统、通信联络以及广播设施。
6.8.3.3 激流训练区的河道两岸应设置安全保护锚点,以固定滑轮、安全钩、安全绳等。

6.9 野外山岳救助训练设施

6.9.1 构成和功能

野外山岳救助训练设施用于模拟悬崖峭壁、突兀怪石等,能够利用攀登、缓降、救生等器材装备,实
施山岳救助技术模拟训练。野外山岳救助训练设施宜建有模拟悬崖、巨石以及攀岩训练设施等。

6.9.2 建设要求

6.9.2.1 野外山岳救助训练设施占地面积不宜小于1000m2,可依托自然山体建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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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2 攀岩训练设施高度不应低于10m,可依托或毗邻训练塔或楼房的承重墙体进行建设,也可单

独建设。

6.9.3 安全要求

6.9.3.1 野外山岳救助训练设施应设置安全保护锚点,包括:安全钩、安全环、滑轮、绳索,也可设置安

全网或在地面上设置保护垫。

6.9.3.2 野外山岳救助训练设施应设置视频监控系统。

6.10 受限空间救助训练设施

6.10.1 构成和功能

受限空间救助训练设施用于模拟竖井、斜井、横坑等狭小空间,利用呼吸保护、防坠落、照明等器材

装备进行警戒、侦检、照明、破拆、撑顶、救生、送风等训练。受限空间救助训练设施宜设有模拟深井、破
拆障碍物、安全门等。

6.10.2 建设要求

6.10.2.1 模拟深井既可建设为单体的模拟工业储罐或机井,也可以建设为综合性模拟深井,将垂直竖

井、横井以及斜井组合,模拟城市的地下管道设施。

6.10.2.2 单体模拟深井占地面积不应小于20m2,深度不应小于7m。可建在地上或地下,建在地上

的模拟深井可依托训练塔建设。

6.10.2.3 综合性模拟深井占地面积不应小于300m2,管道长度不宜小于80m。可依托建筑垮塌事

故处置训练设施进行建设,在出入口和适当的位置设计有可更换的破拆障碍物,井口和管道的截面可采

用圆形、方形等不同形状。

6.10.3 安全要求

6.10.3.1 模拟深井应在底部和适当位置设置观察门或安全门。

6.10.3.2 模拟深井中应设置视频监控、照明系统、送风设备以及应急广播。

6.10.3.3 竖井的井口平台上应设置安全保护锚点,可以固定安全保护滑轮、栓绳金属环以及下降器,
接触绳索的部位采用木质材料。

6.11 沟渠救助训练设施

6.11.1 构成和功能

沟渠救助训练设施用于模拟工程或公路坍塌事故、坠井事故时需要进行挖掘救援的情况,能够开展

警戒、侦检、送风、缓降、起吊、支护、救生等救援技术训练。沟渠救助训练设施宜建有壕沟、水坑、沟口平

台以及辅助设施。

6.11.2 建设要求

6.11.2.1 沟渠救助训练设施占地面积不应小于100m2,壕沟深度不应低于2.5m,宽度不应低于

5m,长度不应低于10m。

6.11.2.2 壕沟应在地面上进行挖掘,可在沟底灌注一定深度的水,以模拟特殊的坍塌事故现场环境。

6.11.3 安全要求

6.11.3.1 壕沟的挖掘斜度和侧壁类型应根据训练区土壤类型、壕沟的宽度和深度进行选取和设计,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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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在训练中出现坍塌。

6.11.3.2 沟渠救助训练设施的选址应考虑地下水层和地下断层的深度,宜远离高层建筑及强振动源。

6.12 心理行为训练设施

6.12.1 构成与功能

心理行为训练设施用于模拟高空工作环境,开展空中横渡索桥、攀爬绳网、信任背摔等心理适应能

力和反应能力训练。心理行为训练设施宜设有高空索桥、空中单杠、背摔台、绳网等器材。

6.12.2 建设要求

心理行为训练设施占地面积不应小于300m2。

6.12.3 安全要求

高空索桥及空中单杠下应安装防坠落安全网,背摔台下应配有保护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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