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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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DB11/T 2103《社会单位和重点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的第20部分，DB11/T 2103
已经确定以下部分：

——第1部分：通则；

——第2部分：养老机构；

——第3部分：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第4部分：大型商业综合体；

——第5部分：城市轨道工程施工现场；

——第6部分：密室逃脱类场所；

——第10部分：医疗机构；

——第13部分：文化产业园区。

本文件由北京市消防救援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消防救援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消防救援局、北京市朝阳区消防救援局、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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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是DB11/T 2103《社会单位和重点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的第20部分，遵循《社会单

位和重点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 第1部分：通则》提出的原则，也是《社会单位和重点场所消防安全

管理规范第1部分：通则》消防安全管理的原则性要求的细化。

易燃可燃油品及危险化学品的使用、电气线路老化、人员消防安全意识匮乏等原因造成机动车维

修企业火灾事故频发，为规范机动车维修企业的消防安全管理，落实单位主体责任，提升消防安全管

理水平，进而实现防止火灾发生、减少火灾危害，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目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防法》《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北京市消防条例》《北京市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规定》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标准。

本文件基于机动车维修企业的火灾风险特点，在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和吸收

国内外有关资料，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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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单位和重点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
第 20 部分：机动车维修企业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机动车维修企业消防安全管理的基本要求、组织与职责、管理制度、日常

管理、重点管理、消防宣传教育与培训、灭火与应急疏散预案和火灾处置、消防档案。

本文件适用于运营的机动车维修企业的消防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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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5624 汽车维修术语

GB/T 5907（所有部分）消防词汇

GB 6514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

GB 7691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安全管理通则

GB 7692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漆前处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

GB 9448 焊接与切割安全

GB 12367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静电喷漆工艺安全

GB 14443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层烘干室安全技术规定

GB 14444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喷漆室安全技术规定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T 16739.1 汽车维修业经营业务条件 第1部分：汽车整修维修企业

GB/T 16739.2 汽车维修业经营业务条件 第2部分：汽车综合小修及专项维修业户

GB 20101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有机废气净化装置安全技术规定

GB 25201 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GB 25506 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

GB/T 38315 社会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编制及实施导则

GB/T 40248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67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GB 55036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 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JT/T 1180.6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基本规范 第6部分:机动车维修企

业

JT/T 324 汽车喷烤漆房

https://gf.1190119.com/list-6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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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 3047 化学品作业场所安全警示标志规范

DB11/T 2103.1 社会单位和重点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 第1部分 通则

DB11/T 2104 消防控制室火警处置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5907（所有部分）、GB/T 16739.1、GB/T 16739.2、GB/T 5624、JT/T 1180.6
以及DB11/T 2103.1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机动车维修企业 motor vehicle maintenance and repair enterprises

从事机动车整车、各个总成及零部件维护、修理及更换的企业。

4 基本要求

4.1 机动车维修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应符合 DB11/T 2103.1的有关要求。

4.2 机动车维修企业应识别火灾风险，明确消防安全管理重点。

4.3 机动车维修企业应在厂区内危险作业部位设置视频监控，并保持实时监控。

4.4 机动车维修企业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

4.5 机动车维修企业应按照 GB50016、GB 50067、GB 55037要求配备相应的消防设

备设施，并定期维护保养，确保完好有效。

4.6 确定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机动车维修企业，应设置微型消防站。

4.7 设置消防控制室的机动车维修企业，应严格执行 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每班不应少

于 2人，并应持有相应的消防职业资格证书。 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值班期间，应随时检查

消防控制室设施设备运行情况，做好消防控制室火警、故障和值班记录。

5 组织与职责

5.1 组织

机动车维修企业的消防安全组织应由消防安全责任人、单位消防工作机构或专（兼）职

消防安全管理人员、部门负责人、志愿消防组织（微型消防站）、员工等组成。

5.2 职责

5.2.1 消防安全责任人除应履行相关规定及 DB11/T 2103.1 要求的职责，尚应履行下列消

防安全职责：

a) 建立健全全员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本单位各层级、各岗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确

定消防安全职责；

b) 遵守消防法律法规，执行有关消防技术标准；

c) 保障本单位消防安全工作所需的经费；

d) 统筹安排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批准实施年度消防工作计划；

e) 加强本单位消防安全管理，每月召开一次消防安全例会，及时处理消防安全重大问

题。

5.2.2 单位消防工作机构或专（兼）职消防安全管理人员除应履行相关规定及 DB11/T

2103.1 要求的职责，尚应履行以下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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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组织实施和督促落实本单位消防安全工作，定期向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报告有关情

况；

b) 督促落实本单位全员消防安全责任制；

c) 组织实施本单位消防宣传教育和培训；

d) 制止并纠正违反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的行为，禁止冒险作业；

e) 组织落实本单位消防安全隐患整改措施。

5.2.3 部门负责人应履行以下职责：

a) 组织实施本部门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计划；

b) 明确本部门各岗位人员的消防安全责任，制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消防安全措

施；

c) 根据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开展消防安全教育与培训；

d) 制定本部门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组织实施；

e) 开展本部门的消防安全巡查、检查，负责本部门功能用房及消防设施、器材的管理；

f) 发现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不能及时消除的,应采取相应措施，同时向单位消防工

作机构或消防安全管理人员报告；

g) 组织各级部门的消防安全检查和考核。

5.2.4 志愿消防组织（微型消防站）应履行以下职责：

a) 熟悉单位基本情况、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消防安全重点部位及消防设施、器材设

置情况；

b) 参加消防业务培训及消防演练，掌握消防设施及器材的操作使用方法；

c) 志愿消防组织（微型消防站）应能在接到火警出动信息后迅速集结、参加灭火救援。

5.2.5 员工应履行以下职责：

a) 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及消防安全操作规程，落实消防安全制度；

b) 熟知本单位、本岗位的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

c) 掌握本工作场所消防设施及器材的操作使用方法；

d) 掌握报火警、扑救初起火灾及自救逃生的知识和技能；

e) 发现场所内有人吸烟，立即制止并上报部门负责人。

6 管理制度

6.1 机动车维修企业应按照 DB11/T 2103.1 的要求，建立基本消防安全管理制度、专项消防

安全管理制度和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6.2 专项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还应包含以下制度：

a）危险化学品储存管理制度；

b）漆房管理制度；

c）用火、用电、用气、用油管理制度；

d）重点部位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e）重点作业管理制度；

f）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g）危险废弃物储存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6.3 机动车维修企业的消防安全操作规程还应包含以下制度：

a）调漆、喷漆、烤漆安全操作规程；

b）钣金安全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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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常管理

7.1 用火用电用气用油管理

7.1.1 用火、用电、用气、用油应建立管理制度，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7.1.2 单位消防工作机构或专（兼）职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应对用火、用电、用气、用油的

情况进行督导和指导。

7.1.3 用火、用电、用气、用油设备应由具备职业资格的人员负责安装、检修。

7.1.4 用火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营业期间，厂房内严禁有明火产生；

b) 明确禁火、禁烟区并设置明显标识。

7.1.5 用电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消防安全重点区域应每日进行用电巡检，对发现的违规用电问题应及时处理；

b) 定期检查电气线路、设备，不应超负荷运行；

c) 电动车严禁在厂房内部充电。

7.1.6 用气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落实用气重点部位的防火、防静电、防雷措施；

b) 用气部位的工作人员应进行安全用气教育和安全操作培训；

c) 用气单位应安排专人每天对供气系统和用气设备进行巡视和检查。

7.1.7 用油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机动车维修企业所用汽油、柴油严禁存放在厂房内；

b) 产生的危废用油每日及时清理。

7.2 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管理

7.2.1 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应建立台账，入库时应按照相关标准规定的程序进行检查和登

记。

7.2.2 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应存储在专用的空间内，存储易燃易爆品的空间在投入使用前，

应通过相应的审批手续取得使用许可。

7.2.3 餐饮场所不应使用液化石油气罐。

7.2.4 使用管道燃气时，燃气间和使用区域应安装可燃气体泄漏报警仪及燃气自动切断阀，

并由燃气公司专业人员进行定期检查。

7.3 动火管理

7.3.1 应建立动火安全管理制度、制定审批程序，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7.3.2 动火作业时，应确定作业细则和实施方案，经过审批后方可作业。

7.3.3 动火作业前应对周围环境、天气情况等现场条件中的火灾风险因素进行识别，应清

除动火作业区域内的可燃物或采用隔离保护措施。

7.3.4 电焊、气焊等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应按照操作规程进行作业。

7.3.5 用火现场应配备相适应的灭火器材。

7.3.6 用火现场应设置监测、防护措施，重点部位动火宜采用视频远程监控。

7.4 消防设施管理

7.4.1 消防设施管理应明确消防设施管理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7.4.2 机动车维修企业内含有新能源车维修区域的，在维修区域内设置水池及相应的灭火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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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应至少每年进行一次消防设施全面检测，并按照 GB 25201 的要求进行维护保养。

7.5 防火巡查检查

7.5.1 机动车维修企业场所应建立防火巡查、防火检查制度，确定巡查、检查的人员、内

容、部位和频次。

7.5.2 防火巡查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机动车维修企业应每日进行防火巡查。在营业期间，应至少每2h巡查一次；

b) 部门负责人负责对本部门开展每日防火巡查；

c) 防火巡查内容主要包括用火用电用气用油的使用有无违章、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台

账是否记录、消防设施外观是否完整、安全出口及疏散通道是否保持畅通、消防安

全管理重点部位人员是否在岗等；

d) 防火巡查区域包括但不限于：维修区、钣金区、办公区、喷漆区、餐饮场所、停车

场、仓储区域、设备机房等；

a) 防火巡查的内容和防火巡查记录表格可参照GB/T 40248的相关要求。

7.5.3 防火检查

a) 机动车维修企业的防火检查每月不应少于一次；

b) 单位消防工作机构或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负责防火检查；

c) 检查内容主要为用火用电用气用油的使用有无违章情况、 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管理

落实情况、消防设施及器材的配置及有效情况、安全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情况、消

防车道情况、消防控制室值班和设施运行情况、消防安全管理重点部位情况、重点

作业管理情况等；

d) 防火检查区域包括但不限于：维修区、钣金区、办公区、喷漆区、餐饮场所、停车

场、仓储区域、设备机房等；

e) 防火检查的内容和防火检查记录表格可参照GB/T 40248的相关要求。

7.6 火灾隐患整改

7.6.1 单位消防工作机构或消防安全管理人员按照巡查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隐患整改组

织实施火灾隐患更改工作。

7.6.2 应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对于无法及时整改的隐患，单位消防工作机构或专（兼）职

消防管理人员应及时上报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提出整改方案。

7.6.3 在火灾隐患整改期间，应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保障消防安全。

8 重点管理

8.1 应确定消防安全管理重点部位、重点作业，实行重点管控措施。

8.2 重点部位管理

8.2.1 消防安全管理应包括以下重点部位：

a) 喷烤漆场所；

b) 危险废物储存场所；

c) 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存储场所；

d) 钣金操作场所。

8.2.2 应落实重点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作为防火巡查检查的重点。

8.2.3 应设置明显的防火标识，实行严格管理。

8.3 喷烤漆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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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应符合 JT/T 324的要求，每天进行例检，记录点火延迟等现象。

8.3.2 应设置安全警示标识，标识应符合 GB 2894的相关要求。

8.3.3 应及时清理汽车喷烤漆房内的杂物，并定期清理汽车喷烤漆房烟道。

8.3.4 应有永久性安全操作及保养的文字标志，并在醒目位置安装。

8.3.5 使用符合相应等级的防爆型电气设备或者采取防爆技术措施。

8.4 危险废物储存场所

8.4.1 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以及收集、暂存、转移、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必须

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8.4.2 禁止车间随意倾倒、堆置危险废物，危险废物必须放入指定危废库中，做到危险废

弃物分类收集、分区存放，并设置危险废弃物警示标志。

8.4.3 各车间对本车间产生的危险废物进行严格管理，对本车间所产生的危险废物进行详

细的登记，并填写《危险废物产生贮存台账》，并对危险废物的贮存量及时上报。

8.4.4 各车间负责本车间所产生的危险废物的收集、分类、标示和数量登记工作，在收集、

分类、标示工作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对操作人员进行必要的危害告知培训，督促

操作人员佩戴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

8.4.5 各车间对危险废物暂时贮存场所要加强管理，定期巡检，确保危险废物不扩散、不

渗漏、不丢失等。

8.4.6 制定危险废物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定期进行事故演练。

8.4.7 贮存房间应有防渗的硬化地面、有泄漏液体收集装置。废电池存放区域，地面应采

取防腐防渗处理。

8.5 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存储场所

8.5.1 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的仓库和作业场所应设置明显的安全标志，并符合 GB
2894、AQ 3047 的规定。

8.5.2 场所内严禁吸烟和使用明火。

8.5.3 涂料(油漆)、溶剂(稀释剂)、油料、清洗剂等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应单独存放。

8.6 钣金操作场所

8.6.1 钣金车间应配备灭火器，并明确标识其位置和使用方法。

8.6.2 作业现场应保持整洁，防止杂物堆积，确保通道畅通。

8.7 重点作业管理

8.7.1 消防安全重点作业管理应包括以下：

a) 动火作业管理；

b) 钣金作业管理；

c) 喷漆、烤漆作业管理。

8.7.2 应落实重点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作为防火巡查检查的重点。

8.7.3 应设置明显的防火标识，实行严格管理。

8.8 动火作业管理

8.8.1 明火作业，应办理动火证，做好动火记录，并在专门区域进行作业。

8.8.2 电焊、切割应应符合 GB 9448 的规定。

8.8.3 焊接设备、焊机、切割机具、钢瓶、电缆及其他器具应放置稳妥并保持良好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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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附近的作业或过往人员构成妨碍。

8.8.4 动火作业前应对可燃物进行清理，作业现场及其附近无法移走的可燃物应采用不燃

材料对其进行覆盖或隔离，焊接作业时应保持周边环境安全，现场应配置灭火器材并符合

GB 55036 的规定，设专人看护，每个动火作业点均应至少设置 1 名看护人。作业后应确认

无遗留火种后方可离去。

8.8.5 在施焊过程中，当电焊机发生故障需要检查时，应关闭设备或切断电源。

8.9 钣金作业管理

8.9.1 钣金作业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帽、防护眼镜、手套等个人防护用品。

8.9.2 钣金作业人员必须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及考核才能上岗。在使用设备前，应对设备进

行检查和试运行，确保设备无异常情况。

8.9.3 钣金作业人员必须在规定的位置进行作业，不得越界作业。

8.10 喷漆、烤漆作业管理

8.10.1 调配涂料宜在调漆室内进行。

8.10.2 喷漆作业应按照 GB14444 的规定，在封闭的喷漆室、喷漆房或者喷漆区内进行。

8.10.3 每次喷烤漆作业前应检查管道有无泄漏，设备和气压是否正常。

8.10.4 漆房内除作业材料外，不应储存涂料和溶剂等易燃易爆物，浸有涂料和溶剂的棉纱

要及时清理。

8.10.5 静电喷漆室的安全作业应符合 GB 6514和 GB 12367 中对静电喷漆室的要求。

8.10.6 喷烤漆作业应按照涂装作业规程 GB7691、GB6514、GB7692、GB14443、
GB 20101、GB 6514 的要求进行作业。

8.10.7 喷烤漆作业区应设有专用的废水排放及处理设施，采用干打磨工艺的，有粉尘收集

装置和除尘设备，并设有通风设备。

8.10.8 喷烤漆作业场所的电气设备应安全、可靠。对涉及到易燃易爆的场所，电气设备的

设置应符合 GB 50058 的相关规定，并应设置人员防静电和可燃气体浓度监测设施。

9 消防宣传教育与培训

9.1.1 机动车维修企业应建立消防宣传教育与培训制度，制定年度消防宣传教育与培训计

划。

9.1.2 制定年度消防宣传教育培训计划，每年应至少进行一次消防安全教育培训，使相关

人员具备扑救初起火灾的能力。

9.1.3 维修车间张贴设备安全操作规程、消防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及逃生路径。

9.1.4 机动车维修厂区范围内及喷漆作业、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等危险区域内，应按

照 GB 15630、GB 2894 设置安全警示标识、消防安全标识，进行危险提示、警示，并告知

危险的种类、后果及应急措施等。

9.1.5 对新上岗人员应进行上岗前的消防培训。

9.1.6 消防培训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有关消防法律法规、消防安全管理制度、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等；

b) 本单位、本岗位的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

c) 建筑消防设施、灭火器材的性能、使用方法和操作规程；

d) 报火警、扑救初起火灾、应急疏散和自救逃生的知识、技能；

e) 本场所的安全疏散路线，引导人员疏散的程序和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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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内容、操作程序；

g) 其他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内容。

9.1.7 消防安全责任人、单位消防工作机构或专（兼）职消防安全管理人员、部门负责人、

志愿消防组织（微型消防站）应当接受消防安全专门培训，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本单位的消防安全组织和职责；

b) 本单位的消防安全重点部位和管理要求；

c) 本单位的防火巡查检查的内容和要求；

d) 消防应急处置流程。

10 灭火与应急疏散预案和火灾处置

10.1 预案

10.1.1 机动车维修企业应按照 GB/T 38315的要求编制综合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每

年组织一次综合演练。

10.1.2 含喷烤漆场所、危险废物储存场所、危险化学品存储场所、钣金操作场所的机动车

维修企业应制定专项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每半年组织一次专项演练。

10.1.3 演练结束后，应对演练过程和应急预案进行总结，并结合实际，不断完善预案。

10.2 处置

10.2.1 发生火灾后，应立即启动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组织人员立即疏散，并实施火灾扑

救。

10.2.2 设置消防控制室的火警处置应符合 DB11/T 2104的要求。

11 消防档案

11.1.1 应建立消防档案管理制度，明确管理部门，负责档案的收集、整理、归档、更新和

统一保管。

11.1.2 应明确消防安全基本情况和消防安全管理情况。

11.1.3 消防安全基本情况应符合 GB/T 40248 中消防档案和 GB 25506 中消防控制室资料的

有关内容。

11.1.4 消防安全管理情况除应符合 GB/T 40248 中消防档案的有关内容外，还应包括消防

设施巡查检查记录、重点部位维修记录、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及制修订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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