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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和减少电动自行车库的火灾危险和危害，规范电动自行车库

的防火设计，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制定本导则。

本导则适用于安徽省新建、改建、扩建的电动自行车库的防火设计。

电动自行车与其他非机动车混合停放、充电的车库，应符合本导则

的规定。靠电力装置驱动或助动的摩托车、轻便摩托车、三轮车、轮椅车

等电动车库可参照本导则执行。

电动自行车库的防火设计应结合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的特点

采取有效的防火措施，做到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电动自行车库的设计除应执行本导则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安

徽省现行有关标准和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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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车载蓄电池为辅助能源，具有脚踏骑行能力，能实现电助动或电驱

动功能并符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 17761 要求的两轮自行车。

用于电动自行车停放或充电的场所。

设置在建筑物内用于电动自行车停放或充电的场所，包含独立式电动

自行车库、附建式电动自行车库。

独立建造，具有完整的建筑主体构件与设备系统及配套充电设备的电

动自行车库。

附建在建筑物内，共用或部分共用建筑主体结构的电动自行车库，也

称组合建造电动自行车库。

独立式、附建式电动自行车库任一层外墙敞开面积大于该层四周外墙

体总面积的 25% ，敞开区域均匀布置在外墙上且其长度大于车库周长的

50%的电动自行车库。

用于电动自行车停放或充电的露天场地（有顶棚的场地）。



3

电动自行车库按照停车数量和建筑面积的规模可划分为大型、中

型、小型、微型，见表 3.0.1。

类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停车数量（辆） >400 201～400 41～200 ≤40

建筑面积（㎡） >1000 501～1000 101～500 ≤100

注：电动自行车库的停车数量和建筑面积任一项符合上表规定时，应按相应类型确定。

电动自行车库单个停车位的平均综合面积不宜小于 2.5 ㎡ 。

独立式电动自行车库宜采用单层 ，可采用多层，不应采用高层。

电动自行车库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当位于地下或半地下室时，

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一级。

除本导则另有规定外，附建式电动自行车库耐火等级、防火间距等

防火设计要求应符合主体建筑的相关规定。

住宅部分和电动自行车库组合建造时，安全疏散、防火分区和室内

消防设施配置，可根据各自的建筑高度分别按照《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 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有关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的规定

执行；该建筑的其他防火设计应根据建筑的总高度和建筑规模按《建筑防

火通用规范》GB 55037 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有关公共建筑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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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独立式电动自行车库不应占用消防车道、消防车登高操作场

地，不应影响消防设施、安全疏散设施的正常使用，不应影响消防救援。

电动自行车库不应设置在高温、易积水或易燃易爆场所。

电动自行车库不应与火灾危险性为甲、乙类的厂房、仓库贴邻设置

或组合建造。

地上电动自行车库不应与托儿所、幼儿园，老年人照料设施 ，中小

学教学楼、宿舍楼，医院病房楼等贴邻设置或组合建造。确有困难需贴邻

设置时，相邻部位应采用防火墙，具体要求应符合本导则第 4.1.5 条注 1

或注 2 的规定。

独立式电动自行车库之间及独立式电动自行车库与火灾危险性为

丙丁戊类的厂房（仓库）、民用建筑、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棚）的防火间

距不应小于表 4.1.5 的规定。

名称和耐

火等级

丙、丁、戊厂房

（仓库）

民用建筑
电动自行车停

车场（棚）

独立式电动

自行车库

裙房、单、多层 高层 - 单、多层

一、二

级

三

级

四

级

一、二

级

三

级

四

级

一、二

级
一、二级

独立式电

动自行车

库

10 12 14 6 7 9 9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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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独立式电动自行车库与其他建筑相邻 ，两者较高一面外墙为防火墙 ，或高

出相邻较低一座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的屋面 15m及以下范围内的外墙为防火墙时，

其防火间距不限。

2 独立式电动自行车库与其他建筑相邻 ，两者高度相同的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

中相邻任一侧外墙为防火墙，屋顶的耐火极限不低于 1.00h 时，其防火间距不限。

3 独立式电动自行车库与其他建筑相邻 ，两者中较低一座建筑的耐火等级不低于

二级，相邻较低一面外墙为防火墙且屋顶无天窗，屋顶的耐火极限不低于 1.00h 时，

其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3.5m；对于高层建筑，不应小于 4m。

4 独立式电动自行车库与其他建筑相邻 ，两者中较低一座建筑的耐火等级不低于

二级且屋顶无天窗，相邻较高一面外墙高出较低一座建筑的屋面 15m及以下范围内的

开口部位设置甲级防火门、窗 ，或设置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防火卷帘时，其防火间距

不应小于 3.5m；对于高层建筑，不应小于 4m。

5 独立式电动自行车库与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棚）相邻 ，可按照注 1～注 4 的规

定执行。

6 本条规定中的防火墙上不得开设门、窗、洞口 ，防火墙应直接设置在建筑物的

基础或钢筋混凝土框架、梁等承重结构上，防火墙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3.00h，当相邻建

筑为丙类仓库时防火墙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4.00h。

电动自行车库与火灾危险性为甲、乙类的厂房（仓库）、可燃材料

堆场、储罐（区）之间的防火间距，应按照《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

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中有关民用建筑与上述相邻场所的规定

执行。

地下或半地下电动自行车库坡道的地面开口 ，与除火灾危险性为

甲、乙类的厂房（仓库）外的其他相邻地面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应符合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中民用建筑与其他建筑的规定；当满足本

导则 4.1.5 条注 1、注 2 要求时，防火间距不限；当地下或半地下电动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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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库与其坡道之间采用防火墙及甲级防火门分隔时 ，防火间距不限。

地下或半地下电动自行车库坡道的地面开口，与其他相邻电动自行

车场（棚）之间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6m；当地下或半地下电动自行车库与

其坡道之间采用防火墙及甲级防火门分隔时 ，防火间距不限。

独立式电动自行车库周边消防车道的设置应符合《建筑防火通用规

范》GB 55037 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规定。

电动自行车库宜布置在建筑物的首层，可布置在半地下室或地下一

层，不应设置在地下二层及以下楼层。当设置在半地下室或地下一层时，

电动自行车库室内地面与室外出入口地坪高差不应大于 7.0m。电动自行车

库应单独设置车辆出入口，不得与机动车出入口合用。

电动自行车库应独立设置防火分区。电动自行车库防火分区的最大

允许建筑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上电动自行车库每个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1000

㎡ ，地下或半地下电动自行车库每个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500 ㎡；

2 敞开式电动自行车库每个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1500 ㎡；

3 当电动自行车库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每个防火分区最大允许

建筑面积可增加 1.0 倍 ；当局部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 ，可按该局部区域建

筑面积的 1/2 计入所在防火分区的总建筑面积。

防火分区之间应采用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分隔，防火墙上确需

开设门、窗、洞口时，应设置火灾时能自动关闭的甲级防火门、窗，不应

采用防火卷帘或防火分隔水幕等措施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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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建筑增设和改造微型地上电动自行车库，可不独立设置防火分

区，但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3.00h 的防火隔墙与其他功能区域进行防火

分隔。

电动自行车库内应划分停放区域、充电区域和疏散通道区域。沿疏

散通道双面布置停放车位时，疏散通道的宽度不宜小于 2.6m，不应小于

2.0m；沿疏散通道单面布置停放车位时，疏散通道的宽度不应小于 1.5m。

电动自行车库的人员安全出口与电动自行车出入口宜分开设置。

大型电动自行车库应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车辆出入口，且每增加

400 辆应增设一个车辆出入口。中型、小型、微型电动自行车库可设置一

个直通室外的车辆出入口。车辆出入口净宽度不应小于 2.0m，既有建筑改

造确有困难时不应小于 1.8m。车辆出入口坡道坡度不宜大于 12%，不应

大于 15%。

电动自行车库每个防火分区或一个防火分区每个楼层的人员安全

出口不应少于两个，且应分散布置，两个安全出口之间最近边缘的水平距

离不应小于 5m。当地上防火分区建筑面积不大于 120 ㎡，地下或半地下

电动自行车库防火分区建筑面积不大于 50 ㎡时 ，每个防火分区的安全出

口可不少于 1 个。

电动自行车库内各防火分区的人员安全出口均应直通室外，当安全

出口直通室外确有困难时，可利用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甲级防火门作为安

全出口，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面积大于 1000 ㎡的防火分区 ，直通室外的人员安全出口不应

少于 2 个；建筑面积不大于 1000 ㎡的防火分区 ，直通室外的人员安全出

口不应少于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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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甲级防火门作为安全出口时，应采用防火

墙与相邻防火分区进行分隔，不应采用防火卷帘或防火分隔水幕等措施替

代。

地下或半地下电动自行车库直通室外的坡道作为人员安全出口时，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该出入口的门不应低于乙级防火门，净宽度不应低于 2.0m，既有建

筑改造确有困难时，净宽度不应低于 1.8m；

2 该坡道应采用兼有踏步的出入口，踏步总净宽度不应小于 1.1m，踏

步与推车坡道总净宽度不应小于 2.1m；

3 除疏散门外，该坡道周围 2m范围内的墙面上不应设置门窗洞口；

4 坡道顶部有外围护结构时应为不燃材料，坡道内装修材料燃烧性能

等级应为 A 级。

附建式电动自行车库当与住宅组合建造时应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

和疏散楼梯。确有困难时，地下或半地下电动自行车库的疏散楼梯可借用

住宅部分疏散楼梯，但地下楼层的疏散楼梯间与地上楼层的疏散楼梯间应

在直通室外地面的楼层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且无开口的防火隔墙分

隔；既有住宅改造附建式电动自行车库采用无开口的防火隔墙分隔确有困

难时，不得低于原设计时执行的消防技术标准。

附建式电动自行车库的主体建筑首层的楼梯间和安全出口应直通

室外，不应直接通向敞开式电动自行车库。

电动自行车库室内任一点至最近疏散门或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不

应大于 30m，当全部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可增加 25%。

电动自行车库的疏散楼梯间应采用封闭楼梯间或室外疏散楼梯，封

闭楼梯间的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并应向疏散方向开启。

电动自行车库内的疏散门、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或安全出口的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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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应满足人员疏散的要求，最小净宽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

火通用规范》GB 55037、《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规定。

电动自行车库的充电设施应相对集中布置。

电动自行车库内应划分防火分隔区域，每个区域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250m2， 区域之间除通道外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不燃烧体隔墙

分隔。

电动自行车库每个防火分隔区域内应划线分组，每组长度不应大于

20m，每组停车数不宜超 25 辆；除通道外，组与组之间应采用高度不低于

1.5m、耐火极限不低于 1.00h 的不燃烧体隔墙分隔。

附建式电动自行车库应采用防火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楼板

与主体建筑其他区域分隔，防火墙上确有需要设置开口时，应设置火灾时

能自动关闭的甲级防火门、窗，不应采用防火卷帘或防火分隔水幕。电动

自行车库与住宅组合建造时，电动自行车库与住宅部分之间，应采用耐火

极限不低于 3.00h 且无门、窗、洞口的防火隔墙和 2.00h 的不燃性楼板完

全分隔。

电动自行车库外墙上、下层开口之间，墙的高度不应小于 1.2m、耐

火极限不应低于 1.00h ，或设置耐火极限不低于 1.00h、宽度不小于 1.0m、

长度不小于开口宽度的不燃性防火挑檐 ；当室内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时，本条上述要求不得降低。

当附建式电动自行车库存在上部建筑时，其外墙门、洞口上方应设

置耐火极限不低于 1.00h、宽度不小于 1.0m、长度不小于开口宽度的不燃

性防火挑檐。

直通建筑内电动自行车库的电梯，应在电动自行车库部分设置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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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梯厅，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防火隔墙和甲级防火门与汽车

库分隔。

电动自行车库内经常有人员通行处的防火门应采用常开防火门，在

火灾时应能自行关闭，并具有信号反馈功能。

设置在电动自行车库内的管道井、电缆井，井壁应采用不燃材料，

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2.00h，且应在每层楼板处采用不燃材料或防火封堵材

料进行分隔，分隔后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楼板的耐火极限，井壁上的检查

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电动自行车库的内部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级应为 A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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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库应设置室外消火栓系统，其室外消防用水量不应小于

表 5.1.1 的规定。

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设计流量 20 15 15 10

注：在 150m保护半径范围内的市政消火栓 ，可计入室外消火栓使用数量。

电动自行车库应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并应配置消防软管卷盘或轻

便消防水龙。既有建筑增设小型、微型电动自行车库，设置室内消火栓系

统确有困难时，应设置消防软管卷盘或轻便消防水龙。室内消火栓系统消

防用水量不应小于表 5.2.1 的规定。室内消火栓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

范》GB 50974 的规定。

建筑物名称 规模
消火栓设计

流量（L/s ）

同时使用消防

水枪数（支）

每根竖管

最小流量（L/s ）

电动自行车库

大型 20 4 15

中型、小型、微型 10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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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库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采用快速响应洒水喷头。

敞开式电动自行车库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采取防冻措施。湿式系统的设

计基本参数不应低于表 5.3.1 的规定。

火灾危险等级 最大净空高度 h

（m）

喷水强度

[L/(min ·㎡)]

作用面积（㎡） 火灾延续时间

（h）

中危险Ⅱ h≤8 8 160 1.0

注：最不利点处洒水喷头的工作压力不应低于 0.05MPa。

既有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库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确有困难

时，可设置自动喷水灭火局部应用系统，采用快速响应洒水喷头。局部应

用系统的设计基本参数不应低于表 5.3.2 的规定。

火灾危险等级 最大净空高度 h

（m）

喷水强度

[L/(min ·㎡)]

作用面积（㎡） 火灾延续时间

（h）

中危险Ⅰ h≤8 6 160 0.5

注：最不利点处洒水喷头的工作压力不应低于 0.05MPa。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消防设施通用规

范》GB 55036、《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 的规定。

电动自行车库应按严重危险级配置灭火器，灭火器配置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40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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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库的防烟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消防设施通用规

范》GB 55036、《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 的规定。

电动自行车库应单独划分防烟分区，防烟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及其长边允许长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 的规定。

建筑面积大于 50 ㎡的地下、半地下电动自行车库和建筑面积大于

100 ㎡的地上电动自行车库应设置排烟设施。

电动自行车库排烟设施宜结合通风设施进行设计。

电动自行车库采用自然排烟方式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置在地下、半地下时，储烟仓内排烟窗（口）的有效面积应不小

于建筑面积的 5%；

2 设置在地上时，储烟仓内排烟窗（口）的有效面积应不小于建筑面

积的 3%。

电动自行车库采用机械排烟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建筑面积小于等于 500 ㎡时，其排烟量按 60m³/h·㎡计算，且最

小排烟量不应小于 15000m³/h；

2 当建筑面积大于 500 ㎡时，其排烟量按不低于 90m³/h·㎡计算，最

小排烟量不应小于 15000m³/h；

3 机械排烟的排风出口（百叶），与主要疏散口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1.5m，且不应朝向阳台和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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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半地下电动自行车库和建筑面积大于 500 ㎡的地上电动自行

车库应设置补风设施。补风系统应直接从室外引入空气，且补风量不应小

于排烟量的 50% ，补风口应设在储烟仓下沿以下。

电动自行车库防排烟系统的系统控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消防设

施通用规范》GB 55036、《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 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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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库集中充电设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集中

充电设施第 1 部分：技术规范》GB/T 42236.1 及《低压用户配电装置规程》

DG/T J08-100 的相关规定。

大型独立式电动自行车库消防用电设备，应按一级负荷供电；中型

独立式电动自行车库消防用电设备，应按二级负荷供电；小型、微型独立

式电动自行车库可按三级负荷供电。附建式电动自行车库消防设备用电负

荷等级，应不低于其所在主体建筑消防设备用电负荷等级。

电动自行车库充电区域应设置专用配电箱及充电设施，供电系统的

容量应满足区域内用电负荷的要求。

配电箱及配电线路应安装在不燃材料上，配电箱宜设置在端部便于

操作区域。

充电设施配电线路应采用低烟、低毒阻燃型铜芯绝缘电线电缆。电

气线路敷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

电动自行车库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系统

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 的相关规定。

电动自行车库应设置视频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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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设置在地上的敞开式电动自行车库外，电动自行车库应设置消防

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 51309 的规定。

除设置在地上的敞开式电动自行车库外，大、中型电动自行车库宜

在疏散走道和主要疏散路径的地面上增设能保持视觉连续的灯光疏散标

志，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消防应急

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 51309 的规定。

电动自行车库集中充电设施应具备自动断电、过载保护、短路保护、

剩余电流保护等功能。

电动自行车库的配电箱、充电装置、线路等应具备防撞功能。

敞开式电动自行车库配电箱的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IP54；配电线路应

采用金属管或采用金属线槽， 明敷线路、充电设施等设施应有防水措施，

充电设施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67。非敞开式电动自行车库配电箱的防护

等级应不低于 IP33。

充电插座应带有保护门，充电插座的间距不应小于 0.80m。

防雷等级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计

算后确定，并采取相应防雷接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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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在执行本导则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

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

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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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

2《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3《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

4《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

5《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

6《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7《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 50067

8《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 17761

9《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10《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

11《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

12《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

13《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GB 20517

1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

15《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

16《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 51309

17《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

18《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

19《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370

20《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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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建筑防火封堵应用技术标准》GB/T 51410

22《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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