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B11/T XXXX—XXXX

6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安全生产等级评定一级否决条款

表A.1规定了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的一级否决条款。

表 A.1 安全生产等级评定一级否决条款

序号 评定内容 评分标准 对应条款编号

1 应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未制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即为否决。 4.1.1

2 应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未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即为否决。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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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基础管理要求指标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

表B.1给出了基础管理要求指标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总分为350分。

表 B.1 基础管理要求指标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

序号 评定内容

评定

要素

分值

评定

细项

分值

评定

条款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定

得分

扣分

说明

对应条款

编号

1 基础管理要求 4.1.1

1.1 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40 4.1.1

1.1.1

应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a）主要负责人、其他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及各岗位从业

人员的安全生产职责；

b）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各职能部门的安全生产职责；

c）安全生产责任考核及奖惩。

20

1）责任制度内容或要素不全，每缺 1 项扣 5 分；

2）安全生产职责未覆盖所有部门和岗位，每缺 1 个

部门或岗位的责任制，扣 5 分；

3）安全生产职责描述不清晰，与实际不符的，一处

扣 5 分。

4.1.1

1.1.2 应每年考核安全生产职责的履行情况。 20

1）未开展安全生产职责考核工作的，不得分；

2）缺少部门或人员责任制履行情况考核奖惩记录的，

一处扣 5 分。

4.1.1

1.2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40 4.1.1

1.2.1

应结合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可以制定综合

性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包括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安全风险分

级管控、安全检查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等。
25

1）未建立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不得分；

2）缺少一项规章制度的（如单位不涉及，可没有），

扣 10 分；

3）一项制度内容不全，或与实际不符的，扣 5 分。

4.1.1

1.2.2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应经批准实施，现行有效版本应发放至相关岗

位的从业人员。
10

1）主要负责人未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签署公布批准

实施的，不得分；

2）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发放的，扣 5 分；

3）员工未掌握相关内容的，每人次扣 3 分。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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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应有执行记录，相关资料应归档且至少保存 3

年。
5

1）未保存执行记录，或伪造记录，不得分；

2）执行记录不全的，或保存期限小于 3 年，扣 2 分。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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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基础管理要求指标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续）

序号 评定内容

评定

要素

分值

评定

细项

分值

评定

条款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定

得分

扣分

说明

对应条款

编号

1.3 安全操作规程 20 4.1.1

1.3.1
★应在危险源辨识的基础上，编制餐饮作业、设备操作等现场作

业活动的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5

1）无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的，“安全操作规程”评定

要素不得分；

2）岗位安全操作规程与实际岗位数量不符的，每缺

1 个扣 2 分。

4.1.1

1.3.2

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应包括下列内容：

a）适用范围；

b）岗位存在的主要危险源及控制要求；

c）设备使用方法或作业程序；

d）个体防护要求；

e）严禁事项；

f）紧急情况现场处置措施。

10

1）岗位操作规程内容每缺 1 项，扣 2 分；

2）岗位操作规程不适用、不具有可操作性的，每个

扣 5 分。

4.1.1

1.3.3
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应经批准实施，现行有效版本应发放至相关岗

位的从业人员。
5

1）主要负责人未对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签署公布批准

实施的，扣 3 分；

2）操作规程未发放至岗位的，扣 2 分；

3）员工未掌握相关内容的，每人次扣 2 分。

4.1.1

1.4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50 4.1.1

1.4.1
★每半年开展一次安全教育培训，记录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

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15

1）未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评

定要素不得分；

2）培训频次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3）培训记录内容不全，扣 5 分。

4.1.1

1.4.2 新上岗的从业人员应进行岗前安全培训教育。 10
新上岗的从业人员未进行岗前安全培训教育的，发现

一人扣 5 分。
4.1.1

1.4.3

★从事特种作业和其他特殊岗位人员应按照规定，经安全培训、

考核合格，取得相应资格后，方可上岗作业，按期参加复训和复

审。

10

1）发现一个特种作业人员未取证或证书过期的，“安

全生产教育培训”评定要素不得分。

2）其他特殊岗位人员未取证或证书过期的，不得分。

4.1.1

1.4.4 ★应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档案，档案应包括培训记录表、培训 10 1）无教育培训档案或伪造培训档案，视同未开展安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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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到表、培训试卷等有关书面材料和影像资料。 全生产教育培训，“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评定要素不

得分；

2）培训档案不全的，缺一处扣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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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基础管理要求指标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续）

序号 评定内容

评定

要素

分值

评定

细项

分值

评定

条款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定

得分

扣分

说明

对应条款

编号

1.5 应急救援 50 4.1.1

1.5.1

★应根据本单位经营活动、风险评估以及应急资源配备情况，编

写现场处置方案，内容主要包括应急工作职责、应急处置和注意

事项等内容。
20

1）未制定应急救援预案的，“应急救援”评定要素

不得分；

2）应急预案不符合安全生产实际情况的，不得分；

3）应急预案内容不齐全、不规范的，扣 10 分；

4）其他一处不符合扣 5 分。

4.1.1

1.5.2

根据乡村民宿的事故预防重点，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

案演练，并保存相关记录。 20

1）无演练记录视同未开展，“应急救援”评定要素

不得分，演练记录不全的，扣 5 分；

2）演练频次不足的，不得分。

4.1.1

1.5.3
应根据实际需求，配备应急物资，定期检测和维护，确保完好有

效。
10

1）应急物资配备不全的，一处扣 5 分；

2）应急物资不完好的，一处扣 5 分。
4.1.1

1.6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40 4.1.2

1.6.1

应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对场所、设备和作业活动等进行

安全风险辨识，结合实际选择本企业适用的风险评价方法，确定

安全风险等级，采取制度、技术、应急等安全风险管控措施，建

立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清单至少包括风险所在场所/部位、风险描

述、风险可能导致的后果、风险评价过程、风险等级、控制措施

等，并每年至少更新一次。

15

1）未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的，未建立本企业

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要素不

得分；

2）安全风险辨识不全的，缺一处扣 5 分；

3）安全风险等级与实际不符的，一项扣 5 分；

4）其他一处不符合，扣 3 分。

4.1.2

1.7 事故隐患排查和治理 40 4.1.1

1.7.1

★应结合乡村民宿安全风险情况，开展事故隐患排查，事故隐患

排查内容应覆盖其所有的作业场所、设备设施、人员行为，保存

隐患排查记录，包括排查时间、排查人员、排查结果等。

20

1）未开展事故隐患排查的，“事故隐患排查和治理”

评定要素不得分；

2）隐患排查内容覆盖不全的，缺一处扣 5 分；

3）隐患排查记录不全的，扣 5 分。

4.1.1

1.7.2 事故隐患整改应在限定期限内完成，并建立事故隐患治理台账。 20

1）未建立隐患治理台帐的，扣 10 分；

2）事故隐患未按期完成整改的，一处扣 10 分；

3）其他一处不符合扣 5 分。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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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基础管理要求指标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续）

序号 评定内容

评定

要素

分值

评定

细项

分值

评定

条款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定

得分

扣分

说明

对应条款

编号

1.8 相关方安全 50 4.1.1

1.8.1
★应选用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布草清洗、气瓶等供应单位、承包（承

租）单位，并保存资质证照。
20

1）未选用具有相应资质的供应单位、承包（承

租）单位的，“相关方安全管理”评定要素不

得分；

2）未保存相关方资质证照的，一处扣 5 分。

4.1.1

1.8.2

★应与供应单位、承包（承租）单位等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

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合同应在有

效期内。

/

未签订相关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未在合同中

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安全生产管理

协议或合同超过有效期的，“相关方安全”评

定要素不得分。

4.1.1

1.8.3

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应包括下列内容：

a）双方安全生产职责、各自管理的区域范围；

b）作业场所、作业人员、设备设施的安全生产管理责任；

c）双方有关安全生产的权利和义务；

d）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应急救援责任；

e）对承租企业还应明确房屋房屋结构、用途变更等事项的职责和要求。

20 缺少一处内容扣 5 分。 4.1.1

1.8.4

★应对承包（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

全检查。对发现安全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单位应及时督促相关单位

进行整改。

10

1）未对承包（承租）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定期

安全检查的，“相关方安全管理”评定要素不

得分；

2）现场发现安全问题的未督促相关单位整改

的，“相关方安全管理”评定要素不得分；

3）检查记录不规范的，扣 5 分。

4.1.1

1.9 劳动防护用品 20 4.1.1

1.9.1

采购的劳动防护用品的质量应符合国家、行业的相关标准要求，应从具

有资质的生产和销售单位购买，查验并保存劳动防护用品检验报告等质

量证明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

10 一处不符合，扣 5 分。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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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劳动防护用品应符合产品说明书、产品标志规定的出厂使用年限，超过

有效期或功能失效的应进行报废处理。
10

劳动防护用品超期使用或功能失效使用的，一

处扣 5 分。
4.1.1

注：二级否决条款用“★”予以标出。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场所环境要素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

表C.1给出了场所环境要素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总分150分。

表 C.1 场所环境要素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

序号 评定内容

评定

要素

分值

评定

细项

分值

评定

条款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定

得分

扣分

说明

对应条款

编号

2 场所环境 150 4.2

2.1 经营用房 45 4.2.1

2.1.1 ★选址应避开自然灾害高风险区，结构应符合综合安全要求。 /
房屋选址、结构不符合要求的，“场所环境”

评定要素不得分。
4.2.2.1

2.1.2

房屋建筑层数、平面布置、门窗、装修材料等应符合下列要求：

★a)墙、柱、梁、楼板任意构件为可燃性材料的民宿，房屋建筑层数地上

不应超过 2 层，第二层经营面积不应超过 300m2；

★b)客房、餐厅、厨房、娱乐区域等不应设置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

★c)防火分隔应符合下列要求：

1）乡村民宿与其他建筑贴邻布置时，贴邻处外墙应为不开设门、窗、

洞口且厚度不低于 120mm 的不燃性实体墙；

2）位于同一建筑内的不同乡村民宿之间，应采用不开设门、窗、洞口

且厚度不低于 120mm 的不燃性实体墙进行分隔；

3）乡村民宿内不同使用功能用房之间，应采用厚度不低于 120mm 的不

燃性实体墙进行分隔。

d)客房、餐厅、娱乐场所等应设有开向室外的窗户，确有困难时，窗户可

40

1）防火分隔不符合要求的，“场所环境”评

定要素，不得分；

2）房屋楼层、面积不符合要求的，或客房、

餐厅、厨房、娱乐区域等设置在地下室或半地

下室的，“场所环境”评定要素，不得分；

3）窗户设置金属栅栏、防盗网、广告牌等遮

挡物的，“场所环境”评定要素，不得分；

4）房屋建筑构件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场所

环境”评定要素，不得分；

5）其他一处不符合，扣 5 分。

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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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向开敞的内天井；

e)客房、餐厅、娱乐场所的外窗净高度不宜小于 1.0m，净宽度不宜小于

0.8m，窗台下沿距室内地面高度不应大于 1.2；

★f)窗户不应设置金属栅栏、防盗网、广告牌等遮挡物，确需设置防盗网

时，防盗网和窗户应能从内部开启；

★g)乡村民宿改造时不应采用金属夹芯板材作为建筑构件，既有乡村民宿

原有金属夹芯板材的芯材应为不燃材料；



DB11/T XXXX—XXXX

15

表 C.1 场所环境要素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续）

序号 评定内容

评定

要素

分值

评定

细项

分值

评定

条款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定

得分

扣分

说明

对应条款

编号

h)厨房墙面应采用不燃材料，顶棚和屋面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性材料，灶台、

烟囱应采用不燃材料；

i)墙、柱、梁、楼板任意构件为可燃性材料的民宿，厨房难以完全改造的，

与炉灶相邻的墙面饰面材料应采用不燃材料，灶台周围 2m 范围内应采用

不燃地面，炉灶正上方 2m 范围内不应有可燃物；

j)建筑外墙上安装的广告、灯箱等设施应采用不燃材料制作。

2.1.3

走台、平台防护栏杆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距下方相邻地板或地面 1.2 m 及其以上的平台、通道或工作面的所有

敞开边缘应设置防护栏杆；

b）在平台、通道或工作面可能使用工具、机器部件或物品场合，应设置

带踢脚板的防护栏杆；踢脚板顶部在平台地面之上高度应不小于 100 mm，

其底部距地面应不大于 10 mm。

5 一处不符合扣 2 分。 4.2.1.4

2.2 室外区域 10 4.2.2

2.2.1

室外区域应符合下列要求：

a）道路路基应牢固，路面平坦，无坑沟，不应堆放物品，盖板齐全，坡

度适当；

b）危险路段、水域、露台等应设置护栏及安全警示标志；

c）室内外景观区域内设置的花木及其他景观，应固定牢固；涉水的景观

附近应设置安全警示牌；

d）有自然山体或人造假山的，不允许攀登的部位应封闭并设置安全警示

标志；

e）外部店牌、广告牌、空调室外机、室外照明灯具、霓虹灯等应安装牢

固；

f）户外广告灯具金属导管和线槽应与 PE 线可靠连接，并采用防水措施。

10 一处不符合扣 2 分。

4.2.2.1

4.2.2.2

4.2.2.3

4.2.2.4

4.2.2.5

4.2.2.6

2.3 住宿区域 35 4.2.3

2.3.1
住宿区域应符合下列要求：

a）每间客房内应在明显位置张贴疏散逃生示意图，以及当地公安、消防、
35

1）入住未实名登记的，“场所环境”评定要

素，不得分；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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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的紧急联络电话与地址；

b）疏散楼梯采用敞开楼梯间或敞开楼梯的，客房门应具备自闭功能；

2）客房内未张贴疏散逃生示意图的，一处扣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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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场所环境要素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续）

序号 评定内容

评定

要素

分值

评定

细项

分值

评定

条款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定

得分

扣分

说明

对应条款

编号

c）★入住应实名登记，并在入住登记处等醒目位置设置相关标牌；

d）访客应办理登记；

e）客房门应有门锁；

f）住宿须知应有安全内容；

g）客房设施有相应的安全使用说明；

h）配置的电器用品应有“3C”认证标志，并完好有效；

i）客房内不应使用大功率用电设备；

j）客房内应配备手电筒；

k）客房内应按照床位数配备自救呼吸器；

l）二层及以上客房内应根据客房室内地面与室外地坪高差配备逃生避难

器材：

1）高差不大于 6m 的楼层配备逃生绳；

2）高差大于 6m、不大于 15m 的楼层配备逃生缓降器、逃生梯、应急

逃生器等逃生避难器材。

m）洗浴间玻璃应具备防破碎功能；

n）卫生间地面应采取有效的防滑措施，应有完好、有效的自然通风管井

或独立机械排气装置；

o）洗浴间应有单独照明，并具有防潮、防腐措施，地面应配有防滑措施，

并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3）其他一处不符合，扣 5 分。

2.4 仓储场所 15 4.2.4

2.4.1

仓储场所应符合下列要求：

a）库房内储存物品应分类、分堆、限额存放；

b）库房内堆放物品与照明灯之间的距离不小于 0.5 m；

c）库房的电器设备应与可燃物保持不小于 0.5 m 的防火间距，架空线路

的下方不应堆放物品；

d）库房内敷设的配电线路，应穿金属管或难燃硬塑料管保护；

e）库房内不应随意乱接电线，擅自增加用电设备；

15

1）库房内堆放物品与照明灯之间的距离不符

合要求的，一处扣 5 分；

2）库房内敷设的配电线路不符合要求的，扣

5 分；

3）其他一处不符合扣 3 分。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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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库房内不应使用电炉、电烙铁、电熨斗、电热水器等电热器具和电视

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

g）库房内不应使用明火，并应设置醒目的禁止标志；

h）货架不应遮挡消火栓、自动喷淋系统喷头以及排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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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场所环境要素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续）

序号 评定内容

评定

要素

分值

评定

细项

分值

评定

条款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定

得分

扣分

说明

对应条款

编号

i）应保持库房内通道畅通；

j）消毒剂、杀虫剂、灭鼠剂、肥料等有毒有害物品应储存于阴凉干燥通

风处,专间存放或设置专柜，有专人负责管理。

2.5 娱乐活动区域 25 4.2.5

2.5.1

儿童游乐设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a)应设置在光线明亮、通风、无视觉死角的场地，器材之间应保持安全距

离；

b)应在儿童游乐设施周边设置安全须知；

c)高度较高、具有坠落危险的游乐设施应配置缓冲装置及安全警示标志；

d)器材或场地停用或维修时应将游乐器材卸下或封存，并张贴安全警示标

志。

5 一处不符合扣 2 分。 4.2.5.1

2.5.2

儿童滑梯可接触部分范围内不能有突出的钉子、凸出的线缆末端或有尖

端、边缘锐利的部件，应具有方便成人进入滑梯内部辅助儿童的出入口，

且出入口不能被锁闭，并且在没有任何附加帮助下可以进出。

5 一处不符合扣 2 分。 4.2.5.2

2.5.3

儿童游泳池应符合下列要求：

a）水深应不大于 0.8 m；

b）应配备救生圈、救生杆等救生器材，并摆放在明显位置；

c）游泳池内的排水设施应设置安全防护罩；

d）游泳池应定期进行水质净化、消毒处理；

e）应设置醒目的严禁跳水、防滑等安全警示标志；

f）池面应设有醒目的水深标志；

g）开放期间应配备经过专业培训的专职救生人员。

10 不符合要求扣 3 分。 4.2.5.3

2.5.4 卡拉 OK 房间内应设置醒目的疏散路线示意图，设备应安装牢固。 5 不符合要求不得分。 4.2.5.4

2.5.5
具有较强攻击性或毒性的动物养殖场所和接待场所应设置隔离措施，并

张贴安全须知。
5 不符合要求不得分。 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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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场所环境要素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续）

序号 评定内容

评定

要素

分值

评定

细项

分值

评定

条款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定

得分

扣分

说明

对应条款

编号

2.6 安全警示标志 20 4.2.6

2.6.1

安全警示标志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场所和设施、设备上，应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b)可燃物堆放场地、停车场等场所，以及临近山林、草场的显著位置应设

置“禁止烟火”“禁止吸烟”、“禁止带火种”、“禁止燃放鞭炮”等

警示标志；

c)有自然山体或人造假山的，不允许攀登的部位应封闭并张贴禁止攀登的

安全警示标志，可以攀登的部位应有安全提示标识；

d)森林防火区内的乡村民宿，应设置森林防火警示宣传标志；

e)落地式的玻璃门、玻璃窗、玻璃墙应设置警示标志。

15 一处不符合扣3分。 4.2.6.1

2.6.2
安全警示标志应使用中文，且固定牢固，不应破损、变形、褪色或被遮

挡。
5 一处不符合扣 2 分。 4.2.6.2

注：二级否决条款用“★”予以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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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公用辅助用房及设备设施要素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

表D.1给出了公共辅助用房及设备设施要素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总分100分。

表 D.1 公用辅助用房及设备设施要素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

序号 评定内容

评定

要素

分值

评定

细项

分值

评定

条款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定

得分

扣分

说明

对应条款

编号

3 公用辅助用房及设备设施 100 4.3

3.1 餐饮后厨 60 4.3.1

3.1.1

炊事机械及其作业应符合下列要求：

a）炊事机械电源控制开关应单机单设，并装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

电气控制开关应有防护罩；

b)灶台照明应具有防潮功能；

c)炊事机械应有防护装置，并完好有效；

f)不应使用煤炉做饭；

g)炭火烧烤应设置在室外通风良好，采取防止一氧化碳中毒的措施；

h)操作间的集烟罩应定期进行清洗；

i)灶台附近应配备灭火消防器材。

15 一处不符合扣 2 分。 4.3.1.1

3.1.2

管道天然气设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a）专用的封闭式燃气计量间、用气场所应设置燃气泄漏报警装置，报

警装置应与消防控制室或值班室联网，或将报警器设置在有人值班的场

所；

b）燃气引入管不得敷设在卫生间、配电间、电缆沟、暖气沟、烟道和垃

圾道等地方；

c）软管与燃具连接时，其长度不应超过 2m，并不得有接口，不应存在弯

折、拉伸、龟裂、老化等现象；

10

1）未设置燃气泄漏报警装置的，“公用辅助

用房及设备设施”评定要素不得分；

2）其他一处不符合扣 5 分。

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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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橡胶软管不得穿墙、顶棚、地面、窗和门；

e）用气设备应安装在通风良好的专用房间内，不应设置在兼做卧室的值

班室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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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公用辅助用房及设备设施要素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续）

序号 评定内容

评定

要素

分值

评定

细项

分值

评定

条款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定

得分

扣分

说明

对应条款

编号

f）地下室、半地下室和地上密闭房间敷设燃气管道时，应设置独立的机

械送排风系统，应有固定的防爆照明设备，地下室内燃气管道末端应设

放散管，并应引出地上，燃气引入管应设手动快速切断阀和紧急自动切

断阀，紧急自动切断阀停电时必须处于关闭状态（常开型）；

g）燃气管道应涂黄色防腐识别漆；

h）燃气用气设备应有熄火保护装置。

3.1.3

瓶组气化间应符合下列要求：

a）采用瓶组方式供应液化石油气的，应设置瓶组气化间，存储的气瓶总

容积应在 1 m3以下（约 8 个 50 kg 气瓶），备用的液化石油气钢瓶应存放

于专门的储瓶间；

b）当采用自然气化方式供气时，瓶组间可设置在与建筑物外墙毗连的单

层专用房间内，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地窖等通风不良场所及

建筑物内，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建筑物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标准；

2）应通风良好，并设有直通室外的门，门、窗应向外开；

3）与其他房间相邻的墙应为无门、无窗洞口的防火墙；

4）瓶组间室温范围为 0℃～40℃。

c）当采用强制气化方式供气时，瓶组气化间应为高度不低于 2.2 m 的独

立房间，其建筑要求应符合下列要求：

1）建筑物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标准；

2）应通风良好，并设有直通室外的门，门、窗应向外开；

3）与其他房间相邻的墙应为无门、无窗洞口的防火墙；

4）瓶组间室温范围为 0℃～40℃；

5）与建筑的防火间距应符合表 D.2 的要求。

d）采用自然通风的瓶组间和气化间，其下通风式百叶窗应不少于 2 个，

气瓶间每平方米的通风面积不应小于 0.03 m2，通风口应与室外大气连通，

通风口下沿距室内地坪宜在 0.2 m 以下，采用独立的强制通风方式的瓶组

15

1）瓶组气化间内未设置液化石油气的可燃气

体探测器的，“公用辅助用房及设备设施”评

定要素不得分；

2）瓶组气化间存储超标的，扣 10 分；

3）瓶组气化间通风不良的，扣 10 分；

4）瓶组气化间耐火等级不符合要求，扣 10

分；

5）瓶组间和气化间内的电气设备不符合要求

的，扣 10 分；

6）其他一处不符合扣 5 分。

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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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气化间，其通风设施应与可燃气体探测器连锁并符合防爆要求；

e）瓶组间和气化间内不应有暖气沟、地漏及其它地下建构筑物，地面材

料应采用不发生火花的材料；

f）瓶组间和气化间内的电气设备应为防爆型，电气开关应安装在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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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公用辅助用房及设备设施要素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续）

序号 评定内容

评定

要素

分值

评定

细项

分值

评定

条款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定

得分

扣分

说明

对应条款

编号

g）瓶组间和气化间应配备干粉灭火器，且数量不应少于 2 个；

h）瓶组间和气化间内不应设置燃气燃烧器具以及其他明火，不应堆放易

燃、易爆物品，不应作为其他用途使用；

★i）瓶组气化间内应设置液化石油气的可燃气体探测器，且可燃气体报

警控制器应安装在有人值守的房间内。

3.1.4

供气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a）单瓶供气时，气瓶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或通风不良的场所；

b）瓶组气化间供气系统总输气管的出口，应设置紧急切断阀并与可燃气

体探测器联锁及符合防爆要求；

c）供气管道应采用钢管，且应采用硬连接方式；

d）管道穿过建筑物墙体时，应敷设在两端密封的套管中；

e）管道系统为法兰连接的，法兰盘之间应做防静电跨接并接地。

5 一处不符合不得分。 4.3.1.2

3.1.5

用气设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a）设置用气设备的房间应具备良好的通风条件，普通地下室不应使用液

化石油气；

b）设置用气设备的房间，净高度不应低于 2.2 m，应配备数量不少于 2

个干粉灭火器并保持完好有效；

c）用气设备前连接管宜选用金属管道硬连接方式，当局部采用软管连接

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使用金属软管时两端应采用螺纹连接方式；

2）单瓶供气使用耐油橡胶软管时，软管的长度应控制在 1.2 m～2.0 m

之间且没有接口，软管不应穿越墙壁、顶棚、窗门等；

3）瓶组供气管道到达用气场所的用气设备前使用耐油橡胶软管时，

软管的长度不应超过 1 m。

d）设置用气设备的房间内不应使用其它火源；

★e）用气设备房间内应设置液化石油气的可燃气体探测器，且可燃气体

报警控制器应安装在有人值守的房间内；

10

1）用气设备房间内未设置液化石油气的可燃

气体探测器的，“公用辅助用房及设备设施”

评定要素不得分；

2）气瓶与灶具之间的净距离不符合要求的，

扣 5 分；

3）用气设备房间通风不良的，扣 5 分；

4）其他一处不符合扣 2 分。

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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