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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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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现场检查评定内容和方法，提高建设工程消防验

收现场检查评定工作效率，保障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现场检查评定工作质量，制

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和扩建的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

收现场评定工作，以及消防验收备案抽查时被确定为检查对象的其他建设工程

现场检查工作。 

1.0.3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现场检查评定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及北京

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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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现场检查评定 on-site inspection and evaluation 

在建设工程各参建责任主体履行质量责任的前提下，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

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经审查合格的消防设计文件和涉及消防的竣工图纸、

消防设计审查意见、有关专家评审意见等，对涉及消防的施工相关质量管理记

录进行抽查，以及对工程实体的外观质量、技术指标、设施性能、系统功能等

项目进行现场抽样检查并出具结论的过程。 

2.1.2   抽检部位基础信息 basic information of spot check position 

依据建设工程实际情况，抽检分项或抽检内容所对应抽检部位的位置或数

量等信息。 

2.1.3   现场检查评定方案 the scheme for on-site inspection and evaluation  

开展现场检查评定工作前，根据现场检查评定工作对象的特性，制定用以

指导现场检查评定工作的方案。 

 

2.2 符    号 

—抽检项目（一级项目）； 

—抽检分项（二级项目）； 

—抽检内容（三级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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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现场检查评定应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经审查合格

的消防设计文件和涉及消防的竣工图纸、消防设计审查意见、有关专家评审意

见等，在各参建责任主体履行质量责任的前提下进行。现场检查评定过程中应

对各参建责任主体在施工过程中是否落实主体责任进行抽查。 

3.1.2   对特殊建设工程开展现场评定，或对被确定为检查对象的其他建设工程开

展现场检查时，现场检查评定项目应按附录 A执行。 

3.1.3     开展现场检查评定工作前，应制定现场检查评定方案。 

3.1.4  现场检查评定人员应依据现场检查评定方案开展现场检查评定工作，按

照本规程的规定开展现场检查评定并形成抽查结果记录，对抽查结果进行汇总

并作出判定，出具现场检查评定结论。 

3.1.5   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对于完成施工并可实施检查的S𝑖.𝑗.𝑘，在各参建责任

主体履行质量责任并形成了相应施工质量合格文件后，可开展检查工作，并形

成相应记录。 

3.1.6   施工过程检查工作记录中的质量问题，应在现场检查评定方案中确定为抽

检对象，并按本规程规定对其进行现场检查评定。 

 

3.2 技术准备 

3.2.1   现场检查评定工作应在各参建责任主体履行消防施工质量责任和义务，形

成有关建设工程消防施工质量合格的工程技术资料文件后开展。 

3.2.2   制定现场检查评定方案时，宜按附录 B的规定收集建设工程现场检查评定

项目所需抽检部位基础信息。 

3.2.3    现场检查评定方案应包括下列内容，并应符合附录 A和附录 C的规定： 

1  检查评定依据； 

2  检查评定流程； 

3  工程基本情况； 

4  岗位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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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场检查评定项目抽检方案；  

6  现场检查评定项目抽查结果记录制式表格； 

7  现场检查评定结论制式表格。 

3.2.4   现场检查评定使用的仪器设备应计量检定合格，或按时进行校准。 

 

3.3 检查评定方法 

3.3.1   检查评定方法分为 Mo、Ma、Md、Mu四类。 

3.3.2   现场检查评定人员开展现场检查评定前应对各参建责任主体施工质量控制、

施工质量验收完成情况所对应的质量管理记录进行抽查，本规程用 Mo表示。 

3.3.3  现场检查评定人员应对建筑物防（灭）火设施的外观进行现场抽样查看，

本规程用 Ma表示。 

3.3.4   现场检查评定人员应通过专业仪器设备对涉及距离、高度、宽度、长度、

面积、厚度等可测量的指标进行现场抽样测量，本规程用 Md表示。 

3.3.5   现场检查评定人员应抽样测试消防设施的功能、联调联试消防设施的系统

功能，本规程用 Mu 表示。 

3.3.6   开展现场检查评定工作时，S𝑖.𝑗.𝑘对应的检查评定方法应按附录 C执行。 

3.3.7   现场检查评定工作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各阶段工作内容和节点成果应符合

图 3.3.7 现场检查评定工作流程的规定。 

      1  现场检查评定方案编制； 

2  现场检查评定实施； 

3  检查评定结果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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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7 现场检查评定工作流程示意图 

3.3.8   现场检查评定项目抽检方案应包括现场检查评定项目分级构成、抽检依据、

抽检前提、检查评定方法、抽检数量、抽检部位抽取等，并应符合附录 C 的规

定。 

现场检查评定方案 

编制 

审批 

现场检查评定实施 

技术审核 

结论 

按照本规程第 3.2.2-

3.2.4 条执行 

按照本规程第

3.3.1-3.3.6、

6.0.1-6.0.3条执

行 

按照本规程第

7.0.1、7.0.2 条

执行 

按照本规程第

7.0.3 条执行 

 

是 

否 

否 

是 

检查评定结果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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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质量管理记录抽查 

4.0.1   检查评定方法中的 Mo，其涉及的S𝑖.𝑗.𝑘应符合附录 C中抽检前提的规定。 

4.0.2    现场检查评定过程中，对S𝑖.𝑗或S𝑖.𝑗.𝑘开展 Ma、Md、Mu工作前，应对各参建

责任主体施工质量控制、施工质量验收完成情况所对应的质量管理记录进行抽

查。 

4.0.3   施工质量控制、施工质量验收完成情况所对应的质量管理记录不满足要求

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判定： 

1  现场检查评定方案中的S𝑖.𝑗或S𝑖.𝑗.𝑘属于主控项目，施工质量控制、施工质

量验收完成情况所对应的质量管理记录如有错误或缺失，质量管理记录抽查结

果应为不符合； 

2  现场检查评定方案中的S𝑖.𝑗或S𝑖.𝑗.𝑘属于一般项目，施工质量控制、施工质

量验收完成情况所对应的质量管理记录如有错误或缺失，相应参建责任主体在

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成后，质量管理记录抽查结果应在对整改情况复查完成的基

础上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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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抽检部位和抽检数量 

5.0.1    采用 Ma、Md、Mu开展现场检查评定时，有关S𝑖.𝑗或S𝑖.𝑗.𝑘对应抽检部位的

抽检数量不应少于 2处，当总数不大于 2处时，应全部检查；防火间距S2.1、消

防车登高操作场地S2.4、消防车道的设置S2.2.1及安全出口的形式和数量S8.1.1应

全部检查。 

5.0.2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现场检查评定项目对应的抽检部位和抽检数量，除按规

定应全部检查外，其余项目的抽检部位应随机确定。 

5.0.3   建设工程基础信息应能够反映建设工程地上、地下楼层，消防用房、设备

用房、功能用房以及消防设施设备等确定抽检部位所需的信息，详见附录 B。 

5.0.4   现场检查评定工作对象应为建设单位申报消防验收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手

续中注明的工程。 

5.0.5   涉及防火分区、消防用房、设备用房、功能用房等现场检查评定项目抽检

部位应进行编号，其他现场检查评定项目抽检部位宜进行编号，编号规则应符

合附录 D的规定。 

5.0.6   现场检查评定项目抽检部位的编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防火分区、消防用房、设备用房等现场检查评定项目抽检部位按第 5.0.4

条规定工程包含的相同类型的总数量进行编号； 

2  防火分区内包含的功能用房、消防设施设备等现场检查评定项目抽检部

位按防火分区包含的相同类型的总数量进行编号； 

3  消防用房、设备用房内包含的消防设施设备等现场检查评定项目抽检部

位按各自用房内包含的相同类型的总数量进行编号。 

5.0.7   防火分区、消防用房、设备用房内包含的现场检查评定项目抽检部位，编

号时应包含其所在防火分区、消防用房、设备用房的编号。 

5.0.8   抽检部位的选取应按附录 C中注明的抽取方法进行，并按附录 D中随机函

数计算所得到的数值与编号相对应的方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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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抽查结果记录 

6.0.1   开展现场检查评定工作时，应按附录 E填写抽查结果记录表，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对S𝑖.𝑗.𝑘的抽检前提进行 Mo 时，应对质量管理记录的齐全、完整、签章、

时间逻辑等情况进行记录； 

2  对所抽检部位的S𝑖.𝑗.𝑘进行 Ma 时，应以观察、触摸等方式对S𝑖.𝑗.𝑘与国家工

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消防设计文件的符合情况进行记录； 

3  对所抽检部位的S𝑖.𝑗.𝑘进行 Md 时，应对S𝑖.𝑗.𝑘的实测数据进行记录，并对实

测数据与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消防设计文件标示数值的误差情况进行

记录； 

4  对所抽检部位的S𝑖.𝑗.𝑘进行 Mu 时，应对S𝑖.𝑗.𝑘的功能测试、系统功能的联调

联试情况进行记录。 

6.0.2   现场检查评定时应在附录 E中对发现问题的部位和情况进行记录。 

6.0.3   开展现场检查评定时应在附录 E中记录现场检查评定人员数量和现场检查

评定所用时长。 

 



 

 9 

7 检查评定结果判定 

7.0.1    现场检查评定抽检项目进行判定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Mo依据本规程第 4.0.3条进行判定； 

2   Ma、Md、Mu 符合下列条件的，判定为合格： 

1）符合经消防设计审查合格的消防设计文件； 

2）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条文规定的要求； 

3）有距离、高度、宽度、长度、面积、厚度等要求的内容，其与设计图

纸标示的数值误差满足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要求；国家工程建设消防

技术标准没有数值误差要求的，误差不超过 5%，且不影响正常使用功能和消防

安全； 

4）消防设施性能满足设计文件要求并能正常实现； 

5）系统主要功能满足设计文件要求并能正常实现。 

7.0.2   现场检查评定抽检项目任意一项判定为不符合的，出具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现场检查评定不合格结论/意见；全部判定为符合的，出具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现

场检查评定合格结论/意见。 

7.0.3    现场检查评定结论应按附录 F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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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资料管理 

8.0.1     现场检查评定技术资料应及时分类归档。 

8.0.2     现场检查评定技术资料应包含现场检查评定方案、现场检查评定项目确

定抽检部位基础信息采集表、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现场检查评定项目抽检方案用

表、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现场检查评定项目抽查结果记录表、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现场检查评定结论表、竣工图纸等。 

8.0.3    现场检查评定技术资料应真实、齐全、有效，并具有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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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现场检查评定项目明细表 

 

Si Si.j Si.j.k 

S1  

建筑类

别与耐

火等级 

S1.1 建筑类别 S1.1.1 

消防验收申请表中建筑类别相关信息与《特殊建

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意见》、《建设工程规划核

验意见》、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涉及消防的竣工

图纸等文件的一致性 

S1.2 耐火级别 

S1.2.1 砌体结构工程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S1.2.2 混凝土结构工程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S1.2.3 钢结构工程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S1.2.4 木结构工程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S1.2.5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

限 

S1.2.6 轻质隔墙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S1.2.7 吊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S2 
总平面

布局 

S2.1 防火间距 S2.1.1 防火间距的设置情况 

S2.2 消防车道 

S2.2.1 消防车道设置 

S2.2.2 消防车道的净宽、净空高度 

S2.2.3 消防车道坡度、转弯半径情况 

S2.2.4 消防车道承载力情况 

S2.2.5 
是否有妨碍消防车操作的树木、架空管线等障碍

物 

S2.3 消防车登高面 

S2.3.1 登高面的设置 

S2.3.2 作业空间无遮挡物，裙房进深不影响登高救援 

S2.3.3 首层设置楼梯出口 

S2.3.4 立面救援窗的设置 

S2.4 
消防车登高操

作场地 

S2.4.1 形式、位置、尺寸、坡度 

S2.4.2 承载力情况 

S2.4.3 是否有影响登高救援的架空管线等障碍物 

S3 
平面 

布置 

S3.1 
建设工程消防

用房的布置 

S3.1.1 消防控制室的布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S3.1.2 消防水泵房的布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S3.1.3 其他消防用房的布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S3.2 

国家工程建设

消防技术标准

中有位置要求

场所 

S3.2.1 营业厅的设置位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S3.2.2 展览厅的设置位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S3.2.3 儿童活动场所的设置位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S3.2.4 
老年人照料设施中的老年人公共活动用房的设置

位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S3.2.5 康复与医疗用房的设置位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S3.2.6 医院的住院部分的设置位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S3.2.7 疗养院的住院部分的设置位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S3.2.8 教学建筑的设置位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S3.2.9 食堂的设置位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S3.2.10 菜市场的设置位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S3.2.11 会议厅的设置位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S3.2.12 多功能厅的设置位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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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Si.j Si.j.k 

S3.2.13 
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的设置位置是否符合设计

要求 

S3 
平面 

布置 
S3.2 

国家工程建设

消防技术标准

中有位置要求

场所 

S3.2.14 燃油锅炉房的设置位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S3.2.15 燃气锅炉房的设置位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S3.2.16 液化石油气瓶组间的设置位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S3.2.17 
其他有位置要求场所的设置位置是否符合设计要

求 

S4   

建筑外

墙、屋

面保温

和建筑

外墙装

饰 

S4.1 建筑外墙保温 

S4.1.1 保温材料燃烧性能 

S4.1.2 保温工程外观质量 

S4.1.3 保温材料防护层、防火隔离带设置 

S4.2 建筑屋面保温 

S4.2.1 保温材料燃烧性能 

S4.2.2 保温工程外观质量 

S4.2.3 保温材料防护层、防火隔离带的设置 

S4.3 建筑外墙装饰 S4.3.1 用于外墙的装饰材料燃烧性能 

S5   

建筑内

部装修

防火 

S5.1 装修情况 S5.1.1 装修范围、使用功能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S5.2 内部装修顶棚 

S5.2.1 
纺织织物、木质材料、高分子合成材料、复合材

料及其他材料的燃烧性能 

S5.2.2 用电装置周围材料的燃烧性能 

S5.2.3 内装修防火工程外观质量 

S5.2.4 用电装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S5.2.5 用电装置周围材料防火隔热、散热措施 

S5.2.6 装修对消防设施的影响 

S5.3 内部装修墙面 

S5.3.1 
纺织织物、木质材料、高分子合成材料、复合材

料及其他材料的燃烧性能 

S5.3.2 用电装置周围材料的燃烧性能 

S5.3.3 内装修防火工程外观质量 

S5.3.4 用电装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S5.3.5 用电装置周围材料防火隔热、散热措施 

S5.3.6 装修对消防设施的影响 

S5.3.7 装修对疏散设施的影响 

S5.4 内部装修地面 

S5.4.1 
纺织织物、木质材料、高分子合成材料、复合材

料及其他材料的燃烧性能 

S5.4.2 用电装置周围材料的燃烧性能 

S5.4.3 内装修防火工程外观质量 

S5.4.4 用电装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S5.4.5 用电装置周围材料防火隔热、散热措施 

S5.4.6 装修对消防设施的影响 

S5.4.7 装修对疏散设施的影响 

S5.5 其他装修内容 S5.5.1 防火门、隔断、固定家具的材料燃烧性能 

S6  
防火 

分隔 

S6.1 防火分区 S6.1.1 防火分区位置、形式、面积、完整性 

S6.2 防火墙 

S6.2.1 设置的形式、位置  

S6.2.2 设置的厚度 

S6.2.3 设置的完整性，防火封堵情况 

S6.2.4 防火墙上洞口设置情况 

S6.2.5 墙的耐火极限 

S6.3 防火门 S6.3.1 防火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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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3.2 防火门安装位置、尺寸 

S6.3.3 防火门开启方式、安装质量 

S6 
防火 

分隔 

S6.3 防火门 
S6.3.4 防火门启闭功能 

S6.3.5 防火门联动控制 

S6.4 防火窗 

S6.4.1 防火窗类型 

S6.4.2 防火窗安装位置、尺寸 

S6.4.3 防火窗开启方式、安装质量 

S6.4.4 防火窗手动控制 

S6.4.5 防火窗联动控制 

S6.5 竖向管道井 

S6.5.1 管道井的设置形式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S6.5.2 管道井使用材料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S6.5.3 防火封堵的严密性 

S6.5.4 封堵材料的燃烧性能 

S6.6 防火卷帘 

S6.6.1 防火卷帘类型 

S6.6.2 防火卷帘安装位置、安装质量 

S6.6.3 防火卷帘尺寸 

S6.6.4 防火封堵严密性 

S6.6.5 防火卷帘手动控制 

S6.6.6 防火卷帘联动控制 

S6.7 防火玻璃隔墙 

S6.7.1 防火玻璃隔墙设置的形式、位置 

S6.7.2 防火玻璃隔墙的材质 

S6.7.3 防火玻璃隔墙的防火封堵情况 

S6.8 防火隔墙 

S6.8.1 防火隔墙设置的形式、位置 

S6.8.2 防火隔墙的材质 

S6.8.3 防火隔墙的防火封堵情况 

S6.9 
建筑幕墙防火

分隔 
S6.9.1 幕墙与建筑主体结构间隙防火封堵 

S6.10 
窗槛墙、窗间

墙 
S6.10.1 设置的形式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S7 防爆 

S7.1 爆炸危险场所 
S7.1.1 危险场所设置位置 

S7.1.2 危险场所设置形式 

S7.2 泄压设施 
S7.2.1 泄压设施的设置 

S7.2.2 泄压口面积、泄压形式 

S7.3 防静电措施 S7.3.1 防静电措施 

S7.4 防积聚措施 S7.4.1 地沟盖板严密性 

S7.5 防流散措施 
S7.5.1 连通部位封堵 

S7.5.2 挡板等其他防流散措施 

S8 
安全 

疏散 

S8.1 安全出口 

S8.1.1 设置形式和数量 

S8.1.2 首层直通室外 

S8.1.3 地下室、半地下室与地上层共用楼梯的防火分隔 

S8.1.4 疏散宽度 

S8.1.5 疏散距离 

S8.1.6 前室面积 

S8.2 疏散门 
S8.2.1 设置位置、形式、开启方向 

S8.2.2 疏散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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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8.3 疏散走道 
S8.3.1 疏散走道位置 

S8.3.2 疏散走道宽度、长度 

S8 
安全 

疏散 

S8.4 避难层（间） 

S8.4.1 设置的形式、位置、有效面积、平面布置 

S8.4.2 防火分隔设置 

S8.4.3 防烟条件 

S8.4.4 消防设施设置 

S8.4.5 疏散楼梯设置 

S8.4.6 消防电梯设置 

S8.5 消防应急照明 

S8.5.1 类别、规格、型号 

S8.5.2 设置场所 

S8.5.3 设置位置 

S8.6 疏散指示标志 

S8.6.1 类别、规格、型号 

S8.6.2 设置场所 

S8.6.3 设置位置 

S8.6.4 保持视觉连续的疏散指示标志 

S9 
消防 

电梯  
S9.1 消防电梯 

S9.1.1 电梯安装监督检验情况 

S9.1.2 设置位置、数量 

S9.1.3 首层通向室外的方式 

S9.1.4 前室门的设置形式、前室的面积 

S9.1.5 前室短边的宽度 

S9.1.6 消防电梯井壁及机房的耐火极限和防火构造等 

S9.1.7 消防电梯井的防淹措施、排水措施 

S9.1.8 消防电梯从首层至顶层的运行时间 

S9.1.9 专用对讲电话和专用的操作按钮有效性 

S9.1.10 轿厢内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 

S10 
消火栓

系统 

S10.1 供水水源 

S10.1.1 供水水源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S10.1.2 市政消防供水的接口数量、管径 

S10.1.3 市政消防供水能力 

S10.1.4 其他形式水源的水量、水质、供水能力措施 

S10.1.5 消防车取水高度、取水设施 

S10.1.6 水泵接合器位置、数量、规格、标识 

S10.2 消防水池 

S10.2.1 消防水池的位置 

S10.2.2 消防水池有效容积 

S10.2.3 液位显示、传输、报警装置 

S10.2.4 消防水池的补水方式、管径 

S10.2.5 
附属设施（溢流、放空、通气、保温、钢爬梯、

检修口、防虫、防鼠网）设置状态 

S10.3 消防水泵 

S10.3.1 消防水泵规格、型号、数量 

S10.3.2 消防泵吸水管管径及连接方式 

S10.3.3 消防泵出水管管径及连接方式 

S10.3.4 出水管上的水锤消除设施规格、型号、数量 

S10.3.5 出水管上的止回阀规格、型号、数量 

S10.3.6 出水管上的信号阀规格、型号、数量 

S10.3.7 
自灌式吸水方式，水泵的安装高度对消防水池有

效容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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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3.8 现场手动启、停功能 

S10.3.9 消防控制室远程手动启、停功能 

S10 
消火栓

系统 

S10.3 消防水泵 

S10.3.10 
低压压力开关或流量开关自动启动消防水泵功

能，水泵不应自动停止 

S10.3.11 转输消防水泵或串联消防水泵的自动启动逻辑 

S10.3.12 主、备泵切换功能 

S10.3.13 机械应急启泵装置的设置情况 

S10.3.14 消防水泵控制柜的防护等级 

S10.4 管网 

S10.4.1 管道的材质、管径、接头，管网组件 

S10.4.2 管道安装及压力试验 

S10.4.3 管道采取的防腐、防冻措施 

S10.4.4 管道支架设置 

S10.5 室内消火栓 

S10.5.1 消火栓的规格、型号、设置位置 

S10.5.2 室内消火栓箱内组件设置情况 

S10.5.3 试验消火栓的设置情况 

S10.6 室外消火栓 

S10.6.1 室外消火栓的设置位置、标识 

S10.6.2 室外消火栓的规格、型号 

S10.6.3 消防车取水口的设置情况 

S10.6.4 室外消火栓栓口距井盖的距离 

S10.7 系统功能 

S10.7.1 试验消火栓放水自动启泵功能 

S10.7.2 消火栓按钮联动启动消防水泵 

S10.7.3 室外消火栓压力值 

S11 

自动喷

水灭火

系统 

S11.1 供水水源 

S11.1.1 供水水源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S11.1.2 市政消防供水的接口数量、管径 

S11.1.3 市政消防供水能力 

S11.1.4 其他形式水源的水量、水质、供水能力措施 

S11.1.5 消防车取水高度、取水设施 

S11.1.6 水泵接合器位置、数量、规格、标识 

S11.2 消防水池 

S11.2.1 消防水池的位置 

S11.2.2 消防水池有效容积 

S11.2.3 液位显示、传输、报警装置 

S11.2.4 消防水池的补水方式、管径 

S11.2.5 
附属设施（溢流、放空、通气、保温、钢爬梯、

检修口、防虫、防鼠网）设置状态 

S11.3 消防水泵 

S11.3.1 消防水泵规格、型号、数量 

S11.3.2 消防泵吸水管管径及连接方式 

S11.3.3 消防泵出水管管径及连接方式 

S11.3.4 出水管上的水锤消除设施规格、型号、数量 

S11.3.5 出水管上的止回阀规格、型号、数量 

S11.3.6 出水管上的信号阀规格、型号、数量 

S11.3.7 
自灌式吸水方式，水泵的安装高度对消防水池有

效容积的影响 

S11.3.8 现场手动启、停功能 

S11.3.9 消防控制室远程手动启、停功能 

S11.3.10 
低压压力开关或流量开关自动启动消防水泵功

能，水泵不应自动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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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1.3.11 转输消防水泵或串联消防水泵的自动启动逻辑 

S11.3.12 主、备泵切换功能 

S11 

自动喷

水灭火

系统 

S11.3 消防水泵 
S11.3.13 机械应急启泵装置的设置情况 

S11.3.14 消防水泵控制柜的防护等级 

S11.4 报警阀组 

S11.4.1 报警阀规格、型号 

S11.4.2 报警阀设置位置 

S11.4.3 水力警铃设置情况 

S11.4.4 压力测试 

S11.4.5 排水设施设置情况 

S11.4.6 控制阀设置情况 

S11.5 喷头 

S11.5.1 喷头的质量 

S11.5.2 喷头的设置场所 

S11.5.3 喷头的安装位置 

S11.6 系统功能 

S11.6.1 湿式系统模拟灭火功能 

S11.6.2 干式系统模拟灭火功能 

S11.6.3 预作用系统模拟灭火功能 

S11.6.4 雨淋系统模拟灭火功能 

S11.6.5 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功能 

S11.6.6 水喷雾灭火系统功能 

S11.6.7 细水雾灭火系统功能 

S12 

火灾自

动报警

系统 

S12.1 系统形式 S12.1.1 系统设置形式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S12.2 
火灾探测器的

报警功能 

S12.2.1 
点型感烟、点型感温、点型一氧化碳火灾探测器

的火灾报警功能 

S12.2.2 线型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的火灾报警功能 

S12.2.3 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的敏感部件故障功能 

S12.2.4 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的火灾报警功能 

S12.2.5 
管路采样式吸气感烟火灾探测器的采样管路气流

故障报警功能 

S12.2.6 管路采样式吸气感烟火灾探测器的火灾报警功能 

S12.2.7 点型火焰探测器的火灾报警功能 

S12.2.8 图像型火灾探测器的火灾报警功能 

S12.3 系统功能 

S12.3.1 气体灭火系统的联动控制功能 

S12.3.2 防火卷帘系统的联动控制功能 

S12.3.3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联动控制功能 

S12.3.4 消火栓系统的联动控制功能 

S12.3.5 防烟排烟系统的联动控制功能 

S12.3.6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的联动控制功能 

S12.3.7 设计要求的其他系统的联动控制功能 

S12.4 
火灾报警控制

器 

S12.4.1 设备设置 

S12.4.2 设备功能 

S12.5 联动设备 
S12.5.1 设备设置 

S12.5.2 设备功能 

S12.6 消防控制室图 S12.6.1 设备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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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Si.j Si.j.k 

形显示装置 
S12.6.2 设备功能 

S13  

防烟排

烟系统

及通

风、空

调系统

防火 

S13.1 系统设置 

S13.1.1 自然通风设施的布置方式和面积 

S13.1.2 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设置形式 

S13.1.3 自然排烟设施的布置方式和面积 

S13.1.4 机械排烟系统的设置形式 

S13.1.5 补风系统的设置形式 

S13.2 排烟风机 

S13.2.1 风机的规格、型号 

S13.2.2 风机的设置位置 

S13.2.3 风机启停功能 

S13.2.4 排烟防火阀的设置 

S13.2.5 排烟防火阀的连锁关闭风机功能 

S13.2.6 风机气流方向 

S13.3 管道 

S13.3.1 风管的耐火极限 

S13.3.2 风管的规格型号 

S13.3.3 排烟防火阀（防火阀）设置 

S13.3.4 排烟口（排烟阀）、送风口、补风口的设置 

S13.4 系统功能 

S13.4.1 机械加压送风系统联动功能 

S13.4.2 走道、楼梯间、前室、封闭避难层等的余压值 

S13.4.3 机械排烟系统联动功能 

S13.4.4 补风系统联动功能 

S13.4.5 自动排烟窗联动功能 

S13.4.6 活动挡烟垂壁联动功能 

S13.4.7 空调、通风系统联动关闭功能 

S13.4.8 
空调、通风系统与排烟、补风系统合用时的自动

切换功能 

S13.4.9 排烟口、补风口、送风口的风速 

S13.4.10 动作信号反馈功能 

S14  
消防 

电气 

S14.1 消防电源 
S14.1.1 消防负荷等级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S14.1.2 供电形式 

S14.2 柴油发电机房 

S14.2.1 设置位置 

S14.2.2 柴油发电机房的防火分隔 

S14.2.3 储油间的防火分隔 

S14.2.4 储油间总储存量 

S14.2.5 火灾报警装置的设置情况 

S14.2.6 灭火设施的设置情况 

S14.2.7 备用照明的照度 

S14.3 变配电房 

S14.3.1 设置位置 

S14.3.2 防火分隔、防火封堵 

S14.3.3 火灾报警装置的设置情况 

S14.3.4 灭火设施的设置情况 

S14.3.5 备用照明的照度 

S14.4 消防配电 
S14.4.1 消防专用供电回路的设置情况 

S14.4.2 主、备电源切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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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Si.j Si.j.k 

S14.4.3 消防配电线路敷设及防护措施 

S14  
消防 

电气 
S14.5 用电设施 

S14.5.1 架空电力线路与保护对象的间距 

S14.5.2 
卤钨灯、白炽灯等高温灯具的隔热、散热防火措

施 

S14.5.3 防爆区电气设备的类型 

S15  
建筑 

灭火器 

S15.1 种类 S15.1.1 灭火器类型、规格 

S15.2 数量 S15.2.1 同一灭火器配置场所灭火器配置数量 

S15.3 配置 S15.3.1 灭火级别和每个设置点的配置数量 

S15.4 布置 S15.4.1 设置点位置、摆放和使用环境 

S16  
泡沫灭

火系统 

S16.1 
泡沫灭火系统

防护区 

S16.1.1 保护对象的设置位置、性质 

S16.1.2 环境温度 

S16.1.3 系统选型 

S16.2 
泡沫比例混合

装置 

S16.2.1 规格、型号及外观质量 

S16.2.2 泡沫灭火剂种类和数量 

S16.3 泡沫发生装置 S16.3.1 规格、型号及外观质量 

S17  
气体灭

火系统 
S17.1 系统功能 

S17.1.1 预制式系统主、备电源切换 

S17.1.2 预制式系统模拟启动功能  

S17.1.3 预制式系统模拟喷气试验 

S17.1.4 管网式系统主、备电源切换 

S17.1.5 管网式系统模拟启动功能 

S17.1.6 管网式系统模拟喷气试验 

S17.1.7 
管网式系统模拟灭火剂主、备用量切换操作试验

（设有灭火剂备用量的系统） 

S18  
其他 

项目 

S18.1 
消防水箱及增

压稳压设施 

S18.1.1 消防水箱的位置 

S18.1.2 消防水箱的有效容积 

S18.1.3 液位显示、传输、报警装置 

S18.1.4 消防水箱的补水方式、管径 

S18.1.5 
附属设施（溢流、放空、通气、保温、钢爬梯、

检修口、防虫、防鼠网）设置状态 

S18.1.6 稳压泵规格、型号、数量 

S18.1.7 稳压泵启停功能 

S18.2 
可燃气体探测

器的报警功能 

S18.2.1 可燃气体探测器的可燃气体报警功能 

S18.2.2 线型可燃气体探测器的遮挡故障报警功能 

S18.3 
消防自备发电

设备 
S18.3.1 应急启动发电机功能 

S18.4 
其他消防备用

电源 

S18.4.1 
消防应急照明和灯光疏散指示标志备用电源的规

格、型号 

S18.4.2 EPS或 UPS 

S18.5 特殊消防设计 

S18.5.1 

特殊消防设计专家评审内容 
S18.5.2 

…… 

S18.5.m 

注： 

（1）S12.5联动设备指消防联动控制器； 

（2）附录 A中未涵盖的S𝑖.𝑗，可依据此表格式在 S18内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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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现场检查评定项目确定抽检部位基础信息采集表 

 

编号 
制定抽检方案时 

抽检部位 
所需收集基础信息 

Ln01 
建筑外墙与周边的防

火间距 
总平面图中建筑物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标注的距离信息 

Ln02 安全出口 设计文件注明的安全出口数量信息 

Ln03 消防车道 设计文件注明的消防车道位置信息 

Ln04 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设计文件注明的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位置信息 

Li01 防火分区 
设计文件注明的楼层数量、选中层建筑平面图 X 方向轴线数量及所

对应的 Y方向轴线数量 

Li02 消防车登高操作面 建筑图纸中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数量和楼层层数数量 

Li03 消防控制室 设计文件注明的消防控制室数量 

Li04 消防水泵房 设计文件注明的消防水泵房数量 

Li05 排烟机房 设计文件注明的排烟机房数量 

Li06 送风机房 设计文件注明的送风机房数量 

Li07 柴油发电机房 设计文件注明的柴油发电机房数量 

Li08 变配电房 设计文件注明的变配电房数量 

Li09 消防电梯机房 设计文件注明的消防电梯机房数量 

Li10 泡沫灭火设备用房 设计文件注明的泡沫灭火设备用房数量 

Li11 其余消防用房 设计文件注明的除 Li03～Li10之外的消防用房数量 

Li12 有位置要求场所 设计文件注明的有位置要求场所数量 

Li13 爆炸危险场所 设计文件注明的爆炸危险场所数量 

Li14 避难层（间） 设计文件注明的避难层（间）数量 

Li15 室外天然水源 设计文件注明的室外天然水源数量 

Li16 室外市政水源 设计文件注明的室外市政水源进水管数量 

Li17 室外水泵接合器 设计文件注明的室外水泵接合器数量 

Li18 室外消火栓 设计文件注明的室外消火栓数量 

Li19 消防水池 设计文件注明的消防水池数量 

Li20 高位水箱间 设计文件注明的高位水箱间数量 

Li21 泡沫灭火系统防护区 设计文件注明的泡沫灭火系统防护区数量 

Li22 气体灭火系统防护区 设计文件注明的气体灭火系统防护区数量 

Li23 燃气探测区域 设计文件注明的燃气探测区域数量 

Li24 消防自备发电设备 设计文件注明的消防自备发电设备数量 

Li25 高温灯具 设计文件注明的高温灯具数量 

Li26 架空电力线 设计文件注明的架空电力线数量 

Lp01 建筑外墙 已抽取的防火分区所在楼层外墙数量 

Lp02 屋面 已抽取的防火分区（X，Y方向）所对应的屋面区域 

注：附录 B中所指设计文件包括施工图纸、设计变更、工程洽商，以及竣工图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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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现场检查评定项目抽检方案用表 

 

工程名称： 

序号 Si Si.J Si.j.k 重要程度 抽检依据 抽检前提 
检查评

定方法 
抽检数量 抽检部位抽取 备注 

1 

S1 

S1.1 S1.1.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6.1.2 条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6.1.2 条的要求，对消防验收申请表与《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

审查意见》、《建设工程规划核验意见》、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涉及消防的竣工图纸等文件的建筑类别相关信息一致性进行查

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1 建筑总平面及

平面布置查验记录） 

Mo  —   

2 

S1.2 

S1.2.1 一般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砌体结构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3-2011 第

5.3.3、6.3.2、

7.3.1、8.3.4、9.3.1

条 

按照《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3-2011 第

5.3.3、6.3.2、7.3.1、8.3.4、9.3.1 条的要求，对砌体尺寸、

位置的允许偏差进行验收，结论合格，并形成了验收记录。（表

A.0.1-1 砌砖体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A.0.1-2 混凝土小

型空心砌块砌体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A.0.1-3 石砌体工

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A.0.1-4 配筋砌体工程检验批质量验

收记录、表 A.0.1-5 填充墙砌体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Mo+Md 

 

根据 S6.1选中的防

火分区，依据三维

Q 点选取法抽取设

计有耐火极限要求

的建筑构件，主要

包括墙、柱、梁、

楼板、屋顶承重构

件、疏散楼梯、吊

顶等 

  

3 S1.2.2 一般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混凝土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4-2015 第

10.1.3、10.1.4 条                       

按照《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15 第

10.1.3、10.1.4 条的要求，对混凝土结构尺寸、位置的允许偏差

进行检查，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检验记录。（《建筑工程资料管

理规程》DB11/T695-2017 表 C7-3 混凝土结构实体位置与尺寸偏

差检验记录） 

Mo+Md 

4 S1.2.3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钢结构防火

技术规范》GB51249-

2017 第 9 章 

1、按照《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51249-2017 第 9.2 节的

要求，对进场的钢结构防火保护材料进行检查，结论合格，并形

成了进场检验记录。（《建筑工程资料管理规程》DB11/T695-

2017 表 C4-44 材料、构配件进场检验记录） 

2、按照《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51249-2017 第 9.1、

9.3、9.4、9.5、9.6、9.7、9.8 节的要求，对钢结构防火保护工

程施工质量进行验收，结论合格，并形成了验收记录。（表

F.0.2 钢结构防火涂料保护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F.0.3 钢结

构防火板保护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F.0.4 钢结构柔性毡状材

料防火保护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F.0.5 钢结构混凝土（砂浆

或砌体）防火保护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Mo+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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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Si Si.J Si.j.k 重要程度 抽检依据 抽检前提 
检查评

定方法 
抽检数量 抽检部位抽取 备注 

5 

S1 S1.2 

S1.2.4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木结构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6-2012 第

4.2.1、5.2.1、

6.2.2、7.1.2、

7.2.1、7.2.4、

7.2.5、7.2.6、

7.2.7、7.2.8、7.2.9

条 

1、按照《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6-2012 第

4.2.1、5.2.1、6.2.2 条的要求，对进场的木结构工程材料进行

检查，结论合格，并形成了进场检验记录。（《建筑工程资料管

理规程》DB11/T695-2017 表 C4-44 材料、构配件进场检验记

录） 

2、按照《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6-2012 第

7.1.2、7.2.1、7.2.4、7.2.5、7.2.6、7.2.7、7.2.8、7.2.9 条

的要求，对木结构防护分项工程相关检验批进行验收，结论合

格，并形成了验收记录。（《建筑工程资料管理规程》

DB11/T695-2017 表 C7-4      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Mo+Md 

 （续上页）  

6 S1.2.5 一般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装配式混凝土结

构工程施工与质量验

收规程》DB11/T1030-

2021 第 8.5.7 条 

按照《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程》

DB11/T1030-2021 第 8.5.7 条的要求，对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

的构件尺寸进行检查，结论合格，并形成了进场检验记录。 

（《建筑工程资料管理规程》DB11/T695-2017 表 C4-44 材料、

构配件进场检验记录） 

Mo+Md 

7 S1.2.6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装饰装修工

程质量验收标准》

GB50210-2018 第 3.2

节，第 8 章 

1、按照《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50210-2018 第

3.2 节的要求，对进场的轻质隔墙工程材料进行检查，结论合

格，并形成了进场检验记录。（《建筑工程资料管理规程》

DB11/T695-2017 表 C4-44 材料、构配件进场检验记录） 

2、按照《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50210-2018 第 8

章的要求，对轻质隔墙工程涉及防火的工程质量进行验收，结论

合格，并形成验收记录。（表 B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Mo+Md 

8 S1.2.7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装饰装修工

程质量验收标准》

GB50210-2018 第 3.2

节，第 7 章 

1、按照《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50210-2018 第

3.2 节的要求，对进场的吊顶工程材料进行检查，结论合格，并

形成了进场检验记录。（《建筑工程资料管理规程》DB11/T695-

2017 表 C4-44 材料、构配件进场检验记录）                                     

2、按照《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50210-2018 第 7

章的要求，对木龙骨防火处理隐蔽工程进行验收，结论合格，并

形成了验收记录。（表 B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M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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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Si Si.J Si.j.k 重要程度 抽检依据 抽检前提 
检查评

定方法 
抽检数量 抽检部位抽取 备注 

9 

S2 

S2.1 S2.1.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6.2.1 条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6.2.1 的要求，对建筑防火间距的设置要求进行查验，结论合

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1 建筑总平面及平面布置查验

记录） 

Mo+Md  

根据总平面图中拟

建建筑物东南西北

四个方向与既有建

筑标注的距离信

息，对防火间距全

数检查 

  

10 

S2.2 

S2.2.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6.2.2 条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6.2.2 条的要求，对消防车道的设置情况进行查验，结论合格，

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1 建筑总平面及平面布置查验记

录） 

Mo+Ma  

根据设计文件注明

的消防车道位置信

息，对消防车道的

设置全数检查 

  

11 S2.2.2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6.2.2 条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6.2.2 条的要求，对消防车道的净宽、净空高度、坡度、转弯半

径情况、承载力情况、是否有妨碍消防车操作的树木等障碍物进

行查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1 建筑总平面

及平面布置查验记录） 

Mo+Md 

 

根据设计文件注明

的消防车道位置信

息，依据全数编号

选取法进行抽取 

  
12 S2.2.3 主控项目 Mo+Md 

13 S2.2.4 主控项目 Mo 

14 S2.2.5 主控项目 Mo+Ma 

15 

S2.3 

S2.3.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6.2.3 条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6.2.3 条的要求，对消防车登高面的设置、作业空间、裙房进

深、首层设置楼梯出口、立面救援窗的设置进行查验，结论合

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1 建筑总平面及平面布置查验

记录） 

Mo+Ma 

 

根据建筑图纸中消

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数量，依据全数编

号选取法进行抽取 

  

 

16 S2.3.2 主控项目 Mo+Ma 

17 S2.3.3 主控项目 Mo+Ma 

18 S2.3.4 主控项目 Ma+Md 

19 

S2.4 

S2.4.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6.2.4 条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6.2.4 条的要求，对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形式、位置、尺寸、坡

度、承载力情况、是否有影响登高救援的树木、架空管线等障碍

物进行查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1 建筑总

平面及平面布置查验记录） 

Ma+Md 

 

根据设计文件注明

的消防车登高操作

场地位置信息，对

消防车登高操作场

地全数检查 

  

 
20 S2.4.2 主控项目 Mo 

21 S2.4.3 主控项目 M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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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Si Si.J Si.j.k 重要程度 抽检依据 抽检前提 
检查评

定方法 
抽检数量 抽检部位抽取 备注 

22 

S3 

S3.1 

S3.1.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6.3.3 条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6.3.3 条的要求，对消防控制室的布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进行查

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1 建筑总平面及平

面布置查验记录） 

Mo+Ma  

采用 S12.4选中的火

灾报警控制器所在

的消防控制室 

  

23 S3.1.2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6.3.4 条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6.3.4 条的要求，对消防水泵房的布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进行查

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1 建筑总平面及平

面布置查验记录） 

Mo+Ma  

采用 S10.3、S11.3选中

的消防水泵所在的

消防水泵房 

  

24 S3.1.3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6.3.5 条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6.3.5 条的要求，对其他消防用房的布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进行

查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1 建筑总平面及

平面布置查验记录） 

Mo+Ma  

根据设计文件注明

的其他消防用房数

量，依据全数编号

选取法进行抽取 

  

25 

S3.2 

S3.2.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6.4.1 条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6.4.1 条的要求，对有位置要求的场所（房间）的设置位置是否

符合设计要求进行查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1 建筑总平面及平面布置查验记录） 

Mo+Ma 

 

根据设计文件注明

的有位置要求场所

类别数量，依据全

数编号选取法抽取

两类场所，在抽中

的场所类别中依据

全数编号选取法再

次进行抽取 

  

 

26 S3.2.2 主控项目 Mo+Ma 

27 S3.2.3 主控项目 Mo+Ma 

28 S3.2.4 主控项目 Mo+Ma 

29 S3.2.5 主控项目 Mo+Ma 

30 S3.2.6 主控项目 Mo+Ma 

31 S3.2.7 主控项目 Mo+Ma 

32 S3.2.8 主控项目 Mo+Ma 

33 S3.2.9 主控项目 Mo+Ma 

34 S3.2.10 主控项目 Mo+Ma 

35 S3.2.11 主控项目 Mo+Ma 

36 S3.2.12 主控项目 Mo+Ma 

37 S3.2.13 主控项目 M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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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Si Si.J Si.j.k 重要程度 抽检依据 抽检前提 
检查评

定方法 
抽检数量 抽检部位抽取 备注 

38 

S3 S3.2 

S3.2.14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6.4.4 条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6.4.2、6.4.4 条的要求，对有位置要求的场所（房间）的设置位

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进行查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

（表 D.0.1 建筑总平面及平面布置查验记录） 

Mo+Ma 

 （续上页） 
  

 

39 S3.2.15 主控项目 Mo+Ma 

40 S3.2.16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6.4.2 条 

Mo+Ma 

41 S3.2.17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6.4.1、6.4.2、6.4.3

条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6.4.1、6.4.2、6.4.3 条的要求，对抽检场所（房间）的设置位

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进行查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

（表 D.0.1 建筑总平面及平面布置查验记录） 

Mo+Ma 

42 

S4 S4.1 

S4.1.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节能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

GB50411-2019 第

4.2.1、4.2.2、

5.2.1、5.2.2 条 

按照《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50411-2019 第

4.2.1、4.2.2、5.2.1、5.2.2条的要求，对进场的保温材料进行

检查和复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进场检验记录。（《建筑工程

资料管理规程》DB/T695-2017 表 C4-44 材料、构配件进场检验

记录) 

 

Mo+Ma 

 

根据 S6.1选中的防

火分区所在楼层，

依据三维 Q 点选取

法进行抽取 

 

43 S4.1.2 一般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节能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

GB50411-2019 第

4.2.7、4.2.8、

5.2.5、5.2.8、5.2.9

条 

按照《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50411-2019 第

4.2.7、4.2.8、5.2.5、5.2.8、5.2.9 条的要求，对建筑外墙保

温的外观质量检验批进行检查，结论合格，并形成了墙体节能工

程的验收记录。（表 H.0.1      检验批质量验收表） 

Mo+Ma+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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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Si Si.J Si.j.k 重要程度 抽检依据 抽检前提 
检查评

定方法 
抽检数量 抽检部位抽取 备注 

44 S4.1.3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节能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

GB50411-2019 第

4.2.10、4.2.11、

4.2.12、4.2.13、

4.2.14、4.2.15、

4.2.16、5.2.8 条 

按照《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50411-2019 第

4.2.10、4.2.11、4.2.12、4.2.13、4.2.14、4.2.15、4.2.16、

5.2.8 条的要求，对建筑外墙保温的保温材料防护层、防火隔离

带检验批进行检查，结论合格，并形成了墙体节能工程的验收记

录。（表 H.0.1      检验批质量验收表） 

Mo+Ma 

45 

S4 

S4.2 

S4.2.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节能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

GB50411-2019 第

7.2.1、7.2.2 条 

按照《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50411-2019 第

7.2.1、7.2.2 条的要求，对进场的保温材料进行检查和复验，结

论合格，并形成了进场检验记录。（《建筑工程资料管理规程》

DB/T695-2017 表 C4-44 材料、构配件进场检验记录) 

 

Mo+Ma 

 

根据 S6.1选中的防

火分区所对应的屋

面区域，依据三维

Q 点选取法进行抽

取 

 

46 S4.2.2 一般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节能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 

GB50411-2019 第

7.2.3、7.2.7、

7.2.10 条 

按照《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50411-2019 第

7.2.3、7.2.7、7.2.10 条的要求，对建筑屋面保温的外观质量检

验批进行验收，结论合格，并形成了屋面节能工程的验收记录。

（表 H.0.1      检验批质量验收表） 

Mo+Ma+

Md 

47 S4.2.3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节能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

GB50411-2019 第

7.1.4、7.2.9 条 

按照《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50411-2019 第

7.1.4、7.2.9 条的要求，对建筑屋面保温的保温材料防护层、防

火隔离带检验批进行验收，结论合格，并形成了屋面节能工程的

验收记录。(表 H.0.1      检验批质量验收表) 

Mo+Ma 

48 S4.3 S4.3.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装饰装修工

程质量验收标准》 

GB50210-2018 第 3.2

节 

按照《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50210-2018 第 3.2 节

的要求，对进场的外墙装饰材料进行检查和复验，结论合格，并

形成了进场检验记录。（《建筑工程资料管理规程》DB/T695-

2017 表 C4-44 材料、构配件进场检验记录) 

Mo+Ma  

根据 S6.1选中的防

火分区所在楼层，

依据三维 Q 点选取

法进行抽取 

 



 

 26 

序号 Si Si.J Si.j.k 重要程度 抽检依据 抽检前提 
检查评

定方法 
抽检数量 抽检部位抽取 备注 

49 

S5 

S5.1 S5.1.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8.3.2 条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8.3.2 条的要求，对装修范围、使用功能是否符合设计要求进行

查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3 建筑保温与装

修查验记录） 

Mo+Ma  

根据 S6.1选中的防

火分区，依据三维

Q 点选取法进行抽

取 

 

50 

S5.2 

S5.2.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内部装修防

火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354-2005 第

2.0.4、2.0.5 条 

按照《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354-2005 第

2.0.4、2.0.5 条的要求，对进场的装修材料进行检查和复验，结

论合格，并形成了进场验收记录。(表 B 装修材料进场验收记录) 

Mo+Ma 

 

根据 S6.1选中的防

火分区，依据三维

Q 点选取法进行抽

取 

  

51 S5.2.2 主控项目 Mo+Ma 

52 S5.2.3 一般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内部装修防

火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354-2005 第

3.0.9、4.0.14、

5.0.11、6.0.6 条 

按照《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354-2005 第

3.0.9、4.0.14、5.0.11、6.0.6 条的要求，对建筑内部顶棚装修

防火工程外观质量进行检查，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检查记录。

（表 C 建筑内部装修工程防火施工过程检查记录） 

Mo+Ma 

53 S5.2.4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内部装修防

火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354-2005 第

2.0.7、7.0.10 条 

按照《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354-2005 第

2.0.7、7.0.10 条的要求，对建筑内部顶棚装修防火工程用电装

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用电装置周围材料防火隔热、散热措施进

行检查，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检查记录。（表 C 建筑内部装修工

程防火施工过程检查记录） 

Mo  

54 S5.2.5 主控项目 Mo+Ma 

55 S5.2.6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内部装修防

火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354-2005 第

2.0.8 条 

按照《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354-2005 第

2.0.8 条的要求，对建筑内部顶棚装修对消防设施的影响进行检

查，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检查记录。（表 C 建筑内部装修工程防

火施工过程检查记录） 

M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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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Si Si.J Si.j.k 重要程度 抽检依据 抽检前提 
检查评

定方法 
抽检数量 抽检部位抽取 备注 

56 

S5 S5.3 

S5.3.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内部装修防

火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354-2005 第

2.0.4、2.0.5 条 

按照《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354-2005 第

2.0.4、2.0.5 条的要求，对进场的装修材料进行检查和复验，结

论合格，并形成了进场验收记录。(表 B 装修材料进场验收记录)  

Mo+Ma 

 

根据 S6.1选中的防

火分区，依据三维

Q 点选取法进行抽

取 

 

57 S5.3.2 主控项目 Mo+Ma 

58 S5.3.3 一般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内部装修防

火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354-2005 第

3.0.9、4.0.14、

5.0.11、6.0.6 条 

按照《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354-2005 第

3.0.9、4.0.14、5.0.11、6.0.6 条的要求，对建筑内部墙面装修

防火工程外观质量进行检查，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检查记录。

（表 C 建筑内部装修工程防火施工过程检查记录） 

Mo+Ma 

59 S5.3.4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内部装修防

火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354-2005 第

2.0.7、7.0.10 条 

按照《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354-2005 第

2.0.7、7.0.10 条的要求，对建筑内部墙面装修防火工程用电装

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用电装置周围材料防火隔热、散热措施进

行检查，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检查记录。（表 C 建筑内部装修工

程防火施工过程检查记录） 

Mo   

60 S5.3.5 主控项目 Mo+Ma 

61 S5.3.6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内部装修防

火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354-2005 第

2.0.8 条 

按照《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354-2005 第

2.0.8 条的要求，对建筑内部墙面装修对消防设施的影响进行检

查，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检查记录。（表 C 建筑内部装修工程防

火施工过程检查记录） 

Mo+Ma 

62 S5.3.7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8.3.3 条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8.3.3 条的要求，对建筑内部墙面装修对疏散设施的影响进行检

查，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3 建筑保温与装修

查验记录） 

Mo+Ma+

Md 



 

 28 

序号 Si Si.J Si.j.k 重要程度 抽检依据 抽检前提 
检查评

定方法 
抽检数量 抽检部位抽取 备注 

63 

S5 

S5.4 

S5.4.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内部装修防

火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354-2005 第

2.0.4、2.0.5 条 

按照《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354-2005 第

2.0.4、2.0.5 条的要求，对进场的装修材料进行检查和复验，结

论合格，并形成了进场验收记录。(表 B 装修材料进场验收记录)  

 

Mo+Ma 

 

根据 S6.1选中的防

火分区，依据三维

Q 点选取法进行抽

取 

 

64 S5.4.2 主控项目 Mo+Ma 

65 S5.4.3 一般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内部装修防

火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354-2005 第

3.0.9、4.0.14、

5.0.11、6.0.6 条 

按照《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354-2005 第

3.0.9、4.0.14、5.0.11、6.0.6 条的要求，对建筑内部地面装修

防火工程外观质量进行检查，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检查记录。

（表 C 建筑内部装修工程防火施工过程检查记录） 

Mo+Ma 

66 S5.4.4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内部装修防

火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354-2005 第

2.0.7、7.0.10 条 

按照《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354-2005 第

2.0.7、7.0.10 条的要求，对建筑内部地面装修防火工程用电装

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用电装置周围材料防火隔热、散热措施进

行检查，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检查记录。（表 C 建筑内部装修工

程防火施工过程检查记录） 

Mo  

67 S5.4.5 主控项目 Mo+Ma 

68 S5.4.6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内部装修防

火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354-2005 第

2.0.8 条 

按照《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354-2005 第

2.0.8 条的要求，对建筑内部地面装修对消防设施的影响进行检

查，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检查记录。（表 C 建筑内部装修工程防

火施工过程检查记录） 

Mo+Ma 

69 S5.4.7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8.3.3 条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8.3.3 条的要求，对建筑内部地面装修对疏散设施的影响进行检

查，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3 建筑保温与装修

查验记录） 

Mo+Ma+

Md 

70 S5.5 S5.5.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内部装修防

火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354-2005 第

2.0.4、2.0.5、7.0.5

条 

按照《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354-2005 第

2.0.4、2.0.5、7.0.5 条的要求，对进场的装修材料进行检查和

复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进场验收记录。(表 B 装修材料进场

验收记录) 

Mo+Ma  

根据S6.1选中的防火

分区，依据三维 Q

点选取法进行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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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Si Si.J Si.j.k 重要程度 抽检依据 抽检前提 
检查评

定方法 
抽检数量 抽检部位抽取 备注 

71 

S6 

S6.1 S6.1.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7.2.1 条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7.2.1 条的要求，对防火分区位置、形式、面积、完整性进行查

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2 建筑构造查验

记录） 

Mo+Ma+

Md 
 

根据设计文件注
明的楼层数量、
选中层建筑平面
图 X 方向轴线数
量及所对应的 Y
方向轴线数量，
代入随机函数 R
进行抽取 

  

72 

S6.2 

S6.2.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7.2.2 条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7.2.2 条的要求，对防火墙设置的形式、位置、设置的厚度、设

置的完整性，防火封堵情况、防火墙上洞口设置情况、墙的耐火

极限进行查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2 建

筑构造查验记录） 

Mo+Ma 

 

根据S6.1选中的防火

分区所在楼层，依

据三维 Q 点选取法

进行抽取 

  

73 S6.2.2 主控项目 Mo+Md 

74 S6.2.3 主控项目 Mo+Ma 

75 S6.2.4 主控项目 Mo+Ma 

76 S6.2.5 主控项目 Mo 

77 

S6.3 

S6.3.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防火卷帘、防火

门、防火窗施工及验

收规范》GB50877-

2014 第 4.3.1、

4.3.2、4.3.3 条 

按照《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877-

2014 第 4.3.1、4.3.2、4.3.3条的要求，对进场的防火门型号、

规格、耐火性能、永久性标牌、外观等进行检查，结论合格，并

形成了进场检验记录。（表 C.0.1-1 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

主配件进场检验记录） 

Mo+Ma 

 

根据S6.1选中的防火

分区，依据三维 Q

点选取法进行抽取 

  78 S6.3.2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防火卷帘、防火

门、防火窗施工及验

收规范》GB50877-

2014 第 5.3.7、

5.3.8、5.3.9、

5.3.10、7.3.1 条 

按照《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877-

2014 第 5.3.7、5.3.8、5.3.9、5.3.10、7.3.1 条的要求，对防

火门的安装位置、尺寸、间距、活动间隙等进行检查，结论合

格，并形成了检查、验收记录。（表 C.0.1-2 防火卷帘、防火

门、防火窗安装过程检查记录，表 D.0.1-2 防火卷帘、防火门、

防火窗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Mo+Ma+

Md 

79 S6 S6.3.3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防火卷帘、防火

门、防火窗施工及验

收规范》GB50877-

2014 第 5.3.1、

5.3.2、5.3.3、

按照《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877-

2014 第 5.3.1、5.3.2、5.3.3、5.3.4、5.3.5、5.3.6、7.1.1、

7.1.2、7.1.3、7.3.2 条的要求，对防火门的开启方式、安装质

量进行检查，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检查、验收记录。（表 C.0.1-

2 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安装过程检查记录，表 D.0.1-2 防

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Mo+Ma （续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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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Si Si.J Si.j.k 重要程度 抽检依据 抽检前提 
检查评

定方法 
抽检数量 抽检部位抽取 备注 

5.3.4、5.3.5、

5.3.6、7.1.1、

7.1.2、7.1.3、7.3.2

条 

80 

S6.3 

S6.3.4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防火卷帘、防火

门、防火窗施工及验

收规范》GB50877-

2014 第 5.3.11、

5.3.12、7.3.3 条 

按照《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877-

2014 第 5.3.11、5.3.12、7.3.3 条的要求，对防火门的启闭功能

进行检查，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检查、验收记录。（表 C.0.1-2 

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安装过程检查记录，表 D.0.1-2 防火

卷帘、防火门、防火窗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Mo+Ma+

Md+Mu 
 

 

81 S6.3.5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防火卷帘、防火

门、防火窗施工及验

收规范》GB50877-

2014 第 6.1.1、

6.1.2、6.1.3、

6.3.1、6.3.2、

6.3.3、6.3.4、7.3.3

条 

按照《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877-

2014 第 6.1.1、6.1.2、6.1.3、6.3.1、6.3.2、6.3.3、6.3.4、

7.3.3 条的要求，对防火门的联动控制进行检查，结论合格，并

形成了检查、验收记录。（表 C.0.1-4 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

窗调试过程检查记录，表 D.0.1-2 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工

程质量验收记录） 

Mo+Ma+

Mu 
 

82 

S6.4 

S6.4.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防火卷帘、防火

门、防火窗施工及验

收规范》GB50877-

2014 第 4.4.1、

4.4.2、4.4.3 条 

按照《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877-

2014 第 4.4.1、4.4.2、4.4.3条的要求，对进场的防火窗型号、

规格、耐火性能、永久性标牌、外观等进行检查，结论合格，并

形成了进场检验记录。（表 C.0.1-1 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

主配件进场检验记录） 

Mo+Ma 

 

根据 S6.1选中的防

火分区，依据三维

Q 点选取法进行抽

取 
  

83 S6.4.2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防火卷帘、防火

门、防火窗施工及验

收规范》GB50877-

2014 第 5.4.2、7.4.1

条 

按照《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877-

2014 第 5.4.2、7.4.1 条的要求，对防火窗的安装位置、尺寸进

行检查，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检查、验收记录。 （表 C.0.1-2 

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安装过程检查记录，表 D.0.1-2 防火

卷帘、防火门、防火窗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Mo+Ma+

Md 

84 S6 S6.4.3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防火卷帘、防火

门、防火窗施工及验

收规范》GB50877-

按照《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877-

2014 第 5.4.1、5.4.3、5.4.4、7.1.1、7.1.2、7.1.3、7.4.2 条

的要求，对防火窗的开启方式、安装质量进行检查，结论合格，

并形成了检查、验收记录。（表 C.0.1-2 防火卷帘、防火门、防

Mo+Ma （续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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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Si Si.J Si.j.k 重要程度 抽检依据 抽检前提 
检查评

定方法 
抽检数量 抽检部位抽取 备注 

2014 第 5.4.1、

5.4.3、5.4.4、

7.1.1、7.1.2、

7.1.3、7.4.2 条 

火窗安装过程检查记录，表 D.0.1-2 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

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85 S6.4.4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防火卷帘、防火

门、防火窗施工及验

收规范》GB50877-

2014 第 6.4.1、7.4.3

条 

按照《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877-

2014 第 6.4.1、7.4.3 条的要求，对防火窗的手动控制进行检

查，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检查、验收记录。（表 C.0.1-4 防火卷

帘、防火门、防火窗调试过程检查记录，表 D.0.1-2 防火卷帘、

防火门、防火窗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Mo+Ma+

Mu 

86 S6.4.5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防火卷帘、防火

门、防火窗施工及验

收规范》GB50877-

2014 第 6.1.1、

6.1.2、6.1.3、

6.4.2、6.4.3、

6.4.4、7.4.3 条 

按照《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877-

2014 第 6.1.1、6.1.2、6.1.3、6.4.2、6.4.3、6.4.4、7.4.3 条

的要求，对防火窗的联动控制进行检查，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检

查、验收记录。（表 C.0.1-4 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调试过

程检查记录，表 D.0.1-2 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工程质量验

收记录） 

Mo+Ma+

Md+Mu 
  

87 

S6.5 

S6.5.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7.2.5 条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7.2.5 条的要求，对管道井设置形式、使用材料是否符合设计要

求进行查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2 建筑构

造查验记录） 

M0+Ma 

 

根据 S6.1选中的防

火分区所在楼层，

依据三维 Q 点选取

法进行抽取 

 

88 S6.5.2 主控项目 Mo 

89 

S6 

S6.5.3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防火封堵应

用技术标准》

GB/T51410-2020 第 6

章 

1、按照《建筑防火封堵应用技术标准》GB/T51410-2020 第

6.3.1 条的要求，对进场的封堵材料进行检查，结论合格，并形

成了进场检验记录。（《建筑工程资料管理规程》DB/T695-2017 

表 C4-44 材料、构配件进场检验记录) 

2、按照《建筑防火封堵应用技术标准》GB/T51410-2020 第 6章

的要求，对竖向管道井防火封堵的严密性进行检查，结论合格，

并形成了检查、验收记录。（表 A 防火封堵施工过程检查记录、

表 B 防火封堵隐蔽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Mo+Ma 

（续上页） 

90 S6.5.4 主控项目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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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Si Si.J Si.j.k 重要程度 抽检依据 抽检前提 
检查评

定方法 
抽检数量 抽检部位抽取 备注 

91 

S6.6 

S6.6.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防火卷帘、防火

门、防火窗施工及验

收规范》GB50877-

2014 第 4.2.1、

4.2.2、4.2.3、4.2.4

条 

按照《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877-

2014 第 4.2.1、4.2.2、4.2.3、4.2.4 条的要求，对进场的防火

卷帘型号、规格、耐火性能、永久性标牌、外观等进行检查，结

论合格，并形成了进场检验记录。（表 C.0.1-1 防火卷帘、防火

门、防火窗主配件进场检验记录） 

Mo+Ma  

根据 S6.1选中的防

火分区，依据三维

Q 点选取法进行抽

取 

 

92 S6.6.2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防火卷帘、防火

门、防火窗施工及验

收规范》GB50877-

2014 第 5.2 节，第

7.1.1、7.1.2、

7.1.3、7.2.1、7.2.2

条 

按照《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877-

2014 第 5.2 节，第 7.1.1、7.1.2、7.1.3、7.2.1、7.2.2 条的要

求，对防火卷帘的安装位置、安装质量进行检查，结论合格，并

形成了检查、验收记录。 （表 C.0.1-2 防火卷帘、防火门、防

火窗安装过程检查记录，表 C.0.1-3 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

隐蔽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表 D.0.1-2 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

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 

Mo+Ma+

Md 

   

93 

S6 

S6.6.3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防火卷帘、防火

门、防火窗施工及验

收规范》GB50877-

2014 第 7.2.1 条 

按照《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877-

2014 第 7.2.1 条的要求，对防火卷帘的尺寸进行检查，结论合

格，并形成了检查、验收记录。（表 D.0.1-2 防火卷帘、防火

门、防火窗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Mo+Ma+

Md 

（续上页） 
94 S6.6.4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防火卷帘、防火

门、防火窗施工及验

收规范》GB50877-

2014 第 5.2.9 条 

按照《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877-

2014 第 5.2.9 条的要求，对防火卷帘的防火封堵严密性进行检

查，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检查记录。（表 C.0.1-2 防火卷帘、防

火门、防火窗安装过程检查记录） 

Mo+Ma 

95 S6.6.5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防火卷帘、防火

门、防火窗施工及验

收规范》GB50877-

2014 第 6.2.1、

6.2.2、6.2.3、7.2.3

条 

按照《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877-

2014 第 6.2.1、6.2.2、6.2.3、7.2.3 条的要求，对防火卷帘的

手动控制进行检查，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检查、验收记录。（表

C.0.1-4 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调试过程检查记录，表

D.0.1-2 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Mo+Ma+

Md+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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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Si Si.J Si.j.k 重要程度 抽检依据 抽检前提 
检查评

定方法 
抽检数量 抽检部位抽取 备注 

96 S6.6.6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防火卷帘、防火

门、防火窗施工及验

收规范》GB50877-

2014 第 6.1.1、

6.1.2、6.1.3、

6.2.1、6.2.3、7.2.3

条 

按照《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877-

2014 第 6.1.1、6.1.2、6.1.3、6.2.1、6.2.3、7.2.3 条的要

求，对防火卷帘的联动控制进行检查，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检

查、验收记录。（表 C.0.1-4 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调试过

程检查记录，表 D.0.1-2 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工程质量验

收记录） 

Mo+Ma+

Md+Mu 

97 

S6.7 

S6.7.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7.2.6 条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7.2.6 条的要求，对防火玻璃隔墙设置形式、位置进行查验，结

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2 建筑构造查验记录） 

Mo+Ma 

 

根据 S6.1选中的防

火分区所在楼层，

依据三维 Q 点选取

法进行抽取 

 

98 S6.7.2 主控项目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7.2.6 条的要求，对进场的防火玻璃隔墙的材质进行检查，结论

合格，并形成了进场检验记录。（《建筑工程资料管理规程》

DB/T695-2017 表 C4-44 材料、构配件进场检验记录)  

Mo 

99 

S6 

S6.7.3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防火封堵应

用技术标准》

GB/T51410-2020 第 6

章 

按照《建筑防火封堵应用技术标准》GB/T51410-2020 第 6 章的要

求，对防火玻璃隔墙的防火封堵情况进行检查，结论合格，并形

成了检查、验收记录。（表 A 防火封堵施工过程检查记录、表 B 

防火封堵隐蔽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Mo+Ma （续上页） 

100 

S6.8 

S6.8.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7.2.6 条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7.2.6 条的要求，对防火隔墙设置形式、位置进行查验，结论合

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2 建筑构造查验记录） 

Mo+Ma+

Md 

 

根据 S6.1选中的防

火分区所在楼层，

依据三维 Q 点选取

法进行抽取 

  

101 S6.8.2 主控项目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7.2.6 条的要求，对防火隔墙的材质进行查验，结论合格，并形

成了查验记录。（表 D.0.2 建筑构造查验记录） 

M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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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Si Si.J Si.j.k 重要程度 抽检依据 抽检前提 
检查评

定方法 
抽检数量 抽检部位抽取 备注 

102 S6.8.3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防火封堵应

用技术标准》

GB/T51410-2020 第 6

章 

按照《建筑防火封堵应用技术标准》GB/T51410-2020 第 6 章的要

求，对防火隔墙的防火封堵情况进行检查，结论合格，并形成了

检查、验收记录。（表 A 防火封堵施工过程检查记录、表 B 防

火封堵隐蔽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Mo+Ma 

103 S6.9 S6.9.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防火封堵应

用技术标准》

GB/T51410-2020 第 6

章 

按照《建筑防火封堵应用技术标准》GB/T51410-2020 第 6 章的要

求，对幕墙与建筑主体结构间隙防火封堵进行检查，结论合格，

并形成了检查、验收记录。（表 A 防火封堵施工过程检查记录、

表 B 防火封堵隐蔽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Mo+Ma  

根据 S6.1选中的防

火分区所在楼层，

依据三维 Q 点选取

法进行抽取 

  

104 S6.10 S6.10.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7.2.6 条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7.2.6 条的要求，对窗槛墙、窗间墙设置形式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进行查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2 建筑构造

查验记录） 

Mo+Ma+

Md 
 

根据 S6.1选中的防

火分区所在楼层，

依据三维 Q 点抽选

法进行抽取 

  

105 

S7 

S7.1 

S7.1.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6.4.4 条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6.4.4 条的要求，对危险场所设置位置、设置形式进行查验，结

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1 建筑总平面及平面布置

查验记录） 

Mo+Ma 

 

根据设计文件注明

的爆炸危险场所数

量，依据全数编号

选取法进行抽取 

 
106 S7.1.2 主控项目 Mo+Ma 

107 

S7.2 

S7.2.1 主控项目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6.4.4 条的要求，对泄压设施设置位置、泄压口面积、泄压形式

进行查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1 建筑总平

面及平面布置查验记录） 

Mo+Ma 

 

根据设计文件注明

的爆炸危险场所数

量，依据全数编号

选取法进行抽取 

 

108 S7.2.2 主控项目 
Mo+Ma+

Md 

109 S7.3 S7.3.1 一般项目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6.4.4 条的要求，对危险场所防静电措施进行查验，结论合格，

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1 建筑总平面及平面布置查验记

录） 

Mo+Ma  

根据设计文件注明

的爆炸危险场所数

量，依据全数编号

选取法进行抽取 

 

110 S7.4 S7.4.1 一般项目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6.4.4 条的要求，对危险场所地沟盖板严密性进行查验，结论合

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1 建筑总平面及平面布置查验

记录） 

Mo+Ma  

根据设计文件注明

的爆炸危险场所数

量，依据全数编号

选取法进行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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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Si Si.J Si.j.k 重要程度 抽检依据 抽检前提 
检查评

定方法 
抽检数量 抽检部位抽取 备注 

111 

S7.5 

S7.5.1 一般项目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6.4.4 条的要求，对危险场所连通部位封堵、挡板等其他防流散

措施进行查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1 建筑

总平面及平面布置查验记录） 

Mo+Ma 

 

根据设计文件注明

的爆炸危险场所数

量，依据全数编号

选取法进行抽取 

 

112 S7.5.2 一般项目 Mo+Ma 

113 

S8 

S8.1 

S8.1.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6.3.1（1）条（款）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6.3.1（1）条（款）的要求，对安全出口设置形式和数量进行查

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1 建筑总平面及平

面布置查验记录） 

Mo+Ma  

根据设计文件注明

的安全出口数量信

息，对安全出口的

设置形式和数量全

数检查 

 

114 S8.1.2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6.3.1（1）条（款）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6.3.1（1）条（款）的要求，对安全出口首层是否直通室外进行

查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1 建筑总平面及

平面布置查验记录） 

Mo+Ma 

 

根据 S6.1选中的防

火分区，依据三维

Q 点选取法进行抽

取 

  

 

115 

S8 

S8.1.3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6.3.1（4）条（款）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6.3.1（4）条（款）的要求，对地下室、半地下室与地上层共用

楼梯的防火分隔进行查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1 建筑总平面及平面布置查验记录） 

Mo+Ma 

（续上页） 
116 S8.1.4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6.3.1（5）条（款）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6.3.1（5）条（款）的要求，对安全出口疏散宽度、疏散距离、

前室面积进行查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1 

建筑总平面及平面布置查验记录） 

Mo+Md 

117 S8.1.5 主控项目 Mo+Md 

118 S8.1.6 一般项目 Mo+Md 

119 

S8.2 

S8.2.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7.3.1 条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7.3.1 条的要求，对疏散门设置位置、形式、开启方向、疏散宽

度进行查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2 建筑构

造查验记录）  

Mo+Ma 

 

根据 S6.1选中的防

火分区，依据三维

Q 点选取法进行抽

取 

  

120 S8.2.2 主控项目 Mo+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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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Si Si.J Si.j.k 重要程度 抽检依据 抽检前提 
检查评

定方法 
抽检数量 抽检部位抽取 备注 

121 

S8.3 

S8.3.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7.3.2 条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7.3.2 条的要求，对疏散走道设置位置、疏散走道宽度、长度进

行查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2 建筑构造查

验记录）  

Mo+Ma 

 

根据 S6.1选中的防

火分区，依据三维

Q 点选取法进行抽

取 

  

122 S8.3.2 主控项目 Mo+Md 

123 

S8.4 

S8.4.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6.3.2（1、4）条

（款）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6.3.2（1、4）条（款）的要求，对避难层（间）设置的形式、

位置、有效面积、平面布置进行查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

记录。（表 D.0.1 建筑总平面及平面布置查验记录）  

Mo+Ma+

Md 

 

根据设计文件注明

的避难层数量，依

据全数编号选取法

进行抽取； 

根据 S6.1选中的防

火分区，依据三维

Q 点选取法抽取避

难间数量 

 

124 S8.4.2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6.3.2（1）条（款）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6.3.2（1）条（款）的要求，对避难层（间）防火分隔设置进行

查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1 建筑总平面及

平面布置查验记录） 

Mo+Ma 

125 

S8 

S8.4.3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6.3.2（2）条（款）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6.3.2（2）条（款）的要求，对避难层（间）防烟条件进行查

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1 建筑总平面及平

面布置查验记录）  

Mo+Ma 

（续上页） 

126 S8.4.4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消防给水及消火

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 第

12.3.9、13.2.13 条； 

3、《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施工及验收标准》

GB50166-2019 第

3.3.18、3.3.19、

5.0.2 条； 

4、《消防应急照明和

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

准》GB51309-2018 第

6.0.2 条； 

1、按照《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第

12.3.9、13.2.13 条的要求，对室内消火栓安装位置进行检查，

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检查、验收记录。（表 C.0.1 消防给水及消

火栓系统施工过程质量检查记录、表 E 消防给水系统及消火栓系

统工程验收记录） 

2、按照《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标准》GB50166-2019第

3.3.18、3.3.19、5.0.2 条的要求，对消防专线电话和应急广播

的设置进行检查，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检查记录。（表 C.0.1 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材料、设备、配件进场检查和安装过程质量检查

记录） 

3、按照《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09-

2018 第 6.0.2 条的要求，对疏散指示标志灯具的设置位置进行检

查，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检查记录。（表 C.0.1 系统材料和设备

进场检查、系统线路设计检查、安装质量检查记录表） 

M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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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Si Si.J Si.j.k 重要程度 抽检依据 抽检前提 
检查评

定方法 
抽检数量 抽检部位抽取 备注 

5、《建筑防烟排烟系

统技术标准》

GB51251-2017 第

8.2.4、8.2.5 条 

4、按照《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8.2.4、8.2.5 条的要求，对自然通风设施、机械防烟系统进行验

收，结论合格，并形成了验收记录。（表 F-1 防烟、排烟系统工

程验收记录) 

127 S8.4.5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6.3.2（3）条（款）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6.3.2（3）条（款）的要求，对避难层（间）疏散楼梯、消防电

梯的设置进行查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1 

建筑总平面及平面布置查验记录） 

Mo+Ma 

128 S8.4.6 主控项目 Mo+Ma 

129 

S8.5 

S8.5.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消防应急照明和

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

准》GB51309-2018 第

6.0.2 条 

按照《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09-2018 第

6.0.2 条的要求，对消防应急照明灯具的类别、规格、型号进行

检查，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检查记录。（表 C.0.1 系统材料和设

备进场检查、系统线路设计检查、安装质量检查记录表） 

Mo+Ma 

 

根据 S6.1选中的防

火分区，依据三维

Q 点选取法进行抽

取 

 
130 

S8 

S8.5.2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消防应急照明和

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

准》GB51309-2018 第

6.0.2 条 

按照《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09-2018 第

6.0.2 条的要求，对消防应急照明灯具的设置场所进行检查，结

论合格，并形成了检查记录。（表 C.0.1 系统材料和设备进场检

查、系统线路设计检查、安装质量检查记录表） 

Mo+Ma 

（续上页） 

131 S8.5.3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消防应急照明和

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

准》GB51309-2018 第

6.0.2 条 

按照《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09-2018 第

6.0.2 条的要求，对消防应急照明灯具的设置位置进行检查，结

论合格，并形成了检查记录。（表 C.0.1 系统材料和设备进场检

查、系统线路设计检查、安装质量检查记录表） 

M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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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Si Si.J Si.j.k 重要程度 抽检依据 抽检前提 
检查评

定方法 
抽检数量 抽检部位抽取 备注 

132 

S8.6 

S8.6.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消防应急照明和

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

准》GB51309-2018 第

6.0.2 条 

按照《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09-2018 第

6.0.2 条的要求，对疏散指示标志灯具的类别、规格、型号进行

检查，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检查记录。（表 C.0.1 系统材料和设

备进场检查、系统线路设计检查、安装质量检查记录表） 

Mo+Ma 

 

根据 S6.1选中的防

火分区，依据三维

Q 点选取法进行抽

取 

 

133 S8.6.2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消防应急照明和

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

准》GB51309-2018 第

6.0.2 条 

按照《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09-2018 第

6.0.2 条的要求，对疏散指示标志灯具的设置场所进行检查，结

论合格，并形成了检查记录。（表 C.0.1 系统材料和设备进场检

查、系统线路设计检查、安装质量检查记录表） 

Mo+Ma 

134 

S8 S8.6 

S8.6.3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消防应急照明和

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

准》GB51309-2018 第

6.0.2 条 

按照《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09-2018 第

6.0.2 条的要求，对疏散指示标志灯具的设置位置进行检查，结

论合格，并形成了检查记录。（表 C.0.1 系统材料和设备进场检

查、系统线路设计检查、安装质量检查记录表） 

Mo+Ma 

 （续上页）  

135 S8.6.4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消防应急照明和

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

准》GB51309-2018 第

6.0.2 条 

按照《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09-2018 第

6.0.2 条的要求，对保持视觉连续的疏散指示标志进行检查，结

论合格，并形成了检查记录。（表 C.0.1 系统材料和设备进场检

查、系统线路设计检查、安装质量检查记录表） 

Mo+Ma 

136 

S9 S9.1 

S9.1.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电梯监督检验和

定期检验规则》TSG 

T7001-2023 第 3.7 条 

 

按照《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TSG T7001-2023 第 3.7 条

的要求，对消防电梯进行了监督检验，取得了检验报告和使用标

志。（附录 C 电梯监督检验报告） 

 

Mo 

 

根据 S6.1选中的防

火分区，依据三维

Q 点选取法进行抽

取 

  

137 S9.1.2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7.3.3 条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7.3.3 条的要求，对消防电梯设置位置、数量进行查验，结论合

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2 建筑构造查验记录） 

Mo+Ma 

138 S9.1.3 主控项目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7.3.3 条的要求，对消防电梯首层通向室外的方式、前室门的设
M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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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Si Si.J Si.j.k 重要程度 抽检依据 抽检前提 
检查评

定方法 
抽检数量 抽检部位抽取 备注 

139 S9.1.4 主控项目 
置形式、前室的面积、前室短边的宽度进行查验，结论合格，并

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2 建筑构造查验记录） Mo+Md 

140 S9.1.5 主控项目 Mo+Md 

141 S9.1.6 主控项目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7.3.3 条的要求，对消防电梯井壁及机房的耐火极限和防火构造

等进行查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2 建筑构

造查验记录） 

Mo+Ma 

142 

S9 S9.1 

S9.1.7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7.3.3 条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7.3.3 条的要求，对消防电梯井的防淹措施、排水措施进行查

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2 建筑构造查验记

录） 

Mo+Ma 

 （续上页）   

143 S9.1.8 一般项目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7.3.3 条的要求，对消防电梯从首层至顶层的运行时间进行查

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2 建筑构造查验记

录） 

Mo+Md+

Mu 

144 S9.1.9 主控项目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7.3.3 条的要求，对消防电梯专用对讲电话和专用的操作按钮有

效性进行查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2 建筑

构造查验记录） 

Mo+Mu 

145 S9.1.10 主控项目 

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第

7.3.3 条的要求，对消防电梯轿厢内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进行查

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2 建筑构造查验记

录） 

Mo+Ma 

146 

S10 S10.1 

S10.1.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消防给水及消火

栓系统技术规范》

1、按照《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第

12.3.3、13.2.4 条的要求，对市政给水、天然水源及其他水源进

行检查，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检查、验收记录。（表 C.0.1 消防

Mo  — 

  

147 S10.1.2 主控项目 Mo+Ma  
根据设计文件注明

的室外市政水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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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Si Si.J Si.j.k 重要程度 抽检依据 抽检前提 
检查评

定方法 
抽检数量 抽检部位抽取 备注 

148 S10.1.3 主控项目 

GB50974-2014 第

12.3.3、13.2.4 条； 

3、《建筑工程消防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DB11/T2000-2022 第

9.2.2 条 

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施工过程质量检查记录、表 E 消防给水系统及

消火栓系统工程验收记录） 

2、按照《建筑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11/T2000-2022 第

9.2.2 条的要求，对市政消防供水的接口数量进行查验，结论合

格，并形成了查验记录。（表 D.0.4 消防给水及灭火系统查验记

录） 

Mo+Mu 

水管数量，依据全

数编号选取法进行

抽取 

149 S10.1.4 主控项目 Mo  — 

150 S10.1.5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消防给水及消火

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 第

12.3.3 条 

按照《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第

12.3.3 条的要求，对消防车取水高度、取水设施进行检查，结论

合格，并形成了检查记录。（表 C.0.1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施

工过程质量检查记录） 

Mo+Ma  

根据设计文件注明

的室外天然水源数

量，依据全数编号

选取法进行抽取 

151 

S10 

S10.1 S10.1.6 一般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消防给水及消火

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 第

12.2.1、12.2.6、

12.3.6、13.2.14 条 

1、按照《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第

12.2.1、12.2.6 条的要求，对进场的消防水泵接合器进行检查及

现场检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进场检验、试验记录。（《建筑

工程资料管理规程》DB11/T695-2017 表 C4-44 材料、构配件进

场检验记录，表 C4-46 设备及管道附件试验记录） 

2、按照《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第

12.3.6、13.2.14 条的要求，对消防水泵接合器安装分项工程、

检验批进行检查，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检查、验收记录。（表

C.0.1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施工过程质量检查记录、表 E 消防

给水系统及消火栓系统工程验收记录） 

Mo+Ma  

根据设计文件注明

的消火栓系统水泵

接合器数量，依据

全数编号选取法进

行抽取 

  

152 S10.2 S10.2.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消防给水及消火

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 第

12.3.3、13.2.9 条 

按照《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第

12.3.3、13.2.9 条的要求，对消防水池的位置进行检查，结论合

格，并形成了检查、验收记录。（表 C.0.1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

统施工过程质量检查记录、表 E 消防给水系统及消火栓系统工程

验收记录） 

Mo+Ma  

根据设计文件注明

的消防水池数量，

依据全数编号选取

法进行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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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Si Si.J Si.j.k 重要程度 抽检依据 抽检前提 
检查评

定方法 
抽检数量 抽检部位抽取 备注 

153 S10.2.2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消防给水及消火

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 第

12.3.3、13.2.9 条； 

3、《给水排水构筑物

工程施工及验收规

范》GB50141-2008 第

9.2 节 

1、按照《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第

12.3.3、13.2.9 条的要求，对消防水池的有效容积进行检查，结

论合格，并形成了检查、验收记录。（表 C.0.1 消防给水及消火

栓系统施工过程质量检查记录、表 E 消防给水系统及消火栓系统

工程验收记录） 

2、按照《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41-2008

第 9.2 节的要求，对消防水池进行试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试

验记录。（表 D 满水试验记录表） 

Mo 

154 S10.2.3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消防给水及消火

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 第

13.2.9 条 

按照《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第

13.2.9 条的要求，对消防水池的液位显示、传输、报警装置进行

验收，结论合格，并形成了验收记录。（表 E 消防给水系统及消

火栓系统工程验收记录） 

Mo+Ma 

155 S10.2.4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消防给水及消火

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 第

13.2.9 条 

按照《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第

13.2.9 条的要求，对消防水池的补水方式、管径进行验收，结论

合格，并形成了验收记录。（表 E 消防给水系统及消火栓系统工

程验收记录） 

Mo+Ma 

156 

S10 

S10.2 S10.2.5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消防给水及消火

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 第

12.3.3、13.2.9 条 

按照《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第

12.3.3、13.2.9 条的要求，对消防水池附属设施的设置进行检

查，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检查、验收记录。（表 C.0.1 消防给水

及消火栓系统施工过程质量检查记录、表 E 消防给水系统及消火

栓系统工程验收记录） 

Mo+Ma  （续上页）  

157 

S10.3 

S10.3.1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消防给水及消火

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 第

12.2.1、12.2.2 条 

按照《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第

12.2.1、12.2.2 条的要求，对进场的消防水泵进行检查，结论合

格，并形成了开箱检验记录。（《建筑工程资料管理规程》

DB11/T695-2017 表 C4-45 设备开箱检验记录） 

Mo+Ma 

 

采用控制 S10.5室内

消火栓、S10.6室外

消火栓的消火栓泵 

  

158 S10.3.2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消防给水及消火

栓系统技术规范》

按照《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第

12.3.2、13.2.6 条的要求，对消防水泵安装分项工程进行检查，

结论合格，并形成了检查、验收记录。（表 C.0.1 消防给水及消

Mo+Ma 

159 S10.3.3 主控项目 M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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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Si Si.J Si.j.k 重要程度 抽检依据 抽检前提 
检查评

定方法 
抽检数量 抽检部位抽取 备注 

160 S10.3.4 主控项目 
GB50974-2014 第

12.3.2、13.2.6 条 

火栓系统施工过程质量检查记录、表 E 消防给水系统及消火栓系

统工程验收记录） 
Mo+Ma 

161 S10.3.5 主控项目 Mo+Ma 

162 S10.3.6 主控项目 Mo+Ma 

163 S10.3.7 主控项目 
Mo+Ma+

Md 

164 S10.3.8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消防给水及消火

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 第

13.2.6 条 

按照《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第

13.2.6 条的要求，对消防水泵现场手动启、停功能及消防控制室

远程手动启、停功能进行验收，结论合格，并形成了验收记录。

（表 E 消防给水系统及消火栓系统工程验收记录） 

Mo+Mu 

165 S10.3.9 主控项目 Mo+Mu 

166 S10.3.10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消防给水及消火

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 第

11.0.2、13.2.16、

13.2.17 条 

按照《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第

11.0.2、13.2.16、13.2.17 条的要求，对低压压力开关或流量开

关自动启动消防水泵功能，水泵不应自动停止进行验收，结论合

格，并形成了验收记录。（表 E 消防给水系统及消火栓系统工程

验收记录） 

Mo+Mu 

167 

S10 S10.3 

S10.3.11 一般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消防给水及消火

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 第

11.0.11、13.2.16 条 

按照《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第

11.0.11、13.2.16 条的要求，对转输消防水泵或串联消防水泵的

自动启动逻辑进行验收，结论合格，并形成了验收记录。（表 E 

消防给水系统及消火栓系统工程验收记录） 

Mo+Mu 

 （续上页）  

168 S10.3.12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消防给水及消火

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 第

13.2.6 条 

按照《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第

13.2.6 条的要求，对消防水泵主、备泵切换功能进行验收，结论

合格，并形成了验收记录。（表 E 消防给水系统及消火栓系统工

程验收记录） 

Mo+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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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Si Si.J Si.j.k 重要程度 抽检依据 抽检前提 
检查评

定方法 
抽检数量 抽检部位抽取 备注 

169 S10.3.13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消防给水及消火

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 第

11.0.12、13.2.16 条 

按照《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第

11.0.12、13.2.16 条的要求，对消防水泵机械应急启泵装置的设

置情况进行验收，结论合格，并形成了验收记录。（表 E 消防给

水系统及消火栓系统工程验收记录） 

Mo+Mu 

170 S10.3.14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消防给水及消火

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 第

11.0.9、12.2.1、

12.2.7、13.2.5、

13.2.16 条 

1、按照《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第

12.2.1、12.2.7 条的要求，对进场的消防水泵控制柜进行检查，

结论合格，并形成了开箱检验记录。（《建筑工程资料管理规

程》DB11/T695-2017 表 C4-45 设备开箱检验记录） 

2、按照《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第

11.0.9、13.2.5、13.2.16 条的要求，对消防水泵控制柜的防护

等级进行验收，结论合格，并形成了验收记录。（表 E 消防给水

系统及消火栓系统工程验收记录） 

Mo+Ma 

171 S10.4 S10.4.1 一般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消防给水及消火

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 第

12.2.1、12.2.5、

12.2.6 条 

按照《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第

12.2.1、12.2.5、12.2.6 条的要求，对进场的管材、管件进行检

查及现场检验，结论合格，并形成了进场检验、试验记录。

（《建筑工程资料管理规程》DB11/T695-2017 表 C4-44 材料、

构配件进场检验记录，表 C4-46 设备及管道附件试验记录） 

Mo+Ma  

采用与 S10.5选中的

室内消火栓连接的

管段 

 

172 

S10 S10.4 

S10.4.2 主控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消防给水及消火

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 第 12.4

节、13.2.12 条 

1、按照《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第

13.2.12 条的要求，对管网施工与安装进行验收，结论合格，并

形成了验收记录。（表 E 消防给水系统及消火栓系统工程验收记

录） 

2、按照《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第

12.4 节的要求，对系统进行试压和冲洗，结论合格，并形成了试

压、冲洗记录。（表 C.0.2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试压记录、表

C.0.3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管网冲洗记录） 

Mo+Ma 

 （续上页）   

173 S10.4.3 一般项目 
1、消防设计文件； 

2、《消防给水及消火

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 第

13.2.12 条 

按照《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第

13.2.12 条的要求，对管网采取的防腐、防冻措施及管道支架设

置进行验收，结论合格，并形成了验收记录。（表 E 消防给水系

统及消火栓系统工程验收记录） 

Mo+Ma 

174 S10.4.4 一般项目 M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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