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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曲松县穗和实业有限公司

浪卡子县羊湖酒店

浪卡子县桑顶寺

浪卡子县希西超市

贡嘎县卤校长火锅

隆子县崇平建材

隆子县宇帆商贸有限公司

隆子县日杂货店

隆子县临夏百货商店

扎囊县金川餐馆

扎囊县蜀之味泡菜鸭火锅

扎囊县扎央棕游客服务中心

扎囊县晴天图文广告

萨嘎县宗山酒店

谢通门县大碗面

拉孜县农牧宾馆

吉隆县渝隆宾馆

定日县汇丰批发部

岗巴县明明宾馆

亚东县外乡超市

仁布县宏发蔬果平价超市

江孜县西藏农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聂拉木县蓝天友谊发廊

仲巴县明达汽修厂

拉孜县如觉平措藏餐

亚东县御都洗浴中心

噶尔县龍凤洗浴城

噶尔县狮泉河镇大胡子肥牛火锅

噶尔县谨千道韩式炭烤吧

普兰县百兴宾馆

改则县富隆酒店

改则县璀璨年华洗浴会所

改则县新印象美容美发店

革吉县伦珠林茶馆

革吉县铁板鱿鱼炸串

革吉县从头做起理发店

场所性质

重点单位

重点单位

重点单位

一般单位

一般单位

一般单位

一般单位

九小场所

九小场所

一般单位

一般单位

一般单位

一般单位

公众聚集场所

公众聚集场所

公众聚集场所

公众聚集场所

公众聚集场所

公众聚集场所

公众聚集场所

公众聚集场所

其他

公众聚集场所

其他

公众聚集场所

公共娱乐场所

一般单位

重点单位

九小场所

一般单位

重点单位

一般单位

一般单位

九小场所

九小场所

九小场所

发现隐患

1.二楼两处疏散指示标志损坏；2.水泵房堆放杂物；3.一楼防火门损坏；4.无消防演练和消防安全知识宣传培训记录。

1.每日防火巡查记录填写不完整；2.1具灭火器过期。

1.疏散通道堆放杂物；2.每日防火巡查记录填写不完整。

1.未对员工进行消防安全培训；2.1具灭火器未保持完好有效。

1.液化气罐软管未连接牢固；2.疏散通道堆放杂物；3.安全出口被封锁。

1.使用大功率电器；2.部分电气线路未穿管保护。

住宿区部分电气线路未穿管保护。

住宿区电气线路未穿管保护。

1.疏散通道堆放杂物；2.电气线路未穿管保护。

1.1具灭火器未保持完好有效；2.疏散通道堆放货物。

1.1具灭火器未保持完好有效；2.部分电气线路未穿管保护；3.员工对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和“一懂三会”掌握不熟练。

1.1具灭火器未保持完好有效；2.部分电气线路裸露；3.防火巡查台账不完善；4.员工对消防安全“四个能力”“一懂三会”掌

握不熟练。

1.1具灭火器未保持完好有效；2.员工对消防安全“四个能力”“一懂三会”掌握不熟练。

1.大厅一盏应急照明灯损坏；2.二楼北侧疏散通道堆放杂物。

1.北侧疏散通道堆放货物；2.2具灭火器达到报废期限；3.液化气罐未安装紧急切断装置；4.无员工培训记录。

二楼北侧安全出口指示标志损坏。

1.一楼过道 1具灭火器压力不足；2.消防车通道被占用。

大厅一楼北侧 1具灭火器无压力。

1.二楼走道疏散指示标志未通电；2.二楼走道 1具灭火器压力不足；3.新入职员工对灭火器使用方法不熟悉。

1.二楼疏散通道被堵塞；2.大厅 1具灭火器压力不足。

1.大厅灭火器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2.大厅北侧疏散指示标志损坏。

1.私家车占用消防车通道；2.二楼室内消火栓无水。

1.未设置应急照明灯和疏散指示标志；2.消防安全制度、应急疏散预案未上墙；3.无员工培训记录。

1.2具灭火器超压充装；2.电气线路私拉乱接且未进行穿管保护；3.液化气瓶放置在厂内且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器。

电气线路敷设不符合规范要求。

1.大厅一处疏散指示标志损坏；2.一楼 2具灭火器过期。

1.楼梯间一盏应急照明灯故障；2.1具灭火器压力不足。

1.一处疏散指示标志损坏；2.一处安全出口标志未通电；3.疏散通道堆放杂物；4.防火巡查记录未填写；5.厨房常闭式防火门处

于开启状态。

1.1具灭火器过期；2.一处安全出口标志未通电。

1.应急照明灯数量不足；2.1具灭火器过期；3.三处疏散指示标志不能正常工作。

1.两处防火门未关闭；2.二楼东侧一盏应急照明灯未通电；3.无消防安全制度。

1.1具灭火器被遮挡；2.疏散通道堆放杂物；3.无消防安全制度。

1.2具灭火器被遮挡；2.疏散通道堆放杂物；3.无消防安全制度。

1.1具灭火器被遮挡；2.厨房内未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和紧急切断阀。

1.厨房疏散通道堆放杂物；2.1 个液化气瓶未安装燃气紧急切断阀；3.电气线路敷设不符合规范要求；4.厨房操作台未做

防火隔离。

1.洗头区疏散通道距离过窄；2.厨房内未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和紧急切断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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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专刊消防专刊

543543期期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消防设施管理，提

高抗御火灾和应急救援能力，保护人

身、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西藏自治区消

防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消防设

施的规划、建设、使用、维护、监督等管

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消防设施包括

公共消防设施和建筑消防设施。

公共消防设施，是指保障城乡公共

消防安全服务的公益性基础设施，包括

消防站、消防通信指挥中心、消防训练

培训基地、灭火救援装备储备基地、消

防供水、消防通信、消防车通道以及其

他公益性消防基础设施。

建筑消防设施，是指在建筑物、构

筑物中设置的用于火灾报警、灭火救

援、人员疏散、防火分隔的建筑设施，包

括消防供电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自动灭火系统、消火栓系统、防烟排烟

系统、电气火灾监控系统、避难层（间）、

防火分隔设施以及应急广播和应急照

明、安全疏散设施等。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公共消防设施的规划、建

设、维护和管理等工作，并将其作为消

防工作的重要内容纳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

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消防设施管理工作，

对行业单位的建筑消防设施建设和维

护进行监督。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消防设施管理工作。

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工业园区、综合保税区等产业集

聚区、自然保护地、风景名胜区、文物保

护单位的管理机构依法做好消防设施

管理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应当加强消防设施保护宣传教育，增

强公民保护意识。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将消防设施

保护纳入防火安全公约相关内容，并引

导村（居）民自觉遵守。定期进行防火

安全检查，协助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

育。

新闻媒体应当有针对性地开展消

防设施保护宣传教育。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

消防设施的义务，严禁下列行为：

（一）消防设施的配置、设置不符合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未保持完好

有效；

（二）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

用消防设施；

（三）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

全出口、防火隔间或者其他妨碍安全疏

散的行为；

（四）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消防

水鹤）；

（五）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

妨碍消防车通行；

（六）在城市道路和县、乡公路及村

主要道路上设置不满足消防车通行的

限高杆、限宽墩、固定隔离桩、栏杆，堆

放土石、柴草等杂物，或者在其净空四

米以下设置广告牌、管线等障碍物，造

成道路阻塞，妨碍消防车通行；

（七）占用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或

者在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设置妨碍消

防车操作的障碍物；

（八）在消防站前从事影响消防执

勤训练、灭火救援出动等任务执行的活

动。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和单位应当积极推进大数据、物联网

等信息技术在消防设施管理上的应用，

共享与消防设施相关的管理信息，按照

相关规定建设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

提升消防设施信息化管理水平。

鼓励和支持研发、应用适应我区特

殊自然条件的消防设施、设备。

第二章 公共消防设施

第八条 公共消防设施建设应当纳

入国土空间规划以及城乡消防规划、基

础设施规划等专项规划，与城乡基础设

施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

投入使用。

新建、改建和扩建城镇、住宅区、开

发区、旅游度假区以及重大建设项目应

当按照城乡消防规划同步建设公共消

防设施。

公共消防设施用地应当纳入国土

空间规划进行统一管理，不得侵占、随

意调整；确需调整的，应当征求消防救

援机构意见。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

革部门应当将公共消防设施建设列入

地方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加大城乡公共

消防设施建设投入。

财政部门应当将公共消防设施规

划编制经费、运行维护经费纳入本级预

算。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合理规划

消防安全布局，依据城乡消防规划依法

办理公共消防设施用地审批手续。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按

照国土空间规划将公共消防设施纳入

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统筹实施。

水利主管部门应当将消防水源纳

入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将消防车

通道纳入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将消防水

源、消防车通道等公共消防设施纳入农

牧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通信管理部门应当督促指导相关

单位做好消防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依法

加强道路交通秩序管理，保障消防车通

行。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

据城乡消防规划，制定建设计划，组织

建设消防站、消防通信指挥中心、消防

训练培训基地、灭火救援装备储备基

地。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商业密集区、

耐火等级低的建筑密集区、老城区、历

史地段，以及现有消防力量难以及时到

达、经消防安全风险评估确有必要设置

的区域，建设小型普通消防站。

第十一条 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在建

设、改造给水管网时，应当按照国家标

准同步建设市政消火栓（消防水鹤），设

置醒目标志，并负责维护管理。

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应当向消防救

援机构提供市政消防给水设施的设置

地点、类型、数量、分布图和规格、供水

管径、压力等资料，并及时予以更新。

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市政

消防给水设施运行维护记录制度，记录

市政消防给水设施的检查、维护、保养

等情况。

第十二条 城市道路应当按照国家

消防技术标准建设，满足消防车通行要

求。农村公路和村庄内的主要道路应

当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村庄内的主

要道路暂时无法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

的，应当建设能够保证小型消防车或者

消防摩托车通行的道路。

城市管理部门负责管理和维护市

政消防车通道。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管

理和维护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车通道。

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净空高度、

转弯半径、坡度、承载力及回转场地等

应当符合消防技术标准，保证消防车通

行。不能满足消防车通行的，应当及时

维修、改造。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

国土空间规划、城乡消防规划以及水资

源开发利用规划，利用天然水源建设符

合标准的消防固定取水点（取水码头）。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农牧区天然水

源消防固定取水点、消防水池的维护管

理。

第十四条 通信管理部门监督基础

电信企业火警信号传输线路建设质量，

保障线路畅通。

无线电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消防无

线通信频率的监测保护和干扰排查，确

保消防救援通信频率使用安全。

基础电信企业应当设置火警调度

通信专线，检查维护消防通信线路、火

警信号传输线路，确保通信畅通。

第十五条 因建设需要迁移市政消

火栓（消防水鹤）、消防水池、消防固定

取水点（取水码头）的，建设单位应当

报当地县级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备

案。

道路施工影响消防车执行任务或

者停水、停电、切断通信线路可能影响

灭火救援工作的，有关单位应当事先告

知当地县级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

因 施 工 影 响 市 政 消 火 栓（消 防 水

鹤）使用的，施工单位应当采取相应的

补救措施，设置醒目标志，施工结束后

应当及时恢复使用。

第三章 建筑消防设施

第十六条 建筑消防设施的设计、施

工、验收、使用和维护应当遵守法律法

规和有关技术标准。

第十七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托育机构和小型幼儿园的儿童活动

场所，寄宿制学校的宿舍等应当按照国

家和行业技术标准配置建筑消防设施、

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

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

新建、改建、扩建居民住宅应当按

照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配置相应的建

筑消防设施。鼓励在居民住宅户内安

装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在老式砖木

结构居民住宅楼的共用部位安装简易

水喷淋装置、局部应用自动喷水灭火系

统。

建筑消防设施及器材应当按照规

定设置标志，并保持清晰准确。消火

栓、防火门、防火卷帘、灭火器应当设置

禁止遮挡的警示性标识；水泵类别、管

道水流方向、阀门开启状态、消防电源、

配电柜开关状态等应当设置提示性标

识。

第十八条 利用居民、村民自建房开

办经营性场所的经营管理者，应当按照

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施工，并配置消

防设施，设置消防安全疏散通道。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将建筑消防设施改造纳入老旧小区改

造等城市更新活动中，同步更新、同步

改造。

第二十条 建筑物的业主、使用人是

建筑消防设施管理责任人，依法对建筑

消防设施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业主、

使用人可以自行管理建筑消防设施，也

可以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

人管理。

建筑物的业主和使用人不一致的，

双方应当明确建筑消防设施的管理责

任；未明确的，使用人在其使用范围内

履行建筑消防设施管理义务。

住宅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对管

理区域内的共用消防设施进行维护管

理，提供消防安全防范服务。无物业服

务企业的住宅小区由社区指导业主、使

用人自行管理。

第二十一条 建筑物的业主、使用人

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统

一管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应当一

并委托管理建筑消防设施。

建筑物的业主、使用人、物业服务

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应当对建筑消防

设施进行日常维护，每年至少进行 1 次

全面检测，并公示维护、检测情况；不具

备自主维护、检测能力的，应当委托具

备从业条件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进行

维护、检测，确保建筑消防设施完好有

效。

火 灾 自 动 报 警 系 统 、自 动 灭 火 系

统、消火栓系统、防烟排烟系统以及应

急广播和应急照明、安全疏散设施等建

筑消防设施损坏，不具备防灭火功能，

危及公共消防安全的，业主、使用人、物

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应当及时

报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消防

救援机构，并落实应急措施；需要使用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进行维修、更新、改

造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建筑物的业主、使用

人、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应当

设置消防车通道和消防车登高操作场

地禁止占用标志；没有统一管理的，在

消防救援机构的指导下，由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组织设置。

第二十三条 新建、改建、扩建新能

源汽车和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场所及

充电设施，业主、使用人、物业服务企业

或者其他管理人应当按照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配置相应的建筑消防设施。

第二十四条 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的长度、宽度、坡度和承载力应当符合

消防技术标准，禁止设置高大乔木、架

空管线、路灯等影响消防车登高作业的

障碍物。

第二十五条 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

防技术标准，设有消防控制室的，管理

单位应当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每班不

少于 2 人；接入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

实现远程操作控制功能的消防控制室，

可以单人值班。值班人员应当取得相

应等级的消防职业资格证书，掌握火警

处置及启动消防设施的程序和方法，确

保及时发现并准确处理火灾和故障报

警。

第二十六条 因维修或者改造需要

停用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人应当

组织制订并落实消防设施停用期间的

安全应急保障措施，并在建筑入口处等

显著位置张贴公告。

第四章 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定期组织开展建筑消防设施安全隐

患排查。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加

强建筑消防设施安全隐患排查，协调处

置建筑消防设施的安全隐患。

第二十八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进行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在

建工程安全检查时，应当按照规定检查

相关消防设施管理情况。指导、督促物

业服务企业依法履行居民住宅区共用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责任。

第二十九条 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对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遵守消防

法律法规的情况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公安派出所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

关规定，对辖区内住宅物业以及上级公

安机关确定的单位建筑消防设施进行

日常监督检查。

消防救援机构、公安机关、城市管

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消防车通

道、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的监督检查，

依法查处占用、堵塞、封闭等妨碍消防

车通行、影响灭火救援的行为。

第三十条 消防救援机构在消防监

督检查中发现公共消防设施不符合消

防安全要求的，应当书面报告本级人民

政府。

接到报告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核

实情况，组织或者责成有关部门、单位

采取措施，予以整改。

第三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涉

嫌违反消防设施管理相关规定的行为，

有权进行投诉、举报。

消防救援机构及有关部门接到投

诉、举报后，应当依法处理。

第三十二条 消防救援机构按照国

家和自治区相关规定将消防设施违法

行为的行政处罚结果纳入全国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和其他相关信息公示系统，

依法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与下一级人民政府、本级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并对其履

行消防设施管理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检查结果作为综合考评重要依

据。

第三十四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

等单位不履行消防设施管理职责的，由

有关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尚不构

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西藏自治

区消防条例》等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2 月

1日起施行。

西藏自治区消防设施管理办法
（2023年 12月 6日西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政府第1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一、什么是一氧化碳中毒？

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当人吸入后，会引起血氧含量

降低，出现以损害中枢神经系统为主的各种表现，并伴有不同并发

症。家庭或生产场所等通风差的情况下，煤炉产生的煤气、液化气管

道漏气、工业生产煤气或矿井中的一氧化碳都可能导致中毒。

二、一氧化碳中毒有哪些症状？

1.轻度中毒：患者可出现头痛、头昏、失眠、视力下降、耳鸣、恶心、

乏力、心跳加速、休克等症状。

2.中度中毒：除有轻度中毒症状之外，皮肤黏膜出现樱桃红色，多

汗、心律失常、烦躁、行动迟缓、嗜睡、昏迷等症状持续加重。

3.重度中毒：进入昏迷状态，会出现阵发性或强直性痉挛，肌张力降

低，面色苍白或青紫，血压下降，瞳孔散大，呼吸麻痹，甚至死亡。经抢救

存活者可有严重合并症及后遗症。

三、安全提醒。

当发现有人一氧化碳中毒后，不要盲目进入现场，施救者须在保证

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救助。进入一氧化碳浓度较高的环境施救时，严

禁携带明火，立即打开门窗，流通空气，并尽快将中毒者转移到通风良好

的地方，注意保暖，解开其衣领、腰带，保持呼吸通畅，同时拨打 120急救

电话。

此外，日常生活中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务必要注意以下几点：

1.千万不要在室内使用炭火取暖。

2.使用管道煤气时，要防止

管道老化、漏气，烧煮时防止火

焰被扑灭，导致煤气泄漏。

3.使用天然气时，注意开窗

通风，谨防天然气燃烧不充分，

导致一氧化碳中毒。

4.在使用炭火涮火锅的包间

用餐时，注意开窗通风或开启换

气扇。

5.不要在车门车窗紧闭、开

着空调的汽车内睡觉。

6.燃气热水器要安装在室内

通风处，使用时不要密闭房间，

应保持良好通风，洗浴时间不宜

过长。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提供）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安全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