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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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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１３）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准信智慧消防股份有限公司、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上海安邦消防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福建省消防

救援总队、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田玉敏、韩海云、吴立志、王跃琴、蔡晶菁、李文莉、路超、李杰、李正前、李孝斌、

林德良、吴成元、程伟华。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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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科学合理地评估建筑物的火灾风险，确定其风险等级，既可以为保险核保提供决策依据，又可以使

政府、公众及单位准确了解建筑物的消防安全状况；同时，借助火灾保险费率的杠杆调节作用，可调动投

保人提高消防安全水平的积极性，实现消防与保险的良性互动，从而加快消防社会化进程，减少火灾事

故和火灾损失，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国民经济稳步发展。

本文件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推荐了建筑物火灾风险评估的基本方法，实现了建筑

物的火灾风险分级，用以指导财产保险的核保和费率浮动，使投保建筑物的保险费率水平与其风险状况

相统一。保险中介机构应用本文件可以为委托方进行火灾风险评估，得出建筑物的火灾风险等级，并对

消除火灾隐患和降低火灾风险提供咨询和服务；保险公司应用本文件可以使财产保险的核保进一步规

范化、科学化，费率厘定进一步合理化、精细化；投保人应用本文件可以明确火灾风险控制的关键环节，

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火灾风险。

本文件是依据我国消防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以及参考和借鉴国

内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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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财产保险火灾风险评估指南

１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建筑物财产保险火灾风险评估（以下简称火灾风险评估）操作程序和评估方法的指导

和建议，给出了建筑物财产保险火灾风险评估宜考虑的基本要素及有关信息。

本文件适用于住宅、公共建筑、厂房、仓库等民用和工业建筑物投保财产保险的火灾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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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５９０７（所有部分）　消防词汇

ＧＢ３５１８１　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５９０７（所有部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致灾因子　犱犻狊犪狊狋犲狉犮犪狌狊犻狀犵犳犪犮狋狅狉

促使火灾风险转化为灾害的因素。

３．２

损失控制因子　犾狅狊狊犮狅狀狋狉狅犾犾犻狀犵犳犪犮狋狅狉

防止火灾发生或减少火灾损失的因素。

３．３

火灾风险识别　犳犻狉犲狉犻狊犽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辨识火灾风险因素并分析存在的原因。

３．４

火灾风险估算　犳犻狉犲狉犻狊犽犲狊狋犻犿犪狋犻狅狀

按照规定的方法对火灾风险大小进行量化。

３．５

火灾风险等级　犳犻狉犲狉犻狊犽狉犪狀犽犻狀犵

区分火灾风险程度的级别。

４　火灾风险评估的分类与分级

４．１　火灾风险评估按投保建筑物的使用性质分类，宜分为以下４类：

———住宅火灾风险评估；

———公共建筑火灾风险评估；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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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火灾风险评估；

———仓库火灾风险评估。

４．２　火灾风险等级宜分为以下５级：

———Ⅰ级 火灾风险高；

———Ⅱ级 火灾风险较高；

———Ⅲ级 火灾风险中等；

———Ⅳ级 火灾风险较低；

———Ⅴ级 火灾风险低。

５　火灾风险评估基本要素

５．１　基本要素

建筑物火灾风险评估的基本要素包括两个方面：致灾因子和损失控制因子，每个因子所包含的评估

指标因建筑使用性质不同而有所区别，如图１所示。

图１　建筑物火灾风险评估基本要素

５．２　致灾因子

致灾因子主要包括客观存在的火灾危险因素和容易使火灾扩大蔓延的因素。

５．３　损失控制因子

损失控制因子主要包括被动措施、主动措施、消防管理和火灾扑救能力。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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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火灾风险评估方法

６．１　计算方法

火灾风险分值见公式（１）。

犚＝∑
狀

犻＝１

狑犻犛犻 …………………………（１）

　　式中：

犚 ———火灾风险分值；

狀 ———火灾风险评估指标的个数；

狑犻———第犻个火灾风险评估指标的权重，取值范围为（０，１）；

犛犻———第犻个火灾风险评估指标的分值，取值范围为［１，５］的整数。

６．２　构建火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６．２．１　确定建筑物火灾风险评估指标

建筑物火灾风险评估指标宜包含第５章规定的每类建筑物火灾风险评估的基本要素，根据建筑物

实际情况可对基本要素中的评价指标进行适当调整，调整时宜具备以下条件：

———成立专家小组；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结合火灾统计和保险赔付数据。

６．２．２　确定建筑物火灾风险评估指标权重

利用层次分析法得出的各类建筑物火灾风险评估指标权重见表１。如果评估指标发生变化，宜再

次利用层次分析法对权重进行计算，并进行调整。

６．２．３　火灾风险评估指标评分标准

评分标准采用５分制，得分越高，表示系统越安全，而风险越低。评分分值与风险程度的对应关系

如下：

———１为风险高；

———２为风险较高；

———３为风险中等；

———４为风险较低；

———５为风险低。

致灾因子评估指标评分标准见表２。损失控制因子评估指标评分标准见表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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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类建筑物火灾风险评估指标及指标权重

住宅 公共建筑 厂房 仓库

评估指标
权重

％
评估指标

权重

％
评估指标

权重

％
评估指标

权重

％

致 灾 因 子

燃气使用方式 ７．６ 火灾荷载 ６．３ 物质危险性 ７．１ 物质危险性 ７．３

人员素质 ８．１ 人员密度 ５．５ 物质数量 ６．３ 物质数量 ６．５

— — — — 存放方式 ３．２ 储存状况 ６．２

— — — — 生产工艺 ６．４ 仓库规模 ３．３

电气设备 ９．５ 电气设备 ７．５ 电气设备 ５．２ 电气设备 ５．２

内部装修 ３．９ 内部装修 ４．２ 内部装修 ３．２ — —

内外保温 ４．０ 内外保温 ４．５ 内外保温 ３．０ — —

建筑高度 １．５ 建筑高度 ２．２ 厂房层数 １．３ 仓库层数 １．５

使用年数 ３．３ 使用年数 １．８ 使用年数 ２．１ 使用年数 ２．８

外部环境 １．４ 外部环境 １．４ 外部环境 １．２ 外部环境 １．３

损 失 控 制 因 子

耐火等级 ７．０ 耐火等级 ５．４ 耐火等级 ３．５ 耐火等级 ３．７

防火分隔 ３．０ 防火分区 ３．５ 防火分区 ３．４ 防火分区 ２．５

安全疏散 ３．９ 安全疏散 ２．４ 安全疏散 ２．１ 安全疏散 ２．１

— — — — 防爆设计 ２．７ 防爆设计 ２．７

防火间距 ０．８ 防火间距 ０．８ 防火间距 １．５ 防火间距 １．５

安全监控 ７．７

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及消防联动

控制系统

５．１

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及消防联动

控制系统

３．４

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及消防联动

控制系统

３．７

— — 自动灭火系统 ７．０ 自动灭火系统 ４．８ 自动灭火系统 ５．５

室内消火栓

给水系统
８．４

室内消火栓

给水系统
３．７

室内消火栓

给水系统
２．９

室内消火栓

给水系统
３．２

— — 通风与防排烟系统 ４．０ 通风与防排烟系统 ２．８ 通风与防排烟系统 ３．０

手提灭火器 ９．３ 其他灭火设施 ３．０ 其他灭火设施 ２．９ 其他灭火设施 ２．９

物业消防管理 ８．６ 消防安全制度 ６．４ 消防安全制度 ６．３ 消防安全制度 ６．４

— —
灭火和应急

疏散预案
４．２

灭火和应急

疏散预案
３．６

灭火和应急

疏散预案
４．２

— — 消防安全培训 ３．７ 消防安全培训 ４．２ 消防安全培训 ３．７

— — 消防安全检查 ３．９ 消防安全检查 ３．７ 消防安全检查 ３．９

— — 消防设施维护 ３．９ 消防设施维护 ３．６ 消防设施维护 ３．９

消防车道 ３．８ 消防车道 ２．７ 消防车道 ２．９ 消防车道 ３．８

消防队战斗力 ４．４ 消防队战斗力 ３．８ 消防队战斗力 ３．６ 消防队战斗力 ４．９

室外消防给水系统 ３．８ 室外消防给水系统 ３．１ 室外消防给水系统 ３．１ 室外消防给水系统 ４．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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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致灾因子评分标准

建筑

类型

评估

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 备注

住宅

燃气

使用

方式

人员

素质

电气

设备

内部

装修

内外

保温

液化气罐，无燃气报警器，且通风不好 １

液化气罐，无燃气报警器，但通风良好 ２

液化气罐，且有燃气报警器 ３

管道燃气，但无燃气报警器 ４

管道燃气，且有燃气报警器 ５

家庭成员的平均年龄＞７０岁 １

家庭成员的平均年龄５０～７０岁，没有参加过消防知识的培训 ２

家庭成员的平均年龄２０～５０岁，没有参加过消防知识的培训 ３

家庭成员的平均年龄５０～７０岁，且参加过消防知识的培训 ４

家庭成员的平均年龄２０～５０岁，且参加过消防知识的培训 ５

电线、漏电保护等组件的设计安装不符合要求；或电气安全

检测不合格；或狉＞１．２
１

电线、漏电保护等组件的设计安装符合要求，且电气安全

检测合格，１．０＜狉≤１．２
２

电线、漏电保护等组件的设计安装符合要求，且电气安全

检测合格，０．８＜狉≤１．０
３

电线、漏电保护等组件的设计安装符合要求，且电气安全

检测合格，０．５＜狉≤０．８
４

电线、漏电保护等组件的设计安装符合要求，且电气安全

检测合格，０＜狉≤０．５
５

顶棚采用Ｂ２级材料，墙或地面采用Ｂ３级材料 １

顶棚采用Ｂ１级材料，墙或地面采用Ｂ２（Ｂ３）级材料 ２

顶棚、墙和地面都采用Ｂ１级材料 ３

顶棚采用Ａ级材料，墙和地面都采用Ｂ１级材料 ４

顶棚、墙和地面都采用Ａ级材料 ５

外墙内外保温、屋面保温均采用Ｂ２或Ｂ３级材料，内外保温结构不合理 １

外墙内外保温采用Ｂ２级，屋面保温均采用Ｂ１级，内外保温结构

基本合理
２

外墙内外保温采用Ａ级，屋面保温采用Ｂ１级，内外保温结构

基本合理
３

外墙内外保温采用Ａ级材料，屋面保温采用Ｂ１级材料，内外保温

结构合理
４

外墙内外保温、屋面保温均采用Ａ级材料，内外保温结构合理 ５

有未成年人（≤１４岁）或

行动不便的家庭成员的

家庭，在相应评分级别上

降低一级（行动不便主要

是指老、弱、病、残）

用电设备的最大使用负

荷与设计负荷的比值用狉

来 表 示。ＧＢ５００１６ 和

ＧＢ５１３４８给出了电线、漏

电保护等组件的设计安

装规定

ＧＢ５０２２２给出了材料的

燃烧性能分级，对应关系

如下：

Ａ级：不燃材料

Ｂ１级：难燃材料

Ｂ２级：可燃材料

Ｂ３级：易燃材料

ＧＢ５００１６给出了建筑物

内外保温结构的规定

５

犌犅／犜４１０２０—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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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致灾因子评分标准 （续）

建筑

类型

评估

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 备注

住宅

建筑

高度

使用

年数

外部

环境

犎＞５４ｍ １

２７ｍ＜犎≤５４ｍ，且首层设有商业服务网点 ２

２７ｍ＜犎≤５４ｍ，且首层未设置商业服务网点 ３

犎≤２７ｍ，且首层设有商业服务网点 ４

犎≤２７ｍ，且首层未设置商业服务网点 ５

已使用年数＞４狀／５ １

３狀／５＜已使用年数≤４狀／５ ２

２狀／５＜已使用年数≤３狀／５ ３

狀／５＜已使用年数≤２狀／５ ４

０＜已使用年数≤狀／５ ５

毗邻生产、贮存易燃易爆物品的建筑，

且位于危险建筑的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
１

毗邻生产、贮存易燃易爆物品的建筑，

位于危险建筑常年主导风向的上风向或侧风向
３

周围无生产、贮存易燃易爆物品的危险建筑 ５

依据ＧＢ５００１６，建筑高度

用犎 表示，并给出了建筑

高度的计算方法

狀 为 建 筑 物 使 用 年 限。

ＧＢ５００６８给出了建筑使

用年限分级标准：

一级（重要建筑和高层建

筑）：狀＞１００年；

二级（一般建筑）：狀为５０～

１００年；

三级（次要建筑）：狀为２５～

５０年；

四级 （临 时 建 筑）：狀＜

１５年

影响外部环境的火灾危

险因素主要考虑常年主

导风向和毗邻建筑的危

险性

公共

建筑

火灾

荷载

人员

密度

犱＞８００ １

６００＜犱≤８００ ２

４００＜犱≤６００ ３

２００＜犱≤４００ ４

０＜犱≤２００ ５

ρ＞２ １

１＜ρ≤２ ２

０．５＜ρ≤１ ３

０．２＜ρ≤０．５ ４

ρ≤０．２ ５

犱（ＭＪ／ｍ２）的确定方法可

根据 ＸＦ／Ｔ１４２７ 给的调

查方法确定建筑物实际

的火灾荷载计算确定

人员密度ρ（人／ｍ
２）的确

定方法：

ａ）依照统计数据。娱乐：

０．４～１．０；教育：０．７～１．０；

餐饮：０．５～０．８；商场、办

公：０．２～０．５。

ｂ）利用高峰人流量和低

峰人流量计算平均人员

密度值。

ｃ）对医院，疗养院，托、

幼、老、儿、弱场所在同等

级别降一等级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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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致灾因子评分标准 （续）

建筑

类型

评估

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 备注

公共

建筑

电气

设备

内部

装修

内外

保温

建筑

高度

使用

年数

外部

环境

消防供配电或电线、漏电保护等组件的设计安装或防雷及接地

系统任一方面不符合要求；或电气安全检测结果不合格；或狉＞１．２

且长时间运行

１

消防供配电、电线、漏电保护等组件的设计安装符合要求，

防雷及接地系统基本符合要求，电气安全检测合格，且１．０＜狉≤１．２
２

消防供配电、电线、漏电保护等组件的设计安装、防雷及接地

系统均符合要求，电气安全检测合格，且０．８＜狉≤１．０
３

消防供配电、电线、漏电保护等组件的设计安装、防雷及接地

系统均符合要求，电气安全检测合格，且０．５＜狉≤０．８
４

消防供配电、电线、漏电保护等组件的设计安装、防雷及接地

系统均符合要求，电气安全检测合格，且０＜狉≤０．５
５

同住宅

同住宅

犎＞１００ｍ １

５０ｍ＜犎≤１００ｍ ２

２４ｍ＜犎≤５０ｍ ３

多层，且犎≤２４ｍ ４

单层 ５

同住宅

同住宅

用电设备的最大使用负

荷与设计负荷的比值用狉

来表示。

ＧＢ５００１６和ＧＢ５１３４８给

出了消防供配电或电线、

漏电保护等组件的设计

安装规定

建筑高度用 犎 表示。

ＧＢ５００１６给出了建筑高

度的计算方法，若包含地

下部分，则比相应高度级

别的分值降低一级

厂房

物质

危险

性

甲类 １

乙类 ２

丙类 ３

丁类 ４

戊类 ５

物质

数量

犙１和犙２均超过规定值的３倍 １

犙１和犙２有一个超过规定值的３倍 ２

犙１和犙２均介于规定值的２倍～３倍之间 ３

犙１和犙２有一个介于规定值的２倍～３倍之间 ４

犙１和犙２低于规定值的２倍；丙类；丁、戊类 ５

ＧＢ５００１６给出了工业建

筑中物质的火灾危险性划

分依据

物质数量包括生产过程中

的原料、半成品和成品。

ＧＢ５００１６给出了甲、乙类

生产的危险物质的最大允

许量。用犙１表示危险物

质总量，犙２表示危险物质

总量与房间容积的比值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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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致灾因子评分标准 （续）

建筑

类型

评估

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 备注

厂房

存

放

方

式

甲

乙

类

丙
丁
戊
类

厂房内混存了不同的甲、乙类物质，隔离存放 １

厂房内混存了不同的甲、乙类物质，隔开存放 ３

厂房内没有混存不同的甲、乙类物质 ５

堆放杂乱，没有间距（丙类） １

分区分类存放（丙类） ３

分区分类存放，且管理良好（丙类）；丁、戊类 ５

生产

工艺

有高温、高压或明火操作，但无安全监控系统，且无专职人员值守 １

有高温、高压或明火操作，安装了安全监控系统，有专职人员值守 ３

常温或常压操作，或无明火操作 ５

电气

设备

变配电系统和配电线路以及防爆、防静电和防雷设施的设计安装不符

合规范的要求；或电气安全检测结果不合格；或狉＞１．２且长时间运行
１

变配电系统和配电线路以及防爆、防静电和防雷设施的设计安装

符合规范要求，且电气安全检测合格，１．０＜狉≤１．２
２

变配电系统和配电线路以及防爆、防静电和防雷设施的设计安装

符合规范要求，且电气安全检测合格，０．８＜狉≤１．０
３

变配电系统和配电线路以及防爆、防静电和防雷设施的设计安装

符合规范要求，且电气安全检测合格，０．５＜狉≤０．８
４

变配电系统和配电线路以及防爆、防静电和防雷设施的设计安装

符合规范要求，且电气安全检测合格，０＜狉≤０．５
５

内部

装修

顶棚、墙面、地面和隔断任何一个部位采用了

非Ａ级的装修材料
１

工业厂房顶棚、墙面、地面和隔断装修材料均采用Ａ级材料 ５

内外

保温
同住宅

厂房

层数

厂房层数不符合规范要求 １

超过６层（含６层） ２

４层或５层 ３

２层或３层 ４

单层 ５

使用

年数
同住宅

外部

环境

毗邻生产、贮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建筑，且位于危险建筑常年主

导风向的下风向；甲、乙类厂房处于山谷或窝风地段
１

毗邻生产、贮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建筑，且位于危险建筑常年主

导风向的上风向或侧风向；甲、乙类厂房处于山坡或通风地段
３

周围无生产、贮存易燃易爆物品的危险建筑；甲、乙类厂房处于山坡

或通风地段
５

隔离是在同一厂房内不

同物料或物料与生产设

备之间分开一定的距离。

隔开是在同一厂房内不

同物料或物料与生产设

备之间用隔板或墙分开

安全监控系统的预警参

数主要有温度、压力、液

位、阀位、流量以及可燃／

有毒气体浓度、明火源和

音视频信号等

用电设备的最大使用负

荷与设计负荷的比值用狉

来表示。

厂房电气设备包括配电

线路、变配电系统和电气

设备。ＧＢ５０１６８给出了

电气设备和线路防爆、防

静电和防雷设施的设计

安装规定；ＧＢ５００５８给出

了爆炸危险环境下的电

力装置和线路的设计安

装规定

影响厂房外部环境的因

素主要包括毗邻建筑的

火灾危险性和常年主导

风向以及所处地理条件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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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致灾因子评分标准 （续）

建筑

类型

评估

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 备注

仓库

物质

危险性

物质

数量

储

存

状

况

甲

乙

类

丙

丁

戊

类

仓

库

规

模

甲

乙

类

丙

丁

戊

类

电气

设备

使用

年数

外部

环境

同厂房

犕１和 犕２均超过规定数值的上限 １

犕１或犕２之中的一项超过了规定数值的上限 ２

犕１未超过规定数值，且犕２均在规定的数值范围内 ３

犕１未超过规定数值，且犕２均低于规定数值下限；丙、丁、戊类 ５

同一仓库混存了不同物质，贮存方式为隔离；其他参数中有

任一项严重不符合要求
１

同一仓库混存了不同的物质，贮存方式为隔开，且其他参数

均符合要求
３

同一仓库没有混存不同的物质，且其他参数均符合要求 ５

堆放杂乱（丙类） １

分类、分垛存放，堆垛间距、通道宽度等符合要求（丙类） ３

分类分垛存放，堆垛间距、通道宽度等符合要求，

且管理良好（丙类）；丁、戊类
５

犛１≥９００ｍ
２ １

７５０ｍ２≤犛１＜９００ｍ
２ ２

５００ｍ２≤犛１＜７５０ｍ
２ ３

２５０ｍ２≤犛１＜５００ｍ
２ ４

犛１＜２５０ｍ
２ ５

犛２≥８０００ｍ
２ １

６０００ｍ２≤犛２＜８０００ｍ
２ ２

４０００ｍ２≤犛２＜６０００ｍ
２ ３

２０００ｍ２≤犛２＜４０００ｍ
２ ４

犛２＜２０００ｍ
２；丁、戊类 ５

同厂房

同住宅

同厂房

仓库内平均单位面积贮

存量（犕１）和单一贮存区

（独立仓库）的最大贮存

量 （犕２ ）的 信 息 见

ＧＢ１５６０３。

犕１的确定：当储存不同类

危险品时，按不同类危险

品的总量来计算；犕２的确

定：按最高危险物质的规

定数值范围下限取值

储存状况主要是指贮存

方式：分为隔离、隔开和

分离三种。另外还包括

堆垛间距、通道宽度、储

存期限、储存条件等其他

参数，其他参数的相关规

定信息见ＧＢ１５６０３

ＸＦ１１３１给出了仓库存物

品的分类、分垛储存要求

采用占地面积表征仓库

规模。犛１表示甲、乙类单

体仓库的占地面积

犛２表示丙类单体仓库的

占地面积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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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致灾因子评分标准 （续）

建筑

类型

评估

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 备注

仓库

仓

库

层

数

甲

乙

类

丙

丁

戊

类

甲类或乙类的仓库层数不符合规范要求；或设在地下 １

乙类仓库为５层 ２

乙类仓库为３层或４层 ３

乙类仓库为２层 ４

单层仓库 ５

高层仓库 １

单层净空高度≥１２ｍ的高架仓库 ２

单层净空高度＜１２ｍ的高架仓库 ３

２层～５层的普通多层仓库 ４

普通单层仓库 ５

ＧＢ５００１６给出了甲、乙类

物品仓库的最多层数的相

关规定。

甲类物品仓库只能采用

单层。

高架仓库是指货架高度大

于７ｍ且采用机械化操作

或自动化控制的货架仓库。

普通仓库是指单层净空高

度小于１２ｍ 且不属于高

架仓库的仓储建筑。

高层仓库是指建筑高度超

过２４ｍ 的二层及二层以

上的仓库

表３　损失控制因子评分标准

评估

方面

评估

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 备注

被动

措施

耐火

等级

防火

分隔

（住宅）

防火

分区

低于四级 １

四级 ２

三级 ３

二级 ４

一级 ５

防火分隔的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 １

符合规范要求 ５

犛３＞２０％ １

１０％＜犛３≤２０％ ２

５％＜犛３≤１０％ ３

０＜犛３≤５％ ４

所有防火分区均符合规范要求 ５

ＧＢ５００１６给出了防火分

隔要求，主要考虑楼梯间

和各种竖向井道 （电梯

井、管道井、垃圾道、排烟

道等）的防火分隔构件的

耐火 性 能 和 封 堵 的 严

密性

犛３表示建筑内不符合规

范要求的防火分区个数

占防火分区总数的比值。

隐蔽部位的防火封堵不

符合 要 求 的 降 低 一 个

级别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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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损失控制因子评分标准 （续）

评估

方面

评估

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 备注

被动

措施

安全

疏散

厂房、

仓库防

爆设计

防火

间距

疏散路线设计不符合规范要求；或疏散通道有障碍物；

或疏散引导系统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１

疏散路线设计符合规范要求，疏散通道无障碍物，

疏散引导系统能有效发挥作用
３

疏散路线设计优于规范要求，且疏散通道无障碍物，

疏散引导系统能有效发挥作用
５

未设防爆泄压设施 １

防爆泄压设施构造符合规范要求，但泄压面积低于规范要求 ２

泄压面积符合规范要求，但防爆泄压设施构造不符合规范要求 ３

泄压设施构造和泄压面积均符合规范要求 ４

敞开式或半敞开式厂仓库；按规范不需要进行防爆设计的厂仓库 ５

各面防火间距都不符合规范要求 １

任三面的防火间距不符合规范要求 ２

任两面的防火间距不符合规范要求 ３

任一面的防火间距不符合规范要求 ４

各面的防火间距均符合规范要求 ５

ＧＢ５００１６给出了民用建

筑、厂房、仓库的安全疏

散规定

ＧＢ５００１６给出了甲、乙类

厂房、仓库的防爆规定

ＧＢ５００１６给出了防火间

距的规定

主动

措施

安全

监控

（住宅）

火灾自

动报警

及消防

联动控

制系统

自动灭

火系统

小区未设有安全监控系统 １

小区设有安全监控系统，仅能实现接收报警和求助信号 ２

小区设有安全监控系统，可监测可燃气体泄漏，

能实现接收报警和求助信号
３

小区设有安全监控系统，实现多种安全监控，

且与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联网
５

未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１

设计安装不符合规范的要求；或经检测系统性能不合格 ２

设计安装符合规范要求，经检测系统性能合格，但无消防控制室 ３

设计安装符合规范要求，经检测系统性能合格，设有消防控制室 ４

设计安装符合规范要求，经检测系统性能合格，设有消防控制室，

且与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联网
５

未设置自动灭火系统 １

设计安装不符合规范的要求；或经检测系统性能不合格 ２

设计安装基本符合规范要求，且经检测系统性能合格

（大空间有标准响应喷头），但无智能灭火装置
３

设计安装符合规范要求，且经检测系统性能合格

（大空间有快速响应喷头），且有智能灭火装置
５

ＧＢ５００１６、ＧＢ５０１１６ 和

ＧＢ１６８０６给出了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的设计安装

要求以及性能测试方法。

依照规范可以不设火灾

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控

制系统的，可取３分

ＧＢ５００１６和ＧＢ５００８４给

出了自动灭火系统设计

和安装要求以及性能测

试方法。

依照规范可以不设自动

灭火系统的，可取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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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损失控制因子评分标准 （续）

评估

方面

评估

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 备注

主动

措施

室内消

火栓给

水系统

通风与

防排烟

系统

灭火器

等其他

灭火

设施

未设置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 １

经检测系统性能不符合规范要求 ２

设计安装符合要求，且经检测系统性能合格 ３

设计安装优于规范要求 ５

未设置自然排烟或机械排烟系统 １

有基本的自然排烟设施 ２

有良好的自然排烟设施（即排烟口面积比、

防烟措施符合要求）
３

具有基本的机械防排烟系统 ４

具有良好的机械防排烟系统（即换气次数、补风方式、

排烟口位置等均符合要求，且有联动措施）
５

未按照规范要求配置；或都不能正常使用 １

基本符合规范要求，狀＜０．８ ２

基本符合规范要求，０．８≤狀 ＜１．０ ３

符合规范要求，狀 ＝１．０ ４

符合规范要求，且狀≥１．１ ５

依据ＧＢ５００１６和ＧＢ５０９７４

给出了消火栓系统设计和

安装要求以及性能测试

方法。

依照规范可以不设室内消

火栓给水系统的，可取３分

依据ＧＢ５００１６和ＧＢ５１２５１

给出了防排烟系统设计和

安装的有关规定。依照规

范可以不设自然排烟或防

排烟设施的，可取３分

ＧＢ５０１４０和ＧＢ５０４４４给

出了灭火器配置和检查的

相关规定。

犖实表示实际的灭火器配

置数量；

犖规 表示 ＧＢ５０１４０要求

的 配 置 数 量。狀 ＝

犖实／犖规。
除手提灭火器外，如果还
配置了其他灭火器材，分
值提高一个级别

消防

管理

物业消

防管理

（住宅）

消防安

全制度

（厂房、

仓库）

四个方面均不健全 １

任一个方面不健全 ３

四个方面健全 ５

三个或三个以上方面不健全 １

任一个方面不健全 ３

四个方面均健全 ５

包括以下四个方面：ａ）有

经过岗前培训的专职消

防安全管理人，且建立职

责明确的消防安全责任

制度；ｂ）每日进行火险隐

患排查，定期进行消防安

全检查，并做好记录；ｃ）

对消防设施定期进行检

测，及时维修更新；ｄ）定

期对居民进行消防安全

培训

包括以下四个方面：ａ）建

立消防安全管理制度；ｂ）

各部门及人员（包括消防

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

理人、消防控制室的值班

与操作人员等）职责明

确，并认真履行；ｃ）特殊

物品、设备、作业的管理

制度等，如 厂 房 的 危 险

品、特殊设备的管理、仓

库日常作业管理等；ｄ）建

立消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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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损失控制因子评分标准 （续）

评估

方面

评估

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 备注

消防

管理

消防安

全制度

（公共

建筑）

灭火和

应急疏

散预案

消防安

全培训

消防安

全检查

消防

设施

维护

三个方面都不健全 １

任一个方面不健全 ３

三个方面均健全 ５

无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１

任三个方面不满足 ２

任两个方面不满足 ３

任一个方面不满足 ４

四个方面均满足 ５

ａ）、ｂ）均未得到落实 １

只有ａ）得到落实 ２

只有ｂ）得到落实 ３

ａ）、ｂ）能够落实，但未保留培训记录 ４

ａ）、ｂ）能够落实，人员上岗证有统一存档，培训记录清晰完备 ５

三个方面都不落实 １

任何一个方面不落实 ３

三个方面都能够落实 ５

有三个或三个以上方面不符合要求 １

只有两个方面不符合要求 ２

只有一个方面不符合要求 ３

四个方面符合要求，但检测周期大于一年 ４

四个方面符合要求，且检测周期小于一年 ５

包括以下三个方面：ａ）建

立消防安全管理制度；ｂ）

各部门及人员（包括消防

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

理人、消防控制室的值班

与操作人员等）职责明

确，并认真履行；ｃ）建立

消防档案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包

括以下四个方面：ａ）资源

的有效性；ｂ）指挥协调和

响应组织结构的合理性；

ｃ）通报或通信联络的畅

通性；ｄ）定期举办有针对

性的消防演练

包括：ａ）对员工进行岗前

消防安全教育和定期培

训、复训；ｂ）危险品以及

危险生产工艺等特种作

业人员、自动消防系统的

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

包括以下三个方面：ａ）确

定重点部位、重点工种；

ｂ）实施每日巡查，建立巡

查记录，存档备查；ｃ）对存

在的火灾隐患及时整改

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ａ）定期检测；ｂ）及时维修；

ｃ）定期保养、更换；ｄ）建档

备查，且 存 档 期 限 符 合

要求。

具体 按 照 ＧＢ２５２０１ 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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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损失控制因子评分标准 （续）

评估

方面

评估

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 备注

火灾

扑救

能力

消防

车道

（救援

场地）

消防队

战斗力

（除甲

乙丙类

厂房、

仓库）

消防队

战斗力

（甲乙丙

类厂房、

仓库）

室外

消防

给水

系统

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或被固定设施占用 １

设置符合规范要求，没有明显标识或被临时占用 ２

设置符合规范要求，设有明显标识，且消防车道畅通 ３

设置符合规范要求，设有明显标识，且采用技术手段

确保畅通和不被占用
５

未成立志愿消防队，且未建立微型消防站 １

成立志愿消防队，但未建立微型消防站 ３

成立志愿消防队，且微型消防站建设符合要求 ５

未建立微型消防站或未成立企业专职消防队 １

成立企业专职消防队；或建立微型消防站且符合建设要求 ２

成立企业专职消防队，且消防站到达小型消防站建设标准 ３

成立企业专职消防队，且消防站到达二级消防站建设标准 ４

成立企业专职消防队，且消防站到达一级消防站建设标准 ５

无室外消火栓，且无室外消防水源 １

安装了室外消火栓，经检测系统性能不合格，且无室外消防水源 ２

安装了室外消火栓，经检测系统性能不合格，但有室外消防水源 ３

室外消火栓设计安装基本符合要求，经检测系统性能合格，

且有室外消防水源
４

室外消火栓设计安装符合要求，经检测系统性能合格，

且有室外消防水源
５

ＧＢ５００１６给出了消防车

道和 救 援 场 地 的 设 置

规定

主要考虑单位自身灭火

能力，包括两个方面：

ａ）微型消防站装备配置

符合相关要求，可参照省

级以上消防救援机构发

布的规定；

ｂ）成立志愿消防队符合

扑救 初 期 火 灾 的 相 关

要求

甲乙丙类厂仓库消防队

战斗力主要考虑单位自

身灭火能力，包括企业专

职消防队和微型消防站

两个方面。

ａ）微型消防站建设要求

参见消防救援机构发布

的规定；

ｂ）企业专职消防队建设

要求见建标１５２

ＧＢ５００１６和ＧＢ５０９７４给

出了室外消火栓、消防水

源、水泵接合设置和检测

的规定

７　火灾风险评估程序

７．１　火灾风险评估流程图

投保建筑物的火灾风险评估流程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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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财产保险火灾风险评估流程

７．２　火灾风险评估申请

７．２．１　评估前宜对投保建筑物的消防合法性进行判断。投保人可通过提供《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意

见书》《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凭证》等法律文书证明建筑物消防合法性。

７．２．２　评估宜在建筑物首次投保和续保之前进行。

７．２．３　投保建筑物的火灾风险评估包括初评和复评。初评为申请投保和续保后进行的首次评估；投保

人根据风险改善建议降低风险后申请进行的再次评估为复评。

７．３　现场查勘

７．３．１　评估人员宜对投保建筑物进行实地查勘，查勘人数宜为两人（含）以上。

７．３．２　投保人可提供以下材料配合评估工作：

———建筑设计、结构设计和设备设计图及施（竣）工图；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和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

———消防安全责任制；

———防火检（巡）查记录；

———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报告、维护保养报告及自动消防系统运行情况记录；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及演练情况记录；

———火灾历史情况；

———根据单位实际情况需要提供的其他文件、图纸等。

７．３．３　评估机构宜预先编制《建筑物财产保险火灾风险现场查勘表》（内容和式样可见附录Ａ），查勘人

员如实记录查勘情况，进行火灾风险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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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火灾风险估算

７．４．１　火灾风险评估人员对照现场查勘情况记录的《建筑物财产保险火灾风险现场查勘表》，并根据预

先制定的评价标准，对投保建筑物的火灾风险评估指标进行量化，并填写《火灾风险评估表》，其内容和

式样按附录Ｂ填写。

７．４．２　建筑物火灾风险分值可按照公式（１）计算得出。

７．５　火灾风险等级评定

７．５．１　根据计算得出建筑物火灾风险分值确定火灾风险等级。建筑物火灾风险分值与风险等级对应

关系见表４。

表４　建筑物火灾风险等级

火灾风险分值犚 １≤犚≤１．５ １．５＜犚≤２．５ ２．５＜犚≤３．５ ３．５＜犚≤４．５ ４．５＜犚≤５

火灾风险等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Ⅴ级

７．５．２　按照ＧＢ３５１８１的规定，当判定投保建筑物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时，其火灾风险等级可直接评定为

Ⅰ级。

７．５．３　对于生产工艺系统特别复杂的厂房，可先按照本文件提供的工业厂房的评估方法进行火灾风险

评估，然后再对生产工艺单元进行火灾风险评估，最终综合两次评价结果确定火灾风险等级。对生产工

艺单元进行火灾风险评估，可以成立专家小组，仍按照第７章给出的步骤进行。

７．５．４　以下建筑物的火灾风险评估建议成立专家小组，依据本文件和建筑物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估：

———采用特殊消防设计的；

———采用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超出相关国家标准规定的；

———采用国际标准或者境外消防技术标准的。

７．５．５　火灾风险程度为不可接受时，火灾风险评估人员宜分析火灾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并进行重要

度排序，找出降低火灾风险的关键环节，从而提出有效的风险等级改善策略。

７．５．６　投保人可根据评估机构提出的风险等级改善策略，采取积极的消防措施，进行风险控制，并可申

请复评，降低火灾风险直至可以接受的水平。

７．６　火灾风险控制建议

７．６．１　火灾风险评估后，评估机构宜根据评估结果并结合投保建筑物的具体情况，提出火灾风险控制

建议。

７．６．２　投保人可根据火灾风险控制建议，明确火灾危险重点部位，制定火灾风险管理决策。

７．６．３　保险公司可根据火灾风险控制建议，明确防火减损措施，指导承保后的跟踪检查和消防管理。

７．７　核保建议与费率浮动

７．７．１　评估机构根据评定的火灾风险等级，宜提出核保建议，并出具火灾风险评估报告，其内容和式样

按附录Ｃ填写。

７．７．２　保险公司可根据火灾风险评估报告和火灾风险等级，确定被评估建筑物投保财产保险的费率浮

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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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

建筑物财产保险火灾风险现场查勘表

　　建筑物财产保险火灾风险现场查勘表包括住宅现场查勘表，公共建筑现场查勘表，厂房、仓库现场

查勘表，主动防火措施现场查勘表，分别参见表Ａ．１～表Ａ．４。

表犃．１　住宅现场查勘表

基本信息

项目

住宅名称 所在地址

管理单位或物业公司 建筑结构

建筑高度 建筑面积

设计使用年限 使用年数

所在楼层／总层数 外部环境

检查时间

检查人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要点
检查结果

是 否 备注
说明

燃气

使用

方式

供气方式
１．供气方式是什么？

□ 管道燃气　　　 □ 液化气罐

燃气报警器 ２．是否安装了燃气报警器？

通风情况
３．通风状况如何？

□ 良好　　 □ 一般　　　□ 很差

电气

设备

电线

漏电保护

组件

使用负荷

电气安全

检测

１．电线设计、选型等是否符合有关规范的要求？

２．是否有线路老化情况？

１．配电回路是否安装了漏电切断保护装置？

２．漏电切断保护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发挥作用？

１．电气线路最大承受负荷是多少？（　　　　）

２．电气线路实际负荷是多少？（　　　　　）

１．电气安全检测是否合格？

２．（１）检测单位　　（　　　　　　　 ）

（２）检测责任人　（　　　　　　　 ）

安全监控

１．是否设置了安全监控系统？

２．安全监控系统具有以下哪些功能？

　 □ 接收报警和求助信号 □ 监测可燃气泄漏

　 □ 监测火灾发生　　 □ 与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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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　住宅现场查勘表 （续）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要点
检查结果

是 否 备注
说明

内部

装修

顶棚材料 □ Ａ级 □Ｂ１级 □Ｂ２级　 □Ｂ３级

墙面材料 □ Ａ级 □Ｂ１级 □Ｂ２级　 □Ｂ３级

地面材料 □ Ａ级 □Ｂ１级 □Ｂ２级　 □Ｂ３级

内外

保温

外墙内外 □ Ａ级 □Ｂ１级 □Ｂ２级　 □Ｂ３级

屋面外 □ Ａ级 □Ｂ１级 □Ｂ２级　 □Ｂ３级

人员

素质

住户成员

年龄

消防培训

１．平均年龄

□２０～５０岁；　　□５０～７０岁；　　□ 大于７０岁

２．未成年人的年龄是多少？　　（　　　　　　 ）

３．家庭成员是否有老、弱、病、残？

是否参加过消防知识的培训？

防火间距

１．各面的防火间距分别是多少？

（　　　　　　　　　　）ｍ

２．有几面的防火间距不符合规范要求？

□ 一面　　□ 二面　　□ 三面　　□ 四面

防火分隔

１．楼梯间防火门的类型是什么？（　　　　）

２．防火门的耐火极限是多少？　　（　　　）ｈ

是否达到规范要求？

３．各种竖向井道（电梯井、管道井、垃圾道、排烟道等）的耐火

极限是多少？（　　　　　　　　　　　　　）ｈ

是否达到规范要求？

安全疏散

１．疏散通道的设计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２．疏散路线是否保持畅通？

３．（１）是否设置疏散引导系统？

（２）疏散引导系统能否有效发挥作用？

耐火等级
耐火等级是几级？

□ 一级　　□ 二级　　□ 三级　　□ 四级

物业消防

管理

１．是否有经过岗前专业培训的专门消防安全管理人员？

２．是否有职责明确的消防安全责任制？

３．是否每日进行火灾隐患排查，定期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并

做好记录？

４．对消防设施是否定期进行检测，并及时维修更新？

５．是否定期对居民进行消防安全培训？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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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　住宅现场查勘表 （续）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要点
检查结果

是 否 备注
说明

消防车道
１．消防车道的设置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２．消防车道是否保持畅通无阻？

消防队战斗力
１．是否成立志愿消防队？

２．是否建立微型消防站？

室外消防给水系统

１．是否有室外消防水源？

２．室外消火栓是否有水？

３．室外消火栓的设置数量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４．室外消火栓设置是否便于消防车的停靠和操作？

５．水泵结合器的设置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６．经检测，系统性能是否合格？

１项～６项

均为“是”，

可认 为 设

计安 装 符

合规 范 要

求　

表犃．２　公共建筑现场查勘表

基本信息

项目

所属单位 单位地址

建筑名称 建筑用途

建筑结构 建筑面积

地上层数 地下层数

建筑高度 设计使用年限

外部环境 使用年数

检查时间

检查人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要点

检查结果

是 否 备注

说明

人员密度

１．总建筑面积为（　　　　　）ｍ２

２．高峰期的最大客流量为（　　　　　 ）人

低峰期的最小客流量为（　　　　　 ）人

平均客流量为（　　　　　 ）人

３．平均人员密度ρ为（　　　　　　 ）人／ｍ
２

火灾荷载
１．内容物主要有几类？（　　　　　）

２．燃烧性能分别是什么？（　　　　 ）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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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２　公共建筑现场查勘表 （续）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要点
检查结果

是 否 备注
说明

内部装修

１．顶棚所用的材料是（　　　　），其燃烧性能是什么？

□ Ａ级　□Ｂ１级　□Ｂ２级　 □Ｂ３级

２．墙面所用的材料是（　　　　），其燃烧性能是什么？　

□ Ａ级　□Ｂ１级　□Ｂ２级　 □Ｂ３级

３．地面所用的材料是（　　　　），其燃烧性能是什么？

□ Ａ级　□Ｂ１级　□Ｂ２级　 □Ｂ３级

４．隔断所用的材料是（　　　　），其燃烧性能是什么？

□ Ａ级　□Ｂ１级　□Ｂ２级　 □Ｂ３级

内外保温
１．外墙内外保温 □ Ａ级　□Ｂ１级　□Ｂ２级　 □Ｂ３级

２．屋面外保温　 □ Ａ级　□Ｂ１级　□Ｂ２级　 □Ｂ３级

电

气

设

备

消

防

供

配

电

消防供电

低压配电

变压器

照明装置

电线及漏电保护

防雷接地系统

使用负荷

电气安全检测

１．消防供电的设计安装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２．低压配电的设计安装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３．变压器的设计安装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４．照明装置的设计安装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１．电线的选型是否符合要求？

２．电线的敷设是否符合要求？

３．漏电保护等组件是否符合要求？

１．防雷接地系统的设计安装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２．防雷防静电检测的周期是否小于一年？

１．用电设备的最大使用负荷是（　　　　　）

２．设计负荷是（　　　　　）

３．最大使用负荷与设计负荷的比值狉＝（　　　）

１．电气安全检测是否合格？

２．检测单位　 （　　　　　　　 ）

检测责任人　（　　　　　　　 ）

１项～４项

均为 “是”，

可认为符合

规范要求

防火间距

１．各面的防火间距分别是多少？

（　　　　　　　　　　　　　　　　　　 ）ｍ

２．有几面的防火间距不符合规范要求？

□ 一面　　□ 二面　　□ 三面　　□ 四面

防火分区

１．划分了（　　　　　　　 ）个防火分区？

２．各分区的面积分别是（　　　　　　　 ）ｍ２

３．有（　　　　　）个防火分区的面积划分不符合要求？

４．不符合要求的个数占总数的比值为（　　　　　　　）

５．隐蔽部位的防火封堵是否符合要求？

６．（１）防火卷帘启动是否正常？

（２）防火卷帘门下是否有堆物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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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２　公共建筑现场查勘表 （续）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要点
检查结果

是 否 备注
说明

安全疏散

安全出口

疏散楼梯

与楼梯间

疏散通道

疏散引导

系统

１．数量有（　　　）个；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２．宽度分别为（　　　　　　　　　　　　 ）ｍ

３．宽度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４．是否保持畅通？

５．疏散楼梯间的数量为（　 ）个；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６．疏散楼梯间的宽度分别为（　 ）ｍ；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７．疏散通道的宽度分别为（　　　　　　 ）ｍ

８．疏散通道的最小净宽度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９．是否保持畅通？

１０．是否有“袋形”走道？

１１．安全疏散距离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１２．（１）应急照明的设置是否符合有关规范要求？

（２）是否有效发挥作用？

１３．（１）疏散指示标志设置是否符合有关规范要求？

（２）是否有效发挥作用？

１４．（１）火灾应急广播设置是否符合有关规范要求？

（２）是否有效发挥作用？

１项～１４项

检查内容均

为 “是”，可

认为符合规

范要求

耐火等级
耐火等级是几级？

□ 一级　　□ 二级　　□ 三级　　□ 四级

消

防

安

全

制

度

消防安全

管理制度

消防安全责任制

消防档案

１．建立健全的消防安全制度，包括：

（１）消防安全培训制度是否健全？

（２）消防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制度是否健全？

（３）动火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４）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制度是否健全？

（５）消防安全管理奖惩制度是否健全？

２．各项制度能否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修改？

１．明确各部门及人员的消防安全职责，包括：

（１）消防安全责任人的职责是否明确？

（２）消防安全管理人的职责是否明确？

（３）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的职责是否明确？

２．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是否已报当地消防机

构备案？

１．消防档案的内容是否全面详尽？

２．是否根据该单位消防安全情况变动及时补充更新？

３．是否设有专职人员管理？

１项～２项

均为“是”，

可 认 为 满

足要求

１项～２项

均为“是”，

可 认 为 满

足要求

１项～３项

均为“是”，

可 认 为 满

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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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２　公共建筑现场查勘表 （续）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要点
检查结果

是 否 备注
说明

灭

火

和

应

急

疏

散

预

案

消防演练

信息畅通

资源有效性

组织合理性

１．是否定期举办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演练？

２．演练周期为（　　　）

３．最近一次消防演练的资料是否真实？

１．通报和通信联络程序是否合理？

２．通信联络设施是否可靠？

１．是否制定了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通过专家论证？

２．（１）灭火及救援人员能否在火灾时迅速到达现场？

（２）灭火救援物资能否迅速调集？

１．指挥协调反应组织的职责是否明确？

２．以下主要组织部门是否配置专职人员负责？

□组织指挥人员（一般由消防安全管理人或当日值班

负责人担任）

□　灭火行动组　□疏散引导组

□　通信联络组　□安全防护救护组

１项～２项

均为 “是”，

可认为满足

要求

１项～２项

均为 “是”，

可认为满足

要求

消
防
安
全
培
训

一般员工

自动消防系

统操作人员

１．所有员工是否均接受岗前的消防安全培训

２．是否定期对所有员工进行培训？培训周期（　　　）

３．是否定期对所有员工进行复训？复训周期（　　　）

１．是否均接受岗前的消防安全培训，并持证上岗？

２．是否定期对所有特种作业人员进行复训？

复训周期为（　　　）

１项～３项

均为 “是”，

可认为满足

要求

１项～２项

均为“是”，

可认为满足

要求

消

防

安

全

检

查

确定重点部位

及重点工种

防火巡查

隐患整改

１．消防安全重点部位有（　　　　 ）处，分别为（　　　　

　　　　　 ）；是否有明显的标志？

２．重点工种有（）个，分别为（　　　　　　　　 ）

１．是否有每日巡查制度？

２．是否有巡查记录并存档备查？

３．公众聚集场所营业期间是否每两小时一次防火巡查？

４．公众聚集场所营业结束后是否对场所进行安全检查？

１．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隐患进行有效整改的时间为（　）

２．隐患整改的记录是否完整清晰？

对于非公众

聚集场所只

需满足前２

项检查内容

消

防

设

施

维

护

检测

及时维修

保养更换

建档

１．是否对消防设施定期进行检测？检测周期为（　）次

２．不能及时整改的，是否采取了临时措施？

３．检测单位（　　　　　　　 ）；

检测责任人（　　　　　　　 ）

是否对发现的故障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

１．是否根据消防设施使用环境及产品性能进行定期保养？

２．是否及时更换损坏的部件？

１．是否建有完备的档案？

２．存档期限为多长？（　　　　　），是否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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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２　公共建筑现场查勘表 （续）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要点
检查结果

是 否 备注
说明

消防车道
１．消防车道的设置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２．消防车道是否保持畅通无阻？

消防队战斗力
１．是否成立志愿消防队？

２．是否建立微型消防站？建站是否达标？

室外消防给水系统

１．是否有室外消防水源？

２．室外消火栓是否有水？

３．室外消火栓的设置数量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４．室外消火栓设置是否便于消防车的停靠和操作？

５．水泵结合器的设置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６．经检测，系统性能是否合格？

１项～６项

均为“是”，

可认为设计

安装符合规

范要求

表犃．３　厂房、仓库现场查勘表

基本信息

项目

所属单位 单位地址

建筑名称 建筑用途

建筑结构 建筑面积

建筑层数 地下层数

建筑高度 设计使用年限

外部环境 使用年数

检查时间

检查人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要点
检查结果

是 否 备注
说明

物质危险性
厂房、仓库的火灾危险性为：

□甲类　□乙类　□丙类　□丁类　□戊类　

物质

数量

甲、乙类

厂房

１．主要危险物质是什么？（　　　　　　　 ）

２．厂房房间的容积是多少？（　　　　　　　 ）

３．危险物质的总量犙１是多少？（　　　　　　　 ）

４．犙１与房间容积的比值犙２是多少？（　　　　　）

５．犙１的最大允许量是多少？（　　　　　　　 ）

６．犙１与房间容积比值的最大允许量是多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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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３　厂房、仓库现场查勘表 （续）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要点
检查结果

是 否 备注
说明

物质

数量

甲、乙类

厂房

丙类厂房、

仓库

１．危险物质是什么？（　　　　　　　 ）

２．仓库的总建筑面积是多少？（　　　　　　　 ）

３．仓库的最大贮存量犕２是多少？（　　　　　　　 ）

４．仓库内单位面积贮存量犕１是多少？（　　　　　）

５．允许单位面积贮存量是多少？（　　　　　　　 ）

６．允许最大贮存量是多少？（　　　　　　　　）

１．物质是什么？（　　　　　　　　　 ）

２．物质的量是多少？（　　　　　　　　）

存放

方式

（厂房）

甲、乙类

厂房

丙类厂房

１．厂房内是否混有不同危险物质？

２．危险物质的存放方式为：　□隔离存放　□隔开存放

１．物质是否分区分类存放？

２．物质存放管理是否良好？

储存

状况

（仓库）

储

存

形

式

其

他

参

数

甲、乙

类仓库

丙类

仓库

堆垛

间距

通道

宽度

储存

期限

１．仓库内是否混有不同危险物质？

２．仓库的物质贮存方式为：□ 隔离贮存　□ 隔开贮存

□ 分离贮存

１．物质是否分类分垛存放？

２．物质存放管理是否良好？

１．仓库内相邻堆垛之间最近的水平距离是多少？（　 ）

２．仓库内堆垛边缘到相邻墙、柱表面的最近水平距离是多

少？（　　　　　　　　）

３．仓库内堆垛顶部距顶棚下表面（或梁下表面）的最近垂

直距离是多少？（　　　　　　　　）

４．仓库内部的主要通道最窄部位的水平宽度是多少？

（　　　　　　　　）

５．仓库内部的次要通道最窄部位的水平宽度是多少？

（　　　　　　　　）

６．现场抽查各独立仓库内部的储存品，核对其生产日期及

有效期限，检查物品超期存放情况

□没有超期储存情况 □有少量超期存放物品 □有半数以

上物品超期存放

７．仓库内超期存放的物品是否独立存放并有清晰标识？

８．仓库管理人员是否能及时妥善处理超期储存物品？

１项～１３项

均符合要求

时，可 认 为

其他参数均

符合要求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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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３　厂房、仓库现场查勘表 （续）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要点
检查结果

是 否 备注
说明

储存

状况

（仓库）

其

他

参

数

储存

条件

９．现场储存物品的包装形式是否满足安全储存的要求？

１０．是否能根据物品特性采取适当的堆码及垫底方式对物

品进行防护？

１１．仓库内部是否设置了必要的温度、湿度测量装置，并有

专人定期记录仓库温湿度情况？

１２．是否有必要的环境调节装置确保仓库内温湿度出现异

常时可以及时进行调节？

１３．检查仓库内部温度、湿度，是否符合物品储存要求？

生产

工艺

（厂房）

操作温度

操作压力

明火

安全监控

系统

专人职守

地下燃气

管道

１．操作温度为多少？（　　　　　　　　）

２．物质的燃点是多少？（　　　　　　　　）

３．是否存在高温操作？

４．操作过程中是否有控制超温的措施？

１．操作压力是多少？（　　　　　　　　）

２．是否存在高压操作？可根据不同生产工艺的实际情况

确定操作压力是否为高压

３．操作过程中是否有控制超压的措施？

１．生产过程中是否有明火操作？

２．明火操作是否有安全防护措施？

１．是否设有安全监控系统？

２．安全监控系统的设计、安装是否符合要求？

３．监测预警参数设置是否合理？

４．安全监控系统是否具有良好的自动控制功能？

５．安全监控系统使用中是否有良好的可靠性？

监控系统是否有专人职守？

１．是否有地下燃气管道系统？

２．是否有安全措施？

操作温度超

过物质的燃

点时可认为

是高温操作

２项～５项

均 为 “是”

时，可 认 为

安全监控系

统运行良好

仓库规模 仓库的占地面积是多少？（　　　　　　　　　）

电气

设备

配电线路

与系统

防爆、防雷、

防静电

１．配电线路的设计安装是否符合要求？

２．变配电系统的设计安装是否符合要求？

３．照明装置的设计安装是否符合要求？

１．是否有相应的防爆措施？

２．电气设备的防爆设计安装是否符合要求？

３．是否有防雷措施？

４．防雷设计安装是否符合要求？

５．是否有防静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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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３　厂房、仓库现场查勘表 （续）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要点
检查结果

是 否 备注
说明

电气

设备

用电负荷

安全检测

１．电气设备的最大使用负载是多少？（　　　　　）

２．电气设备的设计负荷是多少？（　　　　　）

３．电气设备的最大使用负荷与设计负荷的比值狉是多少？

（　 ）

１．是否定期进行电气安全检测，并提供检测报告？

２．最近一次电气安全检测是否合格？

３．最近两次电气安全检测的时间间隔为多久？（　　　 ）

是否小于一年？

４．防静电和防雷装置是否经过专业检测机构检测合格，并

提供检测报告？

５．防静电和防雷装置是否保证每年至少检测一次？

６．检测单位是（　　　）

检测人是（　　　　　　　　）

１项～３项

均 为 “是”

时，可 认 为

电气安全检

测合格

内装修

（厂房）

１．顶棚装修材料是什么？（　　　）燃烧性能为哪一级？

□ Ａ级　□Ｂ１级　□Ｂ２级　 □Ｂ３级

２．墙面装修材料是什么？（　　　 ）燃烧性能为哪一级？

□ Ａ级　□Ｂ１级　□Ｂ２级　 □Ｂ３级

３．地面装修材料是什么？（　　）燃烧性能为哪一级？

□ Ａ级　□Ｂ１级　□Ｂ２级　 □Ｂ３级

４．隔断装修材料是什么？（　　　）燃烧性能为哪一级？

□ Ａ级　□Ｂ１级　□Ｂ２级　 □Ｂ３级

５．地面是否为不发火地面？

内外保温
１．外墙内外保温 □ Ａ级　□Ｂ１ 级　□Ｂ２ 级　□ 其他

２．屋面外保温 □ Ａ级　□Ｂ１ 级　□Ｂ２ 级　□ 其他

厂房层数

１．厂房的层数是几层？（　　　　　　　　）

２．多层厂房是否为生产所需的多层？

３．厂房高度是多少米？（　　　）是否为高层厂房？

４．是否为地下室或半地下室厂房？

仓库层数

１．仓库的层数是几层？（　　　　　　　 ）

２．仓库内部单层净空高度是多少米？（　　　　　）

３．仓库的总高度是多少米？（　　　　　　　 ）

４．仓库是否采用高架仓库的形式？

耐火等级
厂房、仓库的耐火等级为：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不足四级

６２

犌犅／犜４１０２０—２０２１



表犃．３　厂房、仓库现场查勘表 （续）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要点
检查结果

是 否 备注
说明

防火分区

１．防火分区的个数是（）个；面积是多少？（　　）ｍ２

２．有几个防火分区面积不符合规范要求？（　　　 ）

３．不符合规范要求的防火分区个数占总数的比值是（　 ）

安全

疏散

疏散路线

疏散引导

系统

１．安全出口有几个？（　　 ），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２．安全出口的宽度分别是（　）ｍ，是否符合最小净宽要求？

３．安全出口的总宽度是（　　）ｍ，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４．疏散楼梯有几部？（　　　　），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５．疏散楼梯的宽度是多少？（　　），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６．疏散走道的宽度是多少？（　 ），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７．安全疏散距离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８．疏散路线是否保持畅通？

１．消防应急照明的设置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２．消防应急照明是否能有效发挥作用？

３．疏散指示标志的设置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４．疏散指示标志是否能有效发挥作用？

５．消防应急广播的设置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６．消防应急广播是否能有效发挥作用？

１项～７项

均 为 “是”

时，可 认 为

疏散路线的

设计符合规

范要求

１项～６项

均 为 “是”

时，可 认 为

疏散引导系

统能有效发

挥作用

防爆设计

１．厂房、仓库是否具有爆炸危险性？

２．是否根据需要设置了防爆和泄压设施？

３．泄压面积是多少？（　　　　　　　　）ｍ２

４．厂房、仓库的体积是多少？（　　　　　　　　）ｍ３

５．实际泄压比是多少？（　　　　　　　　）

６．允许泄压比是多少？（　　　　　　　　）

７．防爆泄压设施的构造是否符合要求？

８．厂房、仓库是否为敞开式或半敞开式的建筑形式？

防火间距

１．厂房、仓库与其相邻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分别是（　）ｍ

２．不符合防火间距要求的有几面？（　　　　　　）

３．防火间距内是否堆放了可燃、易燃材料？

４．甲类厂房与架空电力线的最小水平距离是多少？（　）ｍ

５．甲类厂房与甲乙丙类液体储罐，可燃、助燃气体储罐，液

化石油气储罐，可燃材料堆场防火间距是否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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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３　厂房、仓库现场查勘表 （续）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要点

检查结果

是 否 备注

说明

消防

安全

制度

消防安全

管理制度

消防安全

责任制

特殊物品、

设备、作业

管理

消防档案

１．是否制定了消防安全制度？

（１）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制度是否健全？

（２）防火巡查、检查制度是否健全？

（３）安全疏散设施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４）消防值班制度是否健全？

（５）消防设施、器材维护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６）火灾隐患整改制度是否健全？

（７）用火、用电、电气设备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８）专职、志愿消防队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９）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演练制度是否健全？

（１０）消防安全工作考评和奖惩制度是否健全？

２．消防安全制度落实情况是否良好？

３．消防安全制度是否根据情况变化进行及时修改？

１．部门及人员职责是否明确？

（１）消防安全责任人的职责是否明确？

（２）消防安全管理人的职责是否明确？

（３）车间消防安全责任人的职责是否明确？

（４）消防控制室值班员的职责是否明确？

（５）重点工种操作人员的职责是否明确？

（６）企业职能部门，如保卫、消防部门的职责是否明确？

（７）专职、志愿消防队等的职责是否明确？

２．各部门及人员是否能认真履行其职责？

１．是否制定危险品管理制度？

２．是否制定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厂房）

３．是否制定易燃易爆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厂房）

４．是否制定仓库日常作业管理制度？（仓库）

１．是否建立消防档案？

２．消防档案内容是否完整详实？

３．消防档案是否根据情况变化及时更新？

（１）项 ～

（１０）项均为

“是”时，可

认为建立了

消 防 安 全

制度；

１项～３项

均 为 “是”

时，可 认 为

消防安全制

度健全

（１）项～（７）

项均为“是”

时，可 认 为

部门及人员

职责明确；

１项～２项

均 为 “是”

时，可 认 为

该 项 内 容

健全

１项～３项

均 为 “是”

时，可 认 为

消 防 档 案

健全

８２

犌犅／犜４１０２０—２０２１



表犃．３　厂房、仓库现场查勘表 （续）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要点
检查结果

是 否 备注
说明

灭火

和应

急疏

散预

案

资源有效

组织结构

合理

信息畅通

实施演练

１．是否制定了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且组织专家论证？

２．应急资源的有效性

（１）各种人员是否能及时到位？

（２）灭火救援物资是否能迅速调集？

１．指挥协调和响应的组织结构的合理性

（１）是否配置组织指挥人员？

（２）是否配置灭火实施人员？

（３）是否配置疏散引导人员？

（４）是否配置通信联络人员？

（５）是否有安全防护救护人员？

１．通报和通信联络程序是否合理？

２．通信联络设施是否可靠？

１．是否举办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演练？演练周期为（　）

２．最近一次消防演练的资料是否真实？

（１）项、（２）

项均为“是”

时，可 认 为

应 急 资 源

有效

（１）项～（５）

项均为“是”

时，可 认 为

指挥协调和

相应的组织

结构合理

消防

安全

培训

特殊人员

一般员工

１．各级领导干部、消防专业人员及特殊工种人员是否经过

专门的安全培训、考核并取得资格证书？

２．抽查特殊工种及消防自动系统值班操作人员的上岗证，

证件是否统一备案，登记清晰准确？

１．新入厂的工人上岗前是否经过认真的三级消防安全教

育和培训？

２．复工、调岗工人上岗前是否经过消防安全教育？

３．是否结合单位实际，定期、不定期地开展全员消防安全

宣传教育和培训及复训？定期培训的周期是多长时间？

（　）

４．抽查各类人员消防安全培训记录，记录内容是否完整？

消防

安全

检查

确定重点

部位及

工种

防火巡查

隐患整改

１．是否根据本单位的火灾危险性合理确定消防安全重点

部位？

重点部位分别是哪里？（　　　　　　　　　　 ）

２．是否确定重点工种？

重点工种分别是什么？（　　　　　　　　　　　）

３．消防安全重点部位是否设置了明显的消防安全标志？

１．是否开展每日防火巡查（包括每日夜间巡查和岗位检

查）？

２．是否适时、定期进行防火检查？

３．检查记录是否清楚完整且有存档？

１．是否及时整改火灾隐患？

２．整改记录是否清楚完整？

３．不能及时整改的是否采取了临时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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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３　厂房、仓库现场查勘表 （续）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要点
检查结果

是 否 备注
说明

消防

设施

维护

检测

维修

保养更换

建档

１．消防设施是否进行定期检测，并提供检测报告？

检测周期是多久？（　　　　　　　 ）

２．检查最近一次检测报告，设施是否完好可用？

３．检测单位是（　　　　　　　　　　），

检测人是（　　　　　）

１．消防设施是否落实专人负责维修？

２．消防设施出现异常情况后是否能够及时有效处理？

是否落实专人负责定期保养，并及时更换？

１．消防设施检测、维修、保养等是否保留相关记录并存档？

２．存档期限是多久？（　　　　　　　 ）

消防车道
１．消防车道的设置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２．消防车道是否保持畅通？

消防队战斗力

１．是否成立志愿消防队？

２．是否建立微型消防站，建站是否达标？

３．是否有企业专职消防队？

４．专职消防队的建设标准达到消防站建设标准的级别？

□ 一级站　□ 二级站　□ 小型站

室外消防给水系统

１．是否有室外消防水源？

２．室外消火栓是否有水？

３．室外消火栓的设置数量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４．室外消火栓设置是否便于消防车的停靠和操作？

５．水泵结合器的设置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６．经检测，系统性能是否合格？

１项～６项

为“是”时，

可认为设计

安装符合规

范要求

表犃．４　主动防火措施现场查勘表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及消防联动控制系统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要点
检查结果

是 否 备注
说明

系统

设计

安装

触发

器件

火灾探测器

手动报警

按钮

火灾报警控制器

消防联动控制系统

１．探测器的选型是（　　　　），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２．探测器的设计安装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３．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的设计安装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４．火灾报警控制器的设计安装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５．消防联动控制系统的设计安装是否符合要求？

１项～５项

检 查 内 容

全部满足，

可 认 为 系

统 的 设 计

安 装 符 合

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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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４　主动防火措施现场查勘表 （续）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及消防联动控制系统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要点
检查结果

是 否 备注
说明

系统性能

１．经检测，系统性能是否合格？

２．（１）检测单位　　（　　　　　　　 ）；

（２）检测责任人　（　　　　　　　 ）

３．是否有视频监控？

４．是否有专职人员值守？

１项、３项、

４项检查内

容 全 部 满

足，可认为

系 统 性 能

合格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要点
检查结果

是 否 备注
说明

系统

设计

安装

喷头

报警装置

压力调节设施

供水

设施

喷淋水泵

水泵接合器

水箱及水池

１．喷头的选型是（　　　　　　　　）；

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２．喷头的设计安装是否符合要求？

３．报警装置的设计安装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４．压力调节设施的设计安装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５．喷淋水泵的设计安装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６．水泵接合器的设计安装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７．水箱及水池的设计安装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１项～７项

检 查 内 容

全部满足，

可 认 为 系

统 的 设 计

安 装 符 合

规范要求

系统性能

１．经检测，系统性能是否合格？

２．（１）检测单位　　（　　　　　　　 ）；

（２）检测责任人　（　　　　　　　 ）

３．大空间的喷头类型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标准响应喷头　 □快速响应喷头　　□其他

４．是否安装了其他灭火设备？

□气体灭火系统　□智能灭火装置　□消防水炮 □其他

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要点
检查结果

是 否 备注
说明

系统

设计

安装

室内消火栓 １．室内消火栓的设计安装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压力调节设施 ２．压力调节设施的设计安装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供水

设施

消防水泵 ３．喷淋水泵的设计安装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水泵接合器 ４．水泵接合器的设计安装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１项～４项

检 查 内 容

全部满足，

可 认 为 系

统 的 设 计

安 装 符 合

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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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４　主动防火措施现场查勘表 （续）

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要点

检查结果

是 否 备注

说明

系统性能

１．经检测，系统性能是否合格？

（１）出水压力为 （　　　　　　　）Ｐａ；

（２）出水强度为 （　　　　　　）Ｌ／（ｍｉｎ·ｍ２）；

（３）充实水柱的长度为 （　　　　）ｍ

２．（１）检测单位　（　　　　　　　 ）；

（２）检测责任人（　　　　　　　 ）

（通风）防排烟系统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要点

检查结果

是 否 备注

说明

通风方式
通风方式是（　　　　　　 ）

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机械正压送

风防烟方式

加压送风机 １．加压送风机的设计安装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加压送风口 ２．加压送风口的设计安装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技术参数

３．各项技术参数是否均符合规范要求？

（１）风速为（　　　　）ｍ／ｓ；

（２）压差为（　　　　）Ｐａ；

（３）换气次数为（　　　　）次；

（４）排烟口的位置为（　　　　　）

１项～３项

检 查 内 容

全部满足，

可 认 为 系

统 的 设 计

安 装 符 合

规范要求

排

烟

系

统

自然排烟方式

自然排烟的设计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１）自然排烟口的面积为（　　　　 ）ｍ２；

（２）防风措施为（　　　　　 ）；

（３）联动情况为（　　　　　 ）

机械

排烟

方式

排烟风机 １．排烟风机的设计安装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排烟管道

及风口
２．排烟管道及风口的设计安装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排烟防火阀 ３．排烟防火阀的设计安装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１项～３项

检 查 内 容

全部满足，

可 认 为 系

统 的 设 计

安 装 符 合

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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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４　主动防火措施现场查勘表 （续）

其他灭火设施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要点
检查结果

是 否 备注
说明

手提灭火器

１．配置类型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２．设置位置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３．配置数量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１）实际配置数量犖实＝（　　　　　 ）；

（２）规范要求的配置数量犖规＝（　　　　　）；

（３）犖实与犖规的比值狀＝（　　　　　）

４．外观和各项性能指标是否符合要求？　　

５．维修保养周期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６．除了手提灭火器，是否还配置了其他灭火设施？

类型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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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

火灾风险评估表式样

　　火灾风险评估表式样见表Ｂ．１。

表犅．１　火灾风险评估表

序号 评估指标 实际情况 评估说明 指标分值（犛犻） 指标权重（狑犻）

１

２

……

狀

犚 ＝∑
狀

犻＝１

狑犻犛犻 ＝（　　　　　）

评估人员：　　　　　　　　　　　　　　　　　　　　　　　 评估机构（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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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

火灾风险评估报告

　　火灾风险评估后，评估机构宜出具包含以下内容的火灾风险评估报告：

———火灾风险评估结论，式样见表Ｃ．１；

———建筑基本情况；

———建筑物财产保险火灾风险现场查勘表，式样见表Ａ．１～表Ａ．４；

———火灾风险评估表，式样见表Ｂ．１；

———火灾风险改善建议。

表犆．１　《火灾风险评估结论》式样

火灾风险评估结论
编号：——————

被评估建筑物

名　称

地　址

建筑类型

评估依据 《建筑物财产保险火灾风险评估指南》（ＧＢ／Ｔ４１０２０—２０２１）

评估时间

评估结果

火灾风险等级

核保建议

评估人

审核人

备　注 评价情况详见《建筑物财产保险火灾风险现场查勘表》与《火灾风险评估表》

　　　　评估机构：（印章）　　　　

年　 月　 日　　　　　

　　注：编号栏填写内容为：评估机构———年度———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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