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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提高建设工程施工

现场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风险管控与隐患

治理。 
1.0.3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风险管控与隐患治理，除应符合

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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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风险 risk 
某一特定危险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的组合。 

2.0.2  风险评估 risk assessment 
在风险辨识的基础上，通过确定风险导致事故的条件、事故发

生的可能性和事故后果严重程度，进而确定风险大小和等级的过

程。 
2.0.3  风险分级 risk classification 

通过采用科学、合理方法对危险源所伴随的风险进行定性或定

量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划分等级。 
2.0.4  隐患 potential danger 

人的活动场所、设备及设施的不安全状态，或者由于人的不安

全行为和管理上的缺陷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或者经济损失的潜在危

险。 
2.0.5  临时消防设施 temporary fire control facility 

设置在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用于扑救施工现场火灾、引导施工

人员安全疏散等各类消防设施。包括灭火器、临时消防给水系统、

消防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识、临时疏散通道等。 
2.0.6  临时疏散通道 temporary evacuation route 

施工现场发生火灾或意外事件时,供人员安全撤离危险区域并

到达安全地点或安全地带所经的路径。 
2.0.7  临时消防救援场地 temporary fire fighting and rescue site 

施工现场中供人员和设备实施灭火救援作业的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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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施工单位应为消防安全风险管控与隐患治理的责任主体，应

建立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落实相关人员的消防安全管理责任，保证

消防安全资金的有效投入。 
3.0.2  实行总承包的建设工程应由总承包单位负责。分包单位应向

总承包单位负责，并应服从总承包单位的管理，同时应承担国家法

律、法规规定的消防责任和义务。总承包单位应与分包单位签订消

防安全管理协议或者在分包合同中，明确消防安全的相关责任。 
3.0.3  施工单位、项目部应编制灭火及应急疏散预案，并开展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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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风险管控 

4.1  一般规定 

4.1.1  施工单位、项目部应建立不同层级的消防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组织机构，负责消防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 
4.1.2  施工单位、项目部应明确各级机构、人员的职责及风险分级

管控的要求。施工单位应履行下列消防安全风险管控职责： 
1  施工单位、项目部应建立完善消防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及隐

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并将已辩识的一级及以上消防安全风

险，纳入施工企业重大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2  施工单位应定期完善和修订有关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及操作

规程，并及时发布； 
3  施工单位、项目部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应设置消防安全风

险辨识方法和风险管控措施的相关课时； 
4  施工单位、项目部应建立消防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台账，应

包括以下内容： 
1） 风险类别； 
2） 消防安全风险辨识;  
3） 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  
4） 风险分级、管控层级、责任人； 
5） 管控措施。 

4.1.3  施工单位、项目部应将消防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培训，纳入年

度安全培训计划，培训内容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消防安全风险辨识； 
2  消防安全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估方法； 
3  消防安全风险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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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风险评估 

4.2.1  风险辨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单位、项目部应开展消防安全风险辨识，落实消防安

全风险分级管控主体责任； 
2  施工现场消防安全风险辨识分级管控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的规定； 
3  消防安全风险辨识应分为全面辨识和专项辨识； 
4  施工单位应对本单位及施工项目重大消防安全风险进行重

点监控； 
5  施工单位、项目部应将辨识出的消防安全风险纳入本标准

附录 B 中。 
4.2.2  风险评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消防安全风险评估应在风险辨识的基础上，通过确定事故

发生的可能性和事故后果严重程度，确定消防安全风险大小和等级

的过程； 
2  施工单位、项目部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用的定性或定

量风险评估方法，对本单位的安全风险进行有效的分级，要求应符

合本标准附录 C 的要求； 
3  施工单位、项目部宜使用风险矩阵法或作业条件危险性评

价法开展安全风险等级评估。  
4.2.3  风险分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消防安全风险分级应确保其科学合理性，根据评估结果确

定消防安全风险等级，制定管控措施； 
2  消防安全风险等级从高到低依次划分为重大风险、较大风

险、一般风险和低风险四级，分别采用红、橙、黄、蓝四种颜色标

识； 
3  施工单位、项目部应通过管理措施、技术措施、应急处置

措施等来消除和降低消防安全风险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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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管控措施 

4.3.1  风险管控的管理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单位、项目部应建立健全消防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

应明确施工单位、项目部风险分级管控措施内容； 
2  施工单位、项目部及监理单位应建立消防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档案。项目部应将下列资料纳入档案管理： 
1） 施工现场防火技术方案； 
2） 重大消防安全事故隐患治理方案； 
3） 灭火及应急疏散预案； 
4） 方案审核、专家论证、教育、方案交底、安全技术交底、

现场检查、验收及整改等相关资料。 
4.3.2  技术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单位应编制防火技术方案，并应根据现场情况变化及

时对其修改、完善，防火技术方案应经总监理工程师审批后实施； 
2  防火技术方案实施前应由技术负责人或方案编制人员组织

对相关管理人员进行方案交底，并由双方共同签字确认； 
3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应在作业前，向作业人员进行消防安全

技术交底，并由双方和项目专职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共同签字确认。 
4.3.3  应急处置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项目部应编制施工现场灭火及应急疏散预案； 
2  项目部应根据工程施工特点，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灭火及

应急疏散预案演练； 
3  按照应急预案明确的职责分工和应急响应程序,结合工程

施工特点,项目部宜采取桌面推演或现场实操演练的形式,模拟火灾

事故应对过程，检验应急预案的实效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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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隐患治理 

5.1  一般规定 

5.1.1  施工单位、项目部应建立不同层级的消防安全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组织机构，负责消防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5.1.2  施工单位、项目部应明确各级机构、人员的职责，制定消防

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和清单，明确施工现场隐患排查内容和

要求。 
5.1.3  施工单位、项目部应组织开展消防安全事故隐患排查，应依

据《消防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台账》，排查风险管控措施的落实情况。 

5.2  隐患分类 

5.2.1  施工单位应按照消防隐患整改、治理和排除的难易程度及可

能导致事故后果和影响范围，将消防安全隐患等级划分为一般消防

安全事故隐患和重大消防安全事故隐患。 
1  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小，发现后能够立即整改排除的隐患为

一般隐患； 
2  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大，应全部或者局部停工，并经过一定

时间整改治理方能排除的隐患，或因外部因素影响致使施工单位自

身难以排除的隐患为重大隐患。 
5.2.2  下列情况应直接判定为重大隐患： 

1  建筑施工现场的临时办公用房与生活用房、发电机房、变

配电站、厨房操作间、锅炉房和可燃材料与易燃易爆物品库房，当

围护结构、房间隔墙和吊顶采用金属夹芯板材时，芯材的燃烧性能

为 A 级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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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动火作业人员不具备相应资格； 
3  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使用明火； 
4  直接在裸露的可燃或易燃材料上进行动火作业； 
5  其他应判定为重大隐患的情形。 

5.3  隐患排查 

5.3.1  施工单位、项目部应依据《消防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台账》，

编制施工现场火灾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清单，并符合本标准附录 D。 
5.3.2  消防安全事故隐患排查应包括定期排查和专项排查。 
5.3.3  施工单位、项目部应定期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排查火灾隐患。

施工单位每半年、项目部每周至少组织一次定期排查。 
5.3.4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开展消防专项排查： 

1  工程开工复工前； 
2  设备设施、工艺、技术、生产经营条件、周边环境发生重

大变化； 
3  气候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或者预报可能发生重大自然灾害，

对消防安全构成威胁； 
4  重大活动及节假日前； 
5  发生火灾事故或者险情后； 
6  其他应组织开展消防专项排查的情况。 

5.3.5  消防安全隐患排查要形成消防安全隐患排查记录表，并符合

本标准附录 E。 

5.4  隐患治理 

5.4.1  施工单位在检查时发现一般消防隐患应按照定人、定时、定

措施的原则整改，发现重大消防安全隐患；应制定重大消防隐患治

理方案并组织实施，消除隐患。治理方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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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2  编制依据； 
3  消防隐患风险描述； 
4  治理计划； 
5  治理措施； 
6  治理人员配备和分工； 
7  验收要求； 
8  应急处置措施。 

5.4.2  治理方案编制及审批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治理方案应由总承包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制

定，由施工总承包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并由

总监理工程师审查签字、加盖执业印章后方可实施。实行分包并由

分包单位制定治理方案的，专项治理方案应由总承包单位技术负责

人及分包单位技术负责人共同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2  治理方案实施前，由项目负责人组织技术、消防、安全和

具体负责实施人员，召开隐患治理专项工作会议； 
3  对发生火灾事故的工程项目或存在重大隐患现实危险的，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组织消防专家对治理方案进行评审，并出具专家

评审报告； 
4  治理方案实施前应进行方案交底及消防安全技术交底，方

案交底应符合本标准 4.3.2 条 2 款的规定，消防安全技术交底应符

合本标准 4.3.2 条 3 款的规定。 

5.5  治理验收 

5.5.1  消防安全负责人在消防隐患整改完成后，将隐患整改回复单

上报签发部门，隐患整改通知单签发部门应在接到整改报告后，及

时安排人员对其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完成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的

闭环管理。 



10 

5.5.2  验收要求应包括验收标准、验收程序、验收内容、验收人员、

验收结论等。 
5.5.3  一般消防隐患，由项目消防安全负责人组织验收；重大消防

隐患，由项目负责人组织相关人员共同验收，验收合格后形成验收

报告。 
5.5.4  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应形成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台账，并

按本标准附录 F 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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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资料管理 

6.1.1  施工单位应完整保存消防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

理工作的过程记录资料，并分类建档管理。 
6.1.2  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风险的项目，其辨识、评估过程记录，风

险控制措施及其实施和改进记录等资料，应单独建档管理。 
6.1.3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建设、施工、监理单位的消防安全风

险管控与隐患治理资料至少保存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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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持续改进 

7.1  评审 

7.1.1  施工单位、项目部应定期对消防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

查治理体系运行情况进行评审，评审结果的内容、结论以及确定的

措施等内容形成《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风险管控与隐患治理

评审记录》附录 G。 
7.1.2  施工单位、项目部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评审，当经营范围和安

全生产条件发生变化时应重新进行评审。 

7.2  更新 

7.2.1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施工单位应更新消防安全风险管控与隐

患治理信息。 
1  企业消防安全管理目标、要求发生变化； 
2  发生消防事故后，有对消防事故、消防事件或其他信息的

新认识，对相关消防安全风险的再评价； 
3  消防安全风险程度变化后，需要对消防安全风险控制措施

进行调整； 
4  已有的消防管控措施失效； 
5  其他需要更新的情形。 

7.3  沟通 

7.3.1  施工单位、项目部应建立不同职能和层级间的内、外部沟通

机制，且应留存沟通的相关资料。重大消防安全风险信息更新后，

应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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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施工现场消防安全风险辨识分级管控措施表 

表 A  施工现场消防安全风险辨识分级管控措施表 

序

号 

类

别 
风险辨识 

可能 

导致 

事故 

类型 

风险 

分级/ 

风险 

标识 

主要防

范措施 
工作依据 

1 

（
一
）
消
防
安
全
管
理 

组
织
机
构 

未按规定设置施工

现场消防安全管理

机构 

火灾 
三级/

黄色 

设置机

构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1.3 条 

2 
缺少消防安全管理

人员 
火灾 

三级/

黄色 

确定消

防管理

人员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1.3 条 

3 
未建立义务消防组

织 
火灾 

三级/

黄色 

建立义

务消防

组织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1.3 条 

4 
未按规定确定消防

安全责任人 
火灾 

三级/

黄色 

确定责

任人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1.3 条 

5 

制
度
管
理 

未建立和落实消防

安全责任制 
火灾 

三级/

黄色 

建立责

任制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1.3 条 

6 

未制定用火、用电、

使用易燃易爆材料

等各项消防安全管

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制

度和操

作规程 

《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

规范》 

GB 50656-2011-12.0.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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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序

号 

类

别 
风险辨识 

可能 

导致 

事故 

类型 

风险 

分级/ 

风险 

标识 

主要防

范措施 
工作依据 

7 

（
一
）
消
防
安
全
管
理 

制

度

管

理 

总承包单位与分包单

位未签订消防安全管

理协议 

火灾 
三级/ 

黄色 

签订消

防协议 

《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

规范》 

GB 50656-2011-11.0.3 条 

8 

教
育
培
训 

未进行消防安全教育

培训 
火灾 

三级/ 

黄色 

开展教

育培训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第 17 条 

9 

消防安全教育和培训

未包括： 

1.施工现场消防安全

管理制度、防火技术

方案、灭火及应急疏

散预案的主要内容 

2.施工现场临时消防

设施的性能及使用、

维护方法 

3.扑灭初起火灾及自

救逃生的知识和技能 

4.报火警、接警的程

序和方法 

火灾 
四级/

蓝色 

完善培

训教育

内容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1.7 条 

10 

技
术
交
底 

未进行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交底 
火灾 

三级/

黄色 

进行安

全交底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1.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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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序

号 

类

别 
风险辨识 

可能 

导致 

事故 

类型 

风险 

分级/ 

风险 

标识 

主要防

范措施 
工作依据 

11 

（
一
）
消
防
安
全
管
理 

技
术
交
底 

消防安全技术交底内

容未包括： 

1.施工过程中可能发生

火灾的部位或环节 

2.施工过程应采取的防

火措施及应配备的临

时消防设施 

3.初起火灾的扑救方法

及注意事项 

4.逃生方法及路线 

火灾 
四级/

蓝色 

完善交

底内容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1.8 条 

12 
检
查 

未组织防火检查，及时

消除火灾隐患 
火灾 

三级/

黄色 

检查、 

整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第 16 条 

13 

方
案 

未编制施工现场防火

技术方案 
火灾 

三级/

黄色 

编制防

火技术

方案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1.5条 

14 

施工现场防火技术方

案未包括： 
1.施工现场重大火灾危

险源辨识 
2.施工现场防火技术措施 
3.临时消防设施、临时

疏散设施配备 
4.临时消防设施和消防

警示标识布置图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治

理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1.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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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序

号 

类

别 
风险辨识 

可能 

导致 

事故 

类型 

风险 

分级/ 

风险 

标识 

主要防

范措施 
工作依据 

15 

（
一
）
消
防
安
全
管
理 

预
案 

未制定灭火和应急疏

散预案，未定期开展

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 

火灾 
三级/

黄色 

预案、 

演练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第 16 条 

16 
未进行施工现场应急

疏散预案交底及记录 
火灾 

三级/

黄色 

预案 

交底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1.8 条 

17 

施工现场灭火及应急

疏散预案未包括： 

1.应急灭火处置机构

及各级人员应急处置

职责 

2.报警、接警处置的

程序和通讯联络的方

式 

3.扑救初起火灾的程

序和措施 

4.应急疏散及救援的

程序和措施 

火灾 
三级/

黄色 

完善预

案内容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1.6 条 

18 
档
案 

未按规定建立消防安

全管理档案 
火灾 

四级/

蓝色 

建立消

防安全

管理档

案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1.11 条 



17 

续表  A 

序

号 

类

别 
风险辨识 

可能 

导致 

事故 

类型 

风险 

分级/ 

风险 

标识 

主要防

范措施 
工作依据 

19 

（
二
）
总
平
面
布
置 

一
般
规
定 

未将给水管网或管路

和配电线路敷设或架

设的走向、高度纳入

施工现场总平面布局 

火灾 

四级

/蓝

色 

完善现

场消防

平面布

置图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3.1.2 条 

20 

在外电架空线路正下

方施工、吊装、搭设

作业棚、 建造生活设

施或堆放构件、架具、

材料及其他杂物等 

火灾 

二级

/橙

色 

制定治

理方案 

《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

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

范》 

GB 55034-2022-3.1.4 条 

21 

未将施工现场办公用

房、宿舍、发电机房、

配电房、可燃材料库

房、易燃易爆危险品

库房、可燃材料堆场

及其加工场、固定动

火作业场等纳入施工

现场总平面布局 

火灾 

三级

/黄

色 

制定治

理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3.1.2 条 

22 

未将临时消防车道、

消防救援场地和消防

水源纳入施工现场总

平面布局 

火灾 

三级

/黄

色 

制定治

理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11.0.1-4 条 

23 

固定动火作业区域未

位于可燃材料存放位

置及加工场所、易燃

易爆危险品库房等场

所的全年最小频率风

向的上风侧 

火灾 

二级

/橙

色 

制定治

理方案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 55037-2022-2022-3.1.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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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序

号 

类

别 
风险辨识 

可能 

导致 

事故 

类型 

风险 

分级/ 

风险 

标识 

主要防

范措施 
工作依据 

24 

（
三
）
临
时
用
房 

办
公
、
生
活
区 

建筑施工现场的临时

办公用房与生活用房、

发电机房、变配电站、

厨房操作间、锅炉房和

可燃材料与易燃易爆

物品库房，当围护结

构、房间隔墙和吊顶采

用金属夹芯板材时，芯

材的燃烧性能为A级以

下的； 

火灾 
一级/

红色 

制定治

理方案 

风险动

态评估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 55037-2022-2022-11.0.3条 

25 
建筑层数超过3层，每

层建筑面积超过300㎡ 

火灾

坍塌 

三级/

黄色 

制定治

理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4.2.1 条 

26 

层数为 3 层或每层建筑

面积大于 200 ㎡时，只

设置 1 部疏散楼梯，房

间疏散门至疏散楼梯

的最大距离大于 25m 

火灾 
二级/

橙色 

制定治

理方案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4.2.1 条 

27 

单面布置用房时，疏散

走道的净宽度小于 1m，

双面布置用房时，疏散

走道的净宽度小于 1.5m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治

理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4.2.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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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序

号 

类

别 
风险辨识 

可能 

导致 

事故 

类型 

风险 

分级/ 

风险 

标识 

主要

防范

措施 

工作依据 

28 

（
三
）
临
时
用
房 

办
公
、
生
活
区 

疏散楼梯的净宽度小

于疏散走道的净宽度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4.2.1条 

29 
宿舍房间的建筑面积

大于30㎡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4.2.1条 

30 
房间内任一点至最近

疏散门的距离大于15m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4.2.1条 

31 

房门的净宽度小于0.8m，

房间面积超过 50 ㎡时，

房门的净宽度小于 1.2m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4.2.1条 

32 
隔墙没有按规定隔断

至顶板基层底面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4.2.1条 

33 

会议室、文化娱乐室等

人员密集的房间未按

规定设置在一层，疏散

门未向疏散方向开启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4.2.1条 

34 

办公、生活区未按规定

配齐配全消防灭火器

材 

火灾 
三级/

黄色 

配备

消防

器材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4.2.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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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序

号 

类

别 
风险辨识 

可能 

导致 

事故 

类型 

风险 

分级/ 

风险 

标识 

主要防

范措施 
工作依据 

35 

（
三
）
临
时
用
房 

办
公
、
生
活
区 

办公、生活区

未制定吸烟管

控措施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管

控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

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4.5 条 

36 
办公室使用电

加热器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治

理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

生标准》 

JGJ 146-5.1.23 条 

37 

办公室用电不

安装漏电保护

器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治

理措施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

规范》 

JGJ 46-2013-7.3.7 条 

38 
食堂未配备灭

火器材 
火灾 

二级/

橙色 
制定治

理方案 

《施工现场临时建筑物技术规

范》 

JGJT 188-2009-6.0.7 条 

39 

使用电炉、电

褥子、 

电热水器 

火灾 
三级/

黄色 
进行安

全教育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

生标准》 

JGJ 146-2013-5.1 条 

40 
宿舍内存放易

燃易爆物品 
火灾 

二级/

橙色 
制定治

理方案 

《施工现场临时建筑物技术规

程》 

JGJT 188-2009-11.1.8 条 

41 
宿舍未按规定

配备灭火器材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治

理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

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5.2.2 条； 
《施工现场临时建筑物技术规

程》JGJT 188-6.0.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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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序

号 

类

别 
风险辨识 

可能 

导致 

事故 

类型 

风险 

分级/ 

风险 

标识 

主要

防范

措施 

工作依据 

42 

（
三
）
临
时
用
房 

其
他
临
时
用
房 

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

等级未达到 A 级 
火灾 

二级/

橙色 

制定

治理

方案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4.2.2条 

43 
建筑层数超过1层，建

筑面积超过200㎡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4.2.2条 

44 

可燃材料库房单个房

间面积大于 30 ㎡，易

燃易爆危险品库房单

个房间面积大于 20 ㎡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4.2.2条 

45 

房间内任一点至最近疏散

门的距离大于10m，房门

的净宽度小于0.8m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4.2.2条 

46 
未正确或按数量配备

灭火器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施工现场临时建筑物

技术规程》 

JGJT 188-2009-6.0.7 条 

47 （
四
）
防
火
间
距 

一
般
规
定 

易燃易爆危险品库房

与在建工程的防火间

距小于 15m 

火灾 
二级/

橙色 

制定

治理

方案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3.2.1条 

48 

可燃材料堆场及其加

工场、固定动火作业场

与在建工程的防火间

距小于 10m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3.2.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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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
四
）
防
火
间
距 

一
般
规
定 

临时用房、临时设施与

在建工程的防火间距

小于 6m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3.2.1条 

50 
每组临时用房的栋数

超过 10 栋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3.2.2条 

51 

临时用房组与组之间

的防火间距小于 8m，

组内临时用房之间的

防火间距小于 3.5m，建

筑构件燃烧性能等级

为 A 级时，其防火间距

小于 3m 

火灾 
二级/

橙色 

制定

治理

方案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3.2.2条 

52 

（
五
）
消
防
车
道 

一
般
规
定 

外脚手架搭设影响安

全疏散、消防车正常通

行、外部消防救援 

火灾 
二级/

橙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 55037-2022-11.0.4 

53 

未按规定设置临时消

防车道、车道的净宽度

和净空高度小于 4m 
火灾 

二级/

橙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3.3.1 条 

54 

与在建工程、临时用

房、可燃材料堆场、及

其加工场的距离小于 5

m 或大于 40m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3.3.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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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
五
）
消
防
车
道 

一
般
规
定 

临时消防车道未设置

环形，且无回车场，有

回车场但尺寸小于 12*

12m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3.3.2条 

56 

临时消防车道的右侧

未设置消防车行进路

线指示标识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3.3.2条 

57 

临时消防车道路基、路

面及其下部设施不能

承受消防车通行压力

及工作荷载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3.3.2条 

58 

临时救援场地未按规

定设置在成组布置的

临时用房场地的长边

一侧及在建工程的长

边一侧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3.3.4条 

59 

临时救援场地宽度小

于 6m，不满足消防车

正常操作要求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3.3.4条 

60 

临时救援场地与在建

工程外脚手架的净距

小于 2m，超过 6m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3.3.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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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
五
）
消
防
车
道 

一
般
规
定 

建筑高度大于 24m 的在

建工程未在装修阶段设

置临时消防救援场地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3.3.3 条 

62 

建筑工程单体占地面

积大于 3000 ㎡的在建

工程未在装修阶段设

置临时消防救援场地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3.3.3 条 

63 

超过 10 栋，且为成组

布置的临时用房未设

置临时消防救援场地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3.3.3 条 

64 

（
六
）
疏
散
通
道 

一
般
规
定 

在建建筑和临时建筑

未设置疏散门、疏散楼

梯等疏散设施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 55037-2022-11.0.2 条 

65 
外脚手架影响安全疏

散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 55037-2022-11.0.4 条 

66 
临时疏散通道未采用

不燃、难燃材料搭建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4.3.1 条 

67 

在建工程作业场所设置

在地面上的临时疏散通

道净宽度小于 1.5m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4.3.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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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
六
）
疏
散
通
道 

一
般
规
定 

施工完毕的水平结构、

楼梯作临时疏散通道，

其净宽度小于 1m；用

于疏散的爬梯及设置

在脚手架上的临时疏

散通道，其净宽度小于

0.6m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4.3.2条 

69 

临时疏散通道为坡道

时，且坡度大于 25o 时，

未修建楼梯或台阶踏

步或设置防滑条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4.3.2条 

70 

临时疏散通道采用爬

梯时，无可靠固定措

施；沿临空面设置高度

小于 1.2m 的防护栏杆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4.3.2条 

71 
临时疏散通道未按要

求设置照明设施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4.3.2条 

72 

消防车道、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未保持畅通，

遮挡、挪动疏散指示标

识，挪用消防设施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4.3.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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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
六
）
疏
散
通
道 

一
般
规
定 

临时疏散通道未设置明

显的疏散指示标志，其

指示方向未指向最近的

临时疏散通道入口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4.3.6条 

74 
作业层的醒目位置未

设置安全疏散示意图 
火灾 

四级/

蓝色 

设置疏

散示意

图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4.3.7条 

75 

（
七
）
用
电
用
气
管
理 

用
电
管
理 

违规使用绝缘老化或

失去绝缘性能的电气

线路 

触电、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3.2条 

76 
违规在电气线路上悬

挂物品 

触电、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3.2条 

77 

电气设备与可燃、易燃

易爆危险品和腐蚀性

物品安全距离不足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3.2条 

78 
现场用破损、烧焦的插

座、插头 

触电、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3.2条 

79 
可燃材料库房使用高

热灯具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3.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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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
七
）
用
电
用
气
管
理 

用
电
管
理 

易燃易爆危险品库房

内未使用防爆灯具 

爆炸、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3.2 条 

81 
普通灯具与易燃物的

距离小于 300mm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3.2 条 

82 
配电线路未设短路和

过载保护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

全技术规范》 

JGJ 46-2005；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

准》 

JGJ 59-2011-3.14 条 

83 

办公区、生活区临时用

房、施工现场起重机、

物料提升机、施工升降

机、脚手架防雷措施不

符合规范要求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

准》 

JGJ 59-2011-2011-3.14条 

84 

气瓶未按规定分类储

存，空瓶和实瓶的间距

小于 1.5m 

爆炸、

火灾 

四级/

蓝色 

安全

交底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3.3 条 

85 
气瓶储存点与火源距

离小于 10m 

爆炸、

火灾 

二级/

橙色 

制定

治理

方案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3.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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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
七
）
用
电
用
气
管
理 

用
电
管
理 

气瓶露天曝晒 
爆炸、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3.3 条 

87 
乙炔瓶使用或存放时

平放 
爆炸、

火灾 
四级/

蓝色 
安全

交底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3.3 条 

88 
氧气瓶与乙炔瓶的工

作间距小于 5m 
爆炸、

火灾 
四级/

蓝色 
安全

交底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3.3 条 

89 
气瓶与明火作业点的

距离小于 10m 
爆炸、

火灾 
二级/

橙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3.3 条 

90 
违规使用减压阀及其

他附件缺损的氧气瓶 
爆炸、

火灾 
二级/

橙色 

制定

治理

方案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3.3 条 

91 
违规使用乙炔专用减

压器、回火防止器及其

他附件缺损的乙炔瓶 

爆炸、

火灾 
二级/

橙色 

制定

治理

方案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3.3 条 

92 

冬季使用气瓶冻结时，

违规用火烘烤或用铁

器敲击瓶阀 

爆炸、

火灾 
二级/

橙色 

制定

治理

方案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3.3 条 

93 
气瓶用后未按规定及

时归库 
爆炸、

火灾 
四级/

蓝色 
安全

交底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3.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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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
七
）
用
电
用
气
管
理 

用
电
管
理 

气瓶无防震圈 
爆炸、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治

理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3.3 条 

95 
气瓶使用已老化的

橡皮气管 

爆炸、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治

理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3.3 条 

96 

食堂使用燃气罐时

未单独设置存放

间、未加装燃气报

警装置 

爆炸、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治

理措施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

准》 

JGJ 59-2011-3.2.4 条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

与卫生标准》 

JGJ 146-2013-5.1.14 条 

97 

（
八
）
动
火
管
理 

一
般
规
定 

动火作业时未按规

定办理动火许可证

（用火作业审批）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治

理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3.1 条 

98 
动火作业人员不具

备相应资格 
火灾 

一级/

红色 

制定方

案、风险

动态评

估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第 21 条 

99 

在裸露的可燃材料

上直接进行动火作

业 

火灾 
一级/

红色 

制定方

案、风险

动态评

估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规

范》 

GB 55037-2022-11.0.4-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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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序

号 

类

别 
风险辨识 

可能 

导致 

事故 

类型 

风险 

分级/ 

风险 

标识 

主要防

范措施 
工作依据 

100 

（
八
）
动
火
管
理 

一
般
规
定 

动火作业后，未按规

定对现场进行检查并

确认无火灾危险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治

理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3.1 条 

101 
施工现场采用明火 

取暖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治

理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第 21 条 

102 
在具有火灾、爆炸危

险的场所使用明火 

爆炸、

火灾 

一级/

红色 

制定方

案、风险

动态评

估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第 21 条 

103 （
九
）
焊
接
切
割
作
业
管
理 

一
般
规
定 

焊接、切割、烘烤或

加热等动火作业前和

作业后，未清理作业

现场的可燃物，作业

现场及其下方或附近

不能移走的可燃物未

采取防火措施 

火灾 
二级/

橙色 

制定治

理方案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 55037-2022-11.0.4

条 

104 

焊接、切割作业时，

作业现场未按规定配

备灭火器材 

火灾 
二级/

橙色 

制定治

理方案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3.1 条 

105 

焊接、切割作业时，作

业现场未按规定设置

动火监护人进行现场

监护 

火灾 
二级/

橙色 

制定治

理方案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3.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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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序

号 

类

别 
风险辨识 

可能 

导致 

事故 

类型 

风险 

分级/ 

风险 

标识 

主要

防范

措施 

工作依据 

106 

（
九
）
焊
接
切
割
作
业
管
理 

一
般
规
定 

五级及以上风力时未

停止室外动火作业或

未采取可靠的挡风措

施 

火灾 
二级/

橙色 

制定

治理

方案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3.1条 

107 

（
十
）
易
燃
易
爆
物
品
管
理 

一
般
规
定 

可燃材料及易燃易爆

危险品未按规定按计

划限量进场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2.2条 

108 

可燃材料露天存放时，

未按规定分类成垛堆

放，或垛高超过 2m,单

垛体积超过 50m³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2.2条 

109 

易燃易爆危险品未按

规定分类专库存储，库

房未通风良好，无严禁

明火标志 

火灾 
二级/

橙色 

制定

治理

方案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2.2条 

110 

室内使用油漆及其有

机溶剂、乙二胺、冷底

子油等易挥发产生易

燃气体的物资作业时，

未保持良好通风，作业

场所未严禁明火，未采

取措施避免产生静电 

火灾 

爆炸 
二级/

橙色 

制定

治理

方案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2.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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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序

号 

类

别 
风险辨识 

可能 

导致 

事故 

类型 

风险 

分级/ 

风险 

标识 

主要

防范

措施 

工作依据 

111 （
十
）
易
燃
易
爆
物
品
管
理 

防
水
装
饰
防
腐
等
材
料 

用于在建工程的保温、

防水、装饰及防腐等材

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不

符合设计要求 

火灾 
二级/

橙色 

制定

治理

方案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2.1 条 

112 
材料堆放不符合防火

要求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2.2 条 

113 

作业场所没有禁止烟

火、动火及布置警示标

志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6.4.1 条 

114 
（
十
一
）
临
时
消
防
设
施 

一
般
规
定 

临时消防设施未与在

建工程的施工同步设

置，且消防设施的设置

与主体结构施工进度

差距超过 3 层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5.1.2 条 

115 

施工现场的消防水泵

供电电源不能在火灾

时保持不间断供电 

火灾 
二级/

橙色 

制定

治理

方案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规

范》 

GB 55037-2022-11.0.5 条 

116 

临时消防给水系统未设

置醒目标识（贮水池、

消火栓泵、室内消防竖

管及水泵接合器等） 

火灾 
四级/

蓝色 

安全

交底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5.1.6 条 



33 

续表  A 

序

号 

类

别 
风险辨识 

可能 

导致 

事故 

类型 

风险 

分级/ 

风险 

标识 

主要

防范

措施 

工作依据 

117 
（
十
一
）
临
时
消
防
设
施 

一
般
规
定 

灭火器配置不符合规

定（包括数量、标准、

类型及配置场所）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 

5.2.1、5.2.2 条 

118 

施工现场未设置稳定、

可靠的水源，消防用水

量不满足方案要求 

火灾 
二级/

橙色 

制定

治理

方案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 

5.3.1、5.3.5、5.3.6、 

5.3.9、5.3.16 条 

119 

（
十
一
）
临
时
消
防
设
施 

临
时
给
水
系
统 

临时用房建筑面积之

和大于 1000 ㎡或在建

工程单体体积大于 

10000m³时，未设置临

时室外消防给水系统 

火灾 
二级/

橙色 

制定

治理

方案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5.3.4条 

120 

消防给水系统设置不

符合下列规定： 

给水管网未环状布置；

管径小于 DN100；消火

栓的间距大于 120m 且

与在建工程、库房、材

料堆场距离小于 5m；

消火栓保护半径超过 

150m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5.3.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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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序

号 

类

别 
风险辨识 

可能 

导致 

事故 

类型 

风险 

分级/ 

风险 

标识 

主要

防范

措施 

工作依据 

121 

（
十
一
）
临
时
消
防
设
施 

临
时
给
水
系
统 

建筑高度大于 24m 或

单体体积超过 30000m³
的在建工程未设置室

内消防给水系统 

火灾 
二级/

橙色 

制定

治理

方案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5.3.8 条 

122 

室内消防给水系统设

置不符合下列规定: 无
水泵接合器或设置位

置不当；消防竖管少于

2 根,结构封顶时未形成

环状，管径小于 DN100;
未在每层设置消火栓

接口、消防水枪、水带

和软管；消火栓接口设

置间距多层建筑大于 5
0m 高层建筑大于 30m

且套数不足 2 套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5.3.10、5.

3.11、5.3.12、 

5.3.13 条 

123 

建筑高度超过 100m,未
设置中转水池、加压水

泵或中转水池有效容

积小于 10m³ 

火灾 
二级/

橙色 

制定

治理

方案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5.3.14 条 

124 

临时消防给水压力不

能满足消防水枪充实

水柱长度不小于 10m
的要求；给水压力不能

满足要求时，未设置至

少 2 台且互为备用的消

火栓泵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5.3.1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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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序

号 

类

别 
风险辨识 

可能 

导致 

事故 

类型 

风险 

分级/ 

风险 

标识 

主要

防范

措施 

工作依据 

125 

（
十
一
）
临
时
消
防
设
施 

临
时
给
水
系
统 

冬季施工时消防给水

系统无防冻措施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5.3.18 条 

126 

临时消防给水系统与

施工现场生产生活给

水系统合并设置时，未

设置消防应急阀门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5.3.17 条 

127 

应
急
照
明 

自备发电机房及变、配

电房无应急照明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5.4.1 条 

128 水泵房无应急照明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5.4.1 条 

129 

无天然采光的作业场

所及疏散通道无应急

照明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5.4.1 条 

130 

高度超过 100m 的在建

工程的室内疏散通道

无应急照明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5.4.1 条 

131 

应急照明灯具选择未

符合连续供电时间要

求 

火灾 
三级/

黄色 

制定

治理

措施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2011-5.4.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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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施工企业在消防安全风险辨识过程中，结合“施工现场消防安全风险

辨识分级管控措施表”，开展消防安全风险辨识工作，同时应符合国家相关规

范、标准的规定； 

2  其他临时用房指：发电机房、变配电房、厨房操作间、锅炉房、可燃

材料库房及易燃易爆危险品库房； 

3  安全风险等级从高到低划分为一级风险、二级风险、三级风险和四级

风险，分别用红、橙、黄、蓝四种颜色标示，其中一级 4 项、二级风险 27 项、

三级风险 90 项、四级风险 10 项，在执行过程中可根据施工现场实际情况增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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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施工现场消防安全风险辨识清单 

表 B  施工现场消防安全风险辨识清单 

工程名称：                                                         

    年    月    日 

序号 类别 风险辨识 
可能导致 

事故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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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消防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台账 

表 C  消防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台账 

工程名称： 

序号 类别 
风险 

辨识 

可能发

生的事

故类型 

分级管控 管控措施 
 

备注 风险 

分级 

管控 

层级 
责任人 

管理 

措施 

工程技 

术措施 

应急处

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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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施工现场火灾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清单 

表 D  施工现场火灾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清单 

项目名称： 

序

号 

排查 

时间 

风险 

部位 

隐患名

称 

风险 

等级 

风险/

隐患 

失控 

表现 

风险/

隐患 

整改

管控

措施

及时

限 

排查 

责任

人 

责任

单位 

整改 

责任

人 

复查

时间 

复查

结果 

1 /年/月/日          

2 /年/月/日          

3 /年/月/日          

4 /年/月/日          

5 /年/月/日          

6 /年/月/日          

7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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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消防安全隐患排查记录表 

表 E  消防安全隐患排查记录表 

编号： 

工程名称  

检查人员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存在的消防安全问题及隐患： 

 

 

整改措施： 

 

                                   改时限（      ）天 

                                   整改责任人（签字）：  

                                                            

                                                  年     月     日   

复查意见： 

 

 

 

                                      安全员（签字）：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1、本表由项目消防安全管理/检查人员填写，每周检查一次，同时适用于

定期、专项消防安全检查、隐患排查； 

    2、本表可做隐患整改通知单及复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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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台帐 

表 F  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台帐 

编号： 

工程 

名称 
 

序号 检查时间 检查部门 检查形式 闭合情况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注：此表用于消防隐患排查台账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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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G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风险管控

与隐患治理评审记录 

表 G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风险管控与隐患治理评审记录 

单位:                                          编号： 

评审项目  

评审单位  
评审 

人员 
 

评审地点  
评审 

日期 
 

评审方式 形式评审 要素评审 

运行情况 适宜性      充分性        有效性 

评审意见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评审意见为“基本符合”

时的修改建议 

 

 

 

 

评审意见为“不符合”时

的修改建议 

 

 

 

 

需要完善的内容 

 

 

 

评审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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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 

词：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所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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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GB 50656 
2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GB 50720 
3 《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 
   GB 55034 
4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 
5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 46 
6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 59 
7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JGJ 146 
8 《施工现场临时建筑物技术规范》JGJ/T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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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说明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风险管控与隐患治理标准》DB22/T
5156-2024，经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于 2024 年 6 月 12 日以第 651 号通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制定主要依据《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720、《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 等相关专业标准和规

范,是在《吉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

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指导手册》的基础上制订完成的。《建

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风险管控与隐患治理标准》是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管理的依据,对保证施工现场消防安全工作起到积极的指导

作用。 
为了便于广大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规程

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本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

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

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

等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本规程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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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本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消防设施通用

规范》GB 55037-2022、《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和隐

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吉建安〔2016〕34 号）、

《建筑施工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标准》DB22/T 5047-2
020、《建筑施工企业生产安全风险管控标准》DB22/T 5046-2020、
《吉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风险分

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指导手册》、《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安全管理资料标准》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府文件的要求制定。 
1.0.2  本标准适用于建设施工现场消防安全风险管控与隐患治理

工作，并侧重于消防安全风险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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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4  根据《建筑施工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标准》术语

2.0.1 规定。 
1  “事故隐患”是指建筑施工企业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规章、标准、规程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规定，或者因其他因素在

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物的不安全状态、人的不

安全行为和管理上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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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本条明确了施工位是建设工程项目消防安全风险管控中实

施的主体，负责建立健全并实施消防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建立

健全施工现场消防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保证体系，明确岗位职责。 
实行 EPC 或者项目管理的建设工程各方责任主体，建立健全

施工现场消防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保证体系，建立健全并实施消防安

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明确岗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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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风险分级 

4.1  一般规定 

4.1.1  施工单位、项目部应根据建设项目规模、现场消防安全管理

的重点，在施工现场建立消防安全风险分级管控组织机构及义务消

防组织，确定消防安全负责人和消防安全管理人，编制施工现场防

火技术方案，并进行审批。 
4.2.1  本条对风险辨识的责任及分级管控等提出要求。 

风险辨识是指针对不同风险种类及特点，识别其存在的危险、

危害因素，分析可能产生的直接后果以及次生、衍生后果。施工单

位在风险辨识过程要掌握风险点的概念和如何确定风险点。 
“风险点”是指风险伴随的设施、部位、场所和区域，以及在设

施、部位、场所和区域实施的伴随风险的作业活动，或以上两者的

组合。 
“确定风险点”是指由建设项目的责任主体单位和人员按照规

定的频次对施工现场进行的风险点排查、记录的活动。  
4.2.1-3  消防安全风险辨识分为全面辨识和专项辨识； 

1  施工单位、项目部应开展消防安全风险全面辨识，施工现

场总承包单位项目负责人每年组织开展一次全面辨识。施工单位应

对下列因素开展消防安全风险全面辨识； 
1）  消防总平面布局、建筑防火、临时消防设施，用火、用

电、用气、可燃物及易燃易爆危险品管理等； 
2）  建筑施工周边环境，大风、大雨、大雾、大雪、高温、

雷电等特殊极端气候，以及与施工作业相关的环境、场所和气象条

件； 
3）  从业人员的健康状况、安全防护和持证上岗情况； 



53 

4）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的制定和发布情况； 
5）  其他可能产生消防安全风险的因素。 

2  施工单位、项目部应开展消防安全风险专项辨识，施工现

场总承包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开展专项辨识。施工单位对以下情形

开展消防安全风险专项辨识，并符合以下要求： 
1） 在“四新”（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试验或

者推广应用前，以及发生火灾事故后应及时开展专项辨识，并根据

辨识情况及时调整消防安全风险辨识分级管控台账； 
2） 超高层建筑在主体施工和装饰施工阶段，应开展消防安

全风险专项辨识。 
4.2.2  施工单位及项目部应采用下列方法开展消防安全风险风险

评估工作： 
1  风险判定矩阵法 
施工单位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适用的风险评价方法，依

据本标准对本企业的消防安全风险进行有效的分级； 
为使施工单位消防安全风险分级工作相对统一，便于施工单位、

项目掌握辖区内重大风险分布，对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风险的施工单

位进行重点监管，切实落实遏制重特大消防事故的目标任务，按照

重点关注事故后果的基本工作思路，推荐采用风险判定矩阵确定消

防安全风险等级，从高到低依次划分为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

风险和低风险四级，分别采用红、橙、黄、蓝四种颜色标识，见表

1-1、1-2、1-3。 

表 1-1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可能性等级 说明 
A 很可能 
B 可能，但不经常 
C 可能性小，完全意外 
D 很不可能，可以设想 
E 极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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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事故后果严重程度严重度等级说明 

严重度等级 说明 

Ⅰ 灾难，可能发生重特大事故 

Ⅱ 严重，可能发生较大事故 

Ⅲ 较重，可能发生死亡事故 

Ⅳ 较轻，可能发生人员伤害事故 

表 1-3  风险判定矩阵 

可能性

（L） 

严重程度（S） 

Ⅰ 

（灾难） 

Ⅱ 

（严重） 

Ⅲ 

（较重） 

Ⅳ 

（较轻） 

A 
重大风险 

（红色） 

重大风险 

（红色） 

较大风险 

（橙色） 

一般风险 

（黄色） 

B 
重大风险 

（红色） 

重大风险 

（红色） 

较大风险 

（橙色） 

一般风险 

（黄色） 

C 
重大风险 

（红色） 

较大风险 

（橙色） 

一般风险 

（黄色） 

低风险 

（蓝色） 

D 
较大风险 

（橙色） 

一般风险 

（黄色） 

一般风险 

（黄色） 

低风险 

（蓝色） 

E 
一般风险 

（黄色） 

一般风险 

（黄色） 

一般风险 

（黄色） 

低风险 

（蓝色） 

D=L×S 

式中： 

D——风险度； 

L——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S——事故后果严重程度； 

注：风险判定矩阵考虑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事故后果严重程度两个维度，

其中：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分为五个等级，事故后果严重程度分为四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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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业条件危险性分析法（LEC） 
作业条件危险性分析法（LEC），评价时 L、E、C 的取值应

建立在施工单位现有控制措施的基础上，并遵循从严从高的原则，

见表 1-4、1-5、1-6、1-7。 

表 1-4  事故发生可能性（L）分值表 

分值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10 完全可以预料。 

6 
相当可能；或危害的发生不能被发现（没有检测系统）；或在现场没

有采取防范、监测、保护、控制措施，或危害的发生不能被发现（没

有监测系统），或在正常情况下经常发生此类事故或事件或偏差。 

3 
可能但不经常；或危害的发生不容易被发现，现场没有检测系统，也

未发生过任何监测，或在现场有控制措施，但未有效执行或控制措施

不当，或危害常发生或在预期情况下发生。 

1 

可能性小，完全意外；或没有保护措施（如没有保护装置、没有个人

防护用品等），或未严格按操作程序执行，或危害的发生容易被发现

（现场有监测系统），或曾经作过监测，或过去曾经发生类似事故或

事件，或在异常情况下类似事故或事件。 
0.5 很不可能，可以设想；或危害一旦发生能及时发现，并定期进行监测。 

0.2 极不可能，或现场有充分有效的防范、控制、监控、保护措施，并能

有效执行，或员工安全卫生意识相当高，严格执行操作规程。 
0.1 实际不可能。 

表 1-5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繁程度（E）分值表 

分值 暴露于危险环境中的频繁程度 

10 连续暴露 

6 每天工作时间内暴露 

3 每周一次或偶然暴露 

2 每月一次暴露 

1 每年几次暴露 

0.5 非常罕见地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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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发生事故产生的后果（C）分表 

分值 
发生事故产生的后果 

人员伤亡 直接经济损失（万元） 

100 2～3 人死亡，或 4～9 人重伤 300～1000 

40 1 人死亡，或 2～3 人重伤 100～300 

15 1 人重伤 20～100 

7 伤残 5～20 

3 轻伤 1～5 

1 无伤亡 ≤1 

表 1-7  风险度分级 

风险度 D 值 风险等级 风险等级 备注  

D＞160 高度危险（重大） Ⅰ级 红色  

70<D≤160 显著危险（较大） Ⅱ级 橙色  

20<D≤70 一般危险（一般） Ⅲ级 黄色  

D<20 稍有危险（低） Ⅳ级 蓝色  

4.2.3  风险分级 
1  重大风险（红色），意指现场的作业条件或作业环境非常

危险，现场的危险源多且难以控制，如继续施工，极易引发群死群

伤事故，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2  较大风险（橙色），意指现场的施工条件或作业环境处于

一种不安全状态，现场的危险源较多且管控难度较大，如继续施工，

极易引发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或造成较大经济损失； 
3  一般风险（黄色），意指现场的风险基本可控，但依然存

在着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诱因，如继续施工，可能会引发人员伤亡

事故，或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 
4 低风险（蓝色），意指现场所存在的风险基本可控，如继续

施工，可能会导致人员伤害，或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对于现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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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低风险，虽不需要增加另外的控制措施，但需要在工作中逐

步加以改进，加强防范，防止演变成一般风险。 

4.3 管控措施 

4.3.1  消防安全风险分级管控理制度包括： 
1  施工现场消防安全责任制度；  
2  消防安全教育与培训制度； 
3  可燃及易燃易爆危险品管理制度； 
4  用火、用电、用气管理制度； 
5  消防安全检查制度； 
6  应急预案演练制度。 

4.3.2  技术措施 
1  防火技术方案重点从技术方面实现施工现场的“火灾事故

预防”，即通过技术措施实现消除火灾隐患的目的。 
防火技术方案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施工现场重大火灾危险源

辨识；施工现场防火技术措施；临时消防设施、临时疏散设施配备；

临时消防设施和消防警示标识布置图。 
2  消防安全技术交底的对象为在具有火灾危险场所作业的人

员或实施具有火灾危险工序的人员。交底应针对具有火灾危险的具

体作业场所或工序，向作业人员传授如何预防火灾、扑灭初起火灾、

自救逃生等方面的知识、技能。 
消防安全技术交底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施工过程中可能发生

火灾的部位或环节；施工过程应采取的防火措施及应配备的临时消

防设施；初起火灾的扑救方法及注意事项；逃生方法及路线。消防

安全技术交底是安全技术交底的一部分，可与安全技术交底一并进

行，也可单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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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应急处置措施： 
灭火及应急疏散预案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应急灭火处置机构及各级人员应急处置职责； 
2  报警、接警处置的程序和通讯联络的方式； 
3  扑救初起火灾的程序和措施； 
4  应急疏散及救援的程序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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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隐患排查及治理 

5.1.1  施工单位消防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组织机构由单位主要

负责人任组长，成员包括分管安全经理、分管生产经理、分管经营

经理、总工程师、安全负责人以及技术、安全、质量、设备、材料、

人力、财务、合约等机构负责人。日常办事机构宜设置在企业安全

管理部门。 
项目部消防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组织机构由项目负责人任

组长，成员至少包括项目技术负责人、安全负责人、施工员、质检

员、机械员、劳务员、资料员、班组长等人员。 

5.2  隐患分类 

5.2.2  芯材的燃烧性能为 A 级以下，是指保温芯材的燃烧性能为 B
级的。 

5.3  隐患排查 

5.3.5  实施隐患排查前，应根据排查类型、人员数量、时间安排和

季节性特点等，在排查项目清单中确定具体排查项目，由各组织级

别按照排查计划进行隐患排查。 
施工单位应对下列内容开展隐患排查： 
1  相关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措施、预案等制定及落实情况； 
2  从业人员是否存在违反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和相关消防安全

管理规定的行为； 
3  可燃、易燃、易爆物品的储存是否符合消防安全相关规定、

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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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工作业工艺、技术是否具有火灾隐患； 
5  办公区、生活区、作业区，消防车道、疏散通道、防火间

距、消防器材及设备设施等是否符合消防安全相关规定、标准要求； 
6  其他可能造成消防安全事故的因素。 

5.4  隐患治理 

5.4.1  施工单位对检查发现的重大消防隐患，应制定重大消防隐患

治理方案，方案内容要求： 
1  消防隐患风险描述（消防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清单、治理

方法）； 
2  治理计划（治理工作目标、资金计划、材料设备计划、治

理进度计划）； 
3  治理措施（消防隐患治理组织机构及职责、组织保障措施、

技术措施）； 
4  治理人员配备和分工（消防安全负责人、消防安全管理人

员、其他相关管理人员及治理人员等）； 
5.4.2  治理方案实施前由项目技术负责人或方案编制人员向项管

理人员进行方案交底. 

5.5  治理验收 

5.5.3  对于一般隐患由项目消防安全管理部门组织验收，对于重大

隐患由项目负责人组织相关人员共同验收，验收合格后形成验收报

告，并分类建立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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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资料管理 

6.1.1  消防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过程记录资

料，至少应包括：消防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及义务消防组织，消防安

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消防安全风险点台账、

消防安全风险辨识与风险分级管控台账、隐患排查记录、整改报告、

施工现场防火技术方案、消防安全技术交底等内容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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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持续改进 

7.1.1  施工单位、项目部每年应组织各部门进行一次消防安全风险

管控与隐患治理工作的评审，及时发现消防安全风险管控与隐患治

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改进管控措施，提升管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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