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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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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预防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火灾、减少火灾危

害，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充

电场所，已投入使用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参照本标准

执行。电动摩托车、电动轻便摩托车停车充电场所可参照本

标准。

1.0.3 新建、改建、扩建的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室外公共

场所和劳动密集型工业建筑，应同步规划建设、同步交付使

用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其位置和面积应符合河南省及

地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

1.0.4 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的防火设计，应结合电动自

行车停车充电场所的特点，采取有效的防火措施，提倡积极

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做到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

理、适用方便。

1.0.5 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的防火设计，除应符合本标

准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河南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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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电动自行车

以车载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具有脚踏骑行能力，能够

实现电助动和/或电驱动功能的两轮自行车。

2.0.2 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

为电动自行车或其蓄电池组集中提供电能的相关设施的

总称。包括交流充电控制器、换电柜、充电柜、直流充电桩。

2.0.3 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

具备电动自行车停放和充电任一种或两种使用功能的场

所，包括电动自行车停车场和电动自行车库。

2.0.4 电动自行车停车场

用于电动自行车停放和充电任一种或两种使用功能的室

外场地。

2.0.5 电动自行车库

用于电动自行车停放和充电任一种或两种使用功能的建

筑物。

2.0.6 地下电动自行车库

室内地面低于室外设计地面的平均高度大于该层车库平

均净高 1/2 的电动自行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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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半地下电动自行车库

室内地面低于室外设计地面的平均高度大于该层车库平

均净高 1/3 且不大于 1/2 的电动自行车库。

2.0.8 独立式电动自行车库

单独建造的，具有独立完整的建筑主体结构、设备系统

及配套充电设施的电动自行车库。

2.0.9 附建式电动自行车库

与其他建筑物或构筑物结合建造，并共用或部分共用建

筑主体结构的电动自行车库。

2.0.10 敞开式电动自行车库

任一层车库外墙敞开面积超过该层四周外墙总面积的

25%，其敞开部分均匀布置在外墙上且敞开部分的长度累加不

小于车库周长的 50%的电动自行车库。

2.0.11 交流充电控制器

将单路220V交流电源分成多路220V输出支路,并对输出

进行管理的设备。

2.0.12 交流充电桩

由交流充电控制器和配电线路及插座组成，可为多辆电

动自行车或蓄电池组同时进行充电提供 220V 交流电源并进

行管理的设施。

2.0.13 换电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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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柜体结构,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具有为多个电动

自行车用蓄电池组进行充电,能实现蓄电池组租赁和交换的

设备。

2.0.14 充电柜

采用柜体结构,通过充电控制器,提供多路 220V 交流电,

为多个电动自行车用蓄电池组进行充电的设备。

2.0.15 直流充电桩

固定安装在电动自行车停车区域、与交流电网连接，为

电动自行车动力蓄电池提供匹配直流电源的充电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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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类和耐火等级

3.0.1 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可分为电动自行车停车场、

电动自行车库。电动自行车库分为如下种类：

1 按照围护结构是否封闭可划分为封闭式电动自行车

库和敞开式电动自行车库；

2 按照建造方式可划分为独立式电动自行车库和附建

式电动自行车库；

3 按照室内地坪高度不同可划分为地上电动自行车库、

半地下电动自行车库、地下电动自行车库。

3.0.2 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的分类根据停车数量分为

一类、二类；停车数量大于 200 辆为一类，不大于 200 辆为

二类。

3.0.3 一类电动自行车库的耐火等级应为一级，二类电动自

行车库的耐火等级应不低于二级，地下或半地下电动自行车

库的耐火等级应为一级，其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均不

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 和《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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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平面布局

4.0.1 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的选址和总平面设计应结

合相关规划要求，合理确定其位置、防火间距、消防车道、

车辆通道和消防水源等。

4.0.2 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宜集中设置在室外露天区

域，不应占用建筑防火间距、消防车道、消防车登高操作场

地，不应影响消防设备、安全疏散设施的正常使用。当确有

困难需要设置在建筑内时，应按照本标准采取相应的防火技

术措施，确保消防安全。

4.0.3 工业园区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宜布置在生活、

办公等非生产区域，不应与甲、乙类火灾危险性厂房及甲、

乙、丙类火灾危险性仓库贴邻或组合建造。

4.0.4 电动自行车停车场和地上电动自行车停车库不应与

托儿所和幼儿园及其活动场所、老年人照料设施及其活动场

所、学校教学楼及其集体宿舍、医院病房楼、门诊楼、历史

保护建筑等贴邻建造。

4.0.5 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与甲、乙类火灾危险性厂

房、仓库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20m，与除甲、乙类火灾危险

性厂房、仓库外的其他厂房、仓库之间的防火间距应符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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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规定:

1 电动自行车停车场不应小于 6m；

2 地上电动自行车库不应小于 10m。

4.0.6 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与多层民用建筑物之间的

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6m，与高层民用建筑物之间的防火间距不

应小于 9m。

4.0.7 除本标准第 4.0.3、4.0.4 条规定的情况外，电动自

行车停车场的场地边界与相邻外墙保温材料燃烧性能等级不

低于 B1 级的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之间，当相邻建筑的外

墙为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或比停车部位高 15m 范围以

下的外墙均为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时，防火间距可不限。

注:电动自行车停车场从靠近建筑物的最近停车位置边

缘算起，停车部位按 1.5m 高度计算。

4.0.8 除本标准第 4.0.4 条规定的情况外，地上电动自行车

库与相邻外墙保温材料燃烧性能等级不低于 B1 级的一、二级

耐火等级的民用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较高的民用建筑相邻一面外墙为无门、窗、洞口的

防火墙，或当较高一面外墙比较低的地上电动自行车库屋面

高 15m 及以下范围内的外墙为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时，

其防火间距可不限；

2 当较高的民用建筑相邻一面外墙的耐火极限不低于



8

2.00h，墙上开口部位设置甲级防火门、窗或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防火卷帘、水幕等防火设施时，其防火间距可减小，

但不应小于 4m；

3 当与高度相同的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相邻，相邻任

一侧外墙为防火墙，屋顶的耐火极限不低于 1.00h 时，其防

火间距不限；

4 当较低的地上电动自行车库屋顶无开口，屋顶的耐火

极限不低于 1.00h，且相邻一面外墙为防火墙时，其防火间

距可减小，但不应小于 4m。

4.0.9 地下或半地下电动自行车库的推行坡道的地面开口

与地面建筑之间防火间距,应符合本标准第 4.0.5、4.0.6 条

的规定。当地面建筑的外墙保温材料燃烧性能等级不低于 B1

级，且与推行坡道的地面开口相邻一侧外墙为防火墙，或比

坡道的地面开口部位（或雨蓬）高 15m 及以下范围内的外墙

为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时，其与地面建筑之间的防火间

距可不限。当无法满足上述条件时，应在推行坡道入口与停

车区之间采用防火墙及甲级防火门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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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平面布置

5.0.1 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的平面布置应结合场地、建

筑的耐火等级、火灾危险性、使用功能和安全疏散等因素合

理布置。

5.0.2 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内不应设置拆解、焊接和组

装等维修作业场所。

5.0.3 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设置在建筑内时，应设置在

建筑首层、底部架空层、半地下层或地下一层，并宜靠外墙

布置；不应设置在地下二层及其他建筑楼层。设置在地下一

层时，室内地面与室外出入口地坪高差不应大于 7m。

5.0.4 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宜划分专门的集中式充电

区域，充电设施宜靠墙或柱布置，并宜设置防撞栏。

5.0.5 电动自行车停车场应划线限定停车范围，停车位应分

组布置，每组长度不宜大于 25m，组与组之间应设置间距不

小于 2.0m 的隔离带。

5.0.6 电动自行车库内的停车位应分组设置，每组停车位数

量单排不宜超过 20 辆，组与组之间应设置间距不小于 2.0m

的隔离带，或采用高度不低于 1.50 m、耐火极限不低于 1.00h

的不燃烧体隔墙分隔，每组停放区域之间应在地面或墙面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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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明显的彩色标识或标志。

5.0.7 一类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的车辆出入口不应少

于 2个，两个车辆出入口之间的距离不宜小于 5.0m，出入口

净宽度不应小于 2.0m。

5.0.8 电动自行车库不应与汽车库划分为同一个防火分区，

不应在汽车库内设置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

5.0.9 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设置在建筑底部架空层时，

架空层与建筑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

采光井、天井等公共区域不应连通。

5.0.10 电动自行车停车场设置防风雨棚时，防风雨棚不应

完全封闭，四周开口部位应均匀布置，开口的面积应大于该

停车场四周总面积的 50%，开口区域总长度不应小于停车场

周长的 50 %。当防雨棚四周开口面积不满足要求时，应按电

动自行车库的相关要求执行。防风雨棚除顶棚可采用难燃材

料外，其他部位构件应采用不燃材料。

5.0.11 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应具备防涝措施。

5.0.12 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内的充电设施应设置遮雨

和安全防护措施。

5.0.13 与其它非机动车混合停放的场所，应按电动自行车

停车充电场所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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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防火分隔和建筑构造

6.0.1 电动自行车库应单独划分防火分区，每个防火单元的

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上封闭式电动自行车库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

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1000 ㎡；地上敞开式电动自行车库每个防

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1500 ㎡；

2 地下或半地下电动自行车库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

许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500 ㎡；

3 前两款规定的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当电动自

行车库内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可按前两款规定增加 1.0 倍；

局部设置时，防火分区的增加面积可按该局部面积的 1.0 倍

计算。

6.0.2 防火分区之间应采用防火墙分隔，防火墙上不应开设

门、窗、洞口，确需开设时，应设置甲级防火门、窗或耐火

极限不低于 3.00h 的防火卷帘。

6.0.3 电动自行车库相应构件及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

等级应为 A 级。当利用建筑架空层作为敞开式电动自行车库

时，该建筑的外墙保温或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应为 A 级。

6.0.4 直通附设在建筑内电动自行车库的电梯，应设置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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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梯厅，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防火隔墙和甲级

防火门与电动自行车库分隔。

6.0.5 附建式电动自行车库应采用防火墙和耐火极限不小

于 1.50h 的楼板与建筑物其他区域分隔，防火墙上确需开口

时，应设置甲级防火门。

6.0.6 除独立建造的单层电动自行车库外，其他电动自行车

库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上方，应设置挑出宽度不小于 1.0m

的防护挑檐。

6.0.7 电动自行车库外墙上、下层开口之间应设置高度不小

于 1.20m 的实体墙或挑出宽度不小于 1.0m、长度不小于开口

宽度的不燃性防火挑檐。



13

7 安全疏散

7.0.1 电动自行车库的每个防火分区或一个防火分区的每

个楼层的安全出口应分散设置且不应少于 2 个，相邻两个安

全出口最近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5m。

7.0.2 当电动自行车库的建筑面积不大于 200m
2
时，可设置

1 个疏散门，且疏散门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1.40m，电动自行车

库内任一点至疏散门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 15m。

7.0.3 地下或半地下电动自行车库，当有多个防火分区相邻

布置，每个防火分区的安全出口全部直通室外确有困难时，

可利用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甲级防火门作为安全出口，但每

个防火分区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1 个。

7.0.4 为住宅服务的地上电动自行车库应设置独立的安全

出口。与住宅地下室连通的地下或半地下电动自行车库，可

借用住宅部分的楼梯间进行人员疏散，楼梯间应在直通室外

地面的楼层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且无开口的防火隔墙

将地下或半地下部分与地上部分完全分隔，并应设置明显标

识；当不能直接进入住宅部分的疏散楼梯间时，应在地下或

半地下电动自行车库与住宅部分的疏散楼梯之间设置连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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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走道应采用耐火极限 2.00h 的防火隔墙分隔，电动自行

车库开向走道的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7.0.5 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内沿通道双面布置停车位

时，疏散走道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2.60m，沿通道单面布置停

车位时，疏散走道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1.50m。

7.0.6 电动自行车库内任一点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

不应大于 30m，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也不应增加。

7.0.7 电动自行车库的疏散楼梯应采用封闭楼梯间,并应符

合《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 关于疏散楼梯的相关规定。

7.0.8 电动自行车库内疏散楼梯、疏散走道、疏散门的净宽

度应满足人员安全疏散的需要。疏散楼梯、疏散通道和疏散

门的最小净宽度不应小于 1.10m。

7.0.9 用于电动自行车推行的坡道，可作为电动自行车库直

通室外的安全出口，但该坡道应符合疏散楼梯的防火要求。

7.0.10 电动自行车库内充电车位与安全出入口之间距离不

宜小于 5.0m。

7.0.11 疏散口设置门时，应采用向疏散方向开启的平开门，

并应确保人员在火灾时易于从内部打开。

7.0.12 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的疏散门不宜设置门禁；

确需设置的，疏散出口的门应具有在火灾时自行释放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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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人员不需要使用任何工具即能容易地从内部打开，在门内

一侧的显著位置应设置明显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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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消防设施和器材

8.0.1 电动自行车库应设置消火栓系统。当电动自行车库的

建筑面积不超过 300 ㎡时，可设置消防软管卷盘或轻便消防

水龙。

8.0.2 电动自行车库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火灾危险等

级按照中危险级Ⅱ级确定。当建筑面积不超过 300 ㎡时，可

设置局部应用系统，火灾危险等级按照中危险级Ⅰ级确定。

确无消防用水条件的场所，可安装其他符合工程建设国家消

防技术标准的灭火设施。

8.0.3 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应设置灭火器，灭火器配置

的危险等级可按中危险级确定。

8.0.4 电动自行车库应通风良好，当自然通风不能满足要求

时，应采用机械通风，通风换气次数不应小于 4 次/h。

8.0.5 电动自行车库应设置排烟设施，并优先采用自然排烟

方式，自然排烟窗（口）有效排烟面积不小于相应防烟分区

建筑面积的 3%；当采用机械排烟时，一个防烟分区排烟量按

90m
3
/（h·m

2
）计算，且不小于 15000m

3
/h。

8.0.6 电动自行车库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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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在建筑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电动自行车库内

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2 所在建筑未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电动自行车库

内宜设置具有声光报警功能的独立式火灾探测器，其无线报

警信号应反馈至有人值班场所。

8.0.7 电动自行车库应设置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8.0.8 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应设置视频监控摄像头，监

控信号引至监控室等有人值班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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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电气防火

9.0.1 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应采用专用充电设备，并应

支持通讯联网功能。

9.0.2 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的充电设备用电可按照三

级负荷供电。

9.0.3 负荷计算时，单个充电车位的功率可按 500W 考虑。

9.0.4 充电设备配电箱宜单独设置。

9.0.5 充电设备的电源供电支线应设置剩余电流保护装置。

9.0.6 换电柜、充电柜不宜在室内安装。

9.0.7 未设置防风雨棚的露天电动自行车停车场宜采用直

流充电桩；停车数量不大于 5 辆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当与

周围建筑的防火间距不满足本标准第 4.0.5、4.0.6 条规定

时，应采用直流充电桩。

9.0.8 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内充电设备外壳防护等级,

室内使用时不应低于 IP30,室外使用时不应低于 IP54。

9.0.9 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内配电线缆应采用铜芯低

烟无卤阻燃线缆，电气设备、配电线缆等严禁敷设在易燃可

燃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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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消防安全管理

10.0.1 本着谁拥有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应使用

合格电动自行车并按照本标准及相关规定要求停放和使用。

10.0.2 电动自行车应在符合本标准的场所进行停放、充电，

不应在建筑物内除电动自行车库以外的其他区域停放电动自

行车或进行充电。

10.0.3 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消防安全管理应纳入管理

单位的日常管理范围，建立日常消防安全管理、防火巡查检

查和宣传培训等制度，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并配备专职消

防安全管理人员，定期开展防火检查，夜间进行防火巡查，

及时消除隐患；防火检查和巡查应如实填写检查和巡查记录，

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0.0.4 管理单位对业主或用户乱停乱放电动自行车、私接

电线充电等不文明行为应予以劝阻，并引导其停放至电动自

行车停车充电场所。劝阻无效的，向负有监督管理职能的部

门报告。

10.0.5 管理单位应在建筑物的非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

出入口设置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警示标识，有条件的可

采取限制电动自行车通行的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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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 建筑内宜安装智能管控系统等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

电梯的设施。

10.0.7 使用电池供电的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应定

期更换电池，确保设施有效。

10.0.8 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的充电设施应由专业人员

施工安装，电气产品、线缆应采用符合现行国家、行业标准

的产品。

10.0.9 用户应严格按照使用说明进行充电，在充电前需对

充电电动车进行安全状态确认，对充电器、插座、插头、线

路进行检查，不得一座多充，不得长时间过度充电。

10.0.10 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场所的消防管理尚应符合河

南省现行标准《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

DB41/T236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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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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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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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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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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

2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

3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4 《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 100

5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

6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

7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

8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

9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

10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设计标准》GB51251

11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

12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

13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 51309

14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GB 50348

15 《门和卷帘的耐火试验方法》GB/T 7633

16 《消防安全标志》GB 13495

17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 17761

18 《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第 1部分：技术规范》GB/T

42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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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电动自行车充电桩技术条件》T/HAS 111

20 《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DB41/T

2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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