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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增强城市预防和抗御火灾、抢险救援的综合能

力，建立邢台市消防安全体系，确保消防安全发展目标和措施与新版

《邢台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 年）》（以下简称总体规划）同步

进行，指导城市建设，创造安全的城市人居环境，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及总体规划，结合邢台市实际情况，特编制《邢台市中心城区消防专

项规划（2017—2030 年）》 

第二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09 年）； 

3、《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4、《公安部消防局关于印发城市消防规划编制要点的通知》

（〔1998〕164 号）； 

5、《城市消防规划规范》GB51080-2015； 

6、《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建标 152-2017）； 

7、《城市消防通信指挥系统设计规范》GB50313－2013； 

8、《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2012（2014 年版）； 

9、《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10、《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11、《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2016 年版）； 

12、《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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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安部

令第 61 号） 

14、《邢台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 年）》； 

15、邢台市消防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报审稿第二版）； 

16、《关于推广武汉宝鸡吉林市等地经验做法，推进城乡消防规划

和队站建设创新发展的通知》（公消〔2017〕273 号）； 

17、《关于全面推进“智慧消防”建设的指导意见》（公消〔2017〕

297 号）； 

18、其他相关的消防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规范性文件及基础资

料。 

第三条 规划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尊重城市发

展规律，遵循“科学合理、经济适用、适度超前”的规划原则，初步

构建体系化灭火救援力量格局，以有效地预防、减少和控制城市火灾

危害，保证邢台市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建

设“经济强市、美丽邢台”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第四条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17～2030 年，其中近期为 2017～2020 年。  

第五条 规划范围 

本规划范围与邢台市总体规划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划范围保持一

致。即《邢台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 年）》所确定的中心城区建

设用地范围，其面积约 170 平方公里。 



邢台市中心城区消防专项规划  2017---2030 年·文本  

 3

第六条 凡是在中心城区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从事与城市消防有

关的规划编制、管理和建设工作，应执行本规划。 

第二章 城市用地分类与火灾风险分区 

第七条 本规划以城市建设用地类别（中类）为单元，将邢台市

规划建设用地区分为三大类：即城市重点消防地区、城市一般消防地

区、防火隔离带及避难疏散场地。其中城市重点消防地区又分为一级

重点消防地区和二级重点消防地区。 

一级重点消防地区，是指对城市消防安全有较大影响，消防风险

较高，需要重点防控和加强保障的建设用地。 

二级重点消防地区，是指对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相应城市建设用地类别中存有对城市消防安全影响较大、消防

风险较高、需要重点防控和加强保障的建设用地以及重点单位。 

城市一般消防地区，是指除城市重点消防地区、防火隔离带及避

难疏散场地以外的地区。 

具体火灾风险分区与城市建设用地类别的关系详见附表 1。 

第八条 根据总体规划将旧城区范围、城市的两个市级公共服务

中心、高密度以及中高密度发展控制区确定为消防重点地区并以图纸

示意表达。 

在规划实施过程中，需要重点防控和加强保障的消防重点地区，

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区域，还应包括本规划所确定的重点消防地区和根

据《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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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所确定的各类消防重点单位。 

第三章 城市消防安全布局 

第九条 消防安全布局基本原则 

9.1 各类易燃易爆危险品的生产、储存场所必须设置在城市规划

建设用地之外的独立安全地区，并不得设置在城市常年主导风向的上

风向、城市水系的上游或其他危及城市安全的地区。 

9.2 在城市规划中应合理选择汽车加油加气站、天然气门站、燃

气储配站以及液化石油气站等易燃易爆危险品充装、供应、销售场所

或设施的位置，对其总量、密度及分布状况应合理控制，符合相关规

范规定要求，并采取有效的消防措施，确保安全。 

9.3 城市燃气系统应统筹规划，区域性输油管道和压力大于

1.6MPa 的高压燃气管道不得穿越军事设施、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禁止在现状或规划干管两侧安全防护距离内修建任何建（构）筑物或

堆放物资。 

9.4 对现有影响城市消防安全的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或设施，宜

采取近远期相结合的办法进行调整。近期应结合城市更新改造，进行

规模调整、技术改造、转产转型、并采取有效消防措施，确保安全；

远期应创造条件搬迁或拆除。构成重大隐患的应采取停用、改造、搬

迁或拆除等措施消除火灾隐患。 

9.5 要严格控制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各类建筑的耐火等级，应

建造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限制建造三级耐火等级的建筑，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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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四级耐火等级建筑。 

9.6 对现有耐火等级低、相互毗连、建筑密度大、消防通道不畅、

消防水源不足的旧城区、棚户区和商业区等，应积极采取防火分隔，

开辟防火间距和消防通道，提高建筑耐火等级等措施，逐步改善其消

防安全环境和条件。 

9.7 集贸市场或营业摊点等设置，不得堵塞消防车通道和影响消

火栓的使用。 

9.8 城市各类广场、运动场、公园、绿地、道路系统等的建设规

模和分布，除应满足自身的功能、使用要求外，还应考虑城市综合防

灾的要求，合理规划，综合利用，兼做防灾避难场所。 

第十条 工业用地安全布局 

10.1 城市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只能新建一类工业用地。规划

保留的工业必须改造达到一类安全及综合排放标准。规划未保留的工

业应整体向外搬迁。  

10.2 邢钢等大型企业近期在满足环保、安全等要求的前提下保

留现状，远期考虑整体向外搬迁。老城区内的工业企业，逐步迁往外

围的工业区，高新技术及污染小、效益好的企业主要迁往开发区位于

七里河以南的工业组团，其余工业向滏阳经济开发区及三召工业园等

外围工业园区搬迁。 

暂时无法实现搬迁的消防重点企业单位，应进一步加强消防、质

检等安全管理，进一步加强监督防范力度，使之符合消防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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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物流仓储用地安全布局 

11.1 城市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只能新建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新增的物流仓储用地主要集中在城市东南部的开发区内。现有物流仓

储企业应从“一城五星”都市区一体化发展的角度统筹考虑逐步搬迁。 

11.2 邢台市粮食储备库、棉花仓库等粮棉及百货仓库和堆场宜

搬迁至会宁综合物流园；现状木材、煤炭等物资仓库和堆场宜搬迁至

依托邯黄铁路及邢台南站形成邢台市以煤炭、建材、机械等大宗物流

为主的铁路综合性物流园；规划建议考虑建设危险品仓库，将中国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邢台石油分公司（直属油库）搬迁至京广高

铁以西，邢临高速与邯黄铁路之间的仓储区。 

11.3 新增、保留以及规划搬迁而暂未搬迁的物流仓储企业的规

划建设、日常运营管理以及各类库房与建筑物的防火间距应符合《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等法律法规、规范规定的要求。 

第十二条 易燃易爆危险品安全布局 

12.1 加油加气站 

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应控制汽车加油站、加气站和加油加气合建

站的规模和布局，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

工规范》GB5015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的有关规定，并符合

下列要求： 

1、在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保留及新建的加油站、加气站、加油加

气合建站等，其等级不宜达到一级。在城市中心区不应新建和保留一

级加油站、一级加气站、一级加油加气合建站、CNG 加气母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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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规划保留的加油站、加气站、加油加气合建站，其等级如

达到一级，应进行规模调整；相关规划未保留的，应采取停用、改造、

搬迁或拆除等有效消防措施消除隐患，确保安全。 

3、加油站、加气站、加油加气合建站的油气设备与站外建（构）

筑物的安全距离应符合《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等相关规

范规定的要求。 

4、南水北调总干渠一、二级水源保护区内，禁止新建加油站；采

煤塌陷波及区内不应新建加油站、加气站、加油加气合建站，与其相

邻地块的加油加气站点，应进行相关论证，确保安全。 

12.2 供燃气设施 

1、天然气门站 

规划保留燃气第二门站，迁建燃气第一门站至东环城公路以东、

邢州大道以北区域，新建天宏祥门站和南石门门站。 

2、煤气储配站 

保留邢北煤气储备站。依托邢钢焦化厂的桥西煤气储配站位于新

兴西大街与钢铁路交叉处，远期宜同邢钢同期搬迁。 

3、液化石油气站 

液化石油气在暂时无燃气管网的地区可作为补充气源。现有液化

石油气站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应逐步搬迁出中心城区范围，在中心城

区范围外暂无燃气管网的城乡结合部，选择无安全隐患的用地，按照

消防、质检等相关规范规定进行建设，确保安全。 

12.3 燃气配套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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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沿城市主干道敷设主干管形成大环，在次干道上敷设干管与

主干管连通，从而形成若干小环，以保证供气的可靠性。 

新建的输配管网采用中压一级供气系统，中压管网门站起点压力

为 0.4MPa，在用户端设箱式调压器调至低压后进入户内管道。现有的

管网采用中低压二级供气系统，中压管网以 0.07 MPa 压力运行。为保

证新建管网与原有管网的安全运行，规划新建 3 座中压调压站。 

高压输气管道主要指连接天然气长输管道与天然气门站之间的输

气管道。规划新建 1 条高压输气管道，由邢台分输站接出，经过龙岗

大街、西环路到达南石门镇邢台燃气西部门站。 

邢台市总体规划远期将京石邯天然气长输管道市区段向东调整到

东环路公路生态廊道内。近期建设项目的选址应满足天然气长输管道

两侧安全防护距离要求，严格遵守《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和现行

《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等相关规范规定。在现状京石邯天

然气长输管道市区段未搬迁前，其两侧安全防护距离内不应进行项目

审批和城市建设，已经审批的项目禁止使用。 

第十三条 公共设施消防安全布局 

13.1 本小节公共设施用地是指包括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

地（用地代码 A）和商业服务设施用地（用地代码 B）以及其他人员密

集场所、用地和区域。但不包括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用地代码 B4）。 

13.2 规划结合中心城区的发展重心和用地布局特点，总体上形

成“两主、七次、多节点”的公共服务布局结构。“两主”指市级商务

办公中心（中央商务区）和市级传统商业中心；“七次”指龙岗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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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东片区、职教片区、钢铁路片区、开发区片区、王快片区、高铁片

区南等七个片区级公共服务中心；“多节点”指形成的多个居住区级公

共服务中心。 

13.3 新建、改建、扩建的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和商业服务设施的

设计、施工及安全距离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消防技术规范要求进行

规划、设计和施工，满足消防安全要求。加强消防审核，对不符合或

不能满足消防安全需要的必须实施限期改造。 

13.4 相关部门规定的大型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的

建设施工单位应按照公安消防机构核准的消防设计图纸进行建设和施

工。施工中需要变更消防设计内容的，应当报原审核机构核准。工程

竣工后，应当经公安消防机构进行消防验收；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

的，施工单位不得交付使用，使用单位不得投入使用。 

13.5 大型农贸市场、物资交易市场宜设在城区边缘或相对独立

的地带，现有市场应加强自身的消防安全设施建设，通畅消防通道及

内外出入口，强化消防监管，消除火灾隐患。 

13.6 各类公共设施应具备、完善消防设施；火灾风险高的公共

建筑应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及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现状消防安全隐患较大的区域应采取强制措施，予以整改，

对整改不力的，要强制关停待整改完毕后另行处理。 

13.7 城市的展览馆、会展中心、体育馆、影剧院、大型商贸建

筑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建筑，应设置集散广场或场地。广场或场地宜与

城市干道有良好的联系，便于平时人流和车流的集散和发生火灾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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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安全疏散。 

13.8 在公共建筑内举办大型文化、经贸、体育和庆典等群众性

活动，有可能发生火灾危险的，主办单位应当与建设或使用单位共同

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落实消防安全措施，并向公安机关申报，

经公安机关对现场活动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合格后，方可举办。 

13.9 规范设施停车场地，杜绝占道经营和停车，加强消防疏散

通道、出入口的管理，禁止各种原因堵塞、占用、擅自封闭消防通道

和出入口，消防通道和出入口应设置醒目的指示标志。 

13.10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或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

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通道和空间，不得

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不得擅自改变

或降低建筑物防火功能。公共建筑的消防车通道应保持畅通，不得设

置影响消防车通行的障碍物。 

第十四条 旧城区与城中村消防安全 

14.1 城市旧城区一方面应加大普通消防站、城市中心消防站和

消防水鹤等消防公共设施的建设力度，不断增强城市中心区消防力量；

另一方面宜加强旧城区和城中村改造力度，加快旧城区片更新步伐。 

14.2 对于长条形棚户区或沿街耐火等级低的建筑，宜每隔 80—

100m 采用防火分隔措施。如拆除一些破旧房屋，成片开发建造一、二

级耐火等级的居住或公共建筑。 

14.3 有条件的地方，可每隔 100—120m 开辟或拓宽防火通道，

其宽度不宜小于 6m，既可阻止火势蔓延，又可作为消防车通道，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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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居民平时通行。 

14.4 对于大面积的棚户区，一时不易成片改造的，可划分防火

分区。每个防火分区的面积不宜超过 2000m
2
。各分区之间应留出不小

于 6m 宽的防火通道；或者每个防火分区的四周，建造一、二级耐火等

级的建筑，使之成为立体防火隔离带。 

14.5 严禁在人口稠密的旧城区或城中村周边区域规划建设火灾

危险性大或易燃易爆企业、场所或设施。 

14.6 对旧城区原有布局不合理的工业企业及易燃易爆危险品场

所，与居住混杂造成彼此干扰而影响消防安全的，应根据不同情况采

取相应措施；对火灾危险性大、易燃易爆、不易治理的，必须纳入搬

迁计划，限期解决。 

第十五条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 

15.1 高层建筑设计和施工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消防技术规范

要求进行规划、设计和施工，满足消防安全要求。加强消防审核和检

查，对不符合或不能满足消防安全需要的必须实施限期改造。 

15.2 合理控制城市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的高层建筑的建设，并

应按照建筑、规划等相关规范，在满足消防安全要求的前提下，妥善

进行选址，并不断进行消防方面的专项研究和舆论宣传。 

15.3 高层民用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除应符合下表要求外，还应

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等相关规范、标准的规定，并满足《邢台

市城乡管理技术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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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高层民用建筑的防火间距（m） 

建筑类别 
高层民用建筑 裙房和其他民用建筑 

一、二级 一、二级 三级 四级 

高层民用建筑 一、二级 13 9 11 14 

 

15.4 高层建筑应设环形消防通道。当设环形消防车道确有困难

时，可沿高层建筑的两个长边设置消防车道。 

15.5 高层建筑应至少沿一个长边或周边长度的 1/4 且不小于长

边长度的底边连续布置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该范围内的裙房进深不

应大于 4m；建筑高度不大于 50m 的建筑，连续布置消防登高操作场地

确有困难时，可间隔布置，但间隔距离不宜大于 30m。其他消防车登高

操作场地的要求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规定。 

15.6 除相关规范另有规定和不宜用水保护或灭火的场所外，下

列高层建筑，包括一类高层公共建筑（除游泳池、溜冰场外）及其地

下、半地下室；二类高层公共建筑及其地下、半地下室的公共活动用

房、走道、办公室和旅馆的客房、可燃物品库房、自动扶梯底部；高

层民用建筑内的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建筑高度大于 100m 的住宅建

筑，均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15.7 建筑高度大于 100m 的公共建筑，应设置避难层（间）。第

一避难层的楼地面至灭火救援场地地面的高度不应大于 50m，两个避难

层之间的高度不宜大于 50m，人均有效避难面积不宜小于 0.2 平方米，

并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相关规定。 

第十六条 文物古迹消防安全 

16.1 应严格按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并定期对消防设施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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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用水困难的建筑需设置消防水池，在文物古迹周围必须保证消防

通道畅通。位于建筑密集区内的文物古迹及其建筑物四周应确保足够

的防火间距。 

16.2 文物古建筑周围应开设防火隔离带，宽度在 30—50 米，并

及时消除古建筑内及周围的枯草，以免在周围发生火灾时殃及文物古

建筑。此外，在文物古建筑周围进行绿化时，应考虑树枝不宜与文物

古建筑相交。 

16.3 古建筑物内凡用电照明的，均应在室外安装开关箱，做到

人离电断。严禁使用铜丝、铁丝、铝丝等其他金属代替保险丝。有关

照明设施应远离可燃、易燃物质。 

16.4 加强生活用火、活动用火管理。在古迹内生活用火必须在

定点场所，周围应用阻燃材料隔绝。不得在古建筑区域内燃放烟花鞭

炮。 

16.5 文物古建筑单位的重点部位和旅游热点，应设立明显的防

火标志、消防指示牌，严禁将易燃易爆和导火物品带入古建筑和文物

单位，以最大限度减少引发火灾的可能性，确保文物古建筑的消防安

全。 

16.6 古建筑的布局和防火分区应按《古建筑防火管理规则》办

理。文物古建筑为木结构建筑，其与周边建筑的防火距离、防火分隔

措施等还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木结构设计规范》等相关规

范标准的要求。 

第十七条 地下空间消防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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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强化对地面出入口的预留控制。提前规划、预留地下空间

排烟竖井、进风竖井、疏散楼梯口等地面出入口。 

17.2 强化对地下空间下沉式广场的设置与规划。下沉式广场等

室外开敞空间应能防止相邻区域的火灾蔓延和便于安全疏散，并方便

联系周边地下空间。 

17.3 强化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功能的规划。在地下空间的开发

利用上应结合功能的适宜性和安全性，与地上功能相协调，坚持“人

在上，物在下”，“短时间活动在深层，长时间活动在浅层”，“人员较

少在深层，人员集中在浅层”的原则安排地下空间相应的功能。 

17.4 强化适应大规模地下空间的疏散通道与消防通道的设置。

地下建筑的消防通道、疏散通道出入口处，严禁设置影响疏散的障碍

设施，保障出入快捷，并应当设置残疾人无障碍出入口。 

17.5 地下建筑严禁用作生产和存储易燃易爆危险品的车间和仓

库；其耐火等级应为一级，装修材料必须采用不燃材料。地下建筑的

规划、建设与施工必须严格执行相关规范标准的要求并加强日常监管。 

17.6 加强对地下空间消防救援设备研发力度及相关问题的深入

研究。 

第四章 消防站布局规划 

第十八条 消防站的分类 

消防站分为普通消防站、特勤消防站和战勤保障消防站。普通消

防站分为一级普通消防站、二级普通消防站和小型普通消防站。本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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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在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规划确定的普通消防站均为一级普通消防

站。 

第十九条 消防站总体布局 

19.1 特勤消防站和一级普通消防站 

至规划期末，在城市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保留现状消防站 6 座，

规划新增消防站 20 座，共规划消防站 26 座，其中特勤站 2 座，一级

普通消防站 23 座，战勤保障消防站 1 座。各消防站位置、等级、占地

面积等详见附表 2 。 

19.2 战勤保障消防站 

战勤保障消防站是指火灾扑救和抢险救援提供应急保障的消防

站。规划将战勤保障消防站设置在消防支队规划用地范围内。 

19.3 城市中心消防站 

1、近期期间在城市中心区范围内规划城市中心消防站 6 座，详见

下表。 

表 2：中心消防站规划一览表 

序号 位置 

建筑 

面积 

（m
2
） 

建设 

形式 

总规 

性质 
备注 

01 新华北路东侧，西门里街与崇礼街之间 200～400 配建 商业  

02 顺德南路东侧，建设东大街以北 200～400 配建 商业  

03 开元路东侧，红星街以南区域 200～400 配建 商业 原蓝鸟家具厂 

04 襄都路东侧，现状辛庄北街南侧 200～400 配建 商业  

05 建设东大街北侧，平安路以东区域 200～400 合建 居住  

06 冯庄街北侧，建业路与长安路之间 200～400 合建 居住  

 

2、城市中心消防站辖区面积不宜大于 2.0 km
2
；建设面积宜为 200

—400 平方米，应包括 1—2 间车库、战斗班、接警调度室、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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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室等一系列配套设施。政府专职消防员不宜小于 12 名。 

19.4 微型消防站 

微型消防站包括消防重点单位微型消防站和社区微型消防站。 

加强微型消防站的建设，有利于实现救援力量合理梯次搭配，提

高快速响应速度的预期目标，可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应

大力推动市级、区级消防重点单位建设微型消防站。建议政府及相关

部门出台有关政策，积极鼓励各居民社区采取多种方式，建设社区微

型消防站。有效形成体系化救援力量，使城市消防安全再上新台阶。 

19.5 市级消防指挥中心 

为适应邢台城市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对消防保卫任务的需要，提

高本市处置火灾能力，快速处置各类救灾任务，加强各消防中队系统

作战的能力，规划在位于国合街南侧，太行路以西区域的消防支队设

置为市级消防指挥中心，并承担应急救援指挥任务。 

19.6 消防训练基地 

本市应建设消防训练基地，为提高消防队伍的训练水平和战斗力

以及提高市民消防意识提供硬件设施，推动邢台消防综合实力的提升，

规划在国合街南侧，太行路以西消防支队用地范围内，结合战勤保障

消防站设置消防训练基地。 

第二十条 消防站的选址应符合下列规定 

20.1 消防站应设置在便于消防车辆迅速出动的主、次干道的临

街地段。 

20.2 消防站执勤车辆的主出入口与医院、学校、幼儿园、托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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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影剧院、商场、体育场馆、展览馆等人员密集场所的主要疏散出

口的距离，不应小于 50m。 

20.3 消防站辖区内有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或设施的，消防站应

设置在危险品场所或设施的常年主导风向的上风或侧风处，其用地边

界距危险品部位不应小于 200m，宜大于 300m。 

20.4 消防站车库应朝向城市道路，至道路红线距离不应小于

15m。 

第二十一条 消防站辖区按下列原则确定 

21.1 一级普通消防站辖区面积不宜大于 7km
2
；设在城市建设用

地边缘地区、新区且道路系统较为通畅的普通消防站，应以消防队接

到出动指令后 5min 内可达其辖区边缘为原则确定其辖区面积，其面积

不应大于 15km
2
。 

21.2 特勤站兼有辖区灭火救援任务的，其辖区面积不宜大于

7km
2
。 

21.3 战勤保障消防站不宜单独划分辖区面积。 

第二十二条 消防站建设的一般要求 

22.1 消防站的建设用地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一级普通消防站：3900m
2
—5600m

2
； 

（2）二级普通消防站：2300m
2
—3800m

2
； 

（3）特勤消防站：5600m
2
—7200m

2
； 

（4）战勤保障消防站：6200m
2
—7900m

2
。 

上述指标未包含站内消防通道、绿化用地的面积，在确定消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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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总面积时，可按 0.5—0.6 的容积率进行测算。 

22.2 消防站的建筑面积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一级普通消防站：2700m
2
—4000m

2
； 

（2）二级普通消防站：1800m
2
—2700m

2
； 

（3）小型普通消防站：650 m
2
—1000 m

2
； 

（4）特勤消防站：4000m
2
—5600m

2
； 

（5）战勤保障消防站：4600m
2
—6800m

2
。 

22.3 消防站使用面积系数按 0.65 计算。普通消防站、特勤消防

站和战勤保障消防站各种用房的使用面积可参照《城市消防站建设标

准》的相应规定。 

22.4 消防站车库的车位数、配备车辆数量及人员配备数量应符

合下表规定； 

表 3：消防站车位、消防车辆及人员配备数 

消防站类型 
普通消防站 

特勤消防站 战勤保障消防站 
一级站 二级站 小型站 

车位数（个） 6—8 3—5 2 9—12 9—12 
消防车辆数（辆） 5—7 2—4 2 8—11 8—11 

人数（人） 30—45 15—25 15 45—60 40—55 
注：消防站车库的车位数含 1个备用车位 
 

22.5 消防车库应保障车辆停放、出动、维护保养和非常时期执

勤战备的需要。 

22.6 消防站建筑物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应按乙类建筑进

行抗震设计。供电负荷等级不宜低于二级。 

22.7 消防站应设必要的业务训练与体能训练设施，以及电视、

网络和广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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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有关消防站内建筑装修、采暖、通风空调、给水排水等建

筑设计标准应符合《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以及相关规范规定的要求。 

第五章 消防装备规划 

第二十三条 消防站车辆配备的一般要求 

23.1 普通消防站车辆及装备的配备应适应扑救本辖区内一般火

灾的抢险救援的需要。特勤消防站的装备配备应适应扑救与处置特种

火灾和灾害事故的需要。 

23.2 消防站配备消防车辆品种及数量，不应低于说明书中表 5-1

的规定；主要消防车辆的技术性能不应低于说明书中表 5-2 的规定。 

23.3 消防站的车辆配备还应符合《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等相关

规范规定的要求。 

第二十四条 不同消防辖区消防车辆配备要求 

24.1 出警频繁的消防站，应增配相应的水罐消防车，并相应增

配中型供水或重型供水消防车。 

24.2 辖区水源有保障的，可配备中型泵浦消防车，道路狭窄的

可配备轻型泵浦消防车。 

24.3 辖区缺水或市政消防供水系统较差的，应增配重（中）型

供水消防车或重型水罐消防车。 

24.4 辖区内有油类、化工类生产、仓储、运输单位，根据其危

害程度确定其配备中型或重型的泡沫、干粉消防车。 

24.5 辖区内有大、中型地下设施的，应配备高倍泡沫消防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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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烟消防车。 

24.6 辖区内有大、中型电力设施的或易形成重大高压喷溢类火

灾的，应配备中型或重型干粉消防车。 

24.7 辖区内有储气罐区的应配备举高喷射消防车，并相应配备

泡沫消防车和泡沫罐装消防车。 

24.8 辖区内多层建筑集聚、有一定数量 30m（含）以下高层建筑

的，应配备 30m 以上云梯或登高平台消防车；辖区内 30m 以上高层建

筑集聚数量多的，应配备 50m 以上云梯或登高平台消防车。 

第二十五条 消防战斗员防护装备 

消防站消防员基本防护装备配备、特种防护装备配备品种及数量

不应低于《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所制定的配备标准，并根据辖区特

点适当选择增加。防护装备的技术标准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要求。 

个人防护装备在近期内要达到公安部要求的个人防护装备标准。

空气呼吸机普及率达到 100%，逐步增加部分中队的钢瓶容量，提高火

场作战时间。子母式声光呼救器达到每个中队 1 套。隔热服、防化服、

抢险棉内衣在现有基础上以车辆为单位适当增加，对保卫以化工、危

险品等为主要对象的中队配备要求达到人手一套。加强一线消防战斗

员个人防护装备。引进配备用于火情侦查的具有红外摄像、无线通话、

照明、安全防护功能的消防员头盔，并着力提高个人防护装备的综合

性能。 

第二十六条 其他各类消防器材 

其他各类消防器材是指除上述消防车辆、消防员防护装备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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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普通或特勤消防站的灭火器材，普通消防站的抢险救援器材，特勤

消防站的侦测器材、警戒器材、救生器材、破拆器材、堵漏器材、输

转器材、洗消器材、照明排烟器材以及其他器材等，各类消防器材以

及装备的品种、数量以及技术标准均不应低于相关规范规定的要求。 

消防站的消防水带、灭火剂等易损耗装备，应按照不低于投入执

勤配备量 1：1 的比例保持库存备用量。 

消防监督器材装备。防火监督处应按公安部相关规定配备可燃气

体检测仪、红外线测温仪、静电检测仪、防火涂料测厚仪、电子激光

测距仪、测高仪等系列化的高科技装备以及火灾原因调查、消防宣传

教育和防护类等消防监督技术装备，提高消防监督检查的效能。 

搜救犬。根据灭火救援的需要，特勤消防站可视情况配备消防搜

救犬，最低配备不少于 7 条。并建设相应设施，配备相关器材。 

消防摩托。在现今阶段，为了有效地扑救在堵车路段上发生的车

辆火灾，以及由于道路狭窄导致消防车辆难以快速达到的旧城区等区

域，配置使用消防摩托车和小型消防车等轻便消防装备是有效解决该

问题的方法。 

消防直升机。由于航空消防站消防飞机投资较大，考虑到邢台市

的具体情况、经济承受能力、消防装备维护管理等方面的具体问题，

不做强制要求，然而另一方面，随着高层建筑的日益增加和密集，宜

结合远期在邢台县、任县建设的通用机场，考虑配备至少一架消防飞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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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消防通信规划 

第二十七条 电信设施规划 

至规划期末，共有电信局 7 座，保留 4 座，新建 3 座。 

第二十八条 通信管网规划 

电信电缆沿路边管道铺设，新建管道铺设在道路的西侧和北侧，

地下管道设施连成网络。城市主干路管孔数为 18～36 孔，城市次干路

管孔数为 14～26 孔，城市支路管孔数为 6～10 孔，跨河桥及隧道管孔

数为 8～10 孔。 

中心城区的电话局之间中继线均用光缆，送往用户的线路由现在

的普通电信电缆逐步过渡到光缆，实现光缆入户，办公区逐步建成综

合布线，以适应计算机联网、电视、电话及数据通信的需要，实现城

域信息共享。 

第二十九条 规划在位于国合街南侧，太行路以西区域的消防支队

设置为消防通信指挥中心。 

第三十条 以消防指挥业务为核心，以消防灭火救援的组织为着

眼点，消防通信可归纳消防通信基础网络、消防通信指挥中心体系、

消防站通信体系、消防战斗员通信体系和现场指挥通信体系、消防安

全保障管理和消防运行管理。 

第三十一条 消防通信指挥系统 

以消防指挥业务为核心，以消防灭火救援的组织为着眼点，也可

归纳为“1 个基础网络、4 个体系、2 个管理”。“1 个基础网络”即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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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通信基础网络；“4 个体系”即消防通信指挥中心体系、消防站通信

体系、消防战斗员通信体系和现场指挥通信体系；“2 个管理”即消防

安全保障管理和运行管理。 

第三十二条 突发状况下的应急通信 

32.1 采用先进通信手段。建立短波电台通信网络；运用超短波

保障救援现场内部通信；配备综合通信指挥车；适量选用便携的卫星

电话。 

32.2 加强通信业务的管理。要保证应急情况下能迅速抽组一支

技术过硬、作风顽强的应急通信保障队伍。确保在完成救援任务时，

保障人员能够熟练操作所配备的通信装备。 

应强化通信业务管理部门的职能；加强应急通信业务的培训；建

立应急通信保障预案；贴近实战需求练兵，定期组织各级消防部队开

展各种类型灾害事故的演练，提高各级部队应急处置能力，训练和演

练是提升战斗力的基本手段。 

第三十三条 推进“智慧消防”建设 

33.1 智慧消防是运用物联网、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智能感

应系统、卫星定位系统、大数据计算平台等最新技术，建立集城市消

防日常管理系统、火灾防控系统、作战指挥平台等为一体的智能化消

防系统。 

33.2 推进“智慧消防”建设的基本指导原则为：协同共治、服

务实战、服务民生、警地融合。 

33.3 发展目标为推进“智慧消防”建设，全面促进信息化与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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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业务深度融合，构建立体化、全覆盖的社会火灾防控体系，建立“智

能分析研判、主动预警预知、数据辅助决策、科学指导实战”的消防

工作新机制，实现“传统消防”向“现代消防”的转变。 

33.4 按照“急需先建、内外共建”的方式，结合邢台市通信基

础设施升级和“智慧城市”的建设，做好以下几项重点工程： 

1、建设消防“物联网”远程监控系统； 

2、建设基于“大数据”“一张图”的实战指挥平台； 

3、高层住宅智能消防预警系统建设； 

4、数字化预案和管理应用平台建设； 

5、建设“智慧”社会消防安全管理系统。与邢台市“智慧城市”

建设同步进行，与政府有关部门数据互联互通。 

第七章 消防供水规划 

第三十四条 邢台市消防供水管网依托城市给水系统，根据邢台市

总体规划，在规划期内保留董村水厂、韩演庄水厂、紫金泉水厂；新

建召马水厂、开发区水厂。各水厂通过环状供水管网连通，整体上形

成城市环状供水管网。 

第三十五条  邢台市中心城区消防供水标准按国家规范，考虑同

一时间的火灾次数为 3 次，一次灭火用水量为 100 升/秒，火灾延续时

间按 2 小时计。该用水量在城市供水管网及水厂新、扩、改建时应予

满足。 

第三十六条 当市政给水管网设有市政消火栓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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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设有市政消火栓的市政给水管网宜采用环状管网，其管径大

小应根据消防用水流量进行校核，并满足消防用水流量要求。 

36.2 接市政消火栓的环状给水管网的管径不应小于 DN150，存有

枝状管网的的地区管径不宜小于 DN200。 

36.3 工业园区、商务区和居住区等区域宜采用两路消防供水，当

其中一条引入管发生故障时，其余引入管在保证满足 70%生产生活给水

的最大小时设计流量条件下，应仍能满足相关规范的消防给水设计流

量。 

36.4 当市政给水管网设有市政消火栓时，其平时的运行工作压力

不应小于 0.15MPa，单个市政消火栓的供水流量不应小于 15L/s，商业

区宜在 20 L/s 以上，且供水压力从地面算起不应小于 0.10MPa。 

36.5 城市给水管网压力低和高层建筑集中的区域，应规划建设消

防加压泵站，以满足消防供水要求。消防加压泵站宜与生产、生活用

水泵站合建。 

36.6 市政消防水鹤的配水管最小公称直径不应小于 200mm，最小

供水圧力不应低于 0.15MPa。 

第三十七条 天然水源 

在中心城区中小黄河、围寨河、牛尾河、七里河等河道沿岸修建

取水码头，建设固定的消防取水口，保证消防用水的可靠性，并设立

明显标志。 

第三十八条 消防水池及其它人工水体 

38.1 在市政给水管网无法满足需求且缺乏天然水源的地区，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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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消防水池，其容积应符合相关规范规定的要求，满足保护区域内最

大建筑物的消防用水量需求。消防水池保护半径不应大于 150m。 

38.2 天然和人工水体应根据需要设置可供消防车取水的取水通

道、取水口或取水码头等设施。 

第三十九条 消火栓、消防水鹤设置标准 

39.1 消火栓宜在道路一侧设置，并宜靠近十字路口，条件许可的

情况下宜建设为地上消火栓。消火栓间距不应超过 120m，每个消火栓

的保护半径不超过 150m。道路宽度超过 60m 时，应在道路两侧交叉错

落设置消火栓。且距路边不宜小于 0.5m，并不应大于 2.0m；距建筑外

墙或外墙边缘不宜小于 5.0m。 

39.2 城市中心区范围内，应加大消防水鹤建设力度，加快消防水

鹤建设步伐；近期园林水鹤宜与消防共用；消防水鹤的建设可与城市

景观建设相结合。 

至规划期末中心城区范围内应建成消防水鹤 133 座，近期规划建

设 41 座。消防水鹤的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1000m，连接消防水鹤的市政

给水管的管径不宜小于 DN200。 

第四十条 取水、供水泵房 

40.1 在消防水池蓄水困难的地区应规划设置取水泵房，确保消防

水池日常有效的消防储水量，在一些消防车难以到达取水水源处可规

划建设供水泵房。 

40.2 每个消防站的辖区至少设置一处城市消防水池或天然水源取

水码头以及相应的道路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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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消防车通道规划 

第四十一条 城市消防通道 

41.1 本规划所称城市消防通道是指根据规范分类为快速路、主

干路、次干路、支路的城市道路。 

41.2 根据《邢台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 年）》，按照东西、

南北贯通并与对外交通相连，形成环路降低市中心道路压力的思路，

形成“九横九纵加两环”的路网骨架，作为中心城区交通性的干道，

分别为： 

九横：龙岗大街、金泉大街、泉北大街、团结大街、中兴大街、

新兴大街、七里河南街、祥和大街、兴泰大街； 

九纵：太行路、钢铁路、守敬路-兴达路、新华路、开元路、襄都

路、永安路、振兴一路、心河路； 

两环：快速外环线（北环城公路、东环城公路、南环城公路、西

环城公路）；快速内环线（邢州大道、东华路、百泉大道、滨江路）。 

第四十二条 街区消防通道 

42.1 本规划所指街区消防通道是指由城市支路、居住区和企业内

部道路组成，是消防车通道体系中基本的组成部分。 

42.2 城市支路应当与周边城市道路及居住区和企业内部道路保持

顺畅连接，对接成网，贯彻“窄路密网”理念，打通城市“微循环”

系统，确保消防车通道的内外连接畅通。 

42.3 加强城市停车场规划建设，以及居民区和企业单位内部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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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建设和管理，确保消防车通道保持畅通。对原有汽车停车位建设

不足的，要结合环境改造，通过立体停车等方式加以解决；对新建小

区等应逐步提高停车场地、设施建设标准。明确停车位与消防车通道

并设立相关标识，加强管理以避免因停车导致消防车通道堵塞。 

42.4 规划改造狭窄道路和尽端路。消防车通道规划应结合老城区、

棚户区等城市更新一并规划建设；对于一些不能在近期内整体改造的

区域，应结合市政消防给水系统改造，开辟老城区、棚户区防火隔离

带的同时改造狭窄道路；对于一些人为设置路面障碍物的道路应分批

分期改造，将道路辟通；对于一些现状尽端路，规划要加大改造力度，

分批分期改造完成，确保消防车辆的快速安全通行。 

42.5 街坊内只有一个单元或居住区的，应确保街坊至少有两个车

辆出入口与城市道路连通；街坊内有多个单位或居住区的，应保证每

个单位或居住区有不少于两个车辆出入口与城市道路连通，确实受条

件限制不能设两个车辆出入口的，应在其内部形成环形消防通道，以

及与相邻单位或居住区连通形成应急消防车出入口。 

第四十三条 消防车通道的设置 

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43.1 街区内的道路应考虑消防车的通行，道路中心线之间的距离

不宜大于 160m；当建筑的沿街部分长度大于 150m 或总长度大于 220m

时，宜设置穿过建筑物的消防车通道。 

43.2 有封闭内院或天井的建筑物，当内院或天井的短边长度大于

24m 时，宜设置进入内院或天井的消防通道；当该建筑物沿街时，应设



邢台市中心城区消防专项规划  2017---2030 年·文本  

 29

置连通街道和内院的人行通道（可利用楼梯间），其间距不宜超过 80m。 

43.3 环形消防通道至少应有两处与其他车道连通；尽端式消防车

通道应设置回车道或回车场地，回车场地面积不应小于 12m×12m，高

层建筑消防车回车场地面积不宜小于 15m×15m，供重型消防车使用的

回车场地面积不宜小于 18m×18m。 

43.4 一般消防车通道的宽度不应小于 4m，净空高度不应小于 4m，

与建筑外墙之间的距离宜大于 5m。 

43.5 消防车通道坡度不宜大于 8%，转弯半径应符合消防车的通行

要求。举高消防车停靠和作业场地坡度不宜大于 3%。 

43.6 供消防车取水的天然水源、消防水池及其他人工水体应设置

消防车通道，消防车通道边缘距离取水点不宜大于 2m，消防车距吸水

水面高度不应超过 6m。 

43.7 通过消防车道的地下管道和暗沟等应能承受重型消防车辆

的荷载，具体荷载应满足承受规划区域内配置的最大消防车辆的质量。 

43.8 消防车通道的规划建设应符合相关道路、防火设计规范标准

的要求。在城市更新中，进行规划和建设项目审查时，要明确消防车

通道，将打通消防车通道作为重要内容。 

第四十四条 危险品通道规划 

规划将城市快速外环线即北环城公路、东环城公路、南环城公路、

西环城公路确定为危险品通道。其中北环城公路通过旭阳工业园，可

解决园区内工业企业生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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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城市防灾避难场所 

第四十五条 应急疏散场所 

规划中心应急避难场所 5 处，78.8 公顷，可满足 15.8 万人的长

期避难需求；固定应急避难场所 25 处，有效避难面积 86.5 公顷，与

中心避难场所合并可满足 82.6 万人的固定避难需求；规划紧急应急避

难场所 98 处，有效避难面积 171.1 公顷，与中心避难场所和固定避

难场所合并可满足 220 万人的紧急避难需求。（详见说明书表 9-1） 

第四十六条 防火隔离带 

城市的防火隔离带是指在城市内纵横配置，把城市分隔为区域防

火分区，防止火灾从一个分区往另一个分区蔓延，阻止城市大面积火

灾延烧，起着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作用的空间隔离带。 

规划将城市道路、沿城市道路绿地、河流及其两侧绿地、铁路及

高速公路防护绿带作为城市防火隔离带。其他需要设置防火隔离带的

具体场所、设施和建筑应遵守相关规范规定进行规划建设。 

第十章 近期建设规划 

第四十七条 近期总体目标 

近期期间，初步构建体系化灭火救援力量格局，通过努力使邢台

市中心城区消防工作社会化水平显著提高，消防安全责任全面落实，

公民消防安全素质普遍增强，公共消防设施逐步达标，灭火应急救援

体系覆盖城乡，社会化消防安全管理创新发展，社会火灾防控能力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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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提升，坚决预防和遏制重特大特别是群死群伤火灾，最大限度减少

火灾总量和人员伤亡，确保火灾形势稳定。 

第四十八条 近期消防站建设 

48.1 近期消防站建设 

近期期间，规划建设 6 座消防站。具体站点为祥和大街消防站、

中兴大街消防站、襄都路消防站、龙泉大街消防站、新华北路消防站、

邢州大道消防站，其中：  

祥和大街消防站为一级普通消防站，位于祥和大街与东华路交叉

口西 215 米路南，规划占地面积 5599m2；  

中兴大街消防站为一级普通消防站，位于中兴大街以北约 280 米

处，江东八路与规划加密路三十一交叉口东南，规划占地面积 6880m2； 

襄都路消防站为一级普通消防站，位于襄都路与规划丰仓街交叉

口西南，规划占地面积 8239 m2； 

龙泉大街消防站为一级普通消防站，龙泉大街与规划塔林路交叉

口东北，规划占地面积 8226 m2； 

新华北路消防站为一级普通消防站，位于新华北路东侧，团结东

大街以北，小黄河南侧。依据总体规划占地面积为 6815 m2； 

邢州大道消防站为特勤消防站，位于邢州大道南侧，心河路以东

区域，规划占地面积为 6939 m2。 

48.2 近期城市中心消防站建设 

近期期间，规划城市中心消防站 6 座。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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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中心消防站规划一览表 

序号 位置 

建筑 

面积 

（m
2
） 

建设 

形式 

总规 

性质 
备注 

01 新华北路东侧，西门里街与崇礼街之间 200～400 配建 商业  

02 顺德南路东侧，建设东大街以北 200～400 配建 商业  

03 开元路东侧，红星街以南区域 200～400 配建 商业 原蓝鸟家具厂 

04 襄都路东侧，现状辛庄北街南侧 200～400 配建 商业  

05 建设东大街北侧，平安路以东区域 200～400 合建 居住  

06 冯庄街北侧，建业路与长安路之间 200～400 合建 居住  

 

第四十九条 近期消防设施建设 

除继续加强市政消火栓建设外，应结合城市给水管网的新建、改

造和更新在城市主次支道路上增设消火栓，并逐步解决管径过小影响

室外消火栓供水能力和枝状管网影响供水可靠性等问题。对老城区消

防供水管网年代久远，管径偏小、水蚀严重的，要抓紧改造。在无市

政消防水源的地区，应采用自建、联建消防水池。规划在“十三五”

期间新增消火栓 556 个，新增消防水鹤 41 个，消防水鹤年度建设计划

详见附表 3。 

第五十条 消防装备建设 

邢台市在“十三五”期间，全市需购置消防车 96 辆，淘汰消防车

74 辆，净增消防车 22 辆，共需购置各类消防器材 27000 套（件）。 

完善现有消防站装备，至 2020 年，邢台市中心城区普通消防站中

新增各类消防车辆宜到达 46 辆（不含淘汰车辆补充）；城市中心消防

站新增各类车辆宜达到 6-12 辆。提高先进装备覆盖面，提升装备科技

含量，加快购置和研发先进的破拆工具、登高器材、照明工具，特种

器材等；着力提高个人防护装备的综合性能，改进一线消防员战斗服

和消防靴装备，引进配置用于火情侦查的具有红外摄像、无线通话、



邢台市中心城区消防专项规划  2017---2030 年·文本  

 33

照明、安全防护功能的消防员头盔，适当增加空气呼吸机、子母式声

光呼救服、防化服等装备的数量。 

第五十一条 投资估算 

近期消防建设投资估算约 2.48 亿元。 

第十一章 规划实施对策 

第五十二条 机制建设 

城市消防专项规划的编制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本规划提出建立

领导协调、法规保障、推进责任、公众参与和资金保障等机制，目的

是要整合各方力量，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保障城市消防安全。 

第五十三条 政府协调机制 

从多年消防建设发展的时序来看，加强政府领导，统筹协调是消

防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为此，规划提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强

化责任意识，把消防工作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部署之中，统筹

协调发展。要实行规划目标责任制，明确部门分工，落实部门责任，

把目标任务具体分解到各年度的建设项目和发展政策中。并加强对主

要规划目标实施情况的跟踪分析，做好规划项目的年度检查，及时上

报实施情况。 

第五十四条 法规保障机制 

消防事业的发展必须有法律法规作保障，消防专项规划的实施也

需要有相配套的法规做支撑。所以，必须坚持政府对消防工作的指导，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总结消防规划实施的经验，将消防规划内容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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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消防法律法规体系中，研究并制定与消防专项配套的、以及控详

规层次和消防相关的技术标准和地方规范。 

同时，为了防止规划实施的随意性，应树立规划是法的观念。规

划经批准后要严格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调整规划内容，

因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调整的，须由市公安消防支队和市规划局共同审

核同意后，报请市政府审批。 

第五十五条 推进责任机制 

为使规划顺利实施，应明确相关部门责任。本市各相关部门要切

实履行职责，加强协作，积极参与消防规划的落实。在规划建设项目

审批中，要按照消防规划以及相关规范规定的要求保留消防站规划用

地；要发动社区单位和居民加强社区消防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各企事

业单位要树立消防安全责任主体意识，确保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公安

消防部门要主动当好政府参谋，积极指导和监督各相关单位落实消防

规划。 

第五十六条 公共参与机制 

人民群众是城市的建设者、使用者，也是城市的管理者和受益者。

人民群众了解城市消防规划，支持城市消防工作，对规划的实施具有

重要的意义。因此，要通过各种载体和媒介广泛宣传消防规划和知识，

推动社会公众参与消防规划的实施，让公众享有消防规划的知情权、

参与权、监督权；逐步建立违反消防法规行为的举报和信息反馈制度，

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监督消防规划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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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条 土地资金保障机制 

规划的实施，需要资金和土地的落实，否则规划只能纸上谈兵。

所以，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按消防规划落实消防建设用地和消防建设

经费，逐年建设、改造、更新消防装备和消防基础设施，使消防规划

落到实处，消防事业再上台阶。 

第十二章  附则 

第五十八条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规划图纸和附件三部分组成。 

第五十九条 本规划一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法定程序无权

变更。市政府根据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确需修改规划的，按照

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修改和报批。 

第六十条 本规划报经市政府批准后即行生效，原有消防规划即

行废止。 

第六十一条 本规划由邢台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和消防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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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城市建设用地分类与火灾风险分区表 

序号 用地代码 类别名称 火灾风险性 备注 

1 

R 居住用地   

其中 

R1 一类居住用地 一般消防地区  

R2 二类居住用地 二级重点消防地区  

R3 三类居住用地 一级重点消防地区  

2 

A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其中 

A1 行政办公用地 二级重点消防地区  

A2 文化设施用地 一级重点消防地区  

A3 教育科研用地 一级重点消防地区  

A4 体育用地 二级重点消防地区  

A5 医疗卫生用地 一级重点消防地区  

A6 社会福利用地 一级重点消防地区  

A7 文物古迹用地 一级重点消防地区  

A9 宗教用地 二级重点消防地区  

3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其中 

B1 商业用地 一级重点消防地区  

B2 商务用地 二级重点消防地区  

B3 娱乐康体用地 一级重点消防地区  

B4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一级重点消防地区  

B9 其他服务设施用地 二级重点消防地区  

4 

M 工业用地   

其中 

M1 一类工业用地 一般消防地区  

M2 二类工业用地 一级重点消防地区  

M3 三类工业用地 一级重点消防地区  

5 

W 物流仓储用地   

其中 

W1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一般消防地区  

W2 二类物流仓储用地 一级重点消防地区  

W3 三类物流仓储用地 一级重点消防地区  

6 

S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其中 

S1 城市道路用地 防护隔离带  

S3 交通枢纽用地 一级重点消防地区  

S4 交通场站用地 一般消防地区  

7 

U 公用设施用地   

其中 

U1 供应设施用地 一级重点消防地区  

U2 环境设施用地 二级重点消防地区  

U3 安全设施用地 二级重点消防地区  

U9 其他公用设施用地 一般消防地区  

8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其中 

G1 公园绿地 防护隔离带  

G2 防护绿地 防护隔离带  

G3 广场用地 防护隔离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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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中心城区消防站规划一览表 

序号 消防站名称 坐落位置 等级
占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1 
新华路消防站 

（一中队） 
新华南路 99 号 一级 4480.8 现状

2 
钢铁路消防站 

（二中队） 
桥西区钢铁北路 219 号 一级 4976 现状

3 
富强路消防站 

（三中队） 
东汪镇富强路中段 一级 4650 现状

4 
泉北大街消防站 

（四中队） 
泉北西大街 599 号 一级 7803 现状

5 
利民街消防站 

（五中队） 
滨江北路 519 号 一级 5267 现状

6 
平安路消防站 

（六中队） 
泉北东大街 361 号 特勤 8400 现状

7 祥和大街消防站 祥和大街与东华路交叉口西 215 米路南 一级 5599 规划

8 东关街消防站 东关街与襄都路交叉口东北角 一级 8101 规划

9 朝阳北街消防站 朝阳北街与冶金东路交叉口西北 一级 6869 规划

10 文苑路消防站 泉北大街与文苑路交叉口东南 一级 7265 规划

11 新兴大街消防站 新兴大街与太行路交叉口西南 一级 7562 规划

12 李村北街消防站 滨江路与李村北街交叉口东北 一级 7223 规划

13 金泉大街消防站 金泉大街与开元路交叉口东南 一级 6973 规划

14 新华北路消防站 新华北路小黄河南侧 一级 6815 规划

15 龙泉大街消防站 龙泉大街与塔林路交叉口东北 一级 8226 规划

16 新华南路消防站 新华南路与 107 复线交叉口西侧 一级 7531 规划

17 永安路消防站 永安路与长信北街交叉口东北 一级 6997 规划

18 中兴大街消防站 江东八路与加密路三十一交叉口东南 一级 6880 规划

19 襄都路消防站 襄都路与丰仓街交叉口西南 一级 8239 规划

20 永强路消防站 祥和大街与永强路交叉口西南 一级 7977 规划

21 岗北二街消防站 心河路与岗北二街交叉口东北 一级 7657 规划

22 邢州大道消防站 邢州大道与心河路交叉口东南 特勤 6939 规划

23 裕铭街消防站 裕铭街与心河路交叉口东北 一级 9176 规划

24 振兴一路消防站 振兴一路与新兴东大街交叉口东北 一级 6912 规划

25 心河路消防站 心河路与七里河南街交叉口东南 一级 6872 规划

26 太行路消防站 国合街北侧，太行路以西约 180 米 战勤 7200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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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邢台市“十三五”期间规划建设消防水鹤情况一览表 

年份 建设位置 建设数量（个） 

2017 年 

（共 17 个） 

新华路消防中队门口附近 1 
钢铁路消防中队门口附近 1 
富强路消防中队门口附近 1 

泉北大街消防中队门口附近 1 
利民街消防中队门口附近 1 
平安路消防中队门口附近 1 

邢州大道（滨江路-钢铁路段） 1 
邢州大道万峰大酒店附近 1 
团结大街万成新天地附近 1 

团结大街（钢铁路-守敬路段） 1 
团结大街天一城附近 1 
中兴大街体育场附近 1 

中兴大街北国商城附近 1 
中兴大街世贸天阶附近 1 
中兴大街新世纪附近 1 

滨江路红星美凯龙附近 1 
邢州大道（冶金路-兴达路段） 1 

2018 年 

（共 9 个） 

邢州大道（地道桥-开元路段） 1 
邢州大道（襄都路-东华路段） 1 
泉北大街（钢铁路-滨江路段） 1 
泉北大街（钢铁路-公园东街段） 1 

泉北大街邢台学院附近 1 
泉北大街眼科医院附近 1 

团结大街（顺德路-襄都路段） 1 
中兴大街（滨江路-太行路段） 1 
中兴大街历史文化公园附近 1 

2019 年 

（共 9 个） 

中兴大街（襄都路-信都路段） 1 
中兴大街（信都路-东华路段） 1 
新兴大街（滨江路-钢铁路段） 1 
新兴大街（钢铁路-守敬路段） 1 
新兴大街（守敬路-新华路段） 1 
新兴大街（新华路-襄都路段） 1 
新兴大街（襄都路-信都路段） 1 
滨江路（邢州大道-泉北大街段） 1 
滨江路（泉北大街-泉南大街段） 1 

2020 年 

（共 6 个） 

滨江路（八一大街-新兴大街段） 1 
滨江路（新兴大街-百泉大道段） 1 
东华路（邢州大道-泉北大街段） 1 
东华路（泉北大街-中兴大街段） 1 
东华路（中兴大街-百泉大道段） 1 
东华路（百泉大道-邢临高速段）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