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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福建省防空地下室防护标准管理规定
（闽人防办〔2018〕84 号）

第一条 为规范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防护标准的

管理，确保防空地下室建设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

空法》、《福建省人民防空条例》和有关技术标准、规范，并结

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内结合新建民用建筑依法修建的可用

于防空的地下室，防护标准应当符合本规定。

第三条 防空地下室防护标准包括以下内容：

（一）建设规模；

（二）防护类别和抗力级别；

（三）战时功能，主要作为人员掩蔽部（一等人员掩蔽部、

二等人员掩蔽部）、人防物资库、人防汽车库、防空专业队工程

（队员掩蔽部、装备器械掩蔽部）、人防医疗救护工程（中心医

院、急救医院、救护站）、人防电站（固定、移动）等；

（四）总平布局及与周边人防工程、地下工程的连通关系。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的新建民用建筑指建设单位向城乡规

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新建项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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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建筑、公共建筑以及工业建设项目中除工业厂房及其生产性

配套设施以外的所有非生产性建筑，主要建筑类型参见附件 1。

第五条 结合民用建筑应当依法修建防空地下室建筑面积

的计算标准必须符合《福建省人民防空条例》的规定。防空地下

室建筑面积是指由人防专有防护设备和人防围护结构形成的具

有一定防核生化武器和常规武器打击能力的地下封闭空间，即由

防空地下室外墙、临空墙、防护密闭门（防爆波活门）门框墙、

封堵墙、防护隔墙等形成的封闭空间面积。

第六条 防空地下室防护类别划分为甲类和乙类两种，各设

区市的中心城区及平潭综合实验区应按甲类标准修建防空地下

室，其他地区可按乙类标准修建。

第七条 防空地下室抗力级别与战时功能相协调，一般为 5

级和 6 级。本省行政区域范围内防空地下室不执行核 6B 级的防

护抗力级别标准。

第八条 当防空地下室建筑面积不大于 800m
2
时，战时功能

可按人防物资库的标准设置；大于 800m
2
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一）县级市及以上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机关和城市

广播电视、供水、供气等生活保障部门的新建公共建筑，应根据

城市人民防空建设专项规划的要求，结合修建相应的一等人员掩

蔽部，当人民防空建设专项规划未明确指标时，至少应修建一个

防护单元的一等人员掩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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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县级市及以上城建、市政管理、电力、卫生、医药、

公安、消防、化工、环保、电信、工业信息、交通运输等负责组

建群众防空组织部门以及在城市重要经济目标毗邻区的新建公

共建筑项目，应根据城市人民防空建设专项规划的要求，结合修

建相应的防空专业队工程，当人民防空建设专项规划未明确指标

时，至少应修建一个防护单元防空专业队工程。

当建筑面积不超过 1000m
2
，防空专业队工程可不含装备器械

掩蔽部；超过 1000m
2
时，防空专业队工程应含人员和装备器械掩

蔽部。

（三）人防医疗救护工程应根据城市人民防空建设专项规划

的要求，结合新建医院医疗建筑项目的防空地下室建设规模和人

防医疗救护工程建设标准确定。

（四）居住建筑和除本条第（一）～（三）款规定外的其他

公共建筑，防空地下室可按照《防空地下室战时功能配建指标选

用表》（附件 2）的比例指标确定战时功能，鼓励建设单位配建

5级人防工程。

当建设单位满足本条第（一）～（三）款规定后，防空地下

室建筑面积超过上述指标时，超出部分的防空地下室面积可按照

《防空地下室战时功能配建指标选用表》的比例指标确定战时功

能。

第九条 同一建设项目的不同防空地下室之间在条件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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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应合理规划地下连通。防空地下室与邻近其他人防工程、

地下交通（支）干道以及大型地下空间项目之间尽可能连通，暂

时不能连通的，应预留地下连通口。

第十条 防空地下室竣工验收备案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

复核防空地下室实建面积。当竣工面积少于应建面积时，应补建

防空地下室或补缴少建部分的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对于擅自

更改或未按批准设计文件施工而造成应建未建或少建防空地下

室，以及降低防空地下室防护标准的行为，应按《福建省人民防

空条例》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福建省人民防空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原《福建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分期建设项目防空地下室审批有

关问题的通知》（闽人防办〔2016〕77 号）和《福建省防空地下

室防护标准管理规定》（闽人防办〔2017〕4 号）即行废止。

附件：1.主要建筑类型

2.防空地下室战时功能配建指标选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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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主要建筑类型

应当依法结合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包括居住建筑和

公共建筑，以及除工业厂房及其生产性配套设施以外的所有非

生产性建筑。主要建筑类型列举如下：

一、居住建筑

包括各类住宅、公寓、宿舍等。

二、公共建筑

办公建筑，如：各种单位、社会团体等的办公楼。

科研建筑，如：实验楼、科研楼、综合楼等。

文化建筑，如：剧院、电影院、杂技场、图书馆、博物馆、

档案馆、文化馆、展览馆、音乐厅、礼堂、广播台、电视台、

幼儿园、学校教学楼、文化中心等建筑。

商业建筑，如：各类市场、商品百货、旅馆、酒店、银行、邮

局、汽车4S店（除修配车间及其配件仓库外）、商业仓库等建筑。

体育建筑，如：体育馆、健身房等。

医疗建筑，如：各类医院、康复中心、疗养院等建筑。

交通建筑，如：汽车客运站、船运港口、航空港、铁路火

车站等的站楼、调度中心等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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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建筑，如：看守所、监狱等建筑。

园林建筑，如：动物园、植物园、游乐场、旅游景点等建筑。

综合建筑，如：多功能综合大楼、商住楼、商务中心等。

其他非民用建筑经规划部门确认，改建为民用建筑用途的

项目。

三、工业建设项目非生产性建筑

工业建设项目包含非生产性建筑和生产性建筑两部分。非

生产性建筑是指行政办公、产品科研及提供生活服务的建筑，

主要有食堂、宿舍、产品研发用房、办公用房等建筑。生产性

建筑是指直接为产品提供生产、检验、存放等服务的建筑，主

要有生产车间、生产制造监控用房和生产机器用房、产品检验

检测验收用房、厂房附属用房、厂房附属仓库、门卫以及配电、

水泵、蒸汽等设备用房；国家投资建设的粮油盐储备库项目的

库房设施以及物流企业的新建专业物流仓储设施。当一栋建筑

中既有生产性用房，也有非生产性用房时，按各自比例确定。

生产性建筑不属于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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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防空地下室战时功能配建指标选用表

需建各类战时功能的防空地下室的建筑面积 F（m
2
）

二等人员
掩蔽部

人防
电站

一等人员
掩蔽部

人防专
业队工
程

人防
救护
站

人防
物资
库

人防
汽车
库

应建

防空

地下

室总

建筑

面积

S

(m
2
)

800＜S≤

5000
1

5000＜S

≤10000
0.70-0.65 ※ √

10000＜S

≤15000
0.65-0.60 ※ √

15000＜S

≤20000
0.60-0.50 ※ 0.12-0.10 √1 √1

20000＜S

≤25000
0.50-0.45 ※ 0.10-0.08 1 个 √2 √1

25000＜S 0.45-0.40 ※ 0.12-0.10
1 个

单元
1个 √2 √2

注：1.表格“γ”中的数值表示优先应建该战时功能的防空地下室建筑面

积F与该项目应建防空地下室总建筑面积S的最小比值，γ=F/S;

2.“※”框格表示需要建设该战时功能的防空地下室；

3.“√”框格表示在满足第 1条优先应建的防空地下室建设指标后，

允许建一定规模该战时功能的防空地下室，“√”后的数字表示

允许建该功能防护单元的最大数量。

S

数值γ 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