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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步推进超大特

大城市“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

发〔2023〕24号）等文件精神，加强对东莞市酒店、公寓、

公租房、工厂宿舍等旅游居住建筑“平急两用”的设计指导，

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力量，深入各地调查研究，认

真总结经验做法，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设计指

南。

本设计指南的主要内容包括： 总则、术语、基本规定、

选址与总平面、建筑设计、结构设计、给排水设计、通风与

空调设计、电气设计、智能化设计、平急转换设计、运行维

护。

本设计指南的管理权和解释权归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东莞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 （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莞龙路东城

段283号，邮编：52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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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提升东莞市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能力，指导东莞

市酒店（含山区旅游酒店）、连片民宿、高速服务区周边旅居

集散基地、培训基地、公租房、工厂宿舍等旅游居住设施“平

急两用”设计，制定本设计指南。

1.0.2 本设计指南主要适用于东莞市新建、改建和扩建“平

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的设计和审查。既有建筑改造为“平急

两用”旅游居住设施参照此指南执行。

1.0.3 既有建筑“平急两用”改造应选择雨污分流的建筑。

1.0.4 旅游居住设施“平急两用”设计应在“平时”满足运

营功能，“急时”可转换为应急隔离设施。在保障平时使用功

能的前提下，紧急情况下对建筑布局、机电设备、结构构件等

主体部分不做较大改造，仅对人员流线、设备运行方式、管控

措施等方面做调整或补充，即可满足应急功能要求，实现在8

—48小时内平急转换。

1.0.5 旅游居住设施“平急两用”设计及实施除应符合本指

南外，尚应符合国家规范和省、市现行标准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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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旅游居住设施

指具有旅游、休闲、度假、居住功能的建筑。如酒店（

含山区旅游酒店）、连片民宿、高速服务区周边旅居集散基

地、培训基地、公租房、工厂宿舍等。

2.0.2 “平急两用”健康隔离设施

指“平时”用作旅游居住功能的用房。“急时”可转换

为健康隔离用房的设施。在事件结束之后，可及时撤除、平

稳恢复原有使用功能。

2.0.3 三区两通道

指为满足医学隔离要求的功能布局。三区指隔离区、工

作准备区、缓冲区（卫生通过区）；两通道指隔离人员通道

和工作人员通道。

2.0.4 隔离区

隔离人员居住限制区域。包括隔离房间（带卫生间）、

隔离通道及垃圾暂存间、污水处理等配套用房。

2.0.5 工作准备区

工作人员工作和生活的区域。包括工作人员办公室、会

议室、工作人员通道、值班室、休息室、物资库房、开水间、

备餐间、设备机房等，可根据需要设置警务工作站、厨房、

工作人员餐厅及宿舍等相关配套用房。



- 3 -

2.0.6 缓冲区

设于隔离区与工作准备区之间的密闭场所。供人员（物

资）由工作准备区进入隔离区或由隔离区返回工作准备区。

2.0.7 包络设计

指对工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分别计算，取最不利值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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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设置的隔离观察房间不宜

少于100 间。单个乡村集中连片民宿设施项目提供隔离房源

不少于30间，单个山区旅游酒店设施项目、高速服务区周边

旅居集散基地设施项目提供隔离房源分别不少于50间。

3.0.2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宜独立成区，不应与其

他功能建筑组合建设。平急转换应遵循安全至上的原则，保

证生物、环境、消防、建筑结构及设施设备运行的安全性，

确保“平急两用”状态下各类使用人群的安全。

3.0.3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急时应符合“三区两通

道”要求。

3.0.4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规模较大时，宜设多幢

独立楼，便于分级响应。

3.0.5 有气密性要求的房间、区域边界隔墙应砌筑到梁底

或楼板底。穿越有气密性要求隔墙的管线周边缝隙及槽口、

管口应采用气密性材料封堵。

3.0.6 隔离房间的空调系统宜采用各室独立空调形式。

3.0.7 主要机房、设备检修场所宜设置在工作准备区。

3.0.8 如有医用酒精、强氧化剂等易燃易爆危险品应限量

存放在隔离区域以外的单独场所（房间），该场所（房间）

宜直通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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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址与总平面

4.1 选 址

4.1.1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选址应符合东莞市相关

城市管理规定及现行国家规范要求。

4.1.2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选址宜利用东莞市的存

量建筑或低效用地建设。

4.1.3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选址应符合城市规划要

求，选择基地地质条件良好、市政配套设施较齐备、交通便

利的地段。远离污染源、水源保护地，避免与居民区、学校、

幼儿园、养老院、老年人照护设施等人员密集活动区或低免

疫人群、易感染人群使用的设施相邻。

4.1.4 场地宜与两条交通通行状况良好的城市道路相邻。

4.1.5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与其他周边建筑或公共

活动场所的距离宜有不小于20米以上的隔离安全距离，并宜

处于场地常年主导风的下风向。

4.1.6 应远离低洼地区，防止洪涝灾害影响；远离强电磁

场等区域。

4.1.7 与易燃、易爆场所之间距离不应小于50米。

4.1.8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应相对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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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总平面

4.2.1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急时”应按总平面划

分“三区两通道”，各区之间的边界应有物理隔断或明显标

识。应急期间的临时物理隔断等使用材料，其耐火性能和污

染物指标应符合相关规范和规定。

图1 总平面功能分区及主要出入口示意图

4.2.2 “急时”场地出入口不应少于 2 处。宜设于地块不

同方向。当条件限制，在地块同侧设置时，2个出入口间距

应不小于10米。

4.2.3 平急转换后隔离人员、工作人员、物资配送及垃圾

运输流线应避免交叉。垃圾清运通道与隔离人员出入通道应

分开。上述通道应设置明显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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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平急转换后隔离、应急居住人员出入口应设置车辆

停靠、落客的场地，并宜设遮雨设施，工作人员出入口结合

需要设置车辆停靠场地。

4.2.5 平急转换后出入口附近应设置车辆停靠、车辆消杀

场所、物资接收区及消毒区、警卫室、管理办公室及休息室

等。场地内不少于3辆大巴车位及3辆小货车车位。

4.2.6 工作准备区宜设置在场地常年主导风的上风向。建

筑组团为分散式布局时，工作服务区应设置在隔离观察区常

年主导风的上风向。工作服务区与隔离观察区之间的距离不

宜小于20米。隔离观察区根据规模宜划分为多个管理单元，

单元之间的距离不宜小于12米。

4.2.7 总平面规划符合洁污分流、动静分区、流程便捷的

原则。垃圾暂存间、污水处理等设施应设置在隔离区内，污

物出口应设置在场地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应独立设置，

并设置物理阻隔。场地清洁区出口与污物区出口之间距离不

宜小于1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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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设计

5.1 隔离区

5.1.1 隔离区应自成一区，并设独立出入口。建筑内“平

时”、“急时”需要控制人员随意出入的疏散门和设置门禁

系统的门，应保证火灾时不需使用钥匙等任何工具即能从内

部易于打开，并应在显著位置具有使用提示的标识。

5.1.2 隔离区应明确标识限制边界，并有防止无关人员进

入实体的隔离措施。

5.1.3 隔离区内宜设置一处应急医务室、心理咨询室。

5.1.4 隔离区应设置若干隔离单元，隔离单元宜按每层独

立设置，一个隔离单元不宜超过30间。

图2 隔离单元平面示意图

5.1.5 隔离单元应设置隔离房间且房间内带独立卫生间（

配置洗漱、厕位、淋浴等基本设施）、隔离通道以及垃圾暂

存间、污水处理等配套用房。阳台、窗户应具备隔离转换时

安装必要安全防护设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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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隔离房间应以单人间为主，可设置一定比例的家庭

房间，不宜少于10间。

图3 隔离房间平面示意图一 图4 隔离房间平面示意图二

5.1.7 隔离房间应设可自然通风外窗。完善防“蚊、蝇、

鼠、蟑螂”的设施，在区内雨水口雨水篦下面安装不锈钢防

蚊闸、防鼠闸。

5.1.8 隔离房间的地面、墙裙、墙面材料应满足便于清洁、

消毒、防腐蚀及易于维护的要求。踢脚不宜凸出墙面。地面

不宜采用不易清洗的毛织、地毯。应急期间的临时使用的材

料，其耐火性能和污染物指标应符合相关规范和规定。

5.1.9 具备条件时工作人员与隔离人员电梯应分别设置或

分别使用，宜设置专用的污物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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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工作准备区

5.2.1 工作准备区应自成一区，并设独立出入口。如条件

受限，应按楼层划分隔离区与工作准备区。

5.2.2 当条件受限时，工作人员生活宿舍可利用周边既有

建筑资源。

5.2.3 工作准备区宜设置办公室、工作人员通道、值班室、

会议室、工作人员宿舍及相关配套厨房、备餐用房等及物资

库房、设备机房、开水间、备餐间。

5.2.4 工作准备区应有自然采光通风或机械通风措施。

5.2.5 工作准备区宜设置1个应急职业暴露处置间。

5.3 缓冲区

5.3.1 缓冲区（卫生通过区）设于隔离区与工作准备区之

间。

5.3.2 缓冲区（卫生通过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作人员进入和返回通道应严格分开；

（2） 工作人员进入隔离区，应经过更衣、穿戴防护装备、

缓冲等房间；

（3） 工作人员经由隔离区返回工作准备区，应经过一脱、

二脱、缓冲等房间，设立单向作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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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缓冲区（卫生通过区）布置示意图

（4） 物品运送车辆由隔离区返回工作准备区时，应经过

洗消、缓冲等区域。

5.3.3 缓冲区（卫生通过区）宜采取集装箱拼接或模数化

快速搭建形式建造，根据条件于室外或室内搭建。

5.3.4 缓冲区（卫生通过区）的通道门应具有开启互锁功

能。

5.4 其 他

5.4.1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的建筑设计在转换前后

均应符合《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55037、《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 GB50016 、《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

GB55022、《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建筑与市政工程

无障碍通用规范》GB55019、《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50222、《建筑防火封堵应用技术标准》GB/T 51410等现

行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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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构设计

6.0.1 改建的“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应选择结构性能

良好的既有建筑进行改建，结构体系建议优先选择框架、框

架剪力墙。改建前应根据平急转换前后功能的要求进行包络

鉴定与加固。

6.0.2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应根据平急转换前后功

能的要求进行包络设计。

6.0.3 “急时”新增结构宜采用装配式钢结构，结构布置

宜标准化、模块化。

6.0.4 扩建临时设施应符合结构安全，宜与原结构脱开，

不应对原建筑造成较大的受力及变形的影响。

6.0.5 平急转换改造时，应采用方便加工、运输及安装的

结构构件。

6.0.6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应满足防渗、防漏要求。

6.0.7 应急情况时可能受到污染的埋地检查井、预消毒池、

消毒池、化粪池、污水池等混凝土抗渗等级不应低于P8，最

大裂缝的宽度不宜大于0.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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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给排水设计

7.0.1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的给水排水设计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的规定；

当采用既有建筑改造时，其给水排水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与工业给水排水系统安全评价标准》GB/T51188进行安全

评估，且其安全评价等级应为Ⅲ级或Ⅳ级。

7.0.2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应有完善的给水、热水、

排水及消防设施，生活用水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

饮用水水质卫生标准》GB5749的规定。生活热水加热设备出

水温度不宜低于60℃，小于60℃时应采取消毒灭菌装置。

7.0.3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给水排水系统平时应满

足高效运行，紧急情况满足安全运行的要求。

7.0.4 生活排水和雨水排水系统应采用分流制，阳台排水

应接入废水系统。

7.0.5 生活给水系统应采取防止回流污染措施，并应符合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及《建筑给水排水与节

水通用规范》GB55020的规定，急时隔离区、缓冲区生活给

水系统宜采用断流水箱或倒流防止器等防污染回流措施。

7.0.6 健康隔离使用时生活饮用水应使用瓶装水供应方式，

每个隔离房间配备一个电热水壶。

7.0.7 公共卫生间（不包括客房内卫生间）的洗手盆、洗

涤池处设置感应开关或肘动开关、大小便器采用感应式或脚

踏式冲洗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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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 排水系统应采取防止水封破坏的技术措施，并符合

下列规定：

（1） 排水立管的最大设计排水能力取值不应大于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规定值的0.7

倍；

（2） 所有卫生器具、地漏均应设置水封，存水弯的水封

高度不得小于50mm，并不得大于100mm；

（3） 当地漏附近有洗手盆时，宜采用洗手盆排水给地漏

水封补水的措施。不经常排水地方的排水管道及附件，应采

取防止水封干涸的措施。

7.0.9 地面排水地漏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浴室和空调机房等经常有水流的房间应设置地漏；

（2） 卫生间等有可能形成水流的房间宜设置地漏；

（3） 对于空调机房等季节性地面排水，以及需要排放冲

洗地面、冲洗废水的区域，应采用可开启式密封地漏；

（4） 地漏应采用带过滤网的无水封直通型地漏加存水弯，

地漏的通水能力应满足地面排水的要求。

7.0.10 隔离区、缓冲区排水系统上至屋面的通气管应高于

屋顶高空排放，通气管排出口应设置防风通气帽，并安装空

气净化消毒装置，排气口四周应有良好的通风条件且避开新

风机房附近。

7.0.11 排水管道采用防腐蚀的管道，管道的连接及密封应

保证不收缩、不燃烧、不起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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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2 洗手盆不宜采用盆塞，盆塞拔开放水易形成自虹吸

造成水封损失。

7.0.13 接入消毒池前的室外排水管网，检查井应采用密封

井盖或采用无检查井的管道进行连接，通气管间距不大于

50m，室外排水管道应进行闭水试验。

7.0.14 空调冷凝水“平时”使用时接入雨水系统，应急使

用时转换，设置水封井接入废水系统。

7.0.15 车辆停放处及垃圾污物暂存处的冲洗和消毒废水排

水口应设置水封排入室外废水管网。

7.0.16 污、废水在排入市政管网前应设与主体建筑同时施

工的消毒池，“平时”可不使用，“急时”污、废水在排入

市政管网前应进入消毒池，消毒池水力停留时间不应小于2h。

消毒处理后的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医疗机构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466的相关规定。当建筑或建筑组团内的污

水管网无法接入城市污水管网时，其污水经集中消毒处理后

由清污车抽取，运送至城市污水处理厂进行后续处理。

7.0.17 “平时”设有中水处理设施的建筑，“急时”中水

池可作为消毒池使用，并应满足第7.0.16条相关要求；“平

时”设有雨水收集池的建筑，“急时”雨水不回用。

7.0.18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在转换前后均应符合《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55037、《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消防给水及

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

规范》GB50084等现行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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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通风与空调设计

8.0.1 疫情防控期间使用空间的空调通风系统设计应采用

有利于降低空气交叉感染风险的方式。

8.0.2 对于分散式布局的建筑组团（如公寓、民宿集群等）

应采用各房间相对独立的空调及通风系统。

8.0.3 通风与空调系统应按隔离区、工作准备区和缓冲区

独立设置。疫情时通风系统应当控制各区域空气压力梯度，

使空气从工作准备区向缓冲区、隔离区单向流动。污染的室

内空气不应溢出到其他区域。

8.0.4 疫情防控期间，应加强室内通风，首选自然通风。

每日宜保证3—4次，每次30—40分钟，当室外空气质量指数

较差时可酌情适当减少通风时间。当自然通风条件较差时，

可加大新风通风换气量。既不能开启外窗，又不设机械新、

排风的房间应停止使用。

8.0.5 缓冲区的一脱、二脱等房间应设置机械送排风，并

应控制周边相通房间空气流向一脱房间；各脱衣室房间排风

换气次数不应小于20次/h，室内气流组织应上送下排，室外

排风出口应设置于屋面高空排放。

8.0.6 工作准备区宜设计新风系统，新风量宜不小于2次/h；

隔离房间设置新风系统时，新风量宜按50m3/（h.人）计算，

宜在空调系统循环回风侧设置消毒系统。

8.0.7 排风系统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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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排风系统应通过排风立管至屋面高空排放，除室

外排风机出口外，排风系统不应有正压段；

（2） 系统排风机宜按变频控制根据“平急”运行需要调

节排风量，风量相差过大时，应分设排风机；

（3） “急时”使用时排风机入口应设置高效过滤装置，

且应校核合用风机压头；

（4） 垃圾暂存间、污水处理及洗衣房等设施应设机械排

风系统；

（5） 排风系统的在室内段应保持负压，排风机设于排风

出口末端。排风系统的排风出口不应邻近人员活动区，排风

宜经净化消毒后出屋面高空排放；

（6） 进风口应保证周围环境洁净，排风口在进风口上方，

并设在下风侧。

（7） 隔离房间配套的卫生间排风立管不应与送风立管共

用竖井且各卫生间接至立管的支风管上应设置止回阀。

8.0.8 隔离房间的排风量应满足以下要求：

（1） 隔离房间配套的卫生间应设置机械排风，排风量不

小于12次/时；

（2） 隔离房间排风量应大于房间新风量150m3/h；

（3） 改建隔离房间利用原有空调和排风系统时，独立卫

生间排风量应大于120m3/h。

8.0.9 隔离房间走廊宜满足自然通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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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0 隔离房间的送、排风支管上宜安装手动或电动密闭

阀；密闭阀的开关应方便操作并有明显标识。

8.0.11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各功能房间室内设计温

度宜为冬季18-20℃，夏季26-28℃。

8.0.12 各功能房间应根据条件优先选择采用分体式空调或

变频变冷媒多联空调系统。隔离房间空调机容量应考虑负担

通风产生的冷热负荷。

8.0.13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的房间采用各自相对独

立、无空气交换的房间空调器设备时，紧急情况下可正常开

启运行，但应加强空调器的清洁消毒。

8.0.14 采用集中空调送排风系统时，应须具备全新风运行

条件，或设置保证气流无交叉感染的可靠措施。采用全空气

空调系统的区域，“急时”工况下，应关闭回风，避免回风

混入其他房间。

8.0.15 对于使用全热交换转轮等具有“传质”特点的热回

收装置空调机组，应开启风路旁通模式（不进行全热交换）。

未设置旁通管路的热回收装置排风系统，应进行排风系统旁

通改造或暂停使用全热交换装置。

8.0.16 隔离区空调的冷凝水应集中收集并采用间接排水的

方式。

8.0.17 如电梯轿厢内有空调设施而无通风换气功能，应予

以关闭。

8.0.18 机械送风、排风系统应联锁控制。工作准备区先启

动送风机，再启动排风机；缓冲区、隔离区应先启动排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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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启动送风机；各区域之间风机启动先后顺序为隔离区、缓

冲区、工作准备区。

8.0.19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设置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时，送、排风系统的各级空气过滤器应设压差检测、报警装

置。

8.0.20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的通风空调系统在转换

前后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GB55036、《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等现行

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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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电气设计

9.0.1 低压配电系统设计宜按隔离区、工作准备区和缓冲

区分区设置。隔离区、缓冲区通风用电宜按不低于二级负荷

供电，安全防范系统、智能化设施用电宜按不低于二级负荷

供电。

9.0.2 电气系统应按“平急两用”要求进行设计，同时满

足“平时”状态和“急时”状态对负荷分级和电源的相关要

求，预留急时所需的设备容量。

9.0.3 备用电源采用柴油发电机组时，应设置自动和手动

的启动方式，发电机组应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启动，容量及供

电时间应满足所有一级负荷和二级负荷用电要求。

9.0.4 配电箱(柜)、控制箱(柜)宜设置在隔离区外专用配

电间、电井或设备机房内。

9.0.5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设计应兼顾急时情况，

方便进行转换。隔离观察房间内，工作台区域的工作面照度

不应低于300Lx，其他区域的平均照度不应低于l00Lx。

9.0.6 “急时”所需的等电位联结端子箱、配电线路的桥

架及保护管等宜先期预留、预埋到位。

9.0.7 隔离房间内电源插座应采用安全型。公共区域应设

置清扫及智能设备电源插座。

9.0.8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的电气设计在转换前后均

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建筑防火通用规

范》GB55037、《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GB55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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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消防应急照明和疏

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09等现行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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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智能化设计

10.0.1 信息接入系统应保证应急状态下网络环境的正常运

行。设置专用网络时，专用网络应与公共网络物理隔离。应

预留与疾控中心、应急指挥中心、相关医疗机构等的专用通

信接口。

10.0.2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应设置移动通信室内信

号覆盖系统和无线AP系统，实现4G或5G、WiFi无线网络全覆

盖，提供设备无线接入网络的条件。

10.0.3 信息网络系统应按照区域化、模块化的架构设计，

不同区域应设置独立汇聚点，每个区域设置网络汇聚交换机、

单独敷设光纤，在应急状态下，具备按照可能的划分区域新

建组网。

10.0.4 公共广播系统宜按照隔离区、工作准备区和缓冲区

功能分区划分广播回路。宜在工作准备区设置公共广播系统

音量调节装置及本地音源。

10.0.5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应设置视频监控系统，

在建筑各出入口、隔离区、隔离单元出入口、走道、重要设

备机房，个人防护穿戴和脱卸区，室外出入口、主干道、周

界、医废和污物存放点、污水监测点和处理间、隔离人流物

流和物流交接等重要环节和部位均应无死角设置监控摄像机。

隔离区入口处宜预留人脸识别系统接口，人脸识别前端设备

宜具有体温监测功能。污染区摄像机宜具备异动侦测及联动

公共广播或摄像头扬声器喊话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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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 出入口控制系统应根据管理流线和隔离区域设置，

采用非接触式控制方式。宜与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入侵报警

系统等联动。缓冲区宜设置互锁功能的门禁控制系统。隔离

单元房门宜安装门磁或报警探测器，能对隔离单元房门开启

进行延时报警。消防疏散门等逃生设施应设置火灾联动措施，

当火灾等紧急情况发生时自动解锁。

10.0.7 缓冲区有穿戴和脱卸功能的房间内应设置双向对讲

系统，可实现穿戴和脱卸间内与本地控制室实时双向对讲功

能。对讲功能宜通过非接触式方式开启。

10.0.8 隔离房间出入口应预留可视对讲系统接口，实现双

向对讲功能。隔离房间的卫生间应设置紧急呼叫按钮，隔离

房间宜设置紧急呼叫按钮。隔离房间内宜设置电视插座。

10.0.9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宜设置建筑设备监控系

统，且应符合《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2021的要求。新建建筑隔离区送排风系统应采用集中

和联动控制及工作状态远程监测的方式。

10.0.10 应按隔离单元预留双向对讲系统管线，宜在隔离区

的值班室预留对讲主机使用的网络通信点位和电源插座。

10.0.1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电气火

灾监控等消防系统的设置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10.0.12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的智能化设计在转换前

后均应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建筑防火通用

规范》GB55037、《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建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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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GB5502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

范》GB50116等现行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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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平急转换设计

11.0.1 “平急两用”设计应编制平急功能转换设计专篇，

包括平时运营设计图纸、急时隔离设计图纸（包括紧急状态

时的功能分区、流线组织、机电运行方案，以及转换、恢复

措施说明等、转换工程量、转换设备清单等）。

11.0.2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在“急时”，其设施应

一次建成验收。在“平时”一次建成健康隔离设施确有困难，

但“急时”部分施工周期满足转换时间要求时，其设施可预

留接口。“急时”可采用装配式部品安装施工。

11.0.3 “急时”应划分“ 三区两通道”的边界，边界应

有物理隔断或明显标识。

11.0.4 平急转换后的消防设计不应改变原有建筑消防功能

要求。

11.0.5 平急转换后的室内外导视牌标识应符合平急使用场

地导视牌标识要求，隔离区、工作准备区、缓冲区可以采用

不同标识区分。

11.0.6 紧急情况结束后，可快速、便捷地恢复建筑原有功

能，满足日常运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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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运行维护

12.0.1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应当结合基础设施条件

和日常使用情况，及时完善疫情转化方案，并制定平时及疫

情时的运行管理方案。制定组织架构及人员职责，商定物资

供给和后勤服务保障的供应商，确保能够及时应急启用。

12.0.2 平急转换完成后的建筑应满足当地政府相关部门与

驻场医护团队的要求，且应通过政府相关部门检测、验收通

过后方可投入使用。并同步移交相关资料。

12.0.3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应当根据需要统筹储备

必要的设备及物资，满足疫情时运行的基本要求。

12.0.4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应当定期检查相应系统、

设备的状态，并定期开展必要的演习，保证各系统、设备及

应急处置体系处于正常状态。定期检查应急状态下设备设施

接驳口，确保应急状态下快速转化的安全和畅通。

12.0.5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应满足紧急情况时国家、

地方、行业的相关规定、标准、导则等相关要求。

12.0.6 “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使用完毕后，应对所有

使用空间进行全面消杀，封闭管理。征用期结束后，应对该

建筑作为临时医疗救治设施时使用的区域进行综合安全评估，

通过评估后方可恢复建筑原有使用功能。经评估可重复利用

的材料、构件宜清理编号后存放于专用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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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 55037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222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GB 55036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 GB 50352

《宿舍、旅馆建筑项目规范》 GB 55025

《宿舍建筑设计规范》 JGJ 36

《民用建筑通用规范》 GB 55031

《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 GB 55021

《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 GB 55022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GB 51348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 51309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 50314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48

《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9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16

《建筑与工业给水排水系统安全性评价标准 》 GB/T 51188

《工程结构通用规范》 GB 55001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 GB 55020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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