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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规范航空器消防救援真火实训系统检测工作，统一检测标准，指导检测工

作，制定本规范。本规范在编制过程中，总结了航空器消防救援真火实训系统建

设与检测实践经验，广泛征求了国内有关单位和专家意见。

本规范共分十四章，包括总则、术语和缩略语、一般规定、检测环境、检测

条件、基本情况检测、场地检测、航空器模型检测等。

第 1章至第 2章由 xxx 编写，第 3章由 xxx 编写，第 4章由 xxx 编写，全文

由 xxx 负责统稿。

本规范为首次编写，由 xxxx 负责日常管理。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

请及时函告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地址：xxxx；传真：xxxx；电话：xxxx；

电子邮箱：xxxx），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主编单位：

主 编：

参编人员：

主 审：

参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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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航空器消防救援真火实训系统检测工作，依据《航空器消防救援真火实训系

统建设规范》（MH/T 5051）（以下简称“建设规范”），明确航空器消防救援真火实训系

统检测内容和方法，确保检测质量和系统运行安全，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依据《运输机场专职消防人员训练与考核管理规定》要求为机场专职消

防人员提供训练的航空器消防救援真火实训系统检测。

1.0.3 检测工作应科学、严谨、客观、公正。

1.0.4 检测工作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规定或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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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缩略语

2.1 术语

2.1.1 反馈系统 feedback control system

用于评价灭火剂施用效果的系统。受训人员在训练过程中对目标火点开展训练时，通过

灭火剂的施用情况控制火焰大小。

2.1.2 自动反馈系统 automatic feedback control system

传感器通过探测灭火剂施用效果自动控制火焰大小的系统。

2.1.3 手动反馈系统 manual feedback control system

操作员通过评价受训人员灭火剂施用效果手动控制火焰大小的系统。

2.1.4 紧急停止系统 emergency stop system

系统运行过程中，由于某些部件失效或失控对人员或系统可能造成损伤，立即可以停止

整个系统运行。紧急停止系统具有自动和手动关闭功能。

2.1.5 超温报警系统 over-temperature alarm system

用于监测舱内温度，当舱内温度达到系统安全运行温度上限时，产生报警信号的系统。

2.1.6 气体探测和报警系统 leak detection alarm system

通过燃料气体探测器探测舱内管道或密闭空间内燃料气体泄漏情况，产生报警信号的系

统。

2.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

UPS：不间断电源（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

FOD：机场跑道外来物（Foreign Object Deb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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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规定

3.0.1 检测机构应以建设规范为依据，确定检测范围，制定检测方案，编制检测单，出具检

测报告。

【条文说明】检测机构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当周边环境、建构筑物可能对系统运行造成影

响时，在建设规范基础上增加检测内容。

3.0.2 检测范围一般应包括：新建、迁建、改建、扩建和在运行的航空器消防救援真火实训

系统（以下简称“航空器真火实训系统”）。

3.0.3 检测种类：航空器真火实训系统检测分为初检、复检以及补充检测。

【条文说明】新建、迁建、改建和扩建的航空器真火实训系统在正式运行前应对系统开展初

检工作；正式运行的系统应定期开展复检工作；当系统遭受不可抗力（如台风、地震、洪水、

冰雹等）干扰时，应对系统开展补充检测，确保系统运行安全。

3.0.3 检测内容一般应包括：基本情况检测、场地检测、航空器模型检测、点火系统检测、

燃料系统检测、控制系统检测、配电系统检测和辅助系统检测。

3.0.4 检测工具应符合国家、地方或行业相关计量标准，依规定进行定期校准。本规范中涉

及的检测工具及测量范围要求详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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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测环境

4.0.1 大气压力：86kPa～106kPa。

4.0.2 工作环境温度：0℃～40℃。

【条文说明】检测机构在检测开展期间，应考虑受检系统所处的气候环境，使用水冷系统进

行冷却的系统受低温环境影响可能无法正常使用，造成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建议选择气候适

宜的天气开展检测工作。

4.0.3 相对湿度：≤90%RH。

【条文说明】检测环境为检测工具正常使用的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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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测条件

5.0.1 航空器真火实训系统应在完成施工、试验、相关调试和联调、工程技术及验收资料齐

全以及外部环境等具备检测条件的情况下，由相关检测机构开展检测工作。

5.0.2 系统施工包括场地、航空器模型、点火系统、燃料系统等系统构成部分的建设、设备

安装等工作。

5.0.3 试验包括场地混凝土用料试验，并提供相关报告。

5.0.4 测试包括对电气设备、燃料容器、管道等部件进行测试，对火点位置进行热强度测试，

并提供测试报告。

5.0.5 相关调试和系统联调包括对中央控制系统的调试，以及相关系统与紧急停止系统、超

温报警系统等系统间联调工作。

5.0.6 工程技术资料包括系统设计文件、技术文件、环评报告、安评报告、系统设备清单、

技术规格说明、系统部件合格证明、施工图、调试和自行检测的记录文件、系统使用手册等。

【条文说明】环评报告和安评报告选取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开展。环评报告编制单位可

以从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公开编制单位中选取。安评报告的编制依据《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6 号）开展。

5.0.7 验收资料包括系统验收记录、管道和线缆敷设以及隐蔽工程验收记录等。

5.0.8 外部环境包含系统运行所需消防车、网络、综合布线等，供电、排水系统运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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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本情况检测

6.0.1 检测内容

1 航空器真火实训系统选址；

2 航空器真火实训系统构成；

3 舱内火灾场景设计的火灾类型；

4 舱外火灾场景设计的火灾类型；

5 航空器真火实训系统燃料使用。

【条文说明】（1）单一或复合实训系统的火灾场景设置中，舱内火灾包括驾驶舱火、货舱

火、机舱顶部跳火以及座椅舱火，舱外火灾至少包括发动机火、地面流淌火、起落架火；简

易型系统的火灾场景设置，包括 3种（含）以上航空器典型火灾场景，其中舱内火灾包含机

舱顶部跳火和座椅火，舱外火灾场景根据训练需求确定，至少包含 1种（含）以上典型火灾

场景。除流淌火以外的其他火点须设置在同一个航空器模型上；

（2）航空器真火实训系统燃料可以使用液化石油气或其他燃料。当使用其他非清洁燃料时

须满足当地环保部门相关要求。

6.0.2 检测方法

采用资料审查、实地目视检测等方式检测。

检测记录要求详见附表 B.0.1。

6.0.3 符合性判定

符合检测要求和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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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场地检测

7.1 平面布局防火检测

7.1.1 检测内容

1 燃料储罐与有关设施的防火间距；

2 火点与航空器模型以外其他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

【条文说明】（1）燃料储罐设置依据《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 50183）进行

布置。有关设施包括燃料设备间、电气设备间以及航空器模型外部明火点等。燃料储罐与有

关设施的防火间距须满足《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 50183）要求。

（2）航空器模型以外其他建（构）筑物包括中央控制室、燃料设备间以及电气设备间等民

用建筑，其防火间距须满足《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

7.1.2 检测方法

采用资料审查、实地测量等方式检测。

检测记录要求详见附表 B.0.2。

7.1.3 符合性判定

符合检测要求和相关规定。

7.2 场地基本情况检测

7.2.1 检测内容

1 场地占地面积；

2 场地地面承载；

3 混凝土使用；

4 排水及污水处理设施。

【条文说明】（1）对于单一实训系统，C 类以下航空器真火实训系统占地面积不小于 3000

米
2
，C 类（含）以上航空器真火实训系统占地面积不小于 5800 米

2
。对于复合型实训系统，

复合型航空器模型类型应按照模拟机型特定部位的最大尺寸确定，参照单一实训系统占地面

积要求进行设计。简易实训系统场地占地面积不宜小于 3000 米
2
。现场开展测量工作，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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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实际占地面积，并根据车辆在消防救援过程中的技战术布置情况分析场地与模型位置设

置是否合理；

（2）场地地面承载情况可现场使用满载消防车进行现场测试，地面没有出现晃动、裂缝等

情况表面场地满足地面承载要求；

（3）为防止训练过程中排放的油污、灭火剂等污染物排放造成对环境的影响，并提高机场

消防车使用寿命，场地须使用混凝土进行硬化处理，并设置排水设施。

（4）对于训练过程中使用燃油或非清洁灭火剂的系统在设置排水设施基础上，还须设置污

水处理设施。

7.2.2 检测方法

采用资料审查、实地测量、实地测试等方式检测。

检测记录要求详见附表 B.0.3。

7.2.3 符合性判定

符合检测要求和相关规定。

7.3 车辆操作区检测

7.3.1 检测内容

1 场地车辆通行能力；

2 车辆操作区。

【条文说明】消防救援车辆进场路线应为 2条（含）以上，消防车道的宽度不小于 4 米，高

度不小于 4米，并能保证承载本场最大消防救援车辆满载顺利通过；须对车辆操作区地面进

行混凝土硬化处理，地面倾斜促进排水，斜坡不小于 3%；当航空器真火实训系统场地与航

空器活动区连接时，须设置专用通道，并满足安防要求，该专用通道的宽度不应小于 5 米，

通道地面进行混凝土硬化，减少消防车轮胎将石子等机场跑道外来物（FOD）带入航空器活

动区。

7.3.2 检测方法

采用资料审查、实地测量、实地测试等方式检测。

检测记录要求详见附表 B.0.4。

7.3.3 符合性判定

符合检测要求和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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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核心作业区检测

7.4.1 检测内容

1 核心作业区材料；

2 核心作业区明火区域的耐高温、抗高压能力；

3 核心作业区尺寸。

【条文说明】由于简易实训系统可以是航空器局部结构，核心作业区尺寸不做要求，但外部

流淌火区域使用材料须满足耐高温、抗高压的要求。

7.4.2 检测方法

采用资料审查、实地测量等方式检测。

检测记录要求详见附表 B.0.5。

7.4.3 符合性判定

符合检测要求和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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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航空器模型检测

8.1 航空器模型内部检测

8.1.1 检测内容

1 火点附近受火焰冲击区域耐火性；

2 航空器模型内部地面；

3 座椅、行李架等；

4 舱门等危险区域；

5 紧急停止开关设置；

6 温度传感器位置；

7 排水系统；

8 排烟口设置；

9 通风设置；

10 气体探测和报警系统；

11 视频监控系统。

【条文说明】（1）对未设置行李架、舱门等结构的简易实训系统可不做安全措施检测；

（2）舱内紧急停止开关的设置除须设置在训练出入口，还须设置在火点附近区域，受训人

员开展训练过程中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关停系统。火点附近区域的紧急停止开关可以

根据实际火点位置进行设计，对于火点较密集区域可共用紧急停止开关。

8.1.2 检测方法

采用实地检测等方式检测。

检测记录要求详见附表 B.0.6。

8.1.3 符合性判定

符合检测要求和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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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航空器模型外部检测

8.2.1 检测内容

1 航空器模型主体结构尺寸；

2 破拆区域设置；

3 机翼上表面及机翼周边危险区域；

4 火点附近受火焰冲击区域耐火性；

5 航空器模型外部防腐处理；

6 航空器模型外部雨淋喷头；

7 机翼等危险区域防护设置；

8 支撑结构；

9 视频监控系统。

【条文说明】（1）简易实训系统的模型结构尺寸须根据模拟结构的关键尺寸确定；

（2）通常在机翼上部需要开展消防救援训练，确保受训人员安全，须对机翼上表面进行防

滑处理，并设置防护栏或其他防护措施；

（3）除系统使用不锈钢、耐候钢或其他耐腐蚀钢以外，航空器模型应进行防腐处理；

（4）外部雨淋喷头的检测应根据火点位置、火势大小进行判断，对有可能对机身结构造成

损害的火点附近区域均应对雨淋喷头的设置进行检测。

8.2.2 检测方法

采用资料审查、实地测量等方式检测。

检测记录要求详见附表 B.0.7。

8.2.3 符合性判定

符合检测要求和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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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点火系统检测

9.1 点火装置检测

9.1.1 检测内容

1 点火器材质使用；

2 点火器防水保护；

3 点火测试；

4 引火源设置；

5 引火源监测装置；

6 地面流淌火燃烧器设置；

【条文说明】（1）点火器装置应采用耐火、耐热金属材料。点火器通过持续喷射火焰引燃

各燃烧装置主火。每个点火器须配备独立的防水保护装置，避免因高压水枪冲击熄灭火焰。

点火器装置在各种天气条件下可以正常运行；

（2）每个燃烧器控制模块都有一个点燃喷溅燃料的引火源；

（3）包括流淌火在内的每个火点的引火源须设置引火源监测装置。当引火源监测装置丢失

监测信号时，引火源监测装置自动关闭燃料阀。在未确认有引火源存在时，引火源监测装置

不可以开启燃料燃烧器控制阀。

9.1.2 检测方法

采用资料审查、实地测量、实地测试等方式检测。

检测记录要求详见附表 B.0.8。

9.1.3 符合性判定

符合检测要求和相关规定。

9.2 反馈系统检测

9.2.1 检测内容

火点反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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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对于单一或复合实训系统的 A 类和 B 类航空器真火实训系统，建立手动反馈

控制系统或自动反馈控制系统；对于 C 类（含）以上航空器真火实训系统，安装手动反馈

控制系统和自动反馈控制系统，手动和自动控制模式可以自由切换。对于简易系统建立手动

反馈控制系统或自动反馈控制系统；

9.2.2 检测方法

采用资料审查、实地测试等方式检测。

检测记录要求详见附表 B.0.9。

9.2.3 符合性判定

符合检测要求和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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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燃料系统检测

10.1 燃料汽化器和阀门检测

10.1.1 检测内容

1 燃料汽化器位置；

2 故障安全装置设置；

3 燃料阀门。

【条文说明】（1）当液体燃料需要气化时，须在距燃料储罐 30 米以上的安全位置安装燃料

汽化器，发生气体泄露时，须关闭点火装置；

（2）控制燃料流动的气动阀门须安装关闭位置的故障安全装置；

（3）阀门可以使用电螺线管或断电气动阀。

10.1.2 检测方法

采用资料审查、实地测量、实地测试等方式检测。

检测记录要求详见附表 B.0.10。

10.1.3 符合性判定

符合检测要求和相关规定。

10.2 燃料储罐检测

10.2.1 检测内容

1 燃料储罐安全证明文件；

2 燃料罐体测试文件；

3 安全泄压阀。

【条文说明】（1）所有安装工作，包括燃料储罐的制作、连接、断开连接、测试、试运行、

停运、维护、维修或更换都须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并符合施工相关规定和要求；

（2）对燃料罐体须按规定进行静液压力测试和气密性测试，审查测试证书和试运行报告。

10.2.2 检测方法

采用资料审查、实地测试等方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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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记录要求详见附表 B.0.11。

10.2.3 符合性判定

符合检测要求和相关规定。

10.3 燃料管道检测

10.3.1 检测内容

1 燃料管道敷设；

2 燃料管道测试文件；

3 燃料管道保护和支撑；

4 手动隔离阀设置。

【条文说明】（1）燃料管道须埋在地下，确需暴露于地面上，做相应的防护处理，防止大

荷载对管道的影响造成燃料泄漏，或由于管道的铺设影响消防救援车辆和人员通行；燃料管

道不可以铺设到建筑物中或穿过建筑物，避免泄漏导致可燃性气体混合物在不通风空间或密

闭空间积聚的风险。若由相关机构出具管道敷设证明性文件，则以该证明为准。

（2）所有燃料管道都须做保护和支撑，防止出现下垂和变形；

（3）地下燃料管道的上下游都应安装手动隔离阀，在发生燃气泄漏等紧急情况时可以及时

隔离。

10.3.2 检测方法

采用资料审查、实地测试等方式检测。

检测记录要求详见附表 B.0.12。

10.3.3 符合性判定

符合检测要求和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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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控制系统检测

11.1 中央控制室检测

11.1.1 检测内容

1 中央控制室位置；

2 观察窗户；

3 中央控制室加固、保温、防水处理；

4 电源、网络以及通风装置；

5 安保监控系统。

11.1.2 检测方法

采用资料审查、实地测试等方式检测。

检测记录要求详见附表 B.0.13。

11.1.3 符合性判定

符合检测要求和相关规定。

11.2 操作台和手持终端检测

11.2.1 检测内容

1 中央控制系统硬件：（1）计算机或工控机；（2）电源控制开关和双位钥匙锁紧开关；

（3）不间断电源（UPS）装置；（4）紧急停止开关设置；

2 中央控制系统软件：（1）基于角色的用户权限控制和菜单驱动模式；（2）记录和显

示功能；（3）设置“训练”和“维护”两种可选的系统运行模式；（4）软件自动自检功能；

3 硬件故障探测系统；

4 指示器显示；

5 操作手册；

6 手持终端。

【条文说明】硬件故障包括燃料泄漏、温度过高或任何安全组件失效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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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检测方法

采用资料审查、实地测试等方式检测。

检测记录要求详见附表 B.0.14。

11.2.3 符合性判定

符合检测要求和相关规定。

11.3 中央设备间检测

11.3.1 检测内容

1 燃料设备间：（1）外部处理；（2）通风系统设置；（3）电气组件；（4）气体探测

和报警系统；

2 电气设备间：（1）外部处理；（2）通风系统设置；（3）紧急停止开关设置。

【条文说明】燃料设备间与电气设备间应独立设置。燃料设备间和电气设备间的设置须满足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GB 50174）要求。

11.3.2 检测方法

采用资料审查、实地测试等方式检测。

检测记录要求详见附表 B.0.15。

11.3.3 符合性判定

符合检测要求和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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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配电系统检测

12.0.1 检测内容

1 系统动力电源；

2 电线标记；

3 系统电路图。

【条文说明】配电室设置须满足《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24）相关要求。用电设备

末端配电线路的保护，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24）和《通用

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5）有关规定。

12.0.2 检测方法

采用资料审查、实地检测等方式检测。

检测记录要求详见附表 B.0.16。

12.0.3 符合性判定

符合检测要求和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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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辅助系统检测

13.1 紧急停止系统检测

13.1.1 检测内容

1 紧急停止开关；

2 紧急停止系统功能。

13.1.2 检测方法

采用资料审查、实地检测等方式检测。

检测记录要求详见附表 B.0.17。

13.1.3 符合性判定

符合检测要求和相关规定。

13.2 超温报警系统检测

13.2.1 检测内容

1 超温报警系统设置；

2 温度联调测试。

【条文说明】应对每个温度传感器进行温度联调测试。

13.2.2 检测方法

采用资料审查、实地检测等方式检测。

检测记录要求详见附表 B.0.18。

13.2.3 符合性判定

符合检测要求和相关规定。

13.3 其他辅助系统检测

13.3.1 检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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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信设备；

2 发烟系统；

3 冷却系统；

4 通风系统；

5 紧急内部照明系统；

6 声效系统；

7 室外消防供水系统；

8 外部照明系统。

【条文说明】（1）声效系统是模拟航空事故现场的各种噪声，包括尖叫声、 爆炸声、 警

笛声等，提高训练场景真实度；

（2）开展夜间训练的系统需要对外部照明系统进行检测。

13.3.2 检测方法

采用资料审查、实地检测等方式检测。

检测记录要求详见附表 B.0.19。

13.3.3 符合性判定

符合检测要求和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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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检测报告要求

14.0.1 检测机构应准确、清晰、明确和客观地报告每一项的检测结果，并符合检测规定的

要求，检测结果应以检测报告的形式出具，并且应包括被检测单位要求的说明检测结果所需

的全部信息。

14.0.2 检测报告中应至少包含如下信息：

1 检测报告封面中应包括项目名称、检测机构名称、检测报告时间、具有唯一性的报告

编号等信息。

2 检测报告信息页中应包括：

——委托单位名称、地址及联系方式；

——检测机构名称、地址及联系方式；

——检测项目名称、检测日期、检测地点、检测内容和主要检测人员；

——检测报告批准人签字或签章。

3 检测报告正文每一页应有报告编号、页码和总页数。

4 检测报告正文中至少应包括:

——检测依据；

——检测情况；

——检测结果；

——检测结论；

——相关附件。

5 检测报告中应有报告结束的清晰标识。

6 检测报告应加盖检测机构公章或检测专用章。

14.0.3 检测报告具体样式参考附录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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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检测工具表

表 A 检测工具表

序号 工具类别 用途 备注

1 长距离激光尺
用于测量场地尺寸、航空器

模型等远距离尺寸

测量范围: 满足 0 米～80 米

测量精度:±1米

2 卷尺

用于测量温度传感器，燃烧

器距离地面高度等近距离尺

寸

测量范围: 满足 0 米～5米

测量精度: ±0.001 米

3 秒表
用于测量通风、点火、发烟

系统运行等时间

测量范围: 满足 0 秒～30 分钟

测量精度: ±0.1 秒

4 声级计
用于测量机舱内嘈杂环境噪

音

测量范围: 满足 30 分贝～130 分贝

测量精度: ±1.4 分贝

5 照度计
用于测量机舱内应急照明灯

具照度

测量范围: 满足 0勒克斯～200 勒克

斯

测量精度: ±3勒克斯

6 坡度计 用于测量车辆操作区坡度
测量范围: 满足0～300°（4×90°）

测量精度:±0.05°

7 测温仪 用于测量舱壁表面温度
测量范围: 满足 0～500 摄氏度

测量精度: ±2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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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检测记录

检测机构在开展检测前，应将检测单与工程设计要求和施工合同约定进行适用性比对，

未包含的检测内容应增加至检测单中，不涉及的检测内容应在检测结果中填写“不涉及”。

B.0.1 系统基本情况检测记录由专业检测人员填写，被检测单位应签字确认。

表 B.0.1 系统基本情况检测记录

系统基本情况检测单 检测编号

项目名称

检测内容 检测要求 检测数据及过程记录 结果问题

系统选址

当系统建在机场内或周边时，系统不应影响机场运行。

系统周边应有可用电源、水源（移动或固定消防水源均可）

以及排水设施，用水量至少应满足训练要求。

航空器真火实训系统不应对机场净空及导航台站电磁环境保

护有影响

航空器真火实训系统不应对塔台造成影响

系统构成
航空器真火实训系统应由场地、航空器模型、点火系统、燃

料系统、控制系统、配电系统和辅助系统构成

单一型或复合型火

灾场景

舱内火灾种类至少应包括驾驶舱火、货舱火、机舱顶部跳

火以及座椅火

舱外火灾种类至少应包括发动机火、地面流淌火以及起落

架火

简易型火灾场

景

舱内火灾种类至少应包括机舱顶部跳火和座椅火

舱外火灾根据训练需求确定，应至少包含 1 种（含）以上

舱外火

系统燃料的使

用

燃料的使用应满足当地环保部门相关要求

检测人 检测日期

被检测单位

检测机构

备 注



航空器消防救援真火实训系统检测规范（MH/T 50xx-2023）

- 24 -

B.0.2 平面布局防火检测记录由专业检测人员填写，被检测单位应签字确认。

表 B.0.2 平面布局防火检测记录

防火布局检测单 记录编号

项目名称

检测内容 检测要求 检测数据及过程记录 结果问题

燃料储罐与有关设施的防火间距应满足《石油天然气工程设

计防火规范》（GB 50183）相关要求，测量允许误差±5%。

火点与航空器真火实训系统以外的其他建（构）筑物的防火

距离应满足《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相关要求，

测量允许误差±5%。

记录人 记录日期

被检测单位

备 注

B.0.3 场地基本情况检测记录由专业检测人员填写，被检测单位应签字确认。

表 B.0.3 场地基本情况检测记录

场地基本情况检测单 记录编号

项目名称

检测内容 检测要求 检测数据及过程记录 结果问题

单一实训系统

场地占地面积

C类以下航空器真火实训系统占地面积不应小于 3000m2，C 类

（含）以上航空器真火实训系统占地面积不应小于 5800m2。

复合实训系统

场地占地面积

复合型航空器模型类型应按照模拟机型特定部位的最大尺寸

确定。C 类以下航空器真火实训系统占地面积不应小于

3000m
2
，C 类（含）以上航空器真火实训系统占地面积不应小

于 5800m
2
。

简易实训系统

场地占地面积

简易实训系统场地占地面积不宜小于 3000m2

场地地面承载
消防车满载状态下场地承载情况，不应出现塌陷、晃动等情

况

混凝土使用 场地使用混凝土进行硬化处理

排水及污水处

理设施

系统应设置有盖板的排水及污水处理设施，且盖板应承受消

防车满载运行

记录人 记录日期

被检测单位

备 注

注：单一实训系统、复合实训系统和简易实训系统选择其中一项进行填写。

B.0.4 车辆操作区检测记录由专业检测人员填写，被检测单位应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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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4 车辆操作区检测记录

车辆操作区检测单 记录编号

项目名称

检测内容 检测要求 检测数据及过程记录 结果问题

场地车辆通行

能力

消防救援车辆应能够围绕航空器真火实训系统进行技战术布

置

车辆操作区

进场路线应为 2 条，消防车道宽度不应小于 4 米，高度不应

小于 4米，允许误差±5%

地面应做硬化处理，地面倾斜促排水坡度不应小于 3%，实地

测量时选择不同方位 4个点进行测量

车辆操作区不得设置影响车辆通行的设施

飞行区与系统场地相连通时，消防车道通行宽度应在5米（含）

以上，允许误差±5%

记录人 记录日期

被检测单位

备 注

B.0.5 核心作业区检测记录由专业检测人员填写，被检测单位应签字确认。

表 B.0.5 核心作业区检测记录

核心作业区检测单 记录编号

项目名称

检测内容 检测要求 检测数据及过程记录 结果问题

核心作业区材

料使用

核心作业区应使用硅酸盐水泥混凝土

核心作业区有

明火区域的耐

高温、抗高压

能力

核心作业区明火区域应满足地面混凝土耐高温和抗高压要

求，即：耐高温温度应不低于 1149℃，28 天抗压强度应不低

于 28MPa

核心作业区尺

寸

核心作业区尺寸应满足《航空器消防救援真火实训系统建设

规范》（MH/T 5051）表 3.3.3 的要求，允许误差±5%

记录人 记录日期

被检测单位

备 注

B.0.6 航空器模型内部检测记录由专业检测人员填写，被检测单位应签字确认。

表 B.0.6 航空器模型内部检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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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器模型内部检测单 记录编号

项目名称

检测内容 检测要求 检测数据及过程记录 结果问题

火点附近受火

焰冲击区域耐

火性

1.火点附近受火焰冲击区域无防护的情况下，应提供火点区域

耐火性测试报告；

2.火点附近受火焰冲击区域有防护的情况下，若涂刷防火涂料

应提供合格证或说明书；若对火点附近受火焰冲击区域进行

冷却防护，现场开展测试，最大火势连续燃烧 3 分钟，并连

续至少测试 3次。

内部地面 航空器模型内部地面应设置防滑措施

座椅、行李架
航空器模型内部的座椅、行李架等人员通行的区域应进行无

棱角处理

舱门
航空器模型内部舱门等人员可通行的非封闭空间危险区域应

设置防护栏杆或其他防护装置

紧急停止开关

航空器模型内的每个训练出入口区域、火点附近区域应配备

紧急停止开关，其安装位置位于距离航空器模型地面 0.9 米

高的位置，测量允许误差±5%

温度传感器位置
温度传感器应安装于距离航空器模型内部地面 1 米高，距出

火点边缘 2米远的位置，测量允许误差±5%

排水系统 航空器模型内应设置低位排水系统

排烟口设置 航空器模型内应设置高位排烟口

通风设置
航空器模型内应设置低位通风口

驾驶舱窗口和机舱尾部应设置为可开启状态

气体探测和报警系

统

航空器模型内应设置气体探测和报警系统

航空器模型内气体燃料浓度增至爆炸下限的 25％时，系统应

自动关闭所有燃料阀门，保证通风系统运行至少 3 分钟或让

通风系统运行至气体浓度降至爆炸下限的 10％以下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应采用红外摄像头，且耐高温

视频监控系统的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IP65

记录人 记录日期

被检测单位

备 注

B.0.7 航空器模型外部检测记录由专业检测人员填写，被检测单位应签字确认。

表 B.0.7 航空器模型外部检测记录

航空器模型外部检测单 记录编号

项目名称

检测内容 检测要求 检测数据及过程记录 结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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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型和复合

型航空器模型

主体结构尺寸

根据模拟目标机型尺寸，实地测量机身长度、直径及翼展长

度，允许误差±5%

破拆区域 航空器模型应设置破拆区域

机翼上表面及

机翼周边危险

区域

机翼上表面应设置防滑措施，并设置防护栏杆或其他防护装

置

火点附近受火

焰冲击区域耐

火性

1.火点附近受火焰冲击区域无防护的情况下，应提供火点区

域耐火性测试报告；

2.火点附近受火焰冲击区域有防护的情况下，若涂刷防火涂

料应提供合格证或说明书；若对火点附近受火焰冲击区域进

行冷却防护，现场开展测试，最大火势连续燃烧 1 分钟，并

连续至少测试 3 次。

航空器模型外

部防腐处理

航空器模型外部应进行防腐处理

航空器模型外

部雨淋喷头

航空器模型外部在火焰可能对机身结构造成威胁的区域设置

雨淋喷头

机翼等危险区

域防护设置

机翼等人员可通行的非封闭空间危险区域应设置防护栏杆或

其他防护措施

航空器支撑结

构

审阅设计文件，支撑结构（钢平台或移动结构）的承重能力

应满足承载航空器模型重量、受训人员及消防救援装备荷载、

外部冲击力的要求，并留有安全裕度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应采用红外摄像头，且耐高温

视频监控系统的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IP65

记录人 记录日期

被检测单位

备 注

B.0.8 点火装置检测记录由专业检测人员填写，被检测单位应签字确认。

表 B.0.8 点火装置检测记录

点火装置检测单 记录编号

项目名称

检测内容 检测要求 检测数据及过程记录 结果问题

点火器材质使

用

点火器使用材质应为耐火、耐高温材料

点火器防水保

护

点火器应配备独立的防水保护装置，检测点火器防水保护装

置设置情况

点火测试 从控制中心和其他终端对各火点开展点火测试。系统启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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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至少 2个火点同时打开到最大等级，保持 10 秒，再关闭

所有火点，立即再重启火点，循环以上操作。至少连续成功

完成 5次上述循环操作

舱外火点在消防车顶炮全流量冲击下，系统应能够重新成功

点火；舱内火点在水枪最大压力冲击下，系统应能够重新成

功点火

引火源设置 每个火点应设置引火源

引火源监测装

置

燃烧器控制装置内应设置引火源监测装置，当引火源信号关

闭时，燃料阀自动关闭

地面流淌火燃

烧器设置

实地测量地面流淌火使用燃烧器的安装高度。地面流淌火使

用的燃烧器设置于地面以下，如其高度超过地面，在地面以

上部位距离地面高度应不大于 7cm，允许误差±5%

记录人 记录日期

被检测单位

备 注

B.0.9 反馈系统检测记录由专业检测人员填写，被检测单位应签字确认。

表 B.0.9 反馈系统检测记录

反馈系统检测单 记录编号

项目名称

检测内容 检测要求 检测数据及过程记录 结果问题

火点位置反馈

系统（单一或

复合实训系统

的 C 类及以上

航空器模型）

火点位置应设置自动和手动反馈系统，检测火点大小受灭火

剂喷射情况而改变，且自动反馈系统与手动反馈系统互相切

换

火点位置反馈

系统（单一或

复合实训系统

的 A 类或 B类

航空器模型以

及简易实训系

统）

火点位置应设置手动反馈系统或自动反馈系统

记录人 记录日期

被检测单位

备 注

注：火点位置反馈系统选择其中一项进行填写。

B.0.10 燃料汽化器和阀门检测记录由专业检测人员填写，被检测单位应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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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10 燃料汽化器和阀门检测记录

燃料汽化器位置检测单 记录编号

项目名称

检测内容 检测要求 检测数据及过程记录 结果问题

燃料汽化器位

置

检测燃料汽化器的安全距离。对于安装燃料汽化器的系统，

燃料汽化器应安装于距燃料储罐 30 米以上的安全位置，允许

误差±5%

故障安全装置

设置

控制燃料流动的气动阀门应安装关闭位置的故障安全装置

燃料阀门
阀门应具有闭路开关指示功能（阀门具有在停用或失去动力

时能够向控制中心发送确认信号的功能）

记录人 记录日期

被检测单位

备 注

B.0.11 燃料储罐检测记录由专业检测人员填写，被检测单位应签字确认。

表 B.0.11 燃料储罐检测记录

燃料储罐检测单 记录编号

项目名称

检测内容 检测要求 检测数据及过程记录 结果问题

燃料储罐安全

证明文件

燃料储罐（储瓶）安全证明文件包含燃料储罐质量证明文件、

施工单位资质文件、监督检验证书等

燃料罐体测试

文件

燃料罐体测试文件至少应包括静液压力测试和气密性测试报

告

安全泄压阀 燃料储罐（储瓶）应设置安全泄压阀，并安全有效

记录人 记录日期

被检测单位

备 注

B.0.12 燃料管道检测记录由专业检测人员填写，被检测单位应签字确认。

表 B.0.12 燃料管道检测记录

燃料管道检测单 记录编号

项目名称

检测内容 检测要求 检测数据及过程记录 结果问题

燃料管道敷设
燃料管道应埋在地下，确需暴露于地面上，应做相应的防护

处理；燃料管道不应铺设到建筑物中或穿过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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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管道测试

文件

燃料管道测试文件至少应包括静液压力测试和气密性测试报

告

燃料管道保护

和支撑

地下铺设燃料管道通过查阅验收文件检测管道的保护和支

撑；地上管道通过现场观察检测管道的保护和支撑。

手动隔离阀设

置

地下燃料管道的上下游都应安装手动隔离阀

记录人 记录日期

被检测单位

备 注

B.0.13 中央控制室检测记录由专业检测人员填写，被检测单位应签字确认。

表 B.0.13 中央控制室检测记录

中央控制室检测单 记录编号

项目名称

检测内容 检测要求 检测数据及过程记录 结果问题

中央控制室位

置

中央控制室应利用观察窗户或视频监控系统能够清晰观察到

航空器内外部、核心作业区以及燃料系统等重点区域

观察窗户
对于设置观察窗户的，应设置隔热保护措施（如窗帘、隔热

膜等）

中央控制室加

固、保温、防

水处理

中央控制室应做加固、保温、防水处理

电源、网络以

及通风装置

中央控制室应设有可用电源、网络以及通风装置

安保监控系统
中央控制室应设置 24 小时安保监控系统，监控范围包括航空

器模型、燃料系统以及控制系统等

应急照明设备 中央控制室应设置应急照明设备

记录人 记录日期

被检测单位

备 注

B.0.14 操作台和手持终端检测记录由专业检测人员填写，被检测单位应签字确认。

表 B.0.14 操作台和手持终端检测记录

操作台和手持终端检测单 记录编号

项目名称

检测内容 检测要求 检测数据及过程记录 结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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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控制系统

硬件

计算机或工控机应使用满足系统运行的系统

中央控制系统应配备电源控制开关和双位钥匙锁紧开关

中央控制系统应配备可以提供30分钟备用电源的不间断电源

（UPS）装置

在操作台表面应设置 1个紧急停止开关

中央控制系统

软件

控制系统具有基于角色的用户权限控制和菜单驱动模式功能

控制系统应具有记录和显示功能，记录和显示所有控制、运

行状态、读数以及各类安全信息等。

控制系统应设置“训练”和“维护”两种系统运行模式。在

训练模式下，系统可以运行所有功能；在维护模式下，禁止

所有点火系统运行

控制系统应具有软件自动自检功能，所有故障信息应显示在

屏幕上，并自动存储记录

应具备显示燃料阀门开关位置的功能。

应设置硬件故障探测系统，该系统为安全组件提供检测，具

有声光报警功能和初始化功能，收到报警后 5s内自动启动通

风系统、关闭点火系统并关闭燃料系统

使用手册 操作台应配备使用手册

手持终端 手持终端至少应包括点火、发烟、通风和紧急停止功能

记录人 记录日期

被检测单位

备 注

B.0.15 中央设备间检测记录由专业检测人员填写，被检测单位应签字确认。

表 B.0.15 中央设备间检测记录

中央设备间检测单 记录编号

项目名称

检测内容 检测要求 检测数据及过程记录 结果问题

燃料设备间

对燃料设备间外部应进行保温和防水处理

燃料设备间内应设置通风系统

电气组件应设有防爆组件

应设有气体探测和报警系统，燃料浓度增至爆炸下限的 10%

时，系统应启动自动报警系统，手持、操作台等终端设备应

可以接收报警信号。当探测到燃料泄漏，系统自动停止运行，

并同时启动所有通风系统

无燃料设备间的，应确保阀门、电磁阀以及压力表等设备不

受环境影响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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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设备间

对电气设备间外部应进行保温和防水处理

电气设备间内应设置通风系统

电气设备间的设置应满足《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GB

50174）相关要求

记录人 记录日期

被检测单位

备 注

B.0.16 配电系统检测记录由专业检测人员填写，被检测单位应签字确认。

表 B.0.16 配电系统检测记录

配电系统检测单 记录编号

项目名称

检测内容 检测要求 检测数据及过程记录 结果问题

系统动力电源 系统动力电源电压应为 380V

电线标记 所有电线应通过颜色编码或其他电路识别方式进行标记

系统电路图 审阅系统电路图

记录人 记录日期

被检测单位

备 注

B.0.17 紧急停止系统检测记录由专业检测人员填写，被检测单位应签字确认。

表 B.0.17 紧急停止系统检测记录

紧急停止系统检测单 记录编号

项目名称

检测内容 检测要求 检测数据及过程记录 结果问题

紧急停止开关

紧急停止开关应具备防水、防爆功能

系统运行时，当关闭紧急停止开关，系统能够立即关闭所有

点火系统、燃料系统及发烟系统，舱内的通风系统应自动启

动

紧急停止系统

功能

紧急停止系统应具有自动和手动关闭功能

舱内温度传感器温度达到 177℃的安全上限时、舱内燃料浓度

增至爆炸下限的 25％时或硬件故障探测系统探测到安全组件

故障时，应在 5s 内紧急停止系统自动启动关闭功能

记录人 记录日期

被检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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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

B.0.18 超温报警系统检测记录由专业检测人员填写，被检测单位应签字确认。

表 B.0.18 超温报警系统检测记录

超温报警系统检测单 记录编号

项目名称

检测内容 检测要求 检测数据及过程记录 结果问题

超温报警系统

设置

系统应设置超温报警系统，当监测点温度超过 177℃时超温报

警系统应正常报警

温度联调测试

系统运行中传感器温度超过 93℃ 时，应自动启动通风系统。

当航空器模型内温度达到 177℃时，启动超温报警系统，系统

同时自动关闭所有火点和发烟系统，通风系统正常运行，直

至温度低于 93℃，通风系统自动关闭

记录人 记录日期

被检测单位

备 注

B.0.19 其他辅助系统检测记录由专业检测人员填写，被检测单位应签字确认。

表 B.0.19 其他辅助系统检测记录

其他辅助系统检测单 记录编号

项目名称

检测内容 检测要求 检测数据及过程记录 结果问题

通信设备 系统内外部及中央控制室应设有通信设备

发烟系统

发烟系统应具有防水保护措施

发烟系统持续释放烟雾，舱内在距离火点 2m 位置的能见度应

降至 1米以内

冷却系统

冷却系统应采用喷淋方式，喷头应采用耐高温、耐腐蚀材质

冷却系统启动应与紧急停止系统或远程控制系统联调，即：

冷却系统停止运行时系统处于停运状态

通风系统

航空器模型内、中央设备间、燃气设备间、中央控制室等密

闭空间应设置通风系统（如风扇、风道、百叶窗等），且航

空器模型、密闭空间内换气量应不低于 100 次/小时

紧急内部照明

系统

灯具应带有保护套，具有防水、防爆、耐高温措施

内部应急灯具应使用 LED 灯，其照度不应低于 150 勒克斯

系统紧急停止时，内部照明系统应自动开启

声效系统 舱内各个位置的环境噪音应高于 70 分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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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消防供水

系统

应设置室外消防供水系统，可以采用循环回收蓄水池、水泵、

供水管线、消火栓或消防水鹤等

外部照明系统 系统开展夜间训练科目时，应设置外部照明系统

记录人 记录日期

被检测单位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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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编号:

航空器消防救援真火实训系统

（初检/复检/补充检测）检测报告

委托单位：

检测机构 (盖章):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附录 C 检测报告模板

报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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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信息页:

委托单位

名 称

地 址

联系人 电 话

检测机构

名 称

地 址

联系人 电 话

项目名称 航空器消防救援真火实训系统（单一型/复合型/简易型）检测项目

检测日期

检测地点

检测内容

主要检测

人员

批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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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正文:

航空器消防救援真火实训系统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一、 检测依据

包括但不限于检测规范、 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等。

二、 检测情况

项目背景介绍、检测过程描述。

三、 检测结果

四、 检测结论

经检测，我方认为××航空器消防救援真火实训系统符合/不符合设计要求。

第 １ 页，共 ２ 页

检测内容 检测内容 检测结果

系统选址
１ 通过

２ 存在问题，编号 : ＢＵＧ＿ ００１

……

系统构成

１

２

……

防火布局

１

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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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器消防救援真火实训系统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附件: 问题清单

序号 问题编号 问题

描述

整改情况

１ ＢＵＧ＿ ００１

２

３

４

５

( 以下空白)

第 ２ 页，共 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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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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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范中指定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

或“应按……的规定执行”。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规范和其他规定执行时，写法为“可参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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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版) 适用于本文件。

[1]《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2]《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

[3]《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GB 50174）

[4]《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 50183）

[5]《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5）

[6]《航空器消防救援真火实训系统建设规范》（MH/T 5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