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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会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展览会安全管理规范的术语和定义、总则、安全防范和安全保卫管理、消防安全管理、

用电安全管理、展位搭建安全管理、其他要求、突发事件和应急处理等。

本标准适用于海南省境内展览会场馆的安全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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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9669 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卫生标准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 18483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GB/T 26165 经济贸易展览会 术语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5 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303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54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

GA 654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

JGJ 46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SB/T 10358 专业性展览会等级的划分及评定

SB/T 10852 展览场馆运营服务规范

DB46/T 266 展览会服务操作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26165、SB/T 10358、SB/T 10852、DB46/T 26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展览会场馆

举办展览会活动的场所。

4 总则

4.1 大型展览会活动前，展览会组织方应按规定向相关部门上报活动方案并得到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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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展览会组织方应根据本单位经营活动的特点，加强安全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

配备专门机构及人员负责日常安全检查工作，完善设备、设施管理，并对其展览会期间的安全负责。

4.3 展览会组织方应会同当地交通管理部门对展览会期间展览会场馆周边道路及停车场实施事先制定

好的安全行车方案，做好车辆疏导工作。

4.4 展览会组织方应在开展前对参展商布展方案的安全性审核。

4.5 展览会场馆内的特种设备使用应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

5 安全防范和安全保卫管理

5.1 展览会组织方和展览会场馆管理者应建立健全安全检查制度、安全保卫人员值班、交接班和现场

巡查制度。

5.2 展览会举办前，展览会组织方应会同公安机关对活动场所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应

及时整改。

5.3 安全检查应预先确定具体计划，明确检查目的、主要内容和重点。对已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进行

消除。

5.4 展览会组织方和展馆方应配备与展览会规模相匹配的安全保卫人员。

5.5 负责安全防范和安全保卫的工作人员应具有相应的安全防范和安全保卫知识，定期接受安全管理

培训。

5.6 展览会组织方应按相关规定设置物品安全检查系统、入场票证检查系统。

5.7 展览会活动期间，展览会场馆应设置固定岗位、流动岗位、专门岗位、交通岗位。

5.8 展览会场馆所有出入口、展区主要通道、贵重展品贮存库、停车场（库）出入口以及卸货区等处

均应在安全监控范围内。

5.9 展览会场馆应保持整齐清洁，通道平坦、畅通，标识标志应符合 GB 2894 和 GB/T 10001.1 的要

求。

5.10 展览会活动每天闭馆前，安全保卫人员应做好清场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记录备案。

6 消防安全管理

6.1 基本要求

6.1.1 展览会场馆的消防安全管理应符合 GA 654 的要求。

6.1.2 展览会场馆管理者应制订消防工作防范措施，落实防火责任制，加强检查和管理，发现问题及

时整改，消除火灾隐患。

6.1.3 展览会活动期间，展览会场馆内不得使用明火。

6.1.4 展览会场馆消防安全应经检查合格，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配备相应的停车场地和应急使用的

场地、通道、供电线路、照明设备。

6.1.5 展览会场馆不得吸烟。

6.1.6 展馆方应定期对展览会场馆、设施、设备进行日常维护、保养。

6.1.7 应有专职人员对符合国家消防技术标准的消防设施定期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并对排查出的安全

隐患及时进行整改。

6.1.8 员工及有关从业人员应持证上岗，规范操作；定期进行安全培训、预防演练。

6.1.9 主要安全出口及疏散通道处应设置疏散通道示意图。

6.2 消防器材和通道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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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展览会场馆内疏散主通道宽度应不小于 3 m。

6.2.2 在消防栓和灭火器材的 1.5m 范围内不得摆放任何物品，且不得阻挡、圈占、损坏和挪用消防

栓和灭火器材。在防火卷帘门正下方不得设置展位，放置展品。

6.2.3 安全出口和疏散出口 1.4m 范围内不得设置踏步、展位及放置展品。

6.2.4 安全出口和疏散出口正上方应设置安全出口标志和应急照明设施，主要的疏散通道设置应急照

明设施。

6.3 展位搭建消防安全管理

6.3.1 展位搭建的消防安全应符合 GB 50222、GB 50354 的规定。

6.3.2 场馆内布展应满足原建筑设计的防火分区和安全疏散的要求。

6.3.3 场馆内布展不得擅自改动、拆除、遮挡消防设施，不得妨碍消防设施的正常使用。不得占用和

堵塞消防疏散通道。

6.3.4 电气产品的安装、使用和线路、管道的设计及铺设应符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技术的规定。

6.3.5 场馆内不得生产、储存、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品。

6.3.6 展位搭建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所有装修装饰材料采用防火材料或做防火处理；

b) 按规定配备灭火器材；

c) 场馆内不得擅自使用电锯、电刨、电焊、气焊等加工作业工具。

7 用电安全管理

7.1 基本要求

7.1.1 布展涉及电气安装的，施工单位应具有电气安装资质，电工应持有相关管理部门核发的专业操

作证书，电工等级应同工程的难易程度和技术复杂性相适应。

7.1.2 电气设施安装应符合 GB 50054、GB 50055、GB 50303、JGJ 46 的规定。

7.1.3 配电箱、插座应安装在明显、方便操作与检查的位置，开关箱应设置漏电保护装置。

7.1.4 电线不得使用花线和铝芯线。穿过地面、地毯应使用过线桥，暗铺设在装修物内的电线应穿管

保护。

7.1.5 金属保护管和金属构件应做电气跨接，并做安全接地。

7.1.6 各电气回路应有专用保护地线，并与接地金属物件相连。

7.1.7 筒灯、石英灯应有隔热防护，广告牌、灯箱、灯柱内应留有对流的散热孔。

7.1.8 需 24 小时供电的展品或设备设施应经展览会组织方审核批准。

7.2 标准展位的用电安全管理

7.2.1 标准展位用电应在所允许的最大容量 500 W 内使用，不得插接超出允许容量的电器设备，不得

乱拉乱接或增加用电负荷，不得自带插座板串接使用。如确需超过 500W 的，应经展览会组织方审核批

准。

7.2.2 标准展位的插座应统一安装在展位前部左边或右边。

7.2.3 展览会组织方在标准展位内安装标配电箱的，参展商不得对配电箱安装位置进行移动。

7.2.4 易燃产品展示区不得增设其他热光源照明设备。

7.3 特装展位的用电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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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展位搭建前，参展商应向展览会组织方提供各展位电气功率图（表），展览会场馆管理者应向

展览会组织方递交整体配电图。

7.3.2 展览会组织方应严格审核复杂展位的施工方案图纸，用电负荷应控制在总负荷量内。施工单位

不得自行更改已通过审批确定的申报内容。

7.3.3 特装展位布置不得遮挡或覆盖展览会场馆的照明电箱、动力电箱、电话配线箱。如确需遮挡或

覆盖，应报展览会组织方批准，并应留出宽 600mm 的进入通道。覆盖地井配电箱应留大于配电箱的活

动盖板，并留有足够的箱前操作间距。

7.3.4 展位总开关保护整定值应低于或等于接入展览会场馆固定电源箱开关保护整定值的 80％。

7.3.5 特装展位送电前应作安全检查，施工单位电工应先自检。

7.3.6 隐蔽电气部分封闭前，展览会组织方及施工单位应进行安全检查。

8 展位搭建安全管理

8.1 基本要求

8.1.1 搭建商资质应符合相关的规定，施工现场应设现场负责人。

8.1.2 施工人员应持有效施工证件在展览会组织方规定的时间内布展及撤展。

8.1.3 施工方案应符合展览会场馆的安全要求，施工单位应配备安全监督员。

8.1.4 施工和展览会活动期间，重点展览区域、结构复杂的展位、中心展位等应有专职电工留守值班。

8.1.5 施工单位不得擅自改变破坏展览会场馆内的一切设施或改变其使用性质和位置。

8.1.6 室内外搭建展位应向展览会组织方提供展位结构图。搭建双层或结构复杂的展位，应加盖国家

注册结构工程师印章确认并提供结构计算书。

8.1.7 高空作业安全保护措施应齐备，夜间施工应照明充足。

8.1.8 水电接驳应符合规范要求。

8.1.9 大型施工机械进场应预留专用通道进入。

8.1.10 展位承重不得超出该场馆的地面负荷参数，展品及装饰物垂直投影不得超出所承租的展位范

围，展位搭建最高点不得超过展览会场馆高度的 2/3，且不得搭建超过两层的展位。

8.1.11 布展使用的各类包装箱、纸屑等废弃物应当日及时清理出展览会场馆，不得将其存放在展位内、

柜顶或展位板壁背后。

8.1.12 展位设计结构强度应满足荷载所需要的强度，搭建时应确保展位结构的整体强度、刚度、稳定

性。

8.1.13 展位结构不得使用管壁＜0.8mm 的薄壁受力构件，也不得使用严重锈蚀的受力构件。

8.2 室外展位搭建安全管理

8.2.1 展位结构应设计合理，保证搭建牢固、安全。

8.2.2 展位设计应充分考虑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对展位带来的不安全因素。

8.2.3 安装灯具、插座及配电盘等用电器应选用防雨型。

8.2.4 用电设备应有可靠防雨措施及漏电保护装置。

9 其他要求

9.1 基本要求

9.1.1 组织方和参展商、搭建商在布展、展览和撤展过程中应遵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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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展馆内空气的洁净度、环境噪声、照度、温度应符合 GB 9669 的规定。

9.1.3 饮食业单位的油烟的排放浓度和油烟度净化设施的去除率应按 GB 18483 的要求执行。

9.1.4 展位搭建和撤展时，参展商、搭建商应控制粉尘、有毒有害气体等污染。

9.2 固体废物

9.2.1 展位搭建时，应优先采用可循环利用、可再生、新型环保材料。

9.2.2 固体废物的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理时，应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

境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散固体废物。

9.3 辐射安全

9.3.1 参展商引进辐射物品和开展涉及到辐射的项目时，应办理相关证件。展位应配备与辐射类型和

辐射水平相适应的防护用品和监测仪器。涉及放射性同位素的运输时，应做好货包检测。

9.3.2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工作场所应设置防止误操作、防止工作人员和公众受到意外照射的安

全措施，涉及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的还应设置满足辐射防护和实体保卫要求的放射源暂存库

或设备。

9.4 其他

9.4.1 大型展览会活动，展览会组织方应设置医务室，配备救护设施和药品器械，随时做好应急救护

工作。

9.4.2 餐饮提供者应符合资质，并接受组织方和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10 突发事件与应急处理

10.1 基本要求

10.1.1 组织方、参展商、搭建商、展馆方应协商制定针对火灾、自然灾害、治安事件、公共卫生安全

等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应急预案的内容应包括但不仅限于：

a) 应急组织系统及其职责；

b) 应急预案启动程序；

c) 紧急处置措施方案；

d) 应急组织的训练和演习；

e) 应急设施和器材的储备和保养；

f) 有关责任人和工作人员应履行的岗位职责。

10.1.2 场馆方应确保展馆配备完好有效的应急广播、照明和发电设施。应急广播应采用中英双语，必

要时可增加方言广播。

10.1.3 展览会组织方发现参会人员出现疑似传染性疾病症状时，应及时安排患者到就近医院检查、治

疗，并应密切关注发病人群数量，及时报告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适时启动应急预案。

10.1.4 突发事件发生后，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10.2 事故处理要求

10.2.1 事故报告

10.2.1.1 组织方应当建立安全事故逐级报告制度，安全事故发生后，组织方应及时向当地政府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及相关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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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2 最先发现或接到报告的工作人员应及时向组织方报告，对伤亡事故要逐级向上级部门报告，

如有人员受伤应及时报 120。

10.2.2 事故处置与善后

10.2.2.1 事故发生后，组织方、参展商、搭建商、展馆方应立即组织施救，抢救受伤人员，并组织人

员疏散，撤离危险区域。

10.2.2.2 事故发生后，组织方、参展商、搭建商、展馆方应协助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清点伤亡人数，

核对财务损失。

10.2.2.3 组织方、参展商、搭建商、展馆方应落实事故防范与整改措施，防止类似事故发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