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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公　　告

第８００号

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为行业标准，编号为ＪＧＪ
１６ ２００８，自２００８年８月１日起实施。其中，第３２８、３３２、
４３５、４７３、４９１、４９２、７４２、７４６、７５２、７６２、
７６４、７７５、１１１７、１１２３、１１２４、１１６１、１１８９、
１１９５、１２２３、１２２６、１２３４、１２５２、１２５４、１２６２、
１４９４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原行业标准 《民用建

筑电气设计规范》ＪＧＪ／Ｔ１６ ９２同时废止。
本规范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

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２００８年１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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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建设部 《关于印发 〈二○○一～二○○二年度工程建设

城建、建工行业标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 （建标 ［２００２］
８４号）的要求，规范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

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

础上，对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ＪＧＪ／Ｔ１６ ９２进行了修订。
本规范的主要技术内容是：１总则；２术语、代号；３供

配电系统；４配变电所；５继电保护及电气测量；６自备应急

电源；７低压配电；８配电线路布线系统；９常用设备电气装

置；１０电气照明；１１民用建筑物防雷；１２接地和特殊场所

的安全防护；１３火灾自动报警系统；１４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１５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接收系统；１６广播、扩声与会议系统；
１７呼应信号及信息显示；１８建筑设备监控系统；１９计算机

网络系统；２０通信网络系统；２１综合布线系统；２２电磁兼

容与电磁环境卫生；２３电子信息设备机房；２４锅炉房热工检

测与控制。
修订的主要内容是：１取消了室外架空线路、电力设备防

雷和声、像节目制作３章；２增加了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综合

布线系统、电磁兼容与电磁环境卫生和电子信息设备机房４章；
３对保留的各章所涉及的主要技术内容也进行了补充、完善和

必要的修改。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本规范由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由中国建

筑东北设计研究院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６５号　邮编：
１１０００３）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４



本 规 范 主 编 单 位：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

本 规 范 参 编 单 位：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

中南建筑设计研究院

哈尔滨工业大学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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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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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武　李炳华　李雪佩　李朝栋

杨守权　杨德才　汪　猛　陈汉民

陈众励　陈建飚　施沪生　胡又新

赵义堂　徐钟芳　郭晓岩　熊　江

潘砚海　瞿二澜

５



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在民用建筑电气设计中贯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
做到安全可靠、经济合理、技术先进、整体美观、维护管理方

便，制定本规范。
１０２　本规范适用于城镇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民用建筑的电气

设计，不适用 于 人 防 工 程、燃 气 加 压 站、汽 车 加 油 站 的 电 气

设计。
１０３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应体现以人为本，对电磁污染、声污

染及光污染采取综合治理，达到环境保护相关标准的要求，确保

人居环境安全。
１０４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的装备水平，应与工程的功能要求和

使用性质相适应。
１０５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应采用成熟、有效的节能措施，降低

电能消耗。
１０６　应选择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产品。严禁使用已被国家淘

汰的产品。
１０７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应采取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新技

术，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１０８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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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代号

２１　术　　语

２１１　备用电源　ｓｔａｎｄｂｙ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ｏｕｒｃｅ
当正常电源断电时，由于非安全原因用来维持电气装置或其

某些部分所需的电源。
２１２　应急电源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ｏｕｒｃｅｆｏｒｓａｆｅｔ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用作应急供电系统组成部分的电源。
２１３　导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用于承载规定电流的导电部分。
２１４　中性导体　ｎｅｕｔｒａｌ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Ｎ）

电气上与中性点连接并能用于配电的导体。
２１５　保护导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ＰＥ）

为了安全目的，如电击防护而设置的导体。
２１６　保护接地中性导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ｎｅｕｔｒａｌ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ＰＥＮ）

兼有保护接地导体和中性导体功能的导体，简称ＰＥＮ导体。
２１７　剩余电流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ｃｕｒｒｅｎｔ

同一时刻，在电气装置中的电气回路给定点处的所有带电体

电流值的代数和。
２１８　特低电压　ｅｘｔｒａｌｏｗｖｏｌｔａｇｅ（ＥＬＶ）

不超 过 《建 筑 物 电 气 装 置 的 电 压 区 段》ＧＢ／Ｔ１８３７９／
ＩＥＣ６０４４９规定的有关Ⅰ类电压限值的电压。
２１９　 安 全 特 低 电 压 系 统 　ｓａｆｅｔｙｅｘｔｒａｌｏｗ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ＳＥＬＶ）ｓｙｓｔｅｍ

在正常条件下不接地的、电压不超过特低电压的电气系统，
简称ＳＥＬ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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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０　 保 护 特 低 电 压 系 统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ｅｘｔｒａｌｏｗｖｏｌｔａｇｅ
（ＰＥＬＶ）ｓｙｓｔｅｍ

在正常条件下接地的、电压不超过特低电压的电气系统，简

称ＰＥＬＶ系统。
２１１１　外露可导电部分　ｅｘｐｏｓｅｄ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ｐａｒｔ

设备上能触及到的可导电部分，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但在

基本绝缘损坏时会带电。
２１１２　外界可导电部分　ｅｘｔｒａｎｅｏｕ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ｐａｒｔ

非电气装置的组成部分，且易于引入电位的可导电部分，该

电位通常为局部地电位。
２１１３　保护接地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ｅａｒｔｈ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为了电气安全，将一个系统、装置或设备 的 一 点 或 多 点

接地。
２１１４　功能接地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ａｒｔｈ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出于电气安全之外的目的，将系统、装置或设备的一点或多

点接地。
２１１５　接地故障　ｅａｒｔｈｆａｕｌｔ；ｇｒｏｕｎｄｆａｕｌｔ

带电导体和大地之间意外出现导电通路。
２１１６　接地配置　ｅａｒｔｈｉｎｇ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ａｒｒａｎｇｅ
ｍｅｎｔ

系统、装置和设备的接地所包含的所有电气连接和器件。也

称接地系统 （ｅａｒｔｈ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２１１７　接地极　ｅａｒｔｈ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ｇｒｏｕ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

埋入土壤或特定的导电介质中、与大地有电接触的可导电

部分。
２１１８　接地导体　ｅａｒｔｈ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ｅａｒｔｈｉｎｇ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在系统、装置或设备的给定点与接地极或接地网之间提供导

电通路或部分导电通路的导体。
２１１９　接地网　 ｅａｒｔｈ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ｇｒｏｕ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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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ｔｗｏｒｋ　
接地配置的组成部分，仅包括接地极及其相互连接部分。

２１２０　等电位联结　ｅｑｕｉ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ｂｏｎｄｉｎｇ
为达到等电位，多个可导电部分间的电连接。

２１２１　防雷装置　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接闪器、引下线、接地网、浪涌保护器及其他连接导体的

总合。
２１２２　雷电波侵入　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ｓｕｒｇｅｏｎｉｎｃｏｍ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由于雷电对架空线路或金属管道的作用，雷电波可能沿着这

些管线侵入屋内，危及人身安全或损坏设备。
２１２３　雷击电磁脉冲　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ｉｍｐｕｌｓｅ

作为干扰源的雷电流及雷电电磁场产生的电磁场效应。
２１２４　雷电防护区　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

需要规定和控制雷电电磁环境的区域。
２１２５　防护区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ａ

允许公众出入的、防护目标所在的区域或部位。
２１２６　禁区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ａｒｅａ

不允许未授权人员出入 （或窥视）的防护区域或部位。
２１２７　盲区　ｂｌｉｎｄｚｏｎｅ

在警戒范围内，安全防范手段未能覆盖的区域。
２１２８　纵深防护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ｄｅｐｔｈ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根据被防护对象所处的环境条件和安全管理的要求，对整个

防护区域实施由外到里或由里到外层层设防的防护措施，分为整

体纵深防护和局部纵深防护两种类型。
２１２９　最大声压级　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ｏｕ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ｅｖｅｌ

扩声系统在听众席产生的最高稳态声压级。
２１３０　传输频率特性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厅堂内各测点处稳态声压级的平均值，相对于扩声系统传声

器处声压级或扩声设备输入端电压的幅频响应。
２１３１　传声增益　ｓｏｕｎ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ｇ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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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声系统达到可用增益时，声场内各测量点处稳态声压级的

平均值与扩声系统传声器处声压级的差值。
２１３２　声场不均匀度　ｓｏｕｎｄｆｉｅｌｄｎｏｎ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扩声时，厅内各测量点处得到的稳态声压级的极大值和极小

值的差值，以分贝 （ｄＢ）表示。
２１３３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将建筑物 （群）内的电力、照明、空调、给水排水等机电设

备或系统进行集中监视、控制和管理的综合系统。通常为分散控

制与集中监视、管理的计算机控制系统。
２１３４　分布计算机系统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由多个分散的计算机经互联网络构成的统一计算机系统。分

布计算机系统是多种计算机系统的一种新形式。它强调资源、任

务、功能和控制的全面分布。
２１３５　现场总线　ｆｉｅｌｄｂｕｓ

安装在制造或过程区域的现场装置与控制室内的自动控制装

置之间的数字式、串行、多点通信数据总线称为现场总线。
２１３６　综合布线系统　ｇｅｎｅｒｉｃｃａｂ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建筑物或建筑群内部之间的信息传输网络，它既能使建筑物

或建筑群内部的语言、数据通信设备、信息交换设备和信息管理

系统彼此相联，也能使建筑物内通信网络设备与外部的通信网络

相联。
２１３７　电磁环境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存在于给定场所的所有电磁现象的总和。
２１３８　电磁兼容性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设备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能正常工作，且不对该环境中的

其他设备和系统构成不能承受的电磁骚扰的能力。
２１３９　电磁干扰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电磁骚扰引起的设备、传输通道或系统性能的下降。
２１４０　电磁辐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能量以电磁波形式由源发射到空间的现象和能量以电磁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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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空间传播。
２１４１　电磁屏蔽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ｈｉｅｌｄｉｎｇ

由导电材料制成的，用以减弱变化的电磁场透入给定区域的

屏蔽。
２１４２　电子信息系统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由计算机、有 （无）线通信设备、处理设备、控制设备及其

相关的配套设备、设施 （含网络）等的电子设备构成的，按照一

定应用目的和规则对信息进行采集、加工、存储、传输、检索等

处理的人机系统。
２１４３　阻塞流　ｃｈｏｋｅｄｆｌｏｗ

阀入口压力保持恒定，逐步降低出口压力，当增加压差不能

进一步增大流量，即流量增加到一个最大的极限值，此时的流动

状态称为阻塞流。
２１４４　流量系数Ｋｖ　ｆｌｏｗ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给定行程下，阀两端压差为１０２ｋＰａ时，温度为５～４０℃的

水，每小时流经调节阀的体积，以立方米 （ｍ３）表示。
２１４５　管件形状修正系数Ｆｐ　ｐｉｐｉｎｇ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

考虑阀门两端装有渐缩管接头等管件对流量系数造成的影

响，而对流量系数值公式加以修正的系数。
２１４６　雷诺数修正系数Ｒｅｖ　ｒｅｙｎｏｋｌｓｎｕｍｂｅｒｆａｃｔｏｒ

考虑流体的非湍流状态对流量系数造成的影响，而对流量系

数值加以修正的系数。

２２　代　　号

ＡＴＭ———异步传输模式

ＢＡＳ———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ＢＭＳ———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ＢＤ———建筑物配线设备

ＣＤ———建筑群配线设备

ＣＰ———集合点

６



ＤＤＮ———数字数据网

ＤＤＣ———直接数字控制器

ＦＡＳ———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ＦＤ———楼层配线设备

ＨＵＢ———集线器

ＩＳＤＮ———综合业务数字网

Ｉ／Ｏ———输入／输出

ＰＳＴＮ———公用电话网

ＰＬＣ———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ＳＡＳ———安全防范系统

ＳＷ———交换机

ＴＣＰ／ＩＰ———传输控制协议／网际协议

ＴＯ———信息插座

ＴＥ———终端设备

ＶＬＡＮ———虚拟局域网

ＶＳＡＴ———甚小口径卫星通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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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供配电系统

３１　一 般 规 定

３１１　本章适用于民用建筑中１０（６）ｋＶ及以下供配电系统的

设计。
３１２　供配电系统的设计应按负荷性质、用电容量、工程特点、
系统规模和发展规划以及当地供电条件，合理确定设计方案。
３１３　供配电系统的设计应保障安全、供电可靠、技术先进和

经济合理。
３１４　供配电系统的构成应简单明确，减少电能损失，并便于

管理和维护。
３１５　供配电系统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５２的有关规定。

３２　负荷分级及供电要求

３２１　用电负荷应根据供电可靠性及中断供电所造成的损失或

影响的程度，分为一级负荷、二级负荷及三级负荷。各级负荷应

符合下列规定：
１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应为一级负荷：
１）中断供电将造成人身伤亡；
２）中断供电将造成重大影响或重大损失；
３）中断供电将破坏有重大影响的用电单位的正常工作，

或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例如：重要通信枢

纽、重要交通枢纽、重要的经济信息中心、特级或

甲级体育建筑、国宾馆、承担重大国事活动的会堂、
经常用于重要国际活动的大量人员集中的公共场所

等的重要用电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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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级负荷中，当中断供电将发生中毒、爆炸和火灾等情况

的负荷，以及特别重要场所的不允许中断供电的负荷，应为特别

重要的负荷。
２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应为二级负荷：
１）中断供电将造成较大影响或损失；
２）中断供电将影响重要用电单位的正常工作或造成公

共场所秩序混乱。
３　不属于一级和二级的用电负荷应为三级负荷。

３２２　民用建筑中各类建筑物的主要用电负荷的分级，应符合

本规范附录Ａ的规定。
３２３　民用建筑中消防用电的负荷等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一类高层民用建筑的消防控制室、火灾自动报警及联动

控制装置、火灾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标志、防烟及排烟设施、自

动灭火系统、消防水泵、消防电梯及其排水泵、电动的防火卷帘

及门窗以及阀门等消防用电应为一级负荷，二类高层民用建筑内

的上述消防用电应为二级负荷；
２　特、甲等剧场，本条１款所列的消防用电应为一级负荷，

乙、丙等剧场应为二级负荷；
３　特级体育场馆的应急照明为一级负荷中的特别重要负荷；

甲级体育场馆的应急照明应为一级负荷。
３２４　当主体建筑中有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负荷时，直接影响

其运行的空调用电应为一级负荷；当主体建筑中有大量一级负荷

时，直接影响其运行的空调用电应为二级负荷。
３２５　重要电信机房的交流电源，其负荷级别应与该建筑工程

中最高等级的用电负荷相同。
３２６　区域性的生活给水泵房、采暖锅炉房及换热站的用电负

荷，应根据工程规模、重要性等因素合理确定负荷等级，且不应

低于二级。
３２７　有特殊要求的用电负荷，应根据实际情况与有关部门协

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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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８　一级负荷应由两个电源供电，当一个电源发生故障时，
另一个电源不应同时受到损坏。
３２９　对于一级负荷中的特别重要负荷，应增设应急电源，并

严禁将其他负荷接入应急供电系统。
３２１０　二级负荷的供电系统，宜由两回线路供电。在负荷较小

或地区供电条件困难时，二级负荷可由一回路６ｋＶ及以上专用

的架空线路或电缆供电。当采用架空线时，可为一回路架空线供

电；当采用电缆线路时，应采用两根电缆组成的线路供电，其每

根电缆应能承受１００％的二级负荷。
３２１１　三级负荷可按约定供电。

３３　电源及供配电系统

３３１　电源及供配电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１０（６）ｋＶ供电线路宜深入负荷中心。根据负荷容量和

分布，宜使配变电所及变压器靠近建筑物用电负荷中心。
２　同时供电的两路及以上供配电线路中，其中一路中断供

电时，其余线路应能满足全部一级负荷及二级负荷的供电要求。
３　在设计供配电系统时，除一级负荷中的特别重要负荷外，

不应按一个电源系统检修或发生故障的同时，另一电源又发生故

障进行设计。
４　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用电单位宜设置自备电源：
１）一级负荷中含有特别重要负荷；
２）设置自备电源比从电力系统取得第二电源经济合理

或第二电源不能满足一级负荷要求；
３）所在地区偏僻且远离电力系统，设置自备电源作为

主电源经济合理。
５　需要两回电源线路的用电单位，宜采用同级电压供电。

根据各级负荷的不同需要及地区供电条件，也可采用不同电压

供电。
６　１０（６）ｋＶ系统的配电级数不宜多于两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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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１０（６）ｋＶ配电系统宜采用放射式。根据变压器的容

量、分布及地理环境等情况，亦可采用树干式或环式。
３３２　应急电源与正常电源之间必须采取防止并列运行的措施。
３３３　下列电源可作为应急电源：

１　供电网络中独立于正常电源的专用馈电线路；
２　独立于正常电源的发电机组；
３　蓄电池。

３３４　根据允许中断供电的时间，可分别选择下列应急电源：
１　快速自动启动的应急发电机组，适用于允许中断供电时

间为１５～３０ｓ的供电；
２　带有自动投入装置的独立于正常电源的专用馈电线路，

适用于允许中断供电时间大于电源切换时间的供电；
３　不间断电源装置 （ＵＰＳ），适用于要求连续供电或允许中

断供电时间为毫秒级的供电；
４　应急电源装置 （ＥＰＳ），适用于允许中断供电时间为毫秒

级的应急照明供电。
３３５　住宅 （小区）的供配电系统，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住宅 （小区）的１０（６）ｋＶ供电系统宜采用环网方式；
２　高层住宅宜在底层或地下一层设置１０（６）／０４ｋＶ户内

变电所或预装式变电站；
３　多层住宅小区、别墅群宜分区设置１０（６）／０４ｋＶ预装

式变电站。

３４　电压选择和电能质量

３４１　用电单位的供电电压应根据用电负荷容量、设备特征、
供电距离、当地公共电网现状及其发展规划等因素，经技术经济

比较后确定。
３４２　当用电设备总容量在２５０ｋＷ 及以上或变压器容量在

１６０ｋＶＡ及以上时，宜以１０（６）ｋＶ供电；当用电设备总容量

在２５０ｋＷ以下或变压器容量在１６０ｋＶＡ以下时，可由低压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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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３　对大型公共建筑，应根据空调冷水机组的容量以及地区

供电条件，合理确定机组的额定电压和用电单位的供电电压，并

应考虑大容量电动机启动时对变压器的影响。
３４４　用电单位受电端供电电压的偏差允许值，应符合下列

要求：
１　１０ｋＶ及以下三相供电电压允许偏差应为标称系统电压

的±７％；
２　２２０Ｖ 单 相 供 电 电 压 允 许 偏 差 应 为 标 称 系 统 电 压 的

＋７％、－１０％；
３　对供电电压允许偏差有特殊要求的用电单位，应与供电

企业协议确定。
３４５　正常运行情况下，用电设备端子处的电压偏差允许值

（以标称系统电压的百分数表示），宜符合下列要求：
１　对于照明，室内场所宜为±５％；对于远离变电所的小面

积一般工作场所，难以满足上述要求时，可为＋５％、－１０％；
应急照明、景观照明、道路照明和警卫照明宜为＋５％、－１０％；
２　一般用途电动机宜为±５％；
３　电梯电动机宜为±７％；
４　其他用电设备，当无特殊规定时宜为±５％。

３４６　为减少电压偏差，供配电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应正确选择变压器的变压比和电压分接头；
２　应降低系统阻抗；
３　应采取无功补偿措施；
４　宜使三相负荷平衡。

３４７　１０（６）ｋＶ配电变压器不宜采用有载调压变压器。但在

当地１０（６）ｋＶ电源电压偏差不能满足要求，且用电单位有对

电压质量要求严格的设备，单独设置调压装置技术经济不合理

时，也可采用１０（６）ｋＶ有载调压变压器。
３４８　对冲击性低压负荷宜采取下列措施：

１　宜采用专线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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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与其他负荷共用配电线路时，宜降低配电线路阻抗；
３　较大功率的冲击性负荷、冲击性负荷群，不宜与电压波

动、闪变敏感的负荷接在同一变压器上。
３４９　为降低三相低压配电系统的不对称度，设计低压配电系

统时宜采取下列措施：
１　２２０Ｖ或３８０Ｖ单相用电设备接入２２０／３８０Ｖ三相系统时，

宜使三相负荷平衡；
２　由地区公共低压电网供电的２２０Ｖ照明负荷，线路电流

小于或等于４０Ａ时，宜采用２２０Ｖ单相供电；大于４０Ａ时，宜

采用２２０／３８０Ｖ三相供电。
３４１０　宜采取抑制措施，将用电单位供配电系统的谐波限在规

定范围内。

３５　负 荷 计 算

３５１　负荷计算应包括下列内容和用途：
１　负荷计算，可作为按发热条件选择变压器、导体及电器

的依据，并用来计算电压损失和功率损耗；也可作为电能消耗及

无功功率补偿的计算依据；
２　尖峰电流，可用以校验电压波动和选择保护电器；
３　一级、二级负荷，可用以确定备用电源或应急电源及其

容量；
４　季节性负荷，可以确定变压器的容量和台数及经济运行

方式。
３５２　方案设计阶段可采用单位指标法；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

计阶段，宜采用需要系数法。
３５３　当消防设备的计算负荷大于火灾时切除的非消防设备的

计算负荷时，应按消防设备的计算负荷加上火灾时未切除的非消

防设备的计算负荷进行计算。
当消防设备的计算负荷小于火灾时切除的非消防设备的计算

负荷时，可不计入消防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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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４　应急发电机的负荷计算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当应急发电机仅为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负荷供电时，应

以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负荷的计算容量，作为选用应急发电机容

量的依据；
２　当应急发电机为消防用电设备及一级负荷供电时，应将

两者计算负荷之和作为选用应急发电机容量的依据；
３　当自备发电机作为第二电源，且尚有第三电源为一级负

荷中特别重要负荷供电时，以及当向消防负荷、非消防一级负荷

及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负荷供电时，应以三者的计算负荷之和作

为选用自备发电机容量的依据。
３５５　单相负荷应均衡分配到三相上，当单相负荷的总计算容

量小于计算范围内三相对称负荷总计算容量的１５％时，应全部

按三相对称负荷计算；当超过１５％时，应将单相负荷换算为等

效三相负荷，再与三相负荷相加。

３６　无 功 补 偿

３６１　应合理选择变压器容量、线缆及敷设方式等措施，减少

线路感抗以提高用户的自然功率因数。当采用提高自然功率因数

措施后仍达不到要求时，应进行无功补偿。
３６２　１０（６）ｋＶ及以下无功补偿宜在配电变压器低压侧集中

补偿，且功率因数不宜低于０９。高压侧的功率因数指标，应符

合当地供电部门的规定。
３６３　补偿基本无功功率的电容器组，宜在配变电所内集中补

偿。容量较大、负荷平稳且经常使用的用电设备的无功功率宜单

独就地补偿。
３６４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宜采用手动投切的无功补偿装置：

１　补偿低压基本无功功率的电容器组；
２　常年稳定的无功功率；
３　经常投入运行的变压器或配、变电所内投切次数较少的

１０ｋＶ电容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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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５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宜采用无功自动补偿装置：
１　避免过补偿，装设无功自动补偿装置在经济上合理时；
２　避免在轻载时电压过高，而装设无功自动补偿装置在经

济上合理时；
３　应满足在所有负荷情况下都能保持电压水平基本稳定，

只有装设无功自动补偿装置才能达到要求时。
３６６　无功自动补偿宜采用功率因数调节原则，并应满足电压

调整率的要求。
３６７　电容器分组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分组电容器投切时，不应产生谐振；
２　适当减少分组数量和加大分组容量；
３　应与配套设备的技术参数相适应；
４　应满足电压偏差的允许范围。

３６８　接在电动机控制设备负荷侧的电容器容量，不应超过为

提高电动机空载功率因数到０９所需的数值，其过电流保护装置

的整定值，应按电动机电容器组的电流来选择，并应符合下列

要求：
１　电动机仍在继续运转并产生相当大的反电势时，不应再

启动；
２　不应采用星三角启动器；
３　对电梯等经常出现负力下放处于发电运行状态的机械设

备电动机，不应采用电容器单独就地补偿。
３６９　１０（６）ｋＶ电容器组宜串联适当参数的电抗器。有谐波

源的用户在装设低压电容器时，宜采取措施，避免谐波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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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配 变 电 所

４１　一 般 规 定

４１１　本章适用于交流电压为１０ （６）ｋＶ及以下的配变电所

设计。
４１２　配变电所设计应根据工程特点、负荷性质、用电容量、
所址环境、供电条件和节约电能等因素，合理确定设计方案，并

适当考虑发展的可能性。
４１３　地震基本烈度为７度及以上地区，配变电所的设计和电

气设备的安装应采取必要的抗震措施。
４１４　配变电所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１０ｋＶ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５３的规定。

４２　所 址 选 择

４２１　配变电所位置选择，应根据下列要求综合确定：
１　深入或接近负荷中心；
２　进出线方便；
３　接近电源侧；
４　设备吊装、运输方便；
５　不应设在有剧烈振动或有爆炸危险介质的场所；
６　不宜设在多尘、水雾或有腐蚀性气体的场所，当无法远

离时，不应设在污染源的下风侧；
７　不应设在厕所、浴室、厨房或其他经常积水场所的正下

方，且不宜与上述场所贴邻。如果贴邻，相邻隔墙应做无渗漏、
无结露等防水处理；
８　 配变电所为独立建筑物时，不应设置在地势低洼和可能

积水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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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　配变电所可设置在建筑物的地下层，但不宜设置在最

底层。配变电所设置在建筑物地下层时，应根据环境要求加设

机械通风、去湿设备或空气调节设备。当地下只有一层时，尚

应采取预防洪水、消防水或积水从其他渠道淹渍配变电所的

措施。　
４２３　民用建筑宜集中设置配变电所，当供电负荷较大，供电

半径较长时，也可分散设置；高层建筑可分设在避难层、设备层

及屋顶层等处。
４２４　住宅小区可设独立式配变电所，也可附设在建筑物内或

选用户外预装式变电所。

４３　配电变压器选择

４３１　配电变压器选择应根据建筑物的性质和负荷情况、环境

条件确定，并应选用节能型变压器。
４３２　配电变压器的长期工作负载率不宜大于８５％。
４３３　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设专用变压器：

１　电力和照明采用共用变压器将严重影响照明质量及光源

寿命时，可设照明专用变压器；
２　季节性负荷容量较大或冲击性负荷严重影响电能质量时，

可设专用变压器；
３　单相负荷容量较大，由于不平衡负荷引起中性导体电流

超过变压器低压绕组额定电流的２５％时，或只有单相负荷其容

量不是很大时，可设置单相变压器；
４　出于功能需要的某些特殊设备，可设专用变压器；
５　在电源系统不接地或经高阻抗接地，电气装置外露可导

电部分就地接地的低压系统中 （ＩＴ系统），照明系统应设专用变

压器。
４３４　供电系统中，配电变压器宜选用Ｄ，ｙｎ１１接线组别的变

压器。
４３５　设置在民用建筑中的变压器，应选择干式、气体绝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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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可燃性液体绝缘的变压器。当单台变压器油量为１００ｋｇ及以上

时，应设置单独的变压器室。
４３６　变压器低压侧电压为０４ｋＶ时，单台变压器容量不宜大

于１２５０ｋＶＡ。预 装 式 变 电 所 变 压 器，单 台 容 量 不 宜 大

于８００ｋＶＡ。

４４　主接线及电器选择

４４１　配变电所电压为１０（６）ｋＶ及０４ｋＶ的母线，宜采用

单母线或单母线分段接线形式。
４４２　配变电所１０（６）ｋＶ电源进线开关宜采用断路器或带熔

断器的负荷开关。当无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要求，且供电容量较

小、出线回路数少、无需带负荷操作时，也可采用隔离开关或隔

离触头。
４４３　配变电所电压为１０（６）ｋＶ的母线分段处，宜装设与电

源进线开关相同型号的断路器，但系统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
可只装设隔离电器：
１　事故时手动切换电源能满足要求；
２　不需要带负荷操作；
３　对母线分段开关无继电保护或自动装置要求。

４４４　采用电压为１０（６）ｋＶ固定式配电装置时，应在电源侧

装设隔离电器；在架空出线回路或有反馈可能的电缆出线回路

中，尚应在出线侧装设隔离电器。
４４５　电压为１０（６）ｋＶ的配出回路开关的出线侧，应装设与

该回路开关电器有机械连锁的接地开关电器和电源指示灯或电压

监视器。
４４６　两个配变电所之间的电气联络线路，当联络容量较大时，
应在供电侧的配变电所装设断路器，另一侧配变电所装设隔离电

器。当两侧供电可能性相同时，应在两侧均装设断路器。当联络

容量较小，且手动联络能满足要求时，亦可采用带保护的负荷开

关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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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７　当同一用电单位由总配变电所以放射式向分配变电所供

电时，分配变电所的电源进线开关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电源进线开关宜采用能带负荷操作的开关电器，当有继

电保护要求时，应采用断路器；
２　总配变电所和分配变电所相邻或位于同一建筑平面内，

且两所之间无其他阻隔而能直接相通，当无继电保护要求时，分

配变电所的进线可不设开关电器。
４４８　向１０（６）ｋＶ并联电容器组供电的出线开关，应选用适

合电容器组使用类别的断路器。
４４９　１０（６）ｋＶ母线上的避雷器和电压互感器，可合用一组

隔离电器。
４４１０　用电单位的１０（６）ｋＶ电源进线处，可根据当地供电

部门的规定，装设或预留专供计量用的电压、电流互感器。
４４１１　当１０（６）ｋＶ的开关设备选用真空断路器时，应设有

浪涌保护电器。
４４１２　对于电压为０４ｋＶ系统，开关设备的选择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变压器低压侧电源开关宜采用断路器；
２　当低压母线分段开关采用自动投切方式时，应采用断路

器，且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应装设 “自投自复”、“自投手复”、“自投停用”三

种状态的位置选择开关；
２）低压母联断路器自投时应有一定的延时，当电源主

断路器因过载或短路故障分闸时，母联断路器不得

自动合闸；
３）电源主断路器与母联断路器之间应有电气连锁。

３　低压系统采用固定式配电装置时，其中的断路器等开关

设备的电源侧，应装设隔离电器或同时具有隔离功能的开关电

器。当母线为双电源时，其电源或变压器的低压出线断路器和母

线联络断路器的两侧均应装设隔离电器。与外部配变电所低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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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电源线路断路器的两侧，亦均应装设隔离电器。
４４１３　当自备电源接入配变电所相同电压等级的配电系统时，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接入开关与供电电源网络之间应有机械连锁，防止并网

运行；
２　应避免与供电电源网络的计费混淆；
３　接线应有一定的灵活性，并应满足在特殊情况下，相对

重要负荷的用电；
４　与配变电所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形式不同时，电源接入开

关的选择应满足切换条件。

４５　配变电所形式和布置

４５１　配变电所的形式应根据建筑物 （群）分布、周围环境条

件和用电负荷的密度综合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高层建筑或大型民用建筑宜设室内配变电所；
２　多层住宅小区宜设户外预装式变电所，有条件时也可设

置室内或外附式配变电所。
４５２　建筑物室内配变电所，不宜设置裸露带电导体或装置，
不宜设置带可燃性油的电气设备和变压器，其布置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不带可燃油的１０（６）ｋＶ配电装置、低压配电装置和干

式变压器等可设置在同一房间内。
具有符合ＩＰ３Ｘ防护等级外壳的不带可燃性油的１０（６）ｋＶ

配电装置、低压配电装置和干式变压器，可相互靠近布置。
２　电压为１０（６）ｋＶ可燃性油浸电力电容器应设置在单独

房间内。
４５３　内设可燃性油浸变压器的独立配变电所与其他建筑物之

间的防火间距，必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５００１６的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变压器应分别设置在单独的房间内，配变电所宜为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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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当为两层布置时，变压器应设置在底层；
２　变压器在正常运行时应能方便和安全地对油位、油温等

进行观察，并易于抽取油样；
３　变压器的进线可采用电缆，出线可采用封闭式母线或

电缆；
４　变压器室门应向外开启；变压器室内可不考虑吊芯检修，

但门前应有运输通道；
５　变压器室应设置储存变压器全部油量的事故储油设施。

４５４　对于内设不带可燃性油变压器的独立配变电所，其电气

设备的选择应与建筑物室内配变电所的规定相同。
４５５　由同一配变电所供给一级负荷用电的两回路电源的配电

装置宜分列设置，当不能分列设置时，其母线分段处应设置防火

隔板或隔墙。
供给一级负荷用电的两回路电缆不宜敷设在同一电缆沟内。

当无法分开时，宜采用耐火类电缆。当采用绝缘和护套均为非延

燃性材料的电缆时，应分别设置在电缆沟的两侧支架上。
４５６　电压为１０（６）ｋＶ和０４ｋＶ配电装置室内，宜留有适

当数量的相应配电装置的备用位置。０４ｋＶ的配电装置，尚应

留有适当数量的备用回路。
４５７　户外预装式变电所的进、出线宜采用电缆。
４５８　有人值班的配变电所应设单独的值班室。值班室应能直

通或经过走道与１０（６）ｋＶ配电装置室和相应的配电装置室相

通，并应有门直接通向室外或走道。
当配变电所设有低压配电装置时，值班室可与低压配电装置

室合并，且值班人员工作的一端，配电装置与墙的净距不应小

于３ｍ。
４５９　变压器外廓 （防护外壳）与变压器室墙壁和门的净距不

应小于表４５９的规定。
４５１０　多台干式变压器布置在同一房间内时，变压器防护外壳

间的净距不应小于表４５１０及图４５１０１和图４５１０２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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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５９　变压器外廓 （防护外壳）与变压器室

墙壁和门的最小净距 （ｍ）

变压器容量 （ｋＶＡ）

项　目
１００～１０００ １２５０～２５００

　油浸变压器外廓与后壁、侧壁净距 ０６ ０８

　油浸变压器外廓与门净距 ０８ １０

　干式变压器带有ＩＰ２Ｘ及以上防护等级金
属外壳与后壁、侧壁净距 ０６ ０８

　干式变压器带有ＩＰ２Ｘ及以上防护等级金
属外壳与门净距 ０８ １０

　注：表中各值不适用于制造厂的成套产品。

表４５１０　变压器防护外壳间的最小净距 （ｍ）

变压器容量 （ｋＶＡ）

项　目
１００～１０００ １２５０～２５００

　变压器侧面具有ＩＰ２Ｘ防护等级及
以上的金属外壳 Ａ ０６ ０８

　变压器侧面具有ＩＰ３Ｘ防护等级及
以上的金属外壳 Ａ 可贴邻布置 可贴邻布置

　考虑变压器外壳之间有一台变压
器拉出防护外壳 Ｂ①

变压器宽度
ｂ＋０６

变压器宽度
ｂ＋０６

　不考虑变压器外壳之间有一台变
压器拉出防护外壳 Ｂ １０ １２

　注：①当变压器外壳的门为不可拆卸式时，其Ｂ值应是门扇的宽度Ｃ加变压器宽

度ｂ之和再加０３ｍ。

图４５１０１　多台干式变压器之间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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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５１０２　多台干式变压器之间Ｂ值

４６　１０（６）ｋＶ配电装置

４６１　配电装置的布置和导体、电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配电装置的布置和导体、电器的选择，应不危及人身安

全和周围设备安全，并应满足在正常运行、检修、短路和过电压

情况下的要求；

２　配电装置的布置，应便于设备的操作、搬运、检修和试

验，并应考虑电缆或架空线进出线方便；

３　配电装置的绝缘等级，应和电网的标称电压相配合；

４　配电装置间相邻带电部分的额定电压不同时，应按较高

的额定电压确定其安全净距。

４６２　配电装置室内各种通道的净宽不应小于表４６２的规定。

表４６２　配电装置室内各种通道的最小净宽 （ｍ）

开关柜布置方式 柜后维护通道
柜前操作通道

固定式 手车式

单排布置 ０８ １５ 单车长度＋１２
双排面对面布置 ０８ ２０ 双车长度＋０９
双排背对背布置 １０ １５ 单车长度＋１２

　注：１　固定式开关柜为靠墙布置时，柜后与墙净距应大于００５ｍ，侧面与墙净距

应大于０２ｍ；

２　通道宽度在建筑物的墙面遇有柱类局部凸出时，凸出部位的通道宽度可减

少０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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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３　屋内配电装置距顶板的距离不宜小于０８ｍ，当有梁时，
距梁底不宜小于０６ｍ。

４７　低压配电装置

４７１　选择低压配电装置时，除应满足所在电网的标称电压、
频率及所在回路的计算电流外，尚应满足短路条件下的动、热稳

定要求。对于要求断开短路电流的保护电器，其极限通断能力应

大于系统最大运行方式的短路电流。

４７２　配电装置的布置，应考虑设备的操作、搬运、检修和试

验的方便。

４７３　当成排布置的配电屏长度大于６ｍ时，屏后面的通道应

设有两个出口。当两出口之间的距离大于１５ｍ时，应增加出口。

４７４　成排布置的配电屏，其屏前和屏后的通道净宽不应小于

表４７４的规定。

表４７４　配电屏前后的通道净宽 （ｍ）

布置方式

装置种类

单排布置 双排对面布置 双排背对背布置

屏前 屏后 屏前 屏后 屏前 屏后

固定式 １５ １０ ２０ １０ １５ １５

抽屉式 １８ １０ ２３ １０ １８ １０

控制屏 （柜） １５ ０８ ２０ ０８ — —

　注：１　当建筑物墙面遇有柱类局部凸出时，凸出部位的通道宽度可减少０２ｍ；

２　各种布置方式，屏端通道不应小于０８ｍ。

４７５　同一配电室内向一级负荷供电的两段母线，在母线分段

处应有防火隔断措施。

４８　电力电容器装置

４８１　本节适用于电压为１０ （６）ｋＶ及以下和单组容量为

１０００ｋｖａｒ及以下并联补偿用的电力电容器装置设计。

４８２　电容器组应装设单独的控制和保护装置。为提高单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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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设备功率因数而选用的电容器组，可与该设备共用控制和保护

装置。
４８３　当电容器回路的高次谐波含量超过规定允许值时，应在

回路中设置抑制谐波的串联电抗器。
４８４　成套电容器柜单列布置时，柜正面与墙面距离不应小于

１５ｍ；当双列布置时，柜面之间距离不应小于２ｍ。
４８５　设置在民用建筑中的低压电容器应采用非可燃性油浸式

电容器或干式电容器。

４９　对土建专业的要求

４９１　可燃油油浸电力变压器室的耐火等级应为一级。非燃或

难燃介质的电力变压器室、电压为１０ （６）ｋＶ的配电装置室和

电容器室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低压配电装置室和电容器室

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三级。
４９２　配变电所的门应为防火门，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配变电所位于高层主体建筑 （或裙房）内时，通向其他

相邻房间的门应为甲级防火门，通向过道的门应为乙级防火门；
２　配变电所位于多层建筑物的二层或更高层时，通向其他

相邻房间的门应为甲级防火门，通向过道的门应为乙级防火门；
３　配变电所位于多层建筑物的一层时，通向相邻房间或过

道的门应为乙级防火门；
４　配变电所位于地下层或下面有地下层时，通向相邻房间

或过道的门应为甲级防火门；
５　配变电所附近堆有易燃物品或通向汽车库的门应为甲级

防火门；
６　配变电所直接通向室外的门应为丙级防火门。

４９３　配变电所的通风窗，应采用非燃烧材料。
４９４　配电装置室及变压器室门的宽度宜按最大不可拆卸部件

宽度加０３ｍ，高度宜按不可拆卸部件最大高度加０５ｍ。
４９５　当配变电所设置在建筑物内时，应向结构专业提出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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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并应设有运输通道。当其通道为吊装孔或吊装平台时，其吊

装孔和平台的尺寸应满足吊装最大设备的需要，吊钩与吊装孔的

垂直距离应满足吊装最高设备的需要。
４９６　当配变电所与上、下或贴邻的居住、办公房间仅有一层

楼板或墙体相隔时，配变电所内应采取屏蔽、降噪等措施。
４９７　电压为１０（６）ｋＶ的配电室和电容器室，宜装设不能开

启的自然采光窗，窗台距室外地坪不宜低于１８ｍ。临街的一面

不宜开设窗户。
４９８　变压器室、配电装置室、电容器室的门应向外开，并应

装锁。相邻配电室之间设门时，门应向低电压配电室开启。
４９９　配变电所各房间经常开启的门、窗，不宜直通含有酸、
碱、蒸汽、粉尘和噪声严重的场所。
４９１０　变压器室、配电装置室、电容器室等应设置防止雨、雪

和小动物进入屋内的设施。
４９１１　长度大于７ｍ的配电装置室应设两个出口，并宜布置在

配电室的两端。
当配变电所采用双层布置时，位于楼上的配电装置室应至少

设一个通向室外的平台或通道的出口。
４９１２　配变电所的电缆沟和电缆室，应采取防水、排水措施。
当配变电所设置在地下层时，其进出地下层的电缆口必须采取有

效的防水措施。
４９１３　电气专业箱体不宜在建筑物的外墙内侧嵌入式安装，当

受配置条件限制需嵌入安装时，箱体预留孔外墙侧应加保温或隔

热层。

４１０　对暖通及给水排水专业的要求

４１０１　地上配变电所内的变压器室宜采用自然通风，地下配变

电所的变压器室应设机械送排风系统，夏季的排风温度不宜高于

４５℃，进风和排风的温差不宜大于１５℃。
４１０２　电容器室应有良好的自然通风，通风量应根据电容器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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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类别按夏季排风温度不超过电容器所允许的最高环境空气温度

计算。当自然通风不能满足排热要求时，可增设机械排风。
电容器室内应有反映室内温度的指示装置。

４１０３　当变压器室、电容器室采用机械通风或配变电所位于地

下层时，其专用通风管道应采用非燃烧材料制作。当周围环境污

秽时，宜在进风口处加空气过滤器。
４１０４　在采暖地区，控制室 （值班室）应采暖，采暖计算温度

为１８℃。在严寒地区，当配电室内温度影响电气设备元件和仪

表正常运行时，应设采暖装置。
控制室和配电装置室内的采暖装置，应采取防止渗漏措施，

不应有法兰、螺纹接头和阀门等。
４１０５　位于炎热地区的配变电所，屋面应有隔热措施。控制室

（值班室）宜考虑通风、除湿，有技术要求时，可接入空调系统。
４１０６　位于地下层的配变电所，其控制室 （值班室）应保证运

行的卫生条件，当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装设通风系统或空调装

置。在高潮湿环境地区尚应设置吸湿机或在装置内加装去湿电加

热器；在地下层应有排水和防进水措施。
４１０７　变压器室、电容器室、配电装置室、控制室内不应有与

其无关的管道通过。
４１０８　装有六氟化硫 （ＳＦ６）设备的配电装置的房间，其排风

系统应考虑有底部排风口。
４１０９　有人值班的配变电所，宜设卫生间及上、下水设施。

７２



５　继电保护及电气测量

５１　一 般 规 定

５１１　本章适用于民用建筑中１０（６）ｋＶ电力设备和线路的继

电保护及电气测量。
５１２　继电保护装置应满足可靠性、选择性、灵敏性和速动性

的要求。
５１３　重要的配变电所可根据需求采用智能化保护装置或变电

所综合自动化系统。
５１４　继电保护及电气测量的设计除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

现行国家 标 准 《电 力 装 置 的 继 电 保 护 和 自 动 装 置 设 计 规 范》
ＧＢ５００６２和 《电 力 装 置 的 电 气 测 量 仪 表 装 置 设 计 规 范》
ＧＢ５００６３的有关规定。

５２　继 电 保 护

５２１　继电保护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电力设备和线路应装设短路故障和异常运行保护装置。

电力设备和线路短路故障的保护应有主保护和后备保护，必要时

可增设辅助保护。
２　继电保护装置的接线应简单可靠，并应具有必要的检测、

闭锁等措施。保护装置应便于整定、调试和运行维护。
３　为保证继电保护装置的选择性，对相邻设备和线路有配

合要求的保护和同一保护内有配合要求的两元件，其上下两级之

间的灵敏性及动作时间应相互配合。
当必须加速切除短路时，可使保护装置无选择性动作，但应

利用自动重合闸或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缩小停电范围。
４　保护装置应具有必要的灵敏性。各类短路保护装置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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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系数不宜低于表５２１的规定。

表５２１　短路保护的最小灵敏系数

保护分类 保护类型 组成元件 最小灵敏系数 备　　注

主保护

变压器、线路的
电流速断保护

电流元件 ２０
按保护安装
处短路计算

电流保护、
电压保护

电流、电压元件 １５
按保护区
末端计算

１０ｋＶ供配电系统
中单相接地保护

电流、电压元件 １５ —

后备保护 近后备保护 电流、电压元件 １３
按线路末

端短路计算

辅助保护 电流速断保护 — １２
按正常运行方式

下保护安装处
短路计算

　注：灵敏系数应根据不利的正常运行方式 （含正常检修）和不利的故障类型计算。

５　保护装置与测量仪表不宜共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线圈。
保护用电流互感器 （包括中间电流互感器）的稳态比误差不应大

于１０％。

６　在正常运行情况下，当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断线或其他

故障能使保护装置误动作时，应装设断线闭锁或采取其他措施，
将保护装置解除工作并发出信号；当保护装置不致误动作时，应

设有电压回路断线信号。

７　在保护装置内应设置由信号继电器或其他元件等构成的

指示信号，且应在直流电压消失时不自动复归，或在直流恢复时

仍能维持原动作状态，并能分别显示各保护装置的动作情况。

８　 为了便于分别校验保护装置和提高可靠性，主保护和后

备保护宜做到回路彼此独立。

９　当用户１０（６）ｋＶ断路器台数较多、负荷等级较高时，
宜采用直流操作。

１０　当采用蓄电池组作直流电源时，由浮充电设备引起的波

纹系数不应大于５％，电压波动范围不应大于额定电压的±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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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电末期直流母线电压下限不应低于额定电压的８５％，充电后

期直流母线电压上限不应高于额定电压的１１５％。
１１　当采用交流操作的保护装置时，短路保护可由被保护电

力设备或线路的电压互感器取得操作电源。变压器的瓦斯保护，
可由电压互感器或变电所所用变压器取得操作电源。
１２　交流整流电源作为继电保护直流电源时，应符合下列

要求：
１）直流母线电压，在最大负荷时保护动作不应低于额

定电 压 的８０％，最 高 电 压 不 应 超 过 额 定 电 压 的

１１５％，并应采取稳压、限幅和滤波的措施；电压允

许波动应控制在额定电压的±５％范围内，波纹系数

不应大于５％；
２）当采用复式整流时，应保证在各种运行方式下，在

不同故障点和不同相别短路时，保护装置均能可靠

动作。
１３　交流操作继电保护应采用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去分流跳闸

的间接动作方式。
１４　１０（６）ｋＶ系统采用中性点经小电阻接地方式时，应

符合下列规定：
１）应设置零序速断保护；
２）零序保护装置动作于跳闸，其信号应接入事故信号

回路。
５２２　变压器的保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对变压器下列故障及异常运行方式，应装设相应的保护：
１）绕组及其引出线的相间短路和在中性点直接接地侧

的单相接地短路；
２）绕组的匝间短路；
３）外部相间短路引起的过电流；
４）干式变压器防护外壳接地短路；
５）过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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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变压器温度升高；
７）油浸式变压器油面降低；
８）密闭油浸式变压器压力升高；
９）气体绝缘变压器气体压力升高；
１０）气体绝缘变压器气体密度降低。

２　４００ｋＶＡ及以上的建筑物室内可燃性油浸式变压器均应

装设瓦斯保护。当因壳内故障产生轻微瓦斯或油面下降时，应瞬

时动作于信号；当产生大量瓦斯时，应动作于断开变压器各侧断

路器；当变压器电源侧无断路器时，可作用于信号。
３　对于密闭油浸式变压器，当壳内故障压力偏高时应瞬时

动作于信号；当压力过高时，应动作于断开变压器各侧断路器；
当变压器电源侧无断路器时，可作用于信号。
４　变压器引出线及内部的短路故障应装设相应的保护装置。

当过电流保护时限大于０５ｓ时，应装设电流速断保护，且应瞬

时动作于断开变压器的各侧断路器。
５　由外部相间短路引起的变压器过电流，可采用过电流保

护作为后备保护。保护装置的整定值应考虑事故时可能出现的过

负荷，并应带时限动作于跳闸。
６　变压器高压侧过电流保护应与低压侧主断路器短延时保

护相配合。
７　对于４００ｋＶＡ及以上、线圈为三角星形联结、低压侧中

性点直接接地的变压器，当低压侧单相接地短路且灵敏性符合要

求时，可利用高压侧的过电流保护，保护装置应带时限动作于

跳闸。
８　对于４００ｋＶＡ及以上，线圈为三角星形联结的变压器，

可采用两相三继电器式的过电流保护。保护装置应动作于断开变

压器的各侧断路器。
９　对于４００ｋＶＡ及以上变压器，当数台并列运行或单独运

行并作为其他负荷的备用电源时，应根据可能过负荷的情况装设

过负荷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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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负荷保护可采用单相式，且应带时限动作于信号。在无经

常值班人员的变电所，过负荷保护可动作于跳闸或断开部分

负荷。
１０　对变压器温度及油压升高故障，应按现行电力变压器标

准的要求，装设可作用于信号或动作于跳闸的保护装置。
１１　对于气体绝缘变压器气体密度降低、压力升高，应装设

可作用于信号或动作于跳闸的保护装置。
５２３　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的供电线路保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线路的下列故障或异常运行，应装设相应的保护装置：
１）相间短路；
２）过负荷；
３）单相接地。

２　线路的相间短路保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当保护装置由电流继电器构成时，应接于两相电流

互感器上；对于同一供配电系统的所有线路，电流

互感器应接在相同的两相上；
２）当线路短路使配变电所母线电压低于标称系统电压

的５０％～６０％，以及线路导线截面过小，不允许带

时限切除短路时，应快速切除短路；
３）当过电流保护动作时限不大于０５～０７ｓ，且没有本

款第２项所列的情况或没有配合上的要求时，可不

装设瞬动的电流速断保护。
３　对单侧电源线路可装设两段过电流保护，第一段应为不

带时限的电流速断保护，第二段应为带时限的过电流保护，可采

用定时限或反时限特性的继电器。保护装置应装在线路的电

源侧。
４　对１０（６）ｋＶ变电所的电源进线，可采用带时限的电流

速断保护。
５　对单相接地故障，应装设接地保护装置，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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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在配电所母线上应装设接地监视装置，并动作于

信号；
２）对于有条件安装零序电流互感器的线路，当单相接

地电流能满足保护的选择性和灵敏性要求时，应装

设动作于信号的单相接地保护；
３）当不能安装零序电流互感器，而单相接地保护能够

躲过电流回路中不平衡电流的影响时，也可将保护

装置接于三相电流互感器构成的零序回路中。
６　对可能过负荷的电缆线路，应装设过负荷保护。保护装

置宜带时限动作于信号，当危及设备安全时可动作于跳闸。
５２４　并联电容器的保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对１０（６）ｋＶ的并联补偿电容器组的下列故障及异常运

行方式，应装设相应的保护装置：
１）电容器内部故障及其引出线短路；
２）电容器组和断路器之间连接线短路；
３）电容器组中某一故障电容器切除后所引起的过电压；
４）电容器组的单相接地；
５）电容器组过电压；
６）所连接的母线失电压。

２　对电容器组和断路器之间连接线的短路，可装设带有短

时限的电流速断和过电流保护，并动作于跳闸。速断保护的动作

电流，应按最小运行方式下，电容器端部引线发生两相短路时，
有足够灵敏系数整定。过电流保护装置的动作电流，应按躲过电

容器组长期允许的最大工作电流整定。
３　对电容器内部故障及其引出线的短路，宜对每台电容器

分别装设专用的熔断器。熔体的额定电流可为电容器额定电流的

１５～２０倍。
４　当电容器组中故障电容器切除到一定数量，引起电容器

端电压超过１１０％额定电压时，保护应将整组电容器断开。对不

同接线的电容器组可采用下列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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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单星形接线的电容器组可采用中性导体对地电压不

平衡保护；
２）多段串联单星形接线的电容器组，可采用段间电压

差动或桥式差电流保护；
３）双星形接线的电容器组，可采用中性导体不平衡电

压或不平衡电流保护。
５　对电容器组的单相接地故障，可按本规范第５２３条第

３款的规定装设保护，但安装在绝缘支架上的电容器组，可不再

装设单相接地保护。
６　电容器组应装设过电压保护，带时限动作于信号或跳闸。
７　电容器装置应设置失电压保护，当母线失电压时，应带

时限动作于信号或跳闸。
８　 当供配电系统有高次谐波，并可能使电容器过负荷时，

电容器组宜装设过负荷保护，并应带时限动作于信号或跳闸。
５２５　１０（６）ｋＶ分段母线保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配变电所分段母线宜在分段断路器处装设下列保护装置：
１）电流速断保护；
２）过电流保护。

２　分段断路器电流速断保护仅在合闸瞬间投入，并应在合

闸后自动解除。
３　分段断路器过电流保护应比出线回路的过电流保护增大

一级时限。
５２６　备用电源和备用设备的自动投入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备用电源或备用设备的自动投入装置，可在下列情况之

一时装设：
１）由双电源供电的变电所和配电所，其中一个电源经

常断开作为备用；
２）变电所和配电所内有互为备用的母线段；
３）变电所内有备用变压器；
４）变电所内有两台所用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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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运行过程中某些重要机组有备用机组。
２　自动投入装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应能保证在工作电源或设备断开后才投入备用电源

或设备；
２）工作电源或设备上的电压消失时，自动投入装置应

延时动作；
３）自动投入装置保证只动作一次；
４）当备用电源或设备投入到故障上时，自动投入装置

应使其保护加速动作；
５）手动断开工作电源或设备时，自动投入装置不应

启动；
６）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中，可设置工作电源的电流

闭锁回路。
３　民用建筑中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多级设置时，上下级

之间的动作应相互配合。
５２７　继电保护可根据需要采用智能化保护装置或采用变电所

综合自动化系统，并宜采用开放式和分布式系统。
５２８　当所在的建筑物设有建筑设备监控 （ＢＡ）系统时，继电

保护装置应设置与ＢＡ系统相匹配的通信接口。

５３　电 气 测 量

５３１　测量仪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本条适用于固定安装的指示仪表、记录仪表、数字仪表、

仪表配用的互感器及采用与计算机监控和管理系统相配套的自动

化仪表等器件。
２　测量仪表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应能正确反映被测量回路的运行参数；
２）应能随时监测被监测回路的绝缘状况。

３　测量仪表的准确度等级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除谐波测量仪表外，交流回路的仪表准确度等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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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低于２５级；
２）直流回路的仪表准确度等级不应低于１５级；
３）电量 变 送 器 输 出 侧 的 仪 表 准 确 度 等 级 不 应 低 于

１０级。
４　测量仪表配用的互感器准确度等级选择，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１５级及２５级的测量仪表，应配用不低于１０级的

互感器；
２）电量变送器应配用不低于０５级的电流互感器。

５　直流仪表配用的外附分流器准确度等级不应低于０５级。
６　电量变送器准确度等级不应低于０５级。
７　仪表的测量范围和电流互感器变比的选择，宜满足当被

测量回路以额定值的条件运行时，仪表的指示在满量程的７０％。
８　对多个同类型回路参数的测量，宜采用以电量变送器组

成的选测系统。选测参数的种类及数量，可根据运行监测的需要

确定。
９　下列电力装置回路应测量交流电流：
１）配电变压器回路；
２）无功补偿装置；
３）１０（６）ｋＶ和１ｋＶ及以下的供配电干线；
４）母线联络和母线分段断路器回路；
５）５５ｋＷ及以上的电动机；
６）根据使用要求，需监测交流电流的其他回路。

１０　三相电流基本平衡的回路，可采用一只电流表测量其中

一相电流。下列装置及回路应采用三只电流表分别测量三相

电流：
１）无功补偿装置；
２）配电变压器低压侧总电流；
３）三相 负 荷 不 平 衡 幅 度 较 大 的１ｋＶ 及 以 下 的 配 电

线路。

６３



１１　下列装置及回路应测量直流电流：
１）直流发电机；
２）直流电动机；
３）蓄电池组；
４）充电回路；
５）整流装置；
６）根据使用要求，需监测直流电流的其他装置及回路。

１２　交流系统的各段母线，应测量交流电压。
１３　下列装置及回路应测量直流电压：
１）直流发电机；
２）直流系统的各段母线；
３）蓄电池组；
４）充电回路；
５）整流装置；
６）发电机的励磁回路；
７）根据使用要求，需监测直流电压的其他装置及回路。

１４　中性点不直接接地系统的各段母线，应监测交流系统的

绝缘。
１５　根据使用要求，需监测有功功率的装置及回路，应测量

有功功率。
１６　下列装置及回路应测量无功功率：
１）１ｋＶ及以上的无功补偿装置；
２）根据使用要求，需监测无功功率的其他装置及回路。

１７　在谐波监测点，宜装设谐波电压、电流的测量仪表。
５３２　电能计量仪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下列装置及回路应装设有功电能表：
１）１０（６）ｋＶ供配电线路；
２）用电单位的有功电量计量点；
３）需要进行技术经济考核的电动机；
４）根据技术经济考核和节能管理的要求，需计量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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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量的其他装置及回路。
２　下列装置及回路，应装设无功电能表：
１）无功补偿装置；
２）用电单位的无功电量计量点；
３）根据技术经济考核和节能管理的要求，需计量无功

电量的其他装置及回路。
３　计费用的专用电能计量装置，宜设置在供用电设施的产

权分界处，并应按供电企业对不同计费方式的规定确定。
４　双向送、受电的回路，应分别计量送、受电的电量。当

以两只电能表分别计量送、受电量时，应采用具有止逆器的电

能表。

５４　二次回路及中央信号装置

５４１　继电保护的二次回路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二次回路的工作电压不应超过５００Ｖ。
２　互感器二次回路连接的负荷，不应超过继电保护和自动

装置工作准确等级所规定的负荷范围。
３　配变电所及其他重要的或有专门规定的二次回路，应采

用铜芯控制电缆或绝缘电线。在绝缘可能受到油侵蚀的场所，应

采用耐油的绝缘电线或电缆。
４　计量单元的电流回路铜芯导线截面不应小于４ｍｍ２；电

压回路铜芯导线截面不应小于２５ｍｍ２；辅助单元的控制、信号

等导线截面不应小于１５ｍｍ２。电缆及电线截面的选择尚应符合

下列要求：
１）对于电流回路，电流互感器的工作准确等级应符合

本规范第５２１条第５款的规定；当无可靠根据时，
可按断路器的断流容量确定最大短路电流；

２）对于电压回路，当全部保护装置和安全自动装置动

作时，电压互感器至保护和自动装置屏的电缆压降

不应超过标称电压的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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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对于操作回路，在最大负荷下，操作母线至设备的

电压降不应超过１０％标称电压；
４）数字化仪表回路的电缆、电线截面应满足回路传导

要求。
５　屏 （台）内与屏 （台）外回路的连接、某些同名回路的

连接、同一屏 （台）内各安装单位的 连 接，均 应 经 过 端 子 排

连接。
屏 （台）内同一安装单位各设备之间的连接，电缆与互感

器、单独设备的连接，可不经过端子排。
对于电流回路，需要接入试验设备的回路、试验时需要断开

的电压和操作电源回路以及在运行中需要停用或投入的保护装

置，应装设必要的试验端子、试验端钮 （或试验盒）、连接片或

切换片，其安装位置应便于操作。
属于不同安装单位或装置的端子，宜分别组成单独的端

子排。
６　在安装各种设备、断路器和隔离开关的连锁接点、端子

排和接地导体时，应在不断开一次线路的情况下，保证在二次回

路端子排上安全工作。
７　电压互感器一次侧隔离开关断开后，其二次回路应有防

止电压反馈的措施。
８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应有一个接地点，并应在配电装

置附近经端子排接地。
９　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中性点或线圈引出端之一应接地，

且二次回路只允许有一处接地，接地点宜设在控制室内，并应牢

固焊接在接地小母线上。
１０　在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中，除开口三角绕组和有专门规

定者外，应装设熔断器或低压断路器。
在接地导体上不应装设开关电器。当采用一相接地时，熔断

器或低压断路器应装在绕组引出端与接地点之间。
电压互感器开口三角绕组的试验用引出线上，应装设熔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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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低压断路器。
１１　各独立安装单位二次回路的操作电源，应经过专用的熔

断器或低压断路器。
在变电所中，每一安装单位的保护回路和断路器控制回路，

可合用一组单独的熔断器或低压断路器。
１２　配变电所中重要设备和线路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应

有经常监视操作电源的装置。断路器的分闸回路、重要设备和线

路断路器的合闸回路，应装设监视回路完整性的监视装置。
１３　二次回路中的继电器可根据需要采用组合式继电器。

５４２　中央信号装置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宜在配变电所控制 （值班）室内设中央信号装置。中央

信号装置应由事故信号和预告信号组成。预告信号可分为瞬时和

延时两种。
２　中央信号接线应简单、可靠。中央信号装置应具备下列

功能：
１）对音响监视接线能实现亮屏或暗屏运行；
２）断路器事故跳闸时，能瞬时发出音响信号，同时相

应的位置指示灯闪光；
３）发生故障时，能瞬时或延时发出预告音响，并以光

字牌显示故障性质；
４）能进行事故和预告信号及光字牌完好性的试验；
５）能手动或自动复归音响，而保留光字牌信号；
６）试验遥信事故信号时，能解除遥信回路。

３　配变电所的中央事故及预告信号装置，宜能重复动作、
延时自动或手动复归音响。当主接线简单时，中央事故信号可不

重复动作。
４　配电装置就地控制的元件，应按各母线段、组别，分别

发送总的事故和预告音响及光字牌信号。
５　宜设 “信号未复归”小母线，并发送光字牌信号。
６　中央事故信号的所有设备宜集中装设在信号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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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小型配变电所可设简易中央信号装置，并应具备发生故

障时能发出总的事故和预告音响及灯光信号的功能。
８　 可根据需求采用智能化保护装置或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系

统，由具有数字显示的电子声光集中报警装置组成中央信号

装置。
９　当采用智能化保护装置或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时，可

不设置或适当简化中央信号模拟屏。

５５　控制方式、所用电源及操作电源

５５１　控制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对于１０（６）ｋＶ电源线路及母线分段断路器等，可根据

工程具体情况在控制室内集中控制或在配电装置室内就地控制；
２　对于１０（６）ｋＶ配出回路的断路器，当出线数量在１５

回路及以上时，可在控制室内集中控制；当出线数量在１５回路

以下时，可在配电装置室内就地控制。
５５２　所用电源及操作电源，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配变电所２２０／３８０Ｖ所用电源可引自就近的配电变压

器。当配变电所规模较大时，宜另设所用变压器，其容量不宜

超过５０ｋＶＡ。当有两路所用电源时，宜装设备用电源自动投

入装置。
２　在采用交流操作的配变电所中，当有两路１０（６）ｋＶ电

源进线时，宜分别装设两台所用变压器。当能从配变所外引入一

个可靠的备用所用电源时，可只装设一台所用变压器。当能引入

两个可靠的所用电源时，可不装设所用变压器。当配变电所只有

一路１０（６）ｋＶ电源进线时，可只在电源进线上装设一台所用

变压器。
３　采用交流操作且容量能满足时，供操作、控制、保护、

信号等的所用电源宜引自电压互感器。
４　采用电磁操动机构且仅有一路所用电源时，应专设所用

变压器作为所用电源，并应接在电源进线开关的进线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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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重要的配变电所宜采用２２０Ｖ或１１０Ｖ免维护蓄电池组作

为合、分闸直流操作电源。
６　小型配变电所宜采用弹簧储能操动机构合闸和去分流分

闸的全交流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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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自备应急电源

６１　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

６１１　本节适用于发电机额定电压为２３０／４００Ｖ，机组容量为

２０００ｋＷ及以下的民用建筑工程中自备应急低压柴油发电机组的

设计。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宜设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
１）为保证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的负荷用电时；
２）用电负荷为一级负荷，但从市电取得第二电源有困

难或技术经济不合理时。
２　机组宜靠近一级负荷或配变电所设置。柴油发电机房可

布置于建筑物的首层、地下一层或地下二层，不应布置在地下三

层及以下。当布置在地下层时，应有通风、防潮、机组的排烟、
消声和减振等措施并满足环保要求。
３　机房宜设有发电机间、控制及配电室、储油间、备品备

件储藏间等。设计时可根据工程具体情况进行取舍、合并或

增添。
４　当机组需遥控时，应设有机房与控制室联系的信号装置。

当有要求时，控制柜内宜留有通信接口，并可通过ＢＡＳ系统对

其实时监控。
５　当电源系统发生故障停电时，对不需要机组供电的配电

回路应自动切除。
６　发电机间、控制室及配电室不应设在厕所、浴室或其他

经常积水场所的正下方或贴邻。
７　设置在高层建筑内的柴油发电机房，应设置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和除卤代烷１２１１、１３０１以外的自动灭火系统。除高层建

筑外，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保护对象分级为一级和二级的建筑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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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柴油发电机房，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移动式或固定式灭

火装置。
６１２　柴油发电机组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机组容量与台数应根据应急负荷大小和投入顺序以及单

台电动机最大启动容量等因素综合确定。当应急负荷较大时，可

采用多机并列运行，机组台数宜为２～４台。当受并列条件限制，
可实施分区供电。当用电负荷谐波较大时，应考虑其对发电机的

影响。
２　在方案及初步设计阶段，柴油发电机容量可按配电变压

器总容量的１０％～２０％进行估算。在施工图设计阶段，可根据

一级负荷、消防负荷以及某些重要二级负荷的容量，按下列方法

计算的最大容量确定：
１）按稳定负荷计算发电机容量；
２）按最大的单台电动机或成组电动机启动的需要，计

算发电机容量；
３）按启动电动机时，发电机母线允许电压降计算发电

机容量。
３　当有电梯负荷时，在全电压启动最大容量笼型电动机情

况下，发电机母线电压不应低于额定电压的８０％；当无电梯负

荷时，其母线电压不应低于额定电压的７５％。当条件允许时，
电动机可采用降压启动方式。
４　多台机组时，应选择型号、规格和特性相同的机组和配

套设备。
５　宜选用高速柴油发电机组和无刷励磁交流同步发电机，

配自动电压调整装置。选用的机组应装设快速自启动装置和电源

自动切换装置。
６１３　机房设备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机房设备布置应符合机组运行工艺要求，力求紧凑、保

证安全及便于维护、检修。
２　机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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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机组宜横向布置，当受建筑场地限制时，也可纵向

布置；
２）机房与控制室、配电室贴邻布置时，发电机出线端

与电缆沟宜布置在靠控制室、配电室侧；
３）机组之间、机组外廊至墙的净距应满足设备运输、

就地操作、维护检修或布置辅助设备的需要，并不

应小于表６１３１及图６１３的规定。

表６１３１　机组之间及机组外廓与墙壁的净距 （ｍ）

容量 （ｋＷ）

项　目
６４以下 ７５～１５０ ２００～４００５００～１５００１６００～２０００

机组操作面 ａ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２０ ２０～２５

机组背面 ｂ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８ ２０

柴油机端 ｃ ０７ ０７ １０ １０～１５ １５

机组间距 ｄ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２０ ２５

发电机端 ｅ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８ ２０～２５

机房净高 ｈ ２５ ３０ ３０ ４０～５０ ５０～７０

　注：当机组按水冷却方式设计时，柴油机端距离可适当缩小；当机组需要做消声

工程时，尺寸应另外考虑。

图６１３　机组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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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辅助设备宜布置在柴油机侧或靠机房侧墙，蓄电池宜靠

近所属柴油机。
４　机房设置在高层建筑物内时，机房内应有足够的新风进

口及合理的排烟道位置。机房排烟应避开居民敏感区，排烟口宜

内置排烟道至屋顶。当排烟口设置在裙房屋顶时，宜将烟气处理

后再行排放。
５　机组热风管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热风出口宜靠近且正对柴油机散热器；
２）热风管与柴油机散热器连接处，应采用软接头；
３）热风 出 口 的 面 积 不 宜 小 于 柴 油 机 散 热 器 面 积 的

１５倍；
４）热风出口不宜设在主导风向一侧，当有困难时，应

增设挡风墙；
５）当机组设在地下层，热风管无法平直敷设需拐弯引

出时，其热风管弯头不宜超过两处。
６　机房进风口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进风口宜设在正对发电机端或发电机端两侧；
２）进风口面积不宜小于柴油机散热器面积的１６倍；
３）当周围对环境噪声要求高时，进风口宜做消声处理。

７　机组排烟管的敷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每台柴油机的排烟管应单独引至排烟道，宜架空敷

设，也可敷设在地沟中。排烟管弯头不宜过多，并

应能自由位移。水平敷设的排烟管宜设坡外排烟道

０３％～０５％的 坡 度，并 应 在 排 烟 管 最 低 点 装 排

污阀；
２）机房内的排烟管采用架空敷设时，室内部分应敷设

隔热保护层；
３）机组的排烟阻力不应超过柴油机的背压要求，当排

烟管较长时，应采用自然补偿段，并加大排烟管直

径。当无条件设置自然补偿段时，应装设补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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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排烟管与柴油机排烟口连接处应装设弹性波纹管；
５）排烟管穿墙应加保护套，伸出屋面时，出口端应加

防雨帽；

６）非增压柴油机应在排烟管装设消声器。两台柴油机

不应共用一个消声器，消声器应单独固定。

８　机房设计时应采取机组消声及机房隔声综合治理措施，
治理后环境噪声不宜超过表６１３２的规定。

表６１３２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ｄＢＡ）

类 别 适 用 区 域 昼　间 夜　间

０ 　疗养、高级别墅、高级宾馆区 ５０ ４０

１ 　以居住、文教机关为主的区域 ５５ ４５

２ 　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 ６０ ５０

３ 　工业区 ６５ ５５

４ 　城市中的道路交通干线两侧区域 ７０ ５５

６１４　设于地下层的柴油发电机组，其控制屏及其他电气设备

宜选择防潮型产品。

６１５　机房配电线缆选择及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机房、储油间宜按多油污、潮湿环境选择电力电缆或绝

缘电线；

２　发电机配电屏的引出线宜采用耐火型铜芯电缆、耐火型

封闭式母线或矿物绝缘电缆；

３　控制线路、测量线路、励磁线路应选择铜芯控制电缆或

铜芯电线；

４　控制线路、励磁线路和电力配线宜穿钢导管埋地敷设或

采用电缆沿电缆沟敷设；

５　当设电缆沟时，沟内应有排水和排油措施。
６１６　附属设备的控制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附属设备电动机的控制方式应与机组控制方式一致；

２　柴油机冷却水泵宜采用就地控制和随机组运行联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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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高位油箱供油泵宜采用就地控制或液位控制器进行自动

控制。
６１７　控制室的电气设备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单机容量小于或等于５００ｋＷ的装集式单台机组可不设控

制室；单机容量大于５００ｋＷ的多台机组宜设控制室。
２　控制室的位置应便于观察、操作和调度，通风、采光应

良好，进出线应方便。
３　控制室内不应有油、水等管道通过，不应安装无关设备。
４　控制室内的控制屏 （台）的安装距离和通道宽度应符合

下列规定：
１）控 制 屏 正 面 操 作 宽 度，单 列 布 置 时，不 宜 小 于

１５ｍ；双列布置时，不宜小于２０ｍ；
２）离墙安装时，屏后维护通道不宜小于０８ｍ。

５　当控制室的长度大于７ｍ时，应设有两个出口，出口宜

在控制室两端。控制室的门应向外开启。
６　当不需设控制室时，控制屏和配电屏宜布置在发电机端

或发电机侧，其操作维护通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屏前距发电机端不宜小于２０ｍ；
２）屏前距发电机侧不宜小于１５ｍ。

６１８　发电机组的自启动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机组应处于常备启动状态。一类高层建筑及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保护对象分级为一级建筑物的发电机组，应设有自动启动

装置，当市电中断时，机组应立即启动，并应在３０ｓ内供电。
当采用自动启动有困难时，二类高层建筑及二级保护对象建

筑物的发电机组，可采用手动启动装置。
机组应与市电连锁，不得与其并列运行。当市电恢复时，机

组应自动退出工作，并延时停机。
２　为了避免防灾用电设备的电动机同时启动而造成柴油发

电机组熄火停机，用电设备应具有不同延时，错开启动时间。重

要性相同时，宜先启动容量大的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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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自启动机组的操作电源、机组预热系统、燃料油、润滑

油、冷却水以及室内环境温度等均应保证机组随时启动。水源及

能源必须具有独立性，不得受市电停电的影响。
４　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自启动宜采用电启动方式，电启

动设备应按下列要求设置：
１）电启动用蓄电池组电压宜为１２Ｖ或２４Ｖ，容量应按

柴油机连续启动不少于６次确定；
２）蓄电池组宜靠近启动电机设置，并应防止油、水

浸入；
３）应设置整流充电设备，其输出电压宜高于蓄电池组

的电动势５０％，输出电流不小于蓄电池１０ｈ放电率

电流。
６１９　发电机组的中性点工作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发电机中性点接地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只有单台机组时，发电机中性点应直接接地，机组

的接地形式宜与低压配电系统接地形式一致；
２）当两台机组并列运行时，机组的中性点应经刀开关

接地；当两台机组的中性导体存在环流时，应只将

其中一台发电机的中性点接地；
３）当两台机组并列运行时，两台机组的中性点可经限

流电抗器接地。
２　发电机中性导体上的接地刀开关，可根据发电机允许的

不对称负荷电流及中性导体上可能出现的零序电流选择。
３　采用电抗器限制中性导体环流时，电抗器的额定电流可

按发电机额定电流的２５％选择，阻抗值可按通过额定电流时其

端电压小于１０Ｖ选择。
６１１０　柴油发电机组的自动化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机组与电力系统电源不应并网运行，并应设置可靠连锁。
２　选择自启动机组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当市电中断供电时，单台机组应能自动启动，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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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３０ｓ内向负荷供电；
２）当市电恢复供电后，应自动切换并延时停机；

３）当连续三次自启动失败，应发出报警信号；

４）应自动控制负荷的投入和切除；

５）应自动控制附属设备及自动转换冷却方式和通风

方式。

３　机组并列运行时，宜采用手动准同期。当两台自启动机

组需并车时，应采用自动同期，并应在机组间同期后再向负荷

供电。

６１１１　储油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燃油来源及运输不便时，宜在建筑物主体外设置４０～

６４ｈ耗油量的储油设施；

２　机房内应设置储油间，其总储存量不应超过８０ｈ的燃油

量，并应采取相应的防火措施；

３　日用燃油箱宜高位布置，出油口宜高于柴油机的高压射

油泵；

４　卸油泵和供油泵可共用，应装设电动和手动各一台，其

容量应按最大卸油量或供油量确定。

６１１２　柴油发电机房的照明、接地与通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机房各房间的照度应符合表６１１２的规定；

表６１１２　机房各房间的照度

房 间 名 称 照度值 （ｌｘ） 规定照度的平面

发电机间 ≥２００ 地　面

控制与配电室 ≥３００ 距地面０７５ｍ

值班室 ≥３００ 距地面０７５ｍ

储油间 ≥１００ 地　面

检修间 （检修场地） ≥２００ 地　面

２　发电机间、控制及配电室应设备用照明，其照度不应低

于表６１１２的规定，持续供电时间不应小于３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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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机房内的接地，宜采用共用接地；
４　燃油系统的设备与管道应采取防静电接地措施；

５　控制室与值班室应设通信电话，并应设消防专用电话

分机。

６１１３　当设计柴油发电机房时，给水排水、暖通和土建应符合

下列规定：

１　给水排水：

１）柴油机的冷却水水质，应符合机组运行技术条件

要求；

２）柴油机采用闭式循环冷却系统时，应设置膨胀水箱，
其装设位置应高于柴油机冷却水的最高水位；

３）冷却水泵应为一机一泵，当柴油机自带水泵时，宜

设１台备用泵；

４）机房内应设有洗手盆和落地洗涤槽。

２　暖通：
１）宜利用自然通风排除发电机间内的余热，当不能满

足温度要求时，应设置机械通风装置；

２）当机房设置在高层民用建筑的地下层时，应设置防

烟、排烟、防潮及补充新风的设施；

３）机房各房间温湿度要求宜符合表６１１３１的规定；

表６１１３１　机房各房间温湿度要求

房 间 名 称

冬　　季 夏　　季

温度

（℃）

相对湿度

（％）

温度

（℃）

相对湿度

（％）

　机房 （就地操作） １５～３０ ３０～６０ ３０～３５ ４０～７５

　机房 （隔室操作、自动化） ５～３０ ３０～６０ ３２～３７ ≤７５

　控制及配电室 １６～１８ ≤７５ ２８～３０ ≤７５

　值班室 １６～２０ ≤７５ ≤２８ ≤７５

４）安装自启动机组的机房，应满足自启动温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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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环境温度达不到启动要求时，应采用局部或整机

预热措施。在湿度较高的地区，应考虑防结露措施。

３　土建：

１）机房应有良好的采光和通风；

２）发电机间宜有两个出入口，其中一个应满足搬运机

组的需要。门应为甲级防火门，并应采取隔声措施，
向外开启；发电机间与控制室、配电室之间的门和

观察窗应采取防火、隔声措施，门应为甲级防火门，
并应开向发电机间；

３）储油间应采用防火墙与发电机间隔开；当必须在防

火墙上开门时，应设置能自行关闭的甲级防火门；

４）当机房噪声控制达不到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区域环

境噪声标准》ＧＢ３０９６的规定时，应做消声、隔声

处理；

５）机组基础应采取减振措施，当机组设置在主体建筑

内或地下层时，应防止与房屋产生共振；

６）柴油机基础宜采取防油浸的设施，可设置排油污沟

槽，机房内管沟和电缆沟内应有０３％的坡度和排

水、排油措施；

７）机房各工作房间的耐火等级与火灾危险性类别应符

合表６１１３２的规定。

表６１１３２　机房各工作房间耐火等级与火灾危险性类别

名　　称 火灾危险性类别 耐火等级

发电机间 丙 一级

控制与配电室 戊 二级

储 油 间 丙 一级

６２　应急电源装置 （ＥＰＳ）

６２１　本节适用于应急电源装置 （ＥＰＳ）用作应急照明系统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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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源时的选择和配电设计。
６２２　ＥＰＳ装置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ＥＰＳ装置应按负荷性质、负荷容量及备用供电时间等要

求选择。
２　ＥＰＳ装置可分为交流制式及直流制式。电感性和混合性

的照明负荷宜选用交流制式；纯阻性及交、直流共用的照明负荷

宜选用直流制式。
３　ＥＰＳ的额定输出功率不应小于所连接的应急照明负荷总

容量的１３倍。
４　ＥＰＳ的蓄电池初装容量应保证备用时间不小于９０ｍｉｎ。
５　ＥＰＳ装置的切换时间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用作安全照明电源装置时，不应大于０２５ｓ；
２）用作疏散照明电源装置时，不应大于５ｓ；
３）用作备用照明电源装置时，不应大于５ｓ；金融、商

业交易场所不应大于１５ｓ。
６２３　当ＥＰＳ装置容量较大时，宜在电源侧采取高次谐波的治

理措施。
６２４　ＥＰＳ配电系统的各级保护装置之间应有选择性配合。
６２５　ＥＰＳ装置的交流输入电源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ＥＰＳ宜采用两路电源供电，交流输入电源的总相对谐波

含量不宜超过１０％。
２　ＥＰＳ系统的交流电源，不宜与其他冲击性负荷由同一变

压器及母线段供电。

６３　不间断电源装置 （ＵＰＳ）

６３１　本节适用于不间断电源装置 （ＵＰＳ）的选择和配电设计。
６３２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设置ＵＰＳ装置：

１　当用电负荷不允许中断供电时；
２　允许中断供电时间为毫秒级的重要场所的应急备用电源。

６３３　ＵＰＳ装置的选择，应按负荷性质、负荷容量、允许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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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时间等要求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ＵＰＳ装置，宜用于电容性和电阻性负荷；
２　对电子计算机供电时，ＵＰＳ装置的额定输出功率应大于

计算机各设备额定功率总和的１２倍，对其他用电设备供电时，
其额定输出功率应为最大计算负荷的１３倍；
３　蓄电池组容量应由用户根据具体工程允许中断供电时间

的要求选定；
４　不间断电源装置的工作制，宜按连续工作制考虑。

６３４　当ＵＰＳ装置容量较大时，宜在电源侧采取高次谐波的治

理措施。
６３５　ＵＰＳ配电系统各级保护装置之间，应有选择性配合。
６３６　ＵＰＳ系统的交流输入电源应符合本规范第６２５条的

规定。
在ＴＮＳ供电系统中，ＵＰＳ装置的交流输入端宜设置隔离

变压器或专用变压器；当ＵＰＳ输出端的隔离变压器为ＴＮＳ、
ＴＴ接地形式时，中性点应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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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低 压 配 电

７１　一 般 规 定

７１１　本章适用于民用建筑工频交流电压１０００Ｖ及以下的低压

配电设计。
７１２　低压配电系统的设计应根据工程的种类、规模、负荷性

质、容量及可能的发展等因素综合确定。
７１３　确定低压配电系统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供电可靠和保证电能质量要求；
２　系统接线简单可靠并具有一定灵活性；
３　保证人身、财产、操作安全及检修方便；
４　节省有色金属，减少电能损耗；
５　经济合理，技术先进。

７１４　低压配电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变压器二次侧至用电设备之间的低压配电级数不宜超过

三级；
２　各级低压配电屏或低压配电箱宜根据发展的可能留有备

用回路；
３　由市电引入的低压电源线路，应在电源箱的受电端设置

具有隔离作用和保护作用的电器；
４　由本单位配变电所引入的专用回路，在受电端可装设不

带保护的开关电器；对于树干式供电系统的配电回路，各受电端

均应装设带保护的开关电器。
７１５　低压配电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５４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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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低压配电系统

７２１　多层公共建筑及住宅的低压配电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照明、电力、消防及其他防灾用电负荷，应分别自成配

电系统；
２　电源可采用电缆埋地或架空进线，进线处应设置电源箱，

箱内应设置总开关电器；电源箱宜设在室内，当设在室外时，应

选用室外型箱体；
３　当用电负荷容量较大或用电负荷较重要时，应设置低压

配电室，对容量较大和较重要的用电负荷宜从低压配电室以放射

式配电；
４　由低压配电室至各层配电箱或分配电箱，宜采用树干式

或放射与树干相结合的混合式配电；
５　多层住宅的垂直配电干线，宜采用三相配电系统。

７２２　高层公共建筑及住宅的低压配电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高层公共建筑的低压配电系统，应将照明、电力、消防

及其他防灾用电负荷分别自成系统。
２　对于容量较大的用电负荷或重要用电负荷，宜从配电室

以放射式配电。
３　高层公共建筑的垂直供电干线，可根据负荷重要程度、

负荷大小及分布情况，采用下列方式供电：
１）可采用封闭式母线槽供电的树干式配电；
２）可采用电缆干线供电的放射式或树干式配电；当为

树干式配电时，宜采用电缆Ｔ接端子方式或预制分

支电缆引至各层配电箱；
３）可采用分区树干式配电。

４　高层公共建筑配电箱的设置和配电回路的划分，应根据

防火分区、负荷性质和密度、管理维护方便等条件综合确定；
５　高层公共建筑的消防及其他防灾用电设施的供电要求，

应符合本规范第１３章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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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高层住宅的垂直配电干线，应采用三相配电系统。

７３　特低电压配电

７３１　特低电压 （ＥＬＶ）的额定电压不应超过交流５０Ｖ。特低

电压可分为安全特低电压 （ＳＥＬＶ）及保护特低电压 （ＰＥＬＶ）。
７３２　符合下列要求之一的设备，可作为特低电压电源：

１　一次绕组和二次绕组之间采用加强绝缘层或接地屏蔽层

隔离开的安全隔离变压器。
２　安全等级相当于安全隔离变压器的电源。
３　电化电源或与电压较高回路无关的其他电源。
４　符合相应标准的某些电子设备。这些电子设备已经采取

了措施，可以保障即使发生内部故障，引出端子的电压也不超过

交流５０Ｖ；或允许引出端子上出现大于交流５０Ｖ的规定电压，
但能保证在直接接触或间接接触情况下，引出端子上的电压立即

降至不大于交流５０Ｖ。
７３３　特低电压配电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ＳＥＬＶ和ＰＥＬＶ的回路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ＥＬＶ回路的带电部分与其他回路之间应具有基本绝

缘；ＥＬＶ回路与有较高电压回路的带电部分之间可

采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作保护隔离，也可采用基

本绝缘加隔板；
２）ＳＥＬＶ回路的带电部分应与地之间具有基本绝缘；
３）ＰＥＬＶ回路和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应接地。

２　ＥＬＶ系统的回路导线至少应具有基本绝缘，并应与其他

带电回路的导线实行物理隔离，当不能满足要求时，可采取下列

措施之一：
１）ＳＥＬＶ和ＰＥＬＶ的回路导线除应具有基本绝缘外，

并应封闭在非金属护套内或在基本绝缘外加护套；
２）ＥＬＶ与较高电压回路的导体，应以接地的金属屏蔽

层或接地的金属护套分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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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ＥＬＶ回路导体可与不同电压回路导体共用一根多芯

电缆或导体组内，但ＥＬＶ回路导体的绝缘水平，应

按其他回路最高电压确定。
３　ＥＬＶ系统的插头及插座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插头必须不可能插入其他电压系统的插座内；
２）插座必须不可能被其他电压系统的插头插入；
３）ＳＥＬＶ系统的插头和插座不得设置保护导体触头。

４　安全特低电压回路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ＳＥＬＶ回路的带电部分严禁与大地、其他回路的带

电部分及保护导体相连接；
２）ＳＥＬＶ回路的用电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不应与大地、

其他回路的保护导体、用电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及

外界可导电部分相连接。
７３４　ＥＬＶ系统的保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ＳＥＬＶ回路由安全隔离变压器供电且无分支回路时，
其线路的短路保护和过负荷保护，可由变压器一次侧的保护电器

完成。
２　当具有两个及以上ＳＥＬＶ分支回路时，每一个分支回路

的首端应设有保护电器。
３　当ＳＥＬＶ超过交流２５Ｖ或设备浸在水中时，ＳＥＬＶ和

ＰＥＬＶ回路应具有下列基本防护：
１）带电部分应完全由绝缘层覆盖，且该绝缘层应只有

采取破坏性手段才能除去；
２）带电部分必须设在防护等级不低于ＩＰ２Ｘ的遮栏后面

或外护物里面，其顶部水平面栅栏的防护等级不应

低于ＩＰ４Ｘ；
３）设备绝缘应符合电力设备标准的有关规定。

４　在正常干燥的情况下，下列情况可不设基本防护：
１）标称电压不超过交流２５Ｖ的ＳＥＬＶ系统；
２）标称电压不超过交流２５Ｖ的ＰＥＬＶ系统，并且外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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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导电部分或带电部分由保护导体连接至总接地

端子；
３）标称电压不超过１２Ｖ的其他任何情况。

７３５　ＥＬＶ宜应用在下列场所及范围：
１　潮湿场所 （如喷水池、游泳池）内的照明设备；
２　狭窄的可导电场所；
３　正常环境条件使用的移动式手持局部照明；
４　电缆隧道内照明。

７４　导 体 选 择

７４１　低压配电导体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电缆、电线可选用铜芯或铝芯，民用建筑宜采用铜芯电

缆或电线；下列场所应选用铜芯电缆或电线：
１）易燃、易爆场所；
２）重要的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
３）特别潮湿场所和对铝有腐蚀的场所；
４）人员聚集较多的场所；
５）重要的资料室、计算机房、重要的库房；
６）移动设备或有剧烈振动的场所；
７）有特殊规定的其他场所。

２　导体的绝缘类型应按敷设方式及环境条件选择，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１）在一般工程中，在室内正常条件下，可选用聚氯乙

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的电缆或聚氯乙烯绝缘电线；
有条件时，可选用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和电线；

２）消防设备供电线路的选用，应符合本规范第１３１０
节的规定；

３）对一类高层建筑以及重要的公共场所等防火要求高

的建筑物，应采用阻燃低烟无卤交联聚乙烯绝缘电

力电缆、电线或无烟无卤电力电缆、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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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绝缘导体应符合工作电压的要求，室内敷设塑料绝缘电

线不应低于０４５／０７５ｋＶ，电力电缆不应低于０６／１ｋＶ；

７４２　低压配电导体截面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按敷设方式、环境条件确定的导体截面，其导体载

流量不应小于预期负荷的最大计算电流和按保护条

件所确定的电流；
２）线路电压损失不应超过允许值；

３）导体应满足动稳定与热稳定的要求；

４）导体最小截面应满足机械强度的要求，配电线路每

一相导体截面不应小于表７４２的规定。

表７４２　导体最小允许截面

布线系统形式 线 路 用 途
导体最小截面 （ｍｍ２）

铜 铝

　固定敷设的电缆和绝缘

电线

　电力和照明线路 １５ ２５

　信号和控制线路 ０５ —

　固定敷设的裸导体
　电力 （供电）线路 １０ １６

　信号和控制线路 ４ —

　用绝缘电线和电缆的柔

性连接

　任何用途 ０７５ —

　特殊用途的特低压电路 ０７５ —

７４３　导体敷设的环境温度与载流量校正系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沿敷设路径各部分的散热条件不相同时，电缆载流量

应按最不利的部分选取。
２　导体敷设处的环境温度，应满足下列规定：

１）对于直接敷设在土壤中的电缆，应采用埋深处历年

最热月的平均地温；

２）敷设在室外空气中或电缆沟中时，应采用敷设地区

最热月的日最高温度平均值；
３）敷设在室内空气中时，应采用敷设地点最热月的日

最高温度平均值，有机械通风的应按通风设计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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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敷设在室内电缆沟中时，应采用敷设地点最热月的

日最高温度平均值加５℃。
３　导体的允许载流量，应根据敷设处的环境温度进行校正，

校正系数应符合表７４３１和表７４３２的规定。

表７４３１　环境空气温度不等于３０℃时的校正系数

环境温度

（℃）

绝　　缘

ＰＶＣ
ＸＬＰＥ或

ＥＰＲ

矿 物 绝 缘

ＰＶＣ外护层和易于

接触的裸护套７０℃

不允许接触的

裸护套１０５℃

１０ １２２ １１５ １２６ １１４

１５ １１７ １１２ １２０ １１１

２０ １１２ １０８ １１４ １０７

２５ １０６ １０４ １０７ １０４

３５ ０９４ ０９６ ０９３ ０９６

４０ ０８７ ０９１ ０８５ ０９２

４５ ０７９ ０８７ ０７７ ０８８

５０ ０７１ ０８２ ０６７ ０８４

５５ ０６１ ０７６ ０５７ ０８０

６０ ０５０ ０７１ ０４５ ０７５

６５ — ０６５ — ０７０

７０ — ０５８ — ０６５

７５ — ０５０ — ０６０

８０ — ０４１ — ０５４

８５ — — — ０４７

９０ — — — ０４０

９５ — — — ０３２

　注：１　用于敷设在空气中的电缆载流量校正；

２　更高的环境温度，与制造厂协商解决；

３　ＰＶＣ聚氯乙烯、ＸＬＰＥ交联聚乙烯、ＥＰＲ乙丙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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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４３２　地下温度不等于２０℃的电缆载流量的校正系数

埋地环境温度 （℃）
绝　　　缘

ＰＶＣ ＸＬＰＥ和ＥＰＲ

１０ １１０ １０７

１５ １０５ １０４

２５ ０９５ ０９６

３０ ０８９ ０９３

３５ ０８４ ０８９

４０ ０７７ ０８５

４５ ０７１ ０８０

５０ ０６３ ０７６

５５ ０５５ ０７１

６０ ０４５ ０６５

６５ — ０６０

７０ — ０５３

７５ — ０４６

８０ — ０３８

　注：用于敷设于地下管道中的电缆载流量校正。

４　当土壤热阻系数与载流量对应的热阻系数不同时，敷设

在土壤中的电缆的载流量应进行校正，其校正系数应符合表

７４３３的规定。

表７４３３　土壤热阻系数不同于２５Ｋ·ｍ／Ｗ
时电缆的载流量校正系数

热阻系数Ｋ·ｍ／Ｗ １ １５ ２ ２５ ３

校正系数 １１８ １１０ １０５ １００ ０９６

　注：１　此校正系数适用于埋地管道中的电缆，管道埋设深度不大于０８ｍ；

２　对于直埋电缆，当土 壤 热 阻 系 数 小 于２５Ｋ·ｍ／Ｗ 时，此 校 正 系 数 可

提高。

７４４　电线、电缆在不同敷设方式时，其载流量的校正系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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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下列规定：

１　多回路或多根多芯电缆成束敷设的载流量校正系数应符

合表７４４１的规定；

表７４４１　多回路或多根多芯电缆成束敷设的校正系数

项
目

排列 （电缆
相互接触）

回路数或多芯电缆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２ １６ ２０

１

　嵌 入 式 或
封 闭 式 成 束
敷 设 在 空 气
中 的 一 个 表
面上

１０００８００７００６５０６００５７０５４０５２０５００４５０４１０３８

２

　单 层 敷 设
在 墙、地 板
或 无 孔 托
盘上

１０００８５０７９０７５０７３０７２０７２０７１０７０

３
　单 层 直 接
固 定 在 木 质
顶棚下

０９５０８１０７２０６８０６６０６４０６３０６２０６１

４

　单 层 敷 设
在 水 平 或 垂
直 的 有 孔 托
盘上

１０００８８０８２０７７０７５０７３０７３０７２０７２

５
　单 层 敷 设
在 梯 架 或 夹
板上

１０００８７０８２０８００８００７９０７９０７８０７８

　多于９个回
路或９根多芯
电缆不再减小
校正系数

　注：１　适用于尺寸和负荷相同的电缆束。
２　相邻电缆水平间距超过了２倍电缆外径时，可不校正。
３　下列情况可使用同一系数：
———由２根或３根单芯电缆组成的电缆束；
———多芯电缆。

４　当系统中同时有２芯和３芯电缆时，应以电缆总数作为回路数，２芯电缆
应作为２根带负荷导体，３芯电缆应作为３根带负荷导体查取表中相应
系数。

５　当电缆束中含有ｎ根单芯电缆时，可作为ｎ／２回路 （２根负荷导体回路）
或ｎ／３回路 （３根负荷导体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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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多回路直埋电缆的载流量校正系数，应符合表７４４２
的规定；

表７４４２　多回路直埋电缆的校正系数

回路数

电缆间的间距ａ

无间距 （电缆

相互接触）
一根电缆外径 ０１２５ｍ ０２５ｍ ０５ｍ

２ ０７５ ０８０ ０８５ ０９０ ０９０

３ ０６５ ０７０ ０７５ ０８０ ０８５

４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７０ ０７５ ０８０

５ ０５５ ０５５ ０６５ ０７０ ０８０

６ ０５０ ０５５ ０６０ ０７０ ０８０

　注：适于埋地深度０７ｍ，土壤热阻系数为２５Ｋ·ｍ／Ｗ。

３　当线路中存在高次谐波时，在选择导体截面时应对载流

量加以校正，校正系数应符合表７４４３的规定。当预计中性导

体电流高于相导体电流时，电缆截面应按中性导体电流来选择。
当中性导体电流大于相电流１３５％且按中性导体电流选择电缆截

面时，电缆的载流量可不校正。当按中性导体电流选择电缆截

面，而中性导体电流不高于相电流时，应按表７４４３选用校正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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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４４３　４芯和５芯电缆存在高次谐波的校正系数

相电流中三次谐波

分量 （％）

降　低　系　数

按相电流选择截面 按中性导体电流选择截面

０～１５ １００ —

１５～３３ ０８６ —

３３～４５ — ０８６

＞４５ — １００

　注：此表所给的校正系数仅适用于４芯或５芯电缆内中性导体与相导体有相同的绝

缘和相等的截面。当预计有显著 （大于１０％）的９次、１２次等高次谐波存在

时，可用一个较小的校正系数。当在相与相之间存在大于５０％的不平衡电流

时，可使用一个更小的校正系数。

７４５　中性导体和保护导体截面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具有下列情况时，中性导体应和相导体具有相同截面：
１）任何截面的单相两线制电路；

２）三相四线和单相三线电路中，相导体截面不大于

１６ｍｍ２ （铜）或２５ｍｍ２ （铝）。

２　三相四线制电路中，相导体截面大于１６ｍｍ２ （铜）或

２５ｍｍ２ （铝）且满足下列全部条件时，中性导体截面可小于相导

体截面：
１）在正常工作时，中性导体预期最大电流不大于减小

了的中性导体截面的允许载流量。
２）对ＴＴ或ＴＮ系统，在中性导体截面小于相导体截

面的地方，中性导体上需装设相应于该导体截面的

过电流保护，该保护应使相导体断电但不必断开中

性导体。当满足下列两个条件时，则中性导体上不

需要装设过电流保护：
———回路相导体的保护装置已能保护中性导体；
———在正常工作时可能通过中性导体上的最大电流

明显小于该导体的载流量。

３）中性导体截面不小于１６ｍｍ２ （铜）或２５ｍｍ２ （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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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保护导体必须有足够的截面，其截面可用下列方法之一

确定：
１）当切断时间在０１～５ｓ时，保护导体的截面应按下

式确定：

Ｓ≥ Ｉ２槡ｔ
Ｋ

（７４５）

式中　Ｓ———截面积 （ｍｍ２）；

Ｉ———发生了阻抗可以忽略的故障时的故障电流 （方均根

值）（Ａ）；

ｔ———保护电器自动切断供电的时间 （ｓ）；
Ｋ———取决于保护导体、绝缘和其他部分的材料以及初始

温度和最终温度的系数，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电气

设备的选择和安装接地配置、保护导体和保护联结

导体》ＧＢ１６８９５３计算和选取。
对常用的不同导体材料和绝缘的保护导体的Ｋ 值可按表

７４５１选取。

表７４５１　不同导体材料和绝缘的Ｋ值

绝缘

材料

导 体 绝 缘

７０℃ＰＶＣ ９０℃ＰＶＣ ８５℃橡胶 ６０℃橡胶
矿 物 质

带ＰＶＣ 裸的

初始温度 （℃） ７０ ９０ ８５ ６０ ７０ １０５

最终温度 （℃） １６０／１４０ １６０／１４０ ２２０ ２００ １６０ ２５０

导体材料
铜 １１５／１０３ １００／８６ １３４ １４１ １１５ １３５

铝 ７６／６８ ６６／５７ ８９ ９３ — —

当计算所得截面尺寸是非标准尺寸时，应采用较大标准截面

的导体。
２）当保护导体与相导体使用相同材料时，保护导体截

面不应小于表７４５２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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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４５２　保护导体的最小截面 （ｍｍ２）

相导体的截面Ｓ 相应保护导体的最小截面Ｓ

Ｓ≤１６ Ｓ

１６＜Ｓ≤３５ １６

Ｓ＞３５ Ｓ／２

在任何情况下，供电电缆外护物或电缆组成部分以外的每根

保护导体的截面均应符合下列规定：
———有防机械损伤保护时，铜导体不得小于２５ｍｍ２；铝导

体不得小于１６ｍｍ２；
———无防机械损伤保护时，铜导体不得小于４ｍｍ２；铝导体

不得小于１６ｍｍ２。

４　ＴＮＣ、ＴＮＣＳ系统中的ＰＥＮ导体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必须有耐受最高电压的绝缘；

２）ＴＮＣＳ系统中的ＰＥＮ导体从某点分为中性导体和

保护导体后，不得再将这些导体互相连接。

７４６　外界可导电部分，严禁用作ＰＥＮ导体。

７５　低压电器的选择

７５１　低压电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选用的电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电器的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应与所在回路标称电压

及标称频率相适应；

２）电器的额定电流不应小于所在回路的计算电流；

３）电器应适应所在场所的环境条件；

４）电器应满足短路条件下的动稳定与热稳定的要求。
用于断开短路电流的电器，应满足短路条件下的通

断能力。

２　当维护测试和检修设备需断开电源时，应设置隔离电器。
隔离电器应具有将电气装置从供电电源绝对隔开的功能，并应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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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措施，防止任何设备无意地通电。
３　隔离电器可采用下列器件：
１）多极、单极隔离开关或隔离器；
２）插头和插座；
３）熔断器；
４）连接片；
５）不需要拆除导线的特殊端子；
６）具有隔离功能的断路器。

４　严禁将半导体电器作隔离电器。
５　功能性开关电器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功能性开关电器应能适合于可能有的最繁重的工

作制；
２）功能性开关电器可仅控制电流而不必断开负载；
３）不应将断开器件、熔断器和隔离器用作功能性开关

电器。
６　功能性开关电器可采用下列器件：
１）开关；
２）半导体通断器件；
３）断路器；
４）接触器；
５）继电器；
６）１６Ａ及以下的插头和插座。

７　多极电器所有极上的动触头应机械联动，并应可靠地同

时闭合和断开，仅用于中性导体的触头应在其他触头闭合之前先

闭合，在其他触头断开之后才断开。
８　 当多个低压断路器同时装入密闭箱体内时，应根据环境

温度、散热条件及断路器的数量、特性等因素，确定降容系数。
７５２　在ＴＮＣ系统中，严禁断开ＰＥＮ导体，不得装设断开

ＰＥＮ导体的电器。
７５３　三相四线制系统中四极开关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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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保证电源转换的功能性开关电器应作用于所有带电导体，
且不得使这些电源并联；
２　ＴＮＣＳ、ＴＮＳ系统中的电源转换开关，应采用切断相

导体和中性导体的四极开关；
３　正常供电电源与备用发电机之间，其电源转换开关应采

用四极开关；
４　ＴＴ系统的电源进线开关应采用四级开关；
５　ＩＴ系统中当有中性导体时应采用四极开关。

７５４　自动转换开关电器 （ＡＴＳＥ）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根据配电系统的要求，选择高可靠性的ＡＴＳＥ电器，

其特性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ＧＢ／Ｔ
１４０４８１１的有关规定；

２　ＡＴＳＥ的转换动作时间，应满足负荷允许的最大断电时

间的要求；
３　当采用ＰＣ级自动转换开关电器时，应能耐受回路的预

期短路 电 流，且 ＡＴＳＥ的 额 定 电 流 不 应 小 于 回 路 计 算 电 流

的１２５％；
４　当采用ＣＢ级ＡＴＳＥ为消防负荷供电时，应采用仅具短

路保护的断路器组成的ＡＴＳＥ，其保护选择性应与上下级保护电

器相配合；
５　所选用的ＡＴＳＥ宜具有检修隔离功能；当ＡＴＳＥ本体没

有检修隔离功能时，设计上应采取隔离措施；
６　ＡＴＳＥ的切换时间应与供配电系统继电保护时间相配合，

并应避免连续切换；
７　ＡＴＳＥ为大容量电动机负荷供电时，应适当调整转换时

间，在先断后合的转换过程中保证安全可靠切换。

７６　低压配电线路的保护

７６１　低压配电线路的保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低压配电线路应根据不同故障类别和具体工程要求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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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路保护、过负荷保护、接地故障保护、过电压及欠电压保护，
作用于切断供电电源或发出报警信号；
２　配电线路采用的上下级保护电器，其动作应具有选择性，

各级之间应能协调配合；对于非重要负荷的保护电器，可采用无

选择性切断；
３　对电动机、电梯等用电设备的配电线路的保护，除应符

合本章规定外，尚应符合本规范第９章的有关规定。
７６２　配电线路的短路保护应在短路电流对导体和连接件产生

的热效应和机械力造成危险之前切断短路电流。
７６３　配电线路的短路保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短路保护电器的分断能力不应小于保护电器安装处的预

期短路电流。当供电侧已装设具有所需的分断能力的其他保护电

器时，短路保护电器的分断能力可小于预期短路电流，但两个保

护电器的特性必须配合。
２　绝缘导体的热稳定校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当短路持续时间不大于５ｓ时，绝缘导体的热稳定应

按下式进行校验：

Ｓ≥ＩＫ槡ｔ
（７６３１）

式中　Ｓ———绝缘导体的线芯截面 （ｍｍ２）；
Ｉ———短路电流有效值 （方均根值）（Ａ）；
ｔ———在已达到正常运行时的最高允许温度的导体上升至

极限温度的时间 （ｓ）；
Ｋ———不同绝缘、不同线芯材料的Ｋ值，应符合表７４５

１的规定。
２）当短路持续时间小于０１ｓ时，应计入短路电流非周

期分量的影响；当短路持续时间大于５ｓ时应计入散

热影响。
３　低压断路器的灵敏度应按下式校验：

ＫＬＺ＝ＩｄｍｉｎＩｚｄ ≥１３
（７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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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ＫＬＺ———低压断路器动作灵敏系数；
Ｉｄｍｉｎ———被保护线路预期短路电流中的最小电流 （Ａ），在

ＴＮ、ＴＴ系统中为单相短路电流；
Ｉｚｄ———低压断路器瞬时或短延时过电流脱扣器整定电流

（Ａ）。
７６４　配电线路的过负荷保护，应在过负荷电流引起的导体温

升对导体的绝缘、接头、端子或导体周围的物质造成损害前切断

负荷电流。对于突然断电比过负荷造成的损失更大的线路，该线

路的过负荷保护应作用于信号而不应切断电路。
７６５　配电线路的过负荷保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过负荷保护电器宜采用反时限特性的保护电器，其分断

能力可低于电器安装处的短路电流值，但应能承受通过的短路能

量，并应符合本规范第７６３条第１款的要求。
２　过负荷保护电器的动作特性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ＩＢ≤Ｉｎ≤Ｉｚ （７６５１）
Ｉ２≤１４５Ｉｚ （７６５２）

式中　ＩＢ———线路的计算负荷电流 （Ａ）；
Ｉｎ———熔断器熔体额定电流或断路器额定电流或整定电流

（Ａ）；
Ｉｚ———导体允许持续载流量 （Ａ）；
Ｉ２———保证保护电器在约定时间内可靠动作的电流 （Ａ）。

当保护电器为低压断路器时，Ｉ２为约定时间内的约

定动作电流；当为熔断器时，Ｉ２为约定时间内的约

定熔断电流。
３　对于多根并联导体组成的线路，当采用一台保护电器保

护所有导体时，其线路的允许持续载流量 （Ｉｚ）应为每根并联导

体的允许持续载流量之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导体的材质、截面、长度和敷设方式均应相同；
２）线路全长内应无分支线路引出。

７６６　配电线路的过电压及欠电压保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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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配电线路的大气过电压保护应符合本规范第１１章的有关

规定；
２　当电压下降或失压以及随后电压恢复会对人员和财产造

成危险时，或电压下降能造成电气装置和用电设备的严重损坏

时，应装设欠电压保护；
３　当被保护用电设备的运行方式允许短暂断电或短暂失压

而不出现危险时，欠电压保护器可延时动作。
７６７　建筑物的电源进线或配电干线分支处的接地故障报警应

符合下列规定：
１　住宅、公寓等居住建筑应设置剩余电流动作报警器；
２　医院及疗养院，影、剧院等大型娱乐场所，图书馆、博

物馆、美术馆等大型文化场所，商场、超市等大型场所及地下汽

车停车场等宜设置剩余电流动作报警器。
７６８　保护电器的装设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配电线路的导线截面积减少或其特征、安装方式及结

构改变时，应在分支或被改变的线路与电源线路的连接处装设短

路保护和过负荷保护电器。
２　当分支或被改变的线路同时符合下列规定时，在与电源

线路的连接处，可不装设短路保护和过负荷保护电器：
１）当截 面 减 少 或 被 改 变 处 的 供 电 侧 已 按 本 规 范 第

７６２～７６５条的规定装设短路保护和过负荷保护

电器，且其工作特性已能保护位于负荷侧的线路时；
２）该段线路应采取措施将短路危险减至最小；
３）该段线路不应靠近可燃物。

３　短路保护电器应装设在低压配电线路不接地的各相 （或
极）上，但对于中性点不接地且Ｎ导体不引出的三相三线配电

系统，可只在二相 （或极）上装设保护电器。
４　在ＴＴ或ＴＮＳ系统中，当Ｎ导体的截面与相导体相同，

或虽小于相导体但能被相导体上的保护电器所保护时，Ｎ导体

上可不装设保护。当Ｎ导体不能被相导体保护电器所保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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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另在Ｎ导体上装设保护电器保护，并应将相应相导体电路断

开，可不必断开Ｎ导体。

７７　低压配电系统的电击防护

７７１　低压配电系统的电击防护可采取下列三种措施：
１　直接接触防护，适用于正常工作时的电击防护或基本

防护；
２　间接接触防护，适用于故障情况下的电击防护；
３　直接接触及间接接触两者兼有的防护。

７７２　直接接触防护可采用下列方式：
１　可将带电体进行绝缘。被绝缘的设备应符合该电气设备

国家现行的绝缘标准。
２　可采用遮栏和外护物的防护。遮栏和外护物在技术上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物电气装置电击防护》ＧＢ／Ｔ１４８２１１
的有关规定。
３　可采用阻挡物进行防护。阻挡物应满足下列规定：
１）应防止身体无意识地接近带电部分；
２）应防止设备运行期中无意识地触及带电部分。

４　应使设备置于伸臂范围以外的防护。能同时触及不同电

位的两个带电部位间的距离，严禁在伸臂范围以内。计算伸臂范

围时，必须将手持较大尺寸的导电物件计算在内。
５　可采用安全特低电压 （ＳＥＬＶ）系统供电。
６　可采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作为附加保护。

７７３　间接接触防护可采用下列方式：
１　可采用自动切断电源的保护 （包括剩余电流动作保护）；
２　可将电气设备安装在非导电场所内；
３　可使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保护；
４　可采用等电位联结的保护；
５　可采用电气隔离；
６　采用安全特低电压 （ＳＥＬＶ）系统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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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４　接地故障保护 （间接接触防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接地故障保护的设置应防止人身间接电击以及电气火灾、
线路损坏等事故；接地故障保护电器的选择，应根据配电系统的

接地形式，移动式、手持式或固定式电气设备的区别以及导体截

面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２　本节接地故障保护措施只适用于防电击保护分类为Ⅰ类

的电气设备，设备所在的环境为正常环境，人身电击安全电压限

值为５０Ｖ；

３　采用接地故障保护时，建筑物内应作总等电位联结，并

符合本规范第１２６节的规定；

４　当电气装置或电气装置某一部分的自动切断电源保护不

能满足切断故障回路的时间要求时，应在局部范围内作辅助等电

位联结。
当难以确定辅助等电位联结的有效性时，可采用下式进行

校验：

Ｒ≤５０Ｉａ
（７７４）

式中　Ｒ———可同时触及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和外界外可导电部分

之间的电阻 （Ω）；

Ｉａ———保护电器的动作电流 （对过电流保护器，应是５ｓ
以内的动作电流；对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应是额

定剩余动作电流）（Ａ）。

７７５　对于相导体对地标称电压为２２０Ｖ的ＴＮ系统配电线路的

接地故障保护，其切断故障回路的时间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对于配电线路或仅供给固定式电气设备用电的末端线路，
不应大于５ｓ；

２　对于供电给手持式电气设备和移动式电气设备末端线路

或插座回路，不应大于０４ｓ。

７７６　ＴＮ系统的接地故障保护 （间接接触防护）应符合下列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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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ＴＮ系统接地故障保护的动作特性应符合下式要求：
Ｚｓ·Ｉａ≤Ｕ０ （７７６）

式中　Ｚｓ———接地故障回路的阻抗 （包括电源内阻、电源至故障

点之间的带电导体及故障点至电源之间的保护导体

的阻抗在内的阻抗）（Ω）；
Ｉａ———保护电器在按表７７６规定的与标称电压相对应的

时间内，或满足本规范７７５条第１款的规定时，
在不超过５ｓ的时间内自动切断电源的动作电流

（Ａ）；
Ｕ０———对地标称交流电压 （方均根值）（Ｖ）。
２　对直接向Ⅰ类手持式或移动式设备供电的末端回路，其

切断故障回路的时间不宜大于表７７６的规定。

表７７６　ＴＮ系统的最长切断时间

Ｕ０ （Ｖ） 切断时间 （ｓ）

２２０ ０４

３８０ ０２

＞３８０ ０１

３　下列回路的切断时间可超过表７７６的规定，但不应超

过５ｓ：
１）配电线路；
２）供电给固定式设备的末端回路，且在给该回路供电

的配电箱内不宜有直接向Ⅰ类手持式或移动式设备

供电的末端回路；
３）供电给固定式设备的末端回路，当在给该回路供电

的配电箱内接有按表７７６规定的切断时间进行切

断的直接向手持式或移动式设备供电的末端回路时，
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配电箱与总等电位联结的接点之间的保护导体

阻抗不应大于 ５０
ＵｏＺ（ ）ｓ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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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配电箱处作等电位联结；联结范围应符合

本规范第１２６节的规定。
４　ＴＮ系统配电线路应采用下列接地故障保护：
１）当采用过电流保护能满足本规范７７５条和本条第

１～３款切断故障回路的时间要求时，宜采用过电流

保护兼作接地故障保护；
２）当采用过电流保护不能满足本规范７７５条和本条

第１～３款要求时，宜实行辅助等电位联结，也可采

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
７７７　ＴＴ系统的接地故障保护 （间接接触防护）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ＴＴ系统接地故障保护的动作特性应符合下式要求：

ＲＡ·Ｉａ≤５０Ｖ （７７７）
式中　ＲＡ———接地极和外露可导电部分的保护导体电阻之和

（Ω）；
Ｉａ———保证保护电器切断故障回路的动作电流 （Ａ）。当

采用过电流保护电器时，反时限特性过电流保护

电器的Ｉａ应为保证在５ｓ内切断的电流；采用瞬时

动作特性过电流保护电器的Ｉａ应为保证瞬时动作

的最小电流。当采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时，Ｉａ
应为其额定剩余动作电流。

２　在ＴＴ系统中，由同一接地故障保护电器保护的外露可

导电部分应采用ＰＥ导体连接。
３　当不能满足本条第１款的要求时，应采用辅助等电位

联结。
７７８　ＩＴ系统的接地故障保护 （间接接触防护）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在ＩＴ系统中，当发生第一次接地故障时，应由绝缘监

视器发出音响或灯光信号，其动作电流应符合下式要求；
ＲＡ·Ｉｄ≤５０Ｖ （７７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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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ＲＡ———外露可导电部分的接地电阻 （Ω）；

Ｉｄ———相导体与外露可导电部分之间出现阻抗可忽略不

计的第一次故障时的故障电流 （Ａ），应计及电气

装置的泄漏电流和总接地阻抗值的影响。

２　ＩＴ系统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可共用同一接地网接地，亦可

单独地或成组地接地。
对于外露可导电部分为单独接地或成组接地的ＩＴ系统发生

第二次异相接地故障时，其故障回路的切断应符合本规范第

７７７条ＴＴ系统的要求。
对于外露可导电部分为共用接地的ＩＴ系统发生第二次异相

接地故障时，其故障回路的切断应符合本规范第７７６条ＴＮ系

统的要求。

３　ＩＴ系统中发生第二次异相接地故障时，应由过电流保护

电器或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切断故障电路，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当ＩＴ系统不引出Ｎ导体，且线路标称电压为２２０／

３８０Ｖ时，保护电器应在０４ｓ内切断故障回路，并

符合下式要求：

Ｚｓ·Ｉａ≤槡３２Ｕ０
（７７８２）

式中　Ｚｓ———包括相导体和ＰＥ导体在内的故障回路阻抗 （Ω）；

Ｉａ———保护电器在规定时间内切断故障回路的动作电流

（Ａ）；

Ｕ０———相导体与中性导体之间的标称交流电压 （方均根

值）（Ｖ）。

２）当ＩＴ系统引出Ｎ导体，线路标称电压为２２０／３８０Ｖ
时，保护电器应在０８ｓ内切断故障回路，并应符合

下式要求：

Ｚ′ｓ·Ｉａ≤１２Ｕ０
（７７８３）

式中　Ｚ′ｓ———包括中性导体和保护导体在内的故障回路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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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４　ＩＴ系统不宜引出Ｎ导体。

７７９　电击防护装设的低压电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ＴＮ系统采用的保护电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可采用过电流动作保护电器；
２）ＴＮＳ系统可使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
３）ＴＮＣＳ系统使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时，ＰＥＮ

导体不得接在其负荷侧，保护导体与ＰＥＮ导体的连

接应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电源侧进行；
４）ＴＮＣ系统中不得使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

２　ＴＴ系统可采用下列保护电器：
１）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２）过电流动作保护器，适用于接地极和外露可导电部

分的保护导体的电阻的和很小时。
３　ＩＴ系统可采用下列监示器或保护电器：
１）绝缘监视器；
２）过电流动作保护电器；
３）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７７１０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下列设备的配电线路应设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
１）手持式及移动式用电设备；
２）室外工作场所的用电设备；
３）环境特别恶劣或潮湿场所的电气设备；
４）家用电器回路或插座回路；
５）由ＴＴ系统供电的用电设备；
６）医疗电气设备，急救和手术用电设备的配电线路的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宜作用于报警。
２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的动作电流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在用作直接接触防护的附加保护或间接接触防护时，

剩余动作电流不应超过３０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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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电气布线系统中接地故障电流的额定剩余电流动作

值不应超过５００ｍＡ。
３　ＰＥ导体严禁穿过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中电流互感器的

磁回路。
４　ＴＮ系统配电线路采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时，可选用下

列接线方式之一：
１）可将被保护的外露可导电部分与剩余电流动作保护

器电源侧的ＰＥ导体相连接，并应符合本规范公式

（７７６）的要求；
２）当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保护的线路和设备的接地形

式按局部ＴＴ系统处理时，可将被保护线路及设备

的外露可导电部分接至专用的接地极上，并应符合

本规范公式 （７７７）的要求。
５　ＩＴ系统中采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切断第二次异相接地

故障时，保护器额定不动作电流应大于第一次接地故障时的相导

体内流过的接地故障电流。
６　对于多级装设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其时限和剩余电

流动作值应有选择性配合。
７　当装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时，应能将其所保护的回

路所有带电导体断开。
８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选择和回路划分，应做到在主要

回路所接的负荷正常运行时，其预期可能出现的任何对地泄漏电

流均不致引起保护电器的误动作。
９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形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用于电子信息设备、医疗电气设备的剩余电流动作

保护器应采用电磁式；
２）用于一般电气设备或家用电器回路的剩余电流动作

保护器宜采用电磁式或电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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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配电线路布线系统

８１　一 般 规 定

８１１　本章适用于民用建筑１０ｋＶ及以下室内、外电缆线路及

室内绝缘电线、封闭式母线等配电线路布线系统的选择和敷设。
８１２　布线系统的敷设方法应根据建筑物构造、环境特征、使

用要求、用电设备分布等条件及所选用导体的类型等因素综合

确定。
８１３　布线系统的选择和敷设，应避免因环境温度、外部热源、
浸水、灰尘聚集及腐蚀性或污染物质等外部影响对布线系统带来

的损害，并应防止在敷设和使用过程中因受撞击、振动、电线或

电缆自重和建筑物的变形等各种机械应力作用而带来的损害。
８１４　金属导管、可挠金属电线保护套管、刚性塑料导管 （槽）
及金属线槽等布线，应采用绝缘电线和电缆。在同一根导管或线

槽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回路时，所有绝缘电线和电缆均应具有与

最高标称电压回路绝缘相同的绝缘等级。
８１５　布线用塑料导管、线槽及附件应采用非火焰蔓延类制品。
８１６　敷设在钢筋混凝土现浇楼板内的电线导管的最大外径不

宜大于板厚的１／３。
８１７　布线系统中的所有金属导管、金属构架的接地要求，应

符合本规范第１２章的有关规定。
８１８　布线用各种电缆、电缆桥架、金属线槽及封闭式母线在

穿越防火分区楼板、隔墙时，其空隙应采用相当于建筑构件耐火

极限的不燃烧材料填塞密实。

８２　直 敷 布 线

８２１　直敷布线可用于正常环境室内场所和挑檐下的室外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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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２　建筑物顶棚内、墙体及顶棚的抹灰层、保温层及装饰面

板内，严禁采用直敷布线。
８２３　直敷布线应采用护套绝缘电线，其截面不宜大于６ｍｍ２。
８２４　直敷布线的护套绝缘电线，应采用线卡沿墙体、顶棚或

建筑物构件表面直接敷设。
８２５　直敷布线在室内敷设时，电线水平敷设至地面的距离不

应小于２５ｍ，垂直敷设至地面低于１８ｍ部分应穿导管保护。
８２６　护套绝缘电线与接地导体及不发热的管道紧贴交叉时，
宜加绝缘导管保护，敷设在易受机械损伤的场所应用钢导管

保护。

８３　金属导管布线

８３１　金属导管布线宜用于室内、外场所，不宜用于对金属导

管有严重腐蚀的场所。
８３２　明敷于潮湿场所或埋地敷设的金属导管，应采用管壁厚

度不小于２０ｍｍ的钢导管。明敷或暗敷于干燥场所的金属导管

宜采用管壁厚度不小于１５ｍｍ的电线管。
８３３　穿导管的绝缘电线 （两根除外），其总截面积 （包括外护

层）不应超过导管内截面积的４０％。
８３４　穿金属导管的交流线路，应将同一回路的所有相导体和

中性导体穿于同一根导管内。
８３５　除下列情况外，不同回路的线路不宜穿于同一根金属导

管内：
１　标称电压为５０Ｖ及以下的回路；
２　同一设备或同一联动系统设备的主回路和无电磁兼容要

求的控制回路；
３　同一照明灯具的几个回路。

８３６　当电线管与热水管、蒸汽管同侧敷设时，宜敷设在热水

管、蒸汽管的下面；当有困难时，也可敷设在其上面。相互间的

净距宜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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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当电线管路平行敷设在热水管下面时，净距不宜小于

２００ｍｍ；当电线管路平行敷设在热水管上面时，净距不宜小于

３００ｍｍ；交叉敷设时，净距不宜小于１００ｍｍ；
２　当电线管路敷设在蒸汽管下面时净距不宜小于５００ｍｍ；

当电线管路敷设在蒸汽管上面时，净距不宜小于１０００ｍｍ；交叉

敷设时，净距不宜小于３００ｍｍ。
当不能符合上述要求时，应采取隔热措施。当蒸汽管有保温

措施时，电线管与蒸汽管间的净距可减至２００ｍｍ。
电线管与其他管道 （不包括可燃气体及易燃、可燃液体管

道）的平行净距不应小于１００ｍｍ；交叉净距不应小于５０ｍｍ。
８３７　当金属导管布线的管路较长或转弯较多时，宜加装拉线

盒 （箱），也可加大管径。
８３８　暗敷于地下的管路不宜穿过设备基础，当穿过建筑物基

础时，应加保 护 管 保 护；当 穿 过 建 筑 物 变 形 缝 时，应 设 补 偿

装置。
８３９　绝缘电线不宜穿金属导管在室外直接埋地敷设。必要时，
对于次要负荷且线路长度小于１５ｍ的，可采用穿金属导管敷设，
但应采用壁厚不小于２ｍｍ的钢导管并采取可靠的防水、防腐蚀

措施。

８４　可挠金属电线保护套管布线

８４１　可挠金属电线保护套管布线宜用于室内、外场所，也可

用于建筑物顶棚内。
８４２　明敷或暗敷于建筑物顶棚内正常环境的室内场所时，可

采用双层金属层的基本型可挠金属电线保护套管。明敷于潮湿场

所或暗敷于墙体、混凝土地面、楼板垫层或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

内或直埋地下时，应采用双层金属层外覆聚氯乙烯护套的防水型

可挠金属电线保护套管。
８４３　对于可挠金属电线保护套管布线，其管内配线应符合本

规范第８３３～８３５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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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４　对于可挠金属电线保护套管布线，其管路与热水管、蒸

汽管或其他管路的敷设要求与平行、交叉距离，应符合本规范第

８３６条的规定。
８４５　当可挠金属电线保护套管布线的线路较长或转弯较多时，
应符合本规范第８３７条的规定。
８４６　对于暗敷于建筑物、构筑物内的可挠金属电线保护套管，
其与建筑物、构筑物表面的外护层厚度不应小于１５ｍｍ。
８４７　对可挠金属电线保护套管有可能承受重物压力或明显机

械冲击的部位，应采取保护措施。
８４８　可挠金属电线保护套管布线，其套管的金属外壳应可靠

接地。
８４９　暗敷于地下的可挠金属电线保护套管的管路不应穿过设

备基础。当穿过建筑物基础时，应加保护管保护；当穿过建筑物

变形缝时，应设补偿装置。
８４１０　可挠金属电线保护套管之间及其与盒、箱或钢导管连接

时，应采用专用附件。

８５　金属线槽布线

８５１　金属线槽布线宜用于正常环境的室内场所明敷，有严重

腐蚀的场所不宜采用金属线槽。
具有槽盖的封闭式金属线槽，可在建筑顶棚内敷设。

８５２　同一配电回路的所有相导体和中性导体，应敷设在同一

金属线槽内。
８５３　同一路径无电磁兼容要求的配电线路，可敷设于同一金

属线槽内。线槽内电线或电缆的总截面 （包括外护层）不应超过

线槽内截面的２０％，载流导体不宜超过３０根。
控制和信号线路的电线或电缆的总截面不应超过线槽内截面

的５０％，电线或电缆根数不限。
有电磁兼容要求的线路与其他线路敷设于同一金属线槽内

时，应用金属隔板隔离或采用屏蔽电线、电缆。

３８



注：１　控制、信号等线路可视为非载流导体；

２　三根以上载流电线或电缆在线槽内敷设，当乘以本规范第７章

所规定的载流量校正系数时，可不限电线或电缆根数，其在线

槽内的总截面不应超过线槽内截面的２０％。

８５４　电线或电缆在金属线槽内不应有接头。当在线槽内有分

支时，其分支接头应设在便于安装、检查的部位。电线、电缆和

分支接头的总截面 （包括外护层）不应超过该点线槽内截面

的７５％。

８５５　金属线槽布线的线路连接、转角、分支及终端处应采用

专用的附件。

８５６　金属线槽不宜敷设在腐蚀性气体管道和热力管道的上方

及腐蚀性液 体 管 道 的 下 方，当 有 困 难 时，应 采 取 防 腐、隔 热

措施。

８５７　金属线槽布线与各种管道平行或交叉时，其最小净距应

符合表８５７的规定。

表８５７　金属线槽和电缆桥架与各种管道的最小净距 （ｍ）

管 道 类 别 平行净距 交叉净距

一般工艺管道 ０４ ０３

具有腐蚀性气体管道 ０５ ０５

热 力 管 道
有保温层 ０５ ０３

无保温层 １０ ０５

８５８　金属线槽垂直或大于４５°倾斜敷设时，应采取措施防止

电线或电缆在线槽内滑动。

８５９　金属线槽敷设时，宜在下列部位设置吊架或支架：

１　直线段不大于２ｍ及线槽接头处；

２　线槽首端、终端及进出接线盒０５ｍ处；

３　线槽转角处。

８５１０　金属线槽不得在穿过楼板或墙体等处进行连接。

８５１１　金属线槽及其支架应可靠接地，且全长不应少于２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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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干线 （ＰＥ）相连。
８５１２　金属线槽布线的直线段长度超过３０ｍ时，宜设置伸缩

节；跨越建筑物变形缝处宜设置补偿装置。

８６　刚性塑料导管 （槽）布线

８６１　刚性塑料导管 （槽）布线宜用于室内场所和有酸碱腐蚀

性介质的场所，在高温和易受机械损伤的场所不宜采用明敷设。
８６２　暗敷于墙内或混凝土内的刚性塑料导管，应选用中型及

以上管材。
８６３　当采用刚性塑料导管布线时，绝缘电线总截面积与导管

内截面积的比值，应符合本规范第８３３条的规定。
８６４　同一路径的无电磁兼容要求的配电线路，可敷设于同一

线槽内。线槽内电线或电缆的总截面积及根数应符合本规范第

８５３条的规定。
８６５　不同回路的线路不宜穿于同一根刚性塑料导管内，当符

合本规范第８３５条第１～３款的规定时，可除外。
８６６　电线、电缆在塑料线槽内不得有接头，分支接头应在接

线盒内进行。
８６７　刚性塑料导管暗敷或埋地敷设时，引出地 （楼）面的管

路应采取防止机械损伤的措施。
８６８　当刚性塑料导管布线的管路较长或转弯较多时，宜加装

拉线盒 （箱）或加大管径。
８６９　沿建筑的表面或在支架上敷设的刚性塑料导管 （槽），宜

在线路直线段部分每隔３０ｍ加装伸缩接头或其他温度补偿装置。
８６１０　刚性塑料导管 （槽）在穿过建筑物变形缝时，应装设补

偿装置。
８６１１　刚性塑料导管 （槽）布线，在线路连接、转角、分支及

终端处应采用专用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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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　电力电缆布线

８７１　电力电缆布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电缆布线的敷设方式应根据工程条件、环境特点、电缆

类型和数量等因素，按满足运行可靠、便于维护和技术、经济合

理等原则综合确定。

２　电缆路径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应避免电缆遭受机械性外力、过热、腐蚀等危害；

２）应便于敷设、维护；

３）应避开场地规划中的施工用地或建设用地；

４）应在满足安全条件下，使电缆路径最短。

３　电缆在室内、电缆沟、电缆隧道和电气竖井内明敷时，
不应采用易延燃的外护层。

４　电缆不宜在有热力管道的隧道或沟道内敷设。

５　电缆敷设时，任何弯曲部位都应满足允许弯曲半径的要

求。电缆的最小允许弯曲半径，不应小于表８７１的规定。

表８７１　电缆最小允许弯曲半径

电 缆 种 类 最小允许弯曲半径

　无铅包和钢铠护套的橡皮绝缘电力电缆 １０ｄ

　有钢铠护套的橡皮绝缘电力电缆 ２０ｄ

　聚氯乙烯绝缘电力电缆 １０ｄ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 １５ｄ

　控制电缆 １０ｄ

　注：ｄ为电缆外径

６　电缆支架采用钢制材料时，应采取热镀锌防腐。

７　每根电力电缆宜在进户处、接头、电缆终端头等处留有

一定余量。

８７２　电缆埋地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沿同一路径敷设的室外电缆小于或等于８根且场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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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时，宜采用电缆直接埋地敷设。在城镇较易翻修的人行道下

或道路边，也可采用电缆直埋敷设。
２　埋地敷设的电缆宜采用有外护层的铠装电缆。在无机械

损伤可能的场所，也可采用无铠装塑料护套电缆。在流沙层、回

填土地带等可能发生位移的土壤中，应采用钢丝铠装电缆。
３　在有化学腐蚀或杂散电流腐蚀的土壤中，不得采用直接

埋地敷设电缆。
４　电缆在室外直接埋地敷设时，电缆外皮至地面的深度不

应小于０７ｍ，并应在电缆上下分别均匀铺设１００ｍｍ厚的细砂

或软土，并覆盖混凝土保护板或类似的保护层。
在寒冷地区，电缆宜埋设于冻土层以下。当无法深埋时，应

采取措施，防止电缆受到损伤。
５　电缆通过有振动和承受压力的下列各地段应穿导管保护，

保护管的内径不应小于电缆外径的１５倍：
１）电缆引入和引出建筑物和构筑物的基础、楼板和穿

过墙体等处；
２）电缆通过道路和可能受到机械损伤等地段；
３）电缆引出地面２ｍ至地下０２ｍ处的一段和人容易接

触使电缆可能受到机械损伤的地方。
６　埋地敷设的电缆严禁平行敷设于地下管道的正上方或下

方。电缆与电缆及各种设施平行或交叉的净距离，不应小于表

８７２的规定。

表８７２　电缆与电缆或其他设施相互间容许最小净距 （ｍ）

项　　目
敷 设 条 件

平 行 交 叉

　建筑物、构筑物基础 ０５ —

　电杆 ０６ —

　乔木 １０ —

　灌木丛 ０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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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８７２

项　　目
敷 设 条 件

平 行 交 叉

　１０ｋＶ及以下电力电缆之间，以及与控制

电缆之间
０１ ０５（０２５）

　不同部门使用的电缆 ０５（０１） ０５（０２５）

　热力管沟 ２０（１０） ０５（０２５）

　上、下水管道 ０５ ０５（０２５）

　油管及可燃气体管道 １０ ０５（０２５）

　公路 １５（与路边） （１０）（与路面）

　排水明沟 １０（与沟边） （０５）（与沟底）

　注：１　表中所列净距，应自各种设施（包括防护外层）的外缘算起；
２　路灯电缆与道路灌木丛平行距离不限；
３　表中括号内数字是指局部地段电缆穿导管、加隔板保护或加隔热层保护后允

许的最小净距。

７　电缆与建筑物平行敷设时，电缆应埋设在建筑物的散水

坡外。电缆进出建筑物时，所穿保护管应超出建筑物散水坡

２００ｍｍ，且应对管口实施阻水堵塞。

８７３　电缆在电缆沟或隧道内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在电缆与地下管网交叉不多、地下水位较低或道路开挖

不便且电缆需分期敷设的地段，当同一路径的电缆根数小于或等

于１８根时，宜采用电缆沟布线。当电缆多于１８根时，宜采用电

缆隧道布线。

２　电缆在电缆沟和电缆隧道内敷设时，其支架层间垂直距

离和通道净宽不应小于表８７３１和表８７３２的规定。

表８７３１　电缆支架层间垂直距离的允许最小值 （ｍｍ）

电缆电压级和类型，敷设特征 普通支架、吊架 桥 架

　控制电缆明敷 １２０ ２００

电力电

缆明敷

　１０ｋＶ及以下，但６～１０ｋＶ交联

聚乙烯电缆除外
１５０～２００ ２５０

　６～１０ｋＶ交联聚乙烯 ２００～２５０ ３００

　电缆敷设在槽盒中 ｈ＋８０ ｈ＋１００

　注：ｈ表示槽盒外壳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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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７３２　电缆沟、隧道中通道净宽允许最小值 （ｍｍ）

电缆支架配置及

其通道特征

电 缆 沟 沟 深

＜６００ ６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电缆隧道

两侧支架间净通道 ３００ ５００ ７００ １０００

单列支架与壁间通道 ３００ ４５０ ６００ ９００

３　电缆水平敷设时，最上层支架距电缆沟顶板或梁底的净

距，应满足电缆引接至上侧柜盘时的允许弯曲半径要求。

４　电缆在电缆沟或电缆隧道内敷设时，支架间或固定点间

的距离不应大于表８７３３的规定。

表８７３３　电缆支架间或固定点间的最大距离 （ｍｍ）

电 缆 特 征
敷 设 方 式

水　平 垂　直

　未含金属套、铠装的全塑小截面电缆 ４００ １０００

　除上述情况外的１０ｋＶ及以下电缆 ８００ １５００

　控制电缆 ８００ １０００

　注：能维持电缆平直时，该值可增加１倍。

５　电缆支架的长度，在电缆沟内不宜大于０３５ｍ；在隧道

内不宜大于０５０ｍ。在盐雾地区或化学气体腐蚀地区，电缆支架

应涂防腐漆、热镀锌或采用耐腐蚀刚性材料制作。

６　电缆沟和电缆隧道应采取防水措施，其底部应做不小于

０５％的坡度坡向集水坑 （井）。积水可经逆止阀直接接入排水管

道或经集水坑 （井）用泵排出。

７　在多层支架上敷设电力电缆时，电力电缆宜放在控制电

缆的上层。１ｋＶ及以下的电力电缆和控制电缆可并列敷设。
当两侧均有支架时，１ｋＶ及以下的电力电缆和控制电缆宜

与１ｋＶ以上的电力电缆分别敷设在不同侧支架上。

８　电缆沟在进入建筑物处应设防火墙。电缆隧道进入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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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及配变电所处，应设带门的防火墙，此门应为甲级防火门并应

装锁。
９　隧道内采用电缆桥架、托盘敷设时，应符合本规范第

８１０节的有关规定。
１０　电缆沟盖板应满足可能承受荷载和适合环境且经久耐用

的要求，可采用钢筋混凝土盖板或钢盖板，可开启的地沟盖板的

单块重量不宜超过５０ｋｇ。
１１　电缆隧道的净高不宜低于１９ｍ，局部或与管道交叉处

净高不宜小于１４ｍ。隧道内应有通风设施，宜采取自然通风。
１２　电缆隧道应每隔不大于７５ｍ的距离设安全孔 （人孔）；

安全孔距隧道的首、末端不宜超过５ｍ。安全孔的直径不得小

于０７ｍ。
１３　电缆隧道内应设照明，其电压不宜超过３６Ｖ，当照明电

压超过３６Ｖ时，应采取安全措施。
１４　与电缆隧道无关的其他管线不宜穿过电缆隧道。

８７４　电缆在排管内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电缆排管内敷设方式宜用于电缆根数不超过１２根，不宜

采用直埋或电缆沟敷设的地段。
２　电缆排管可采用混凝土管、混凝土管块、玻璃钢电缆保

护管及聚氯乙烯管等。
３　敷设在排管内的电缆宜采用塑料护套电缆。
４　电缆排管管孔数量应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并应根据发展

预留备用管孔。备用管孔不宜小于实际需要管孔数的１０％。
５　当地面上均匀荷载超过１００ｋＮ／ｍ２时，必须采取加固措

施，防止排管受到机械损伤。
６　排管孔的内径不应小于电缆外径的１５倍，且电力电缆

的管 孔 内 径 不 应 小 于９０ｍｍ，控 制 电 缆 的 管 孔 内 径 不 应 小

于７５ｍｍ。
７　电缆排管敷设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排管安装时，应有倾向人 （手）孔井侧不小于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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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水坡度，必要时可采用人字坡，并在人 （手）
孔井内设集水坑；

２）排管顶部距地面不宜小于０７ｍ，位于人行道下面的

排管距地面不应小于０５ｍ；
３）排管沟底部应垫平夯实，并应铺设不少于８０ｍｍ厚

的混凝土垫层。
８　 当在线路转角、分支或变更敷设方式时，应设电缆人

（手）孔井，在直线段上应设置一定数量的电缆人 （手）孔井，
人 （手）孔井间的距离不宜大于１００ｍ。
９　电缆人孔井的净空高度不应小于１８ｍ，其上部人孔的直

径不应小于０７ｍ。
８７５　电缆在室内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室内电缆敷设应包括电缆在室内沿墙及建筑构件明敷设、
电缆穿金属导管埋地暗敷设。
２　无铠装的电缆在室内明敷时，水平敷设至地面的距离不

宜小于２５ｍ；垂直敷设至地面的距离不宜小于１８ｍ。除明敷在

电气专用房间外，当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时，应有防止机械损伤的

措施。
３　相 同 电 压 的 电 缆 并 列 明 敷 时，电 缆 的 净 距 不 应 小 于

３５ｍｍ，且不应小于电缆外径。
１ｋＶ及以下电力电缆及控制电缆与１ｋＶ以上电力电缆宜分

开敷设。当并列明敷设时，其净距不应小于１５０ｍｍ。
４　电缆明敷设时，电缆支架间或固定点间的距离应符合本

规范表８７３３的规定。
５　电缆明敷设时，电缆与热力管道的净距不宜小于１ｍ。当

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时，应采取隔热措施。电缆与非热力管道的净

距不宜小于０５ｍ，当其净距小于０５ｍ时，应在与管道接近的

电缆段上以及由接近段两端向外延伸不小于０５ｍ以内的电缆段

上，采取防止电缆受机械损伤的措施。
６　在有腐蚀性介质的房屋内明敷的电缆，宜采用塑料护套

１９



电缆。
７　电缆水平悬挂在钢索上时固定点的间距，电力电缆不应

大于０７５ｍ，控制电缆不应大于０６ｍ。
８　 电缆在室内埋地穿导管敷设或电缆通过墙、楼板穿导管

时，穿导管的管内径不应小于电缆外径的１５倍。

８８　预制分支电缆布线

８８１　预制分支电缆布线宜用于高层、多层及大型公共建筑物

室内低压树干式配电系统。
８８２　预制分支电缆应根据使用场所的环境特征及功能要求，
选用具有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

护套或聚烯烃护套的普通、阻燃或耐火型的单芯或多芯预制分支

电缆。
在敷设环境和安装条件允许时，宜选用单芯预制分支电缆。

８８３　预制分支电缆布线，宜在室内及电气竖井内沿建筑物表

面以支架或电缆桥架 （梯架）等构件明敷设。预制分支电缆垂直

敷设时，应根据主干电缆最大直径预留穿越楼板的洞口，同时尚

应在主干电缆最顶端的楼板上预留吊钩。
８８４　预制分支电缆布线，除符合本节规定外，尚应根据预制

分支 电 缆 布 线 所 采 取 的 不 同 敷 设 方 法，分 别 符 合 本 规 范 第

８７１～８７５条中相应敷设方法的相关规定。
８８５　当预制分支电缆的主电缆采用单芯电缆用在交流电路时，
电缆的固定用夹具应选用专用附件。严禁使用封闭导磁金属

夹具。
８８６　预制分支电缆布线，应防止在电缆敷设和使用过程中，
因电缆自重和敷设过程中的附加外力等机械应力作用而带来的

损害。

８９　矿物绝缘 （ＭＩ）电缆布线

８９１　矿物绝缘 （ＭＩ）电缆布线宜用于民用建筑中高温或有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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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要求的场所。

８９２　矿物绝缘电缆应根据使用要求和敷设条件，选择电缆沿

电缆桥架敷设、电缆在电缆沟或隧道内敷设、电缆沿支架敷设或

电缆穿导管敷设等方式。

８９３　下列情况应采用带塑料护套的矿物绝缘电缆：

１　电缆明敷在有美观要求的场所；

２　穿金属导管敷设的多芯电缆；

３　对铜有强腐蚀作用的化学环境；

４　电缆最高温度超过７０℃但低于９０℃，同其他塑料护套电

缆敷设在同 一 桥 架、电 缆 沟、电 缆 隧 道 时，或 人 可 能 触 及 的

场所。

８９４　矿物绝缘电缆应根据电缆敷设环境，确定电缆最高使用

温度，合理选择相应的电缆载流量，确定电缆规格。

８９５　应根据线路实际长度及电缆交货长度，合理确定矿物绝

缘电缆规格，宜避免中间接头。

８９６　电 缆 敷 设 时，电 缆 的 最 小 允 许 弯 曲 半 径 不 应 小 于 表

８９６的规定。

表８９６　矿物绝缘 （ＭＩ）电缆最小允许弯曲半径

电缆外径ｄ （ｍｍ） ｄ＜７ ７≤ｄ＜１２ １２≤ｄ＜１５ ｄ≥１５

电缆内侧最小允许

弯曲半径Ｒ
２ｄ ３ｄ ４ｄ ６ｄ

８９７　电缆在下列场所敷设时，应将电缆敷设成 “Ｓ”或 “Ω”
形弯，其弯曲半径不应小于电缆外径的６倍：

１　在温度变化大的场所；

２　有振动源场所的布线；

３　建筑物变形缝。

８９８　除支架敷设在支架处固定外，电缆敷设时，其固定点之

间的距离不应大于表８９８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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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９８　矿物绝缘 （ＭＩ）电缆固定点或支架间的最大距离

电缆外径ｄ （ｍｍ） ｄ＜９ ９≤ｄ＜１５１５≤ｄ≤２０ ｄ＞２０

固定点间的

最大距离

（ｍｍ）

水平 ６００ ９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垂直 ８００ １２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８９９　单芯矿物绝缘电缆在进出配柜 （箱）处及支承电缆的桥

架、支架及固定卡具，均应采取分隔磁路的措施。

８９１０　多根单芯电缆敷设时，应选择减少涡流影响的排列

方式。

８９１１　电缆在穿过墙、楼板时，应防止电缆遭受机械损伤，单

芯电缆的钢质保护导管、槽，应采取分隔磁路措施。

８９１２　电缆敷设时，其终端、中间联结器 （接头）、敷设配件

应选用配套产品。

８９１３　矿物绝缘电缆的铜外套及金属配件应可靠接地。

８１０　电缆桥架布线

８１０１　电缆桥架布线适用于电缆数量较多或较集中的场所。

８１０２　在有腐蚀或特别潮湿的场所采用电缆桥架布线时，应根

据腐蚀介质的不同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并宜选用塑料护套

电缆。

８１０３　电缆桥架水平敷设时的距地高度不宜低于２５ｍ，垂直

敷设时距地高度不宜低于１８ｍ。除敷设在电气专用房间内外，
当不能满足要求时，应加金属盖板保护。

８１０４　电缆桥架水平敷设时，宜按荷载曲线选取最佳跨距进行

支撑，跨距宜为１５～３ｍ。垂直敷设时，其固定点间距不宜大于

２ｍ。

８１０５　电缆桥架多层敷设时，其层间距离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电力电缆桥架间不应小于０３ｍ；

２　电信电缆与电力电缆桥架间不宜小于０５ｍ，当有屏蔽盖

４９



板时可减少到０３ｍ；
３　控制电缆桥架间不应小于０２ｍ；
４　桥架上部距顶棚、楼板或梁等障碍物不宜小于０３ｍ。

８１０６　当两组或两组以上电缆桥架在同一高度平行或上下平行

敷设时，各相邻电缆桥架间应预留维护、检修距离。
８１０７　在电缆托盘上可无间距敷设电缆。电缆总截面积与托盘

内横断面积的比值，电力电缆不应大于４０％；控制电缆不应大

于５０％。
８１０８　下列不同电压、不同用途的电缆，不宜敷设在同一层桥

架上：
１　１ｋＶ以上和１ｋＶ以下的电缆；
２　向同一负荷供电的两回路电源电缆；
３　应急照明和其他照明的电缆；
４　电力和电信电缆。
当受条件限制需安装在同一层桥架上时，应用隔板隔开。

８１０９　电缆桥架不宜敷设在腐蚀性气体管道和热力管道的上方

及腐蚀性液体管道的下方。当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时，应采取防

腐、隔热措施。
８１０１０　电缆桥架与各种管道平行或交叉时，其最小净距应符

合本规范表８５７的规定。
８１０１１　电缆桥架转弯处的弯曲半径，不应小于桥架内电缆最

小允许弯曲半径的最大值。各种电缆最小允许弯曲半径不应小于

本规范表８７１的规定。
８１０１２　电缆桥架不得在穿过楼板或墙壁处进行连接。
８１０１３　钢制电缆桥架直线段长度超过３０ｍ、铝合金或玻璃钢

制电缆桥架长度超过１５ｍ时，宜设置伸缩节。电缆桥架跨越建

筑物变形缝处，应设置补偿装置。
８１０１４　金属电缆桥架及其支架和引入或引出电缆的金属导管

应可靠接地，全长不应少于２处与接地保护导体 （ＰＥ）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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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１　封闭式母线布线

８１１１　封闭式母线布线适用于干燥和无腐蚀性气体的室内

场所。
８１１２　封闭式母线水平敷设时，底边至地面的距离不应小于

２２ｍ。除敷设在电气专用房间内外，垂直敷设时，距地面１８ｍ
以下部分应采取防止机械损伤措施。
８１１３　封闭式母线不宜敷设在腐蚀气体管道和热力管道的上方

及腐蚀性液体管道下方。当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时，应采取防腐、
隔热措施。
８１１４　封闭式母线布线与各种管道平行或交叉时，其最小净距

应符合本规范表８５７的规定。
８１１５　封闭式母线水平敷设的支持点间距不宜大于２ｍ。垂直

敷设时，应在通过楼板处采用专用附件支撑并以支架沿墙支持，
支持点间距不宜大于２ｍ。

当进线盒及末端悬空时，垂直敷设的封闭式母线应采用支架

固定。
８１１６　封闭式母线终端无引出线时，端头应封闭。
８１１７　当封闭式母线直线敷设长度超过８０ｍ时，每５０～６０ｍ
宜设置膨胀节。
８１１８　封闭式母线的插接分支点，应设在安全及安装维护方便

的地方。
８１１９　封闭式母线的连接不应在穿过楼板或墙壁处进行。
８１１１０　多根封闭式母线并列水平或垂直敷设时，各相邻封闭

母线间应预留维护、检修距离。
８１１１１　封闭式母线外壳及支架应可靠接地，全长不应少于２
处与接地保护导体 （ＰＥ）相连。
８１１１２　封闭式母线随线路长度的增加和负荷的减少而需要变

截面时，应采用变容量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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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２　电气竖井内布线

８１２１　电气竖井内布线适用于多层和高层建筑内强电及弱电垂

直干线的敷设。可采用金属导管、金属线槽、电缆、电缆桥架及

封闭式母线等布线方式。
８１２２　竖井的位置和数量应根据建筑物规模、用电负荷性质、
各支线供电半径及建筑物的变形缝位置和防火分区等因素确定，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宜靠近用电负荷中心；
２　不应和电梯井、管道井共用同一竖井；
３　邻近不应有烟道、热力管道及其他散热量大或潮湿的

设施；
４　在条件允许时宜避免与电梯井及楼梯间相邻。

８１２３　电缆在竖井内敷设时，不应采用易延燃的外护层。
８１２４　竖井的井壁应是耐火极限不低于１ｈ的非燃烧体。竖井

在每层楼应设维护检修门并应开向公共走廊，其耐火等级不应低

于丙级。楼层间钢筋混凝土楼板或钢结构楼板应做防火密封隔

离，线缆穿过楼板应进行防火封堵。
８１２５　竖井大小除应满足布线间隔及端子箱、配电箱布置所必

需尺寸外，宜在箱体前留有不小于０８ｍ的操作、维护距离，当

建筑平面受限制时，可利用公共走道满足操作、维护距离的

要求。
８１２６　竖井内垂直布线时，应考虑下列因素：

１　顶部最大变位和层间变位对干线的影响；
２　电线、电缆及金属保护导管、罩等自重所带来的荷重影

响及其固定方式；
３　垂直干线与分支干线的连接方法。

８１２７　竖井内高压、低压和应急电源的电气线路之间应保持不

小于０３ｍ的距离或采取隔离措施，并且高压线路应设有明显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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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２８　电力和电信线路，宜分别设置竖井。当受条件限制必须

合用时，电力与电信线路应分别布置在竖井两侧或采取隔离

措施。
８１２９　竖井内应设电气照明及单相三孔电源插座。
８１２１０　竖井内应敷有接地干线和接地端子。
８１２１１　竖井内不应有与其无关的管道等通过。
８１２１２　竖井内各类布线应分别符合本章各节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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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常用设备电气装置

９１　一 般 规 定

９１１　本章适用于民用建筑中１０００Ｖ及以下常用设备电气装置

的配电设计。
９１２　常用设备电气装置的配电设计应采用效率高、能耗低、
性能先进的电气产品。

９２　电　动　机

９２１　本节适用于额定功率０５５ｋＷ及以上、额定电压不超过

１０００Ｖ的一般用途电动机。
９２２　电动机的启动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电动机启动时，其端子电压应保证机械要求的启动转矩，
且在配电系统中引起的电压波动不应妨碍其他用电设备的工作。

交流电动机启动时，其配电母线上的电压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电动机频繁启动时，不宜低于额定电压的９０％；电

动机不频繁启动时，不宜低于额定电压的８５％；
２）当电动机不与照明或其他对电压波动敏感的负荷合

用变压器，且不频繁启动时，不应低于 额 定 电 压

的８０％；
３）当电动机由单独的变压器供电时，其允许值应按机

械要求的启动转矩确定。
对于低压电动机，除满足上述规定外，还应保证接触器线圈

的电压不低于释放电压。
２　当符合下列条件时，笼型电动机应全压启动：
１）机械能承受电动机全压启动时的冲击转矩；
２）电动机启动时，配电母线的电压应符合本条第１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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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３）电动机启动时，不应影响其他负荷的正常运行。

３　当不符合全压启动条件时，笼型电动机应降压启动。
４　当机械有调速要求时，笼型电动机的启动方式应与调速

方式相配合。
５　绕线转子电动机启动方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启动电流的平均值不应超过额定电流的２倍；
２）启动转矩应满足机械的要求；
３）当机械有调速要求时，电动机的启动方式应与调速

方式相配合。
绕线转子电动机宜采用在转子回路中接入频敏变阻器的方式

启动。对在低速运行和启动力矩大的传动装置，其电动机不宜采

用频敏变阻器启动，宜采用电阻器启动。
６　直流电动机宜采用调节电源电压或电阻器降压启动，并

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启动电流不应超过电动机的最大允许电流；
２）启动转矩和调速特性应满足机械的要求。

９２３　低压电动机的保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交流电动机应装设相间短路保护和接地故障保护，并应

根据具体情况分别装设过负荷、断相或低电压保护。
２　交流电动机的相间短路保护应按下列规定装设：
１）每台电动机宜单独装设相间短路保护，符合下列条

件之一时，数台电动机可共用一套相间短路保护

电器：
———总计算电流不超过２０Ａ，且允许无选择地切断

不重要负荷时；
———根据工艺要求，必须同时启停的一组电动机，

不同时切断将危及人身设备安全时。
２）短路保护电器宜采用熔断器或低压断路器的瞬动过

电流脱扣器，必要时可采用带瞬动元件的过电流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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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保护器件的装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短路保护兼作接地故障保护时，应在每个相导

体上装设；
———仅作相间短路保护时，熔断器应在每个相导体

上装设，过电流脱扣器或继电器应至少在两相

上装设；
———当只在两相上装设时，在有直接电气联系的同

一网络中，保护器件应装设在相同的两相上。
３　当电动机正常运行、正常启动或自启动时，短路保护器

件不应误动作，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应正确选择保护电器的使用类别，熔断器、低压断

路器和过电流继电器，宜选用保护电动机型；
２）熔断体的额定电流应根据其安秒特性曲线计及偏差

后略高于电动机启动电流和启动时间的交点来选取，
并不得小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当电动机频繁启动

和制动时，熔断体的额定电流应再加大１～２级；
３）瞬动过电流脱扣器或过电流继电器瞬动元件的整定

电流，应取电动机启动电流的２～２５倍。
４　交流电动机的接地故障保护应按下列规定装设：
１）间接接触保护采用自动断电法时，每台电动机宜单

独装设接地故障保护；当数台电动机共用一套短路

保护电器时，数台电动机可共用一套接地故障保护

器件；
２）当电动机的短路保护器件满足接地故障保护要求时，

应采用短路保护兼作接地故障保护。
５　交流电动机的过负荷保护应按下列规定装设：
１）对于运行中容易过负荷的和连续运行的电动机以及

启动或自启动条件严酷而要求限制启动时间的电动

机，应装设过负荷保护，过负荷保护宜动作于断开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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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于短时工作或断续周期工作的电动机，可不装设

过负荷保护；当运行中可能堵转时，应装设堵转保

护，其时限应保证电动机启动时不动作。
３）对于突然断电将导致比过负荷损失更大的电动机，

不宜装设过负荷保护；当装设过负荷保护时，可使

过负荷保护作用于报警信号。
４）过负荷保护器件宜采用热继电器或过负荷继电器，

热继电器宜采用电子式的；对容量较大的电动机，
可采用反时限的过电流继电器，有条件时，也可采

用温度保护装置。
５）过负荷保护器件的动作特性应与电动机的过负荷特

性相配合；当电动机正常运行、正常启动或自启动

时，保护器件不应误动作，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热继电器或过负荷继电器的整定电流，应接近

并不小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过负荷电流继电器的整定值应按下式确定：

Ｉｚｄ＝ＫｋＫｊｘＩｅｄ／Ｋｈｎ （９２３）
式中　Ｉｚｄ———过电流继电器的整定电流 （Ａ）；

Ｋｋ———可靠系数，动作于断电时取１２，作用于信号时

取１０５；
Ｋｊｘ———接线系数，接于相电流时取１０，接于相电流差时

取１７３；
Ｉｅ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Ａ）；
Ｋｈ———继电器的返回系数，取０８５；
ｎ———电流互感器变比。

必要时，可在启动过程的一定时限内短接或切除过负荷保护

器件。
６）过负荷保护器件应根据机械的特点选择合适的类型，

标准的过负荷保护器件通电时的动作电流应符合表

９２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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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２３　过负荷保护器件通电时的动作电流

类别
１０５Ｉｅ时的

脱扣时间

１２Ｉｅ时的

脱扣时间

１５Ｉｅ时的

脱扣时间

７２Ｉｅ时的

脱扣时间

１０Ａ ＞２ｈ ＜２ｈ ＜２ｍｉｎ ２～１０ｓ

１０ ＞２ｈ ＜２ｈ ＜４ｍｉｎ ４～１０ｓ

２０ ＞２ｈ ＜２ｈ ＜８ｍｉｎ ６～２０ｓ

３０ ＞２ｈ ＜２ｈ ＜１２ｍｉｎ ９～３０ｓ

　注：电磁式、热式 无 空 气 温 度 补 偿 （＋４０℃）为１０Ｉｅ；热 式 有 空 气 温 度 补 偿

（＋２０℃）为１０５Ｉｅ。

当电动机启动时间超过３０ｓ时，应向厂家订购与电动机过负

荷特性相配合的非标准过负荷保护器件，或采用本款第５项的

措施。
７）保护电器的动作特性应与机械的运行特性相配合，

轻载负荷应选用１０Ａ或１０类过负荷保护电器，中载

负荷宜选用２０类过负荷保护电器，重载负荷宜选用

３０类过负荷保护电器。
６　交流电动机的断相保护应按下列规定装设：
１）当连续运行的三相电动机采用熔断器保护时，应装

设断相保护；当采用低压断路器保护时，宜装设断

相保护；
２）对于短时工作或断续周期工作的电动机或额定功率

不超过３ｋＷ的电动机，可不装设断相保护；
３）断相保护器件宜采用带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也可

采用温度保护或专用的断相保护装置。
７　交流电动机的低电压保护应按下列规定装设：
１）对于按工艺或安全条件不允许自启动的电动机，应

装设低电压保护；当电源电压短时降低或中断时，
应断开足够数量的电动机，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次要电动机宜装设瞬时动作的低电压保护；
———不允许或不需要自启动的重要电动机应装设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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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时的低电压保护，其时限宜为０５～１５ｓ。
２）对于需要自启动的重要电动机，不宜装设低电压保

护；当按工艺要求或安全条件在长时间停电后不允

许自启动时，应装设长延时的低电压保护，其时限

宜为９～２０ｓ。
３）低电压保护器件宜采用低压断路器的欠电压脱扣器

或接触器的电磁线圈，当采用接触器的电磁线圈作

低电压保护时，其控制回路宜由电动机主回路供电；
当由其他电源供电且主回路失压时，应自动断开控

制电源。
４）对于不装设低电压保护或装设延时低电压保护的重

要电动机，当电源电压中断后在规定的时限内恢复

时，其接触器应维持吸合状态或能重新吸合。
８　 直流电动机应装设短路保护，并应根据需要装设过负荷

保护、堵转保护；他励、并励、复励电动机宜装设弱磁或失磁保

护；串励电动机和机械有超速危险的直流电动机应装设超速

保护。
９２４　低压交流电动机的主回路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低压交流电动机的主回路应由隔离电器、短路保护电器、
控制电器、过负荷保护电器、附加保护器件和导线等组成。
２　隔离电器的装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每台电动机主回路上宜装设隔离电器，当符合下列

条件之一时，数台电动机可共用一套隔离电器：
———共用一套短路保护电器的一组电动机；
———由同一配电箱 （屏）供电，且允许无选择性地

断开的一组电动机。
２）隔离电器应把电动机及其控制电器与带电体有效地

隔离；
３）隔离电器宜装设在控制电器附近或其他便于操作和

维修的地点；无载开断的隔离电器应能防止被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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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开断。

３　隔离电器应采用符合本规范第７５１条第３款所规定的

器件。

４　短路保护电器应与其负荷侧的控制电器和过负荷保护电

器相配合，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非重要的电动机负荷宜采用１类配合①，重要的电动

机负荷应采用２类配合②；
注：①１类配合：在短路情况下，接触器、热继电器可损

坏，但不 应 危 及 操 作 人 员 的 安 全 和 不 应 损 坏 其 他

器件；

②２类配合：在短路情况下，接触器、启动器的触点可

熔化，且应能继续使用，但不应危及操作人员的安全

和不应损坏其他器件。

２）电动机主回路各保护器件在短路条件下的性能、过

负荷继电器与短路保护电器之间选择性配合应满足

现行国家标准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ＧＢ／Ｔ
１４０４８１１的规定；

３）接触器或启动器的限制短路电流不应小于安装处的

预期短路电流；短路保护电器宜采用接触器或启动

器产品标准中规定的形式和规格。

５　短路保护电器的性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保护特性应符合本规范第９２３条第２款的规定；
兼作接地故障保护时，还应符合本规范第７章的

规定；

２）短路保护电器应满足短路分断能力的要求。

６　控制电器及过负荷保护电器的装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每台电动机宜分别装设控制电器，当工艺要求或使

用条件许可时，一组电动机可共用一套控制电器；

２）控制电器宜采用接触器、启动器或其他电动机专用

控制开关；启动次数较少的电动机，可采用低压断

５０１



路器 兼 作 控 制 电 器；当 符 合 保 护 和 控 制 要 求 时，
３ｋＷ及以下电动机可采用封闭式负荷开关；小容量

的电动机，可采用组合式保护电器；
３）控制电器应能接通和分断电动机的堵转电流，其使

用类别和操作频率应符合电动机的类型和机械的工

作制；
４）控制电器宜装设在电动机附近或其他便于操作和维

修的地点；过负荷保护电器宜靠近控制电器或为其

组成部分。
７　电线或电缆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电动机主回路电线或电缆的载流量不应小于电动机

的额定电流；当电动机为短时或断续工作时，应使

其在短时负载下或断续负载下的载流量不小于电动

机的短时工作电流或标称负载持续率下的额定电流；
２）电动机主回路的电线或电缆应按机械强度和电压损

失进行校验；对于必须确保可靠的线路，尚应校验

在短路条件下的热稳定；
３）绕线转子电动机转子回路电线或电缆的载流量应符

合下列要求：
———启动后电刷不短接时，不应小于转子额定电流；

当电动机为断续工作时，应采用在断续负载下

的载流量；
———启动后电刷短接，当机械的启动静阻转矩不超

过电动机额定转矩的３５％时，不宜小于转子额

定电流的３５％；当机械的启动静阻转矩为电动

机额定转矩的３５％～６５％时，不宜小于转子额

定电流的５０％；当机械的启动静阻转矩超过电

动机额定转矩的６５％时，不宜小于转子额定电

流的６５％；当电线或电缆的截面小于１６ｍｍ２

时，宜选大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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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５　低压交流电动机的控制回路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电动机的控制回路宜装设隔离电器和短路保护电器。当

由电动机主回路供电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不另装设：
１）主回路短路保护电器的额定电流不超过２０Ａ时；
２）控制回路接线简单、线路很短且有可靠的机械防

护时；
３）控制回路断电会造成严重后果时。

２　控制回路的电源和接线应安全、可靠，简单适用，并应

符合下列要求：
１）ＴＮ和ＴＴ系统中的控制回路发生接地故障时，控制

回路的接线方式应能防止电动机意外启动和不能停

车；必要时，可在控制回路中装设隔离变压器；
２）对可靠性要求高的复杂控制回路，可采用直流电源；

直流控制回路宜采用不接地系统，并应装设绝缘

监视；
３）额定电压不超过交流５０Ｖ或直流１２０Ｖ的控制回路

的接线和布线，应能防止引入较高的电位。
３　电动机控制按钮或控制开关，宜装设在电动机附近便于

操作和观察的地点。在控制点不能观察到电动机或所拖动的机械

时，应在控制点装设指示电动机工作状态的信号和仪表。
４　自动控制、连锁或远方控制的电动机，宜有就地控制和

解除远方控制的措施，当突然启动可能危及周围人员时，应在机

旁装设启动预告信号和应急断电开关或自锁式按钮。
对于自动控制或连锁控制的电动机，还应有手动控制和解除

自动控制或连锁控制的措施。
５　对操作频繁的可逆运转电动机，正转接触器和反转接触

器之间除应有电气连锁外，还应有机械连锁。
９２６　电动机的其他保护电器或启动装置的选择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电动机主回路宜采用组合式保护电器，其选择应符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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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要求：
１）控制与保护开关电器 （ＣＰＳ）宜用于频繁操作及不

频繁操作的电动机回路。其他类型的组合式保护电

器宜用于小容量的电动机回路；
２）组合式保护电器除应按其功能选择外，尚应符合本

节对保护电器的相关要求。
２　民用建筑中，大功率的水泵、风机宜采用软启动装置，

软启动装置可按下列要求设置：
１）电动机由软启动装置启动后，宜将软启动装置短接，

并由旁路接触器接通电动机主回路；
２）每台电动机宜分别装设软启动装置，当符合下列条

件之一时，数台电动机可共用一套软启动装置：
———共用一套短路保护电器和控制电器的电动机组；
———对具有 “使用／备用”的电动机组，软启动装置

仅用于启动电动机时。
３）选用软启动装置时，对电磁兼容的要求，应符合现

行国家相关电磁兼容标准的规定。
３　电动机主回路中可采用电动机综合保护器。电动机综合

保护器应具有过负荷保护、断相保护、缺相保护、温度保护、三

相不平衡保护等功能。
９２７　低压交流电动机应符合下列节能要求：

１　电动机宜采用高效能电动机，其能效宜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中小 型 三 相 异 步 电 动 机 能 效 限 定 值 及 节 能 评 价 值》ＧＢ
１８６１３节能评价值的规定。

２　当机械工作在不同工况时，在满足工艺要求的情况下，
电动机宜采用调速装置，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当笼型电动机只有２～３个工况时，宜采用变极对数

调速；当工况多于３个时，宜采用变频调速；
２）绕线转子电动机的调速应符合本规范第９２２条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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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调速装置应符合国家电磁兼容相关标准的规定。
３　当控制电器能满足控制要求时，长时间通电的控制电器

宜采用节电型产品。

９３　传 输 系 统

９３１　传输系统的电气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传输系统宜采用电气连锁，连锁线应满足使用和安全的

要求，并应可靠、简单。
２　传输系统启动和停止的程序应按工艺要求确定。运行中

任何一台连锁机械故障停车时，应使传来方向的连锁机械立即

停车。
３　传 输 系 统 电 动 机 启 动 时，启 动 电 压 应 符 合 本 规 范 第

９２２条的规定，当多台同时启动而电压不能满足要求时，应错

开启动。
９３２　传输系统的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传输系统连锁控制方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当连锁机械少、独立性强时，宜在机旁分散控制；
２）当连锁机械较少或连锁机械虽多但功能上允许分段

控制时，宜按系统或按流程分段就地集中控制；
３）当连锁机械多、传输系统复杂时，宜在控制室内集

中控制；
４）重要的工程宜采用可编程序控制器 （ＰＬＣ）或计算

机自动控制系统。
２　传输系统控制箱 （屏、台）面板上的电气元件，应按控

制顺序布置，其位置、颜色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电工成套

装置中的指示灯颜色和按钮的颜色》ＧＢ／Ｔ２６８２的要求。
３　一般控制系统宜设置显示机组工作状态的光信号；较复

杂的控制系统，宜设置模拟图；复杂的控制系统宜设置电子显

示器。
４　传输系统应装设联系信号，并应满足下列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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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应沿线设置启动预告信号；
２）在值班控制室 （点）应设置允许启动信号、运行信

号、事故信号；
３）在控制箱 （屏、台）面上应设置事故断电开关或自

锁式按钮；
４）传输系统的巡视通道每隔２０～３０ｍ或在连锁机械旁

应设置事故断电开关或自锁式按钮。
两个及以上平行的连锁传输线宜合用启动音响信号，且值班

控制室内应设有能区分不同连锁传输线启动的灯光显示信号。
５　控制室或控制点与有关场所的联系，宜采用声光信号；

当联系频繁时，宜设置通信设备。
９３３　传输系统的供电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系统的负荷等级应按工艺要求和建筑物等级确定。
２　同一传输系统的电气设备，宜由同一电源供电。当传输

系统很长时，可按工艺分成多段，并由同一电源的多个回路

供电。
当主回路和控制回路由不同线路或不同电源供电时，应设有

连锁装置。
９３４　控制室和控制点的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应便于观察、操作和调度；
２　应通风、采光良好；
３　应振动小、灰尘少；
４　应线路短、进出线方便；
５　其上方及贴邻应无厕所、浴室等潮湿场所；
６　应便于设备运输、安装。

９３５　移动式传输设备宜采用软电缆供电。
９３６　传输系统的接地应符合本规范第１２章的有关规定。

９４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

９４１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负荷分级，应符合本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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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第３２节的规定。消防电梯的供电要求应符合本规范第１３９
节的规定。客梯的供电要求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一级负荷的客梯，应由引自两路独立电源的专用回路供

电；二级负荷的客梯，可由两回路供电，其中一回路应为专用

回路；
２　当二类高层住宅中的客梯兼作消防电梯时，其供电应符

合本规范第１３９１１条的规定；
３　三级负荷的客梯，宜由建筑物低压配电柜以一路专用回

路供电，当有困难时，电源可由同层配电箱接引；
４　采用单电源供电的客梯，应具有自动平层功能。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宜为三级负荷，重要场所宜为二级

负荷。
９４２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供电容量，应按其全部

用电负荷确定，向多台电梯供电，应计入同时系数。
９４３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主电源开关和导线选择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每台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应装设单独的隔离电

器和保护电器；
２　主电源开关宜采用低压断路器；
３　低压断路器的过负荷保护特性曲线应与电梯、自动扶梯

和自动人行道设备的负荷特性曲线相配合；
４　选择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供电导线时，应由其

铭牌电流及其相应的工作制确定，导线的连续工作载流量不应小

于计算电流，并应对导线电压损失进行校验；
５　对有机房的电梯，其主电源开关应能从机房入口处方便

接近；
６　对无机房的电梯，其主电源开关应设置在井道外工作人

员方便接近的地方，并应具有必要的安全防护。
９４４　机房配电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电梯机房总电源开关不应切断下列供电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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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轿厢、机房和滑轮间的照明和通风；
２）轿顶、机房、底坑的电源插座；
３）井道照明；
４）报警装置。

２　机 房 内 应 设 有 固 定 的 照 明，地 表 面 的 照 度 不 应 低 于

２００ｌｘ，机房照明电源应与电梯电源分开，照明开关应设置在机

房靠近入口处。
３　机房内应至少设置一个单相带接地的电源插座。
４　在气温较高地区，当机房的自然通风不能满足要求时，

应采取机械通风。
５　电力线和控制线应隔离敷设。
６　机房内配线应采用电线导管或电线槽保护，严禁使用可

燃性材料制成的电线导管或电线槽。
９４５　井道配电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电梯井道应为电梯专用，井道内不得装设与电梯无关的

设备、电缆等。
２　井道内应设置照明，且照度不应小于５０ｌｘ，并应符合下

列要求：
１）应在距井道最高点和最低点０５ｍ以内各装一盏灯，

中间每隔不超过７ｍ的距离应装设一盏灯，并应分

别在机房和底坑设置控制开关；
２）轿顶及井道照明电源宜为３６Ｖ；当采用２２０Ｖ时，应

装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３）对于井道周围有足够照明条件的非封闭式井道，可

不设照明装置。
３　在底坑应装有电源插座。
４　井道内敷设的电缆和电线应是阻燃和耐潮湿的，并应使

用难燃型电线导管或电线槽保护，严禁使用可燃性材料制成的电

线导管或电线槽。
５　附设在建筑物外侧的电梯，其布线材料和方法及所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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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器件均应考虑气候条件的影响，并应采取防水措施。
９４６　当高层建筑内的客梯兼作消防电梯时，应符合防灾设置

标准，并应采用下列相应的应急操作措施：
１　客梯应具有防灾时工作程序的转换装置；
２　正常电源转换为防灾系统电源时，消防电梯应能及时

投入；
３　发现灾情后，客梯应能迅速依次停落在首层或转换层。

９４７　电梯的控制方式应根据电梯的类别、使用场所条件及配

置电梯数量等因素综合比较确定。
９４８　客梯的轿厢内宜设有与安防控制室及机房的直通电话；
消防电梯应设置与消防控制室的直通电话。
９４９　电梯机房、井道和轿厢中电气装置的间接接触保护，应

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与建筑物的用电设备采用同一接地形式保护时，可不另

设接地网；
２　与电梯相关的所有电气设备及导管、线槽的外露可导电

部分均应可靠接地；电梯的金属构件，应采取等电位联结；
３　当轿厢接地线利用电缆芯线时，电缆芯线不得少于两根，

并应采用铜芯导体，每根芯线截面不得小于２５ｍｍ２。

９５　自动门和电动卷帘门

９５１　对于出入人流较多、探测对象为运动体的场所，其自动

门的传感器宜采用微波传感器。对于出入人流较少，探测对象为

静止或运动体的场所，其自动门的传感器宜采用红外传感器或超

声波传感器。
９５２　传感器的工作环境宜符合产品规定，当不能满足要求时，
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传感器安装在室外时，应有防水措施。
９５３　传感器宜远离干扰源，并应安装在不受振动的地方或采

取防干扰或防振措施。
９５４　自动门应由就近配电箱 （屏）引单独回路供电，供电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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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应装有过电流保护。
９５５　在自动门的就地，应对其电源供电回路装设隔离电器和

手动控制开关或按钮，其位置应选在操作和维护方便且不碍观瞻

的地方。
９５６　电动卷帘门的配电及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电动卷帘门应由就近的配电箱 （屏）引单独回路供电，
供电回路应装有过负荷保护；
２　卷帘门控制箱应设置在卷帘门附近，并应根据现场实际

情况，在卷帘门的一侧或两侧设置手动控制按钮，其安装高度宜

为中心距地１４ｍ。
９５７　用于室外的电动大门的配电线路，宜装设剩余电流动作

保护器。
９５８　自动门和卷帘门的所有金属构件及附属电气设备的外露

可导电部分均应可靠接地。

９６　舞台用电设备

９６１　舞台照明每一回路的可载容量，应与所选用的调光设备

的回路输出容量相适应。
９６２　舞台照明调光回路数量，应根据剧场等级、规模确定。
９６３　舞台照明配电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舞台照明设备的接电方法，应采用专用接插件连接，接

插件额定容量应有足够的余量；
２　由晶闸管调光装置配出的舞台照明线路宜采用单相配电。

当采用三相配电时，宜每相分别配置中性导体，当共用中性导体

时，中性导体截面不应小于相导体截面的２倍。
９６４　乐池内谱架灯、化妆室台灯和观众厅座位牌号灯的电源

电压不得大于３６Ｖ。
９６５　舞台调光控制器的选择及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舞台照明调光控制器的选型，小型剧场，可选用带预选

装置的控制器，中型及以上规模的剧场，宜选用带计算机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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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
２　舞台照明调光控制台宜安装在观众厅池座后部灯控室内，

监视窗口宽度不应小于１２０ｍ，窗口净高不应小于０６０ｍ，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１）舞台表演区应在灯光控制人员的视野范围内；

２）灯控人员应能容易地观察到观众席情况；

３）应与舞台布灯配光联系方便；

４）调光设备与线路应安装敷设方便。
９６６　调光柜和舞台配电设备应设在靠近舞台的单独房间内。

９６７　调光装置应采取抑制高次谐波对其他系统产生干扰的措

施，除应符合本规范第２２３节规定外，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调光回路应选用金属导管、槽敷设，并不宜与电声等电

信线路平行敷设。当调光回路与电信线路平行敷设时，其间距应

大于１ｍ；当垂直交叉时，间距应大于０５ｍ。

２　电声、电视转播设备的电源不宜接在舞台照明变压器上。
９６８　舞台照明负荷宜采用需要系数法计算，需要系数宜符合

表９６８的规定。

表９６８　需要系数

舞台照明总负荷 （ｋＷ） 需要系数Ｋｘ

５０及以下 １００

５０以上至１００ ０７５

１００以上至２００ ０６０

２００以上至５００ ０５０

５００以上至１０００ ０４０

超过１０００ ０２５～０３０

９６９　舞台电动悬吊设备的控制，宜选用带预选装置的控制器，
控制台的位置可安装在舞台左侧的一层天桥上，并宜设在封闭的

小间内。

９６１０　舞台电力传动设备的启动装置可就地安装，控制电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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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要设在便于观察机械运行的地方。
９６１１　舞台设备供电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１　舞台照明或电力设备的变压器容量，可按下式计算：
Ｐｓ＝ＫｘＫｙＰｅ （９６１１）

式中　Ｐｓ———变压器容量；
Ｐｅ———照明或电力负荷总容量；
Ｋｘ———照明或电力负荷需用系数；
Ｋｙ———裕量系数。

照明负荷需用系数Ｋｘ应按本规范表９６８选取，电力负荷

需用系数Ｋｘ宜取０４～０９。裕量系数Ｋｙ宜取１１～１２。
舞台电力负荷应包括舞台各类电动悬吊设备的电力负荷和舞

台的电气传动设备的电力负荷；
２　当舞台用电设备的供电系统中接有在演出过程中可能频

繁启动的交流电动机，且当其启动冲击电流引起电源电压波动超

过±３％时，宜与舞台照明负荷分设变压器。
９６１２　舞台监督、调度指挥用的声、光信号装置或对讲电话、
闭路电视系统，应根据剧场等级、规模确定，舞台监督主控台宜

设在台口内右侧。
９６１３　舞台用电设备应根据低压配电系统接地形式确定采用接

地保护措施。

９７　医 用 设 备

９７１　应根据医院电气设备工作场所分类要求进行配电系统设

计。在医疗用房内禁止采用ＴＮＣ系统。备用电源的投入应满足

医疗工艺的要求。
９７２　根据医疗工作的不同特点，医用放射线设备的工作制可

按下列情况划分：
１　Ｘ射线诊断机、Ｘ射线ＣＴ机及ＥＣＴ机为断续工作用电

设备；
２　Ｘ射线治疗机、电子加速器及ＮＭＲＣＴ机 （核磁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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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连续工作用电设备。
９７３　大型医疗设备的供电应从变电所引出单独的回路，其电

源系统应满足设备对电源内阻的要求。
９７４　放射科、核医学科、功能检查室、检验科等部门的医疗

装备的电源，应分别设置切断电源的总开关。
９７５　医用放射线设备的供电线路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Ｘ射线管的管电流大于或等于４００ｍＡ的射线机，应采用

专用回路供电；
２　ＣＴ机、电子加速器应不少于两个回路供电，其中主机

部分应采用专用回路供电；
３　Ｘ射线机不应与其他电力负荷共用同一回路供电；
４　多台单相、两相医用射线机，应接于不同的相导体上，

并宜三相负荷平衡；
５　放射线设备的供电线路应采用铜芯绝缘电线或电缆；
６　当为Ｘ射线机设置配套的电源开关箱时，电源开关箱应

设在便于操作处，并不得设在射线防护墙上。
９７６　电源开关和保护装置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在Ｘ射线机房装设的与Ｘ射线诊断机配套使用的电源开

关和保护装置，应按不小于Ｘ射线机瞬时负荷的５０％和长期负

荷１００％中的较大值进行参数计算，并选择相应的电源开关和保

护电器；
２　当电源控制柜随设备供给时，不应重复设置电源开关和

保护电器，其供电线路始端应设隔离电器及保护电器，其规格应

比Ｘ射线机按第１款规定确定的计算电流大１～２级。
９７７　Ｘ射线机供电线路导线截面，应根据下列条件确定：

１　单台Ｘ射线机供电线路导线截面应按满足Ｘ射线机电源

内阻要求选用，并应对选用的导线截面进行电压损失校验；
２　多台Ｘ射线机共用同一条供电线路时，其共用部分的导

线截面，应按供电条件要求电源内阻最小值Ｘ射线机确定的导

线截面至少再加大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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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８　在Ｘ射线机室、同位素治疗室、电子加速器治疗室、
ＣＴ机扫描室的入口处，应设置红色工作标志灯。标志灯的开闭

应受设备的操纵台控制。
９７９　根据设备的使用要求，在同位素治疗室、电子加速器治

疗室应设置门、机连锁控制装置。
９７１０　ＮＭＲＣＴ机的扫描室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室内的电气管线、器具及其支持构件不得使用铁磁物质

或铁磁制品；
２　进入室内的电源电线、电缆必须进行滤波。

９８　体育场馆设备

９８１　体育场馆电气设备应根据场馆规模、级别及体育工艺使

用要求设置。
９８２　体育场馆电力负荷分级及供电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负荷分级应符合本规范表３２２的规定。
２　甲级体育场馆应由两个电源供电。特级体育场馆，除应

由两个电源供电外，还应设置自备发电机组或从市政电网获得独

立、可靠的第三电源供全部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负荷用电。
３　在自备柴油发电机组投入使用前，为保证场地照明不中

断，可采用下列措施：
１）可采用气体放电灯热启动装置；
２）可采用不间断电源装置 （ＵＰＳ）；
３）可采用应急电源装置 （ＥＰＳ），且ＥＰＳ的切换时间应

满足场地照明高光强气体放电灯 （ＨＩＤ）不熄弧的

要求。
９８３　对于仅在比赛期间才使用的大型用电设备，宜设专用变

压器供电。当电源电压偏差不能满足要求时，宜采用有载调压变

压器。主要变配电室 （间）、发电机房严禁设置在观众能随便到

达的场所。
９８４　下列竞赛用设备和房间 （如终点电子摄影计时器、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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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分、仲裁录放、数据处理、竞赛指挥、计算机及网络机房、安

全防范及控制中心及消防控制室等），除应采用双电源在末端自

动互投供电外，还应采用不间断电源 （ＵＰＳ）供电。
９８５　体育场馆的竞赛场地用电点，宜设置电源井或配电箱，
其位置不得有碍于竞赛，设置数量及位置，应根据体育工艺

确定。
９８６　对电源井的供电方式宜采用环形系统供电。电源井内不

同用途的电气线路之间应保持规定的距离或采取隔离措施。井内

电气设备为单侧布置时，其维护距离不应小于０６ｍ；电力装置

和信号装置分别布置井壁两侧时，其维护距离不应小于０８ｍ。
井内应有防水、排水措施。
９８７　体育场内竞赛场地的电气线路敷设，宜采用塑料护套电

缆穿导管埋地敷设方式。
９８８　终点电子摄像计时器的专用信号盘，应按体育工艺的要

求在１００ｍ、２００ｍ、３００ｍ及终点、终点线跑道内、外侧设置。
信号线通过管路与终点电子摄像计时机房相连。
９８９　固定式电子计时计分显示装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计时记分显示装置负荷等级应为该工程最高级；
２　计时记分控制室与总裁判席、计时记分机房、计算机房

和分散于场地的计时记分装置之间，应有相互连通的信号传输通

道，并应有余量；
３　应根据体育工艺设计在比赛场地设置各类的计时记分装

置；应根据工艺要求在该处或附近预留电源及信号传输连接

端子。
９８１０　体育馆比赛场四周墙壁应按需要设置配电箱和安全型插

座，其插座安装高度不应低于０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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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电 气 照 明

１０１　一 般 规 定

１０１１　在进行照明设计时，应根据视觉要求、作业性质和环境

条件，通过对光源、灯具的选择和配置，使工作区或空间具备合

理的照度、显色性和适宜的亮度分布以及舒适的视觉环境。
１０１２　在确定照明方案时，应考虑不同类型建筑对照明的特殊

要求，并处理好电气照明与天然采光的关系，采用高光效光源、
灯具与追求照明效果的关系，合理使用建设资金与采用高性能标

准光源、灯具等技术经济效益的关系。
１０１３　在进行电气照明设计时，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３４的规定。

１０２　照 明 质 量

１０２１　普通工作场所内一般照明的照度均匀度不应小于０７。
１０２２　局部照明与一般照明共用时，工作面上一般照明的照度

值宜为工作面总照度值的１／３～１／５，且不宜低于５０ｌｘ。交通区

照度不宜低于工作区照度的１／３。
１０２３　照明光源的颜色质量取决于光源本身的表观颜色及其显

色性能。一般照明光源可根据其相关色温分为三类，其适用场所

可按表１０２３选取。

表１０２３　光源的颜色分类

光源颜色分类
相关色温

（Ｋ）
颜色特征 适用场所示例

Ⅰ ＜３３００ 暖

　居室!餐厅!宴会厅!多功

能厅!酒吧!咖啡厅!重点陈

列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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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０２３

光源颜色分类
相关色温

（Ｋ）
颜色特征 适用场所示例

Ⅱ ３３００～５３００ 中间

　教室!办公室!会议室!阅

览室!营业厅!一般休息厅!
普通餐厅!洗衣房

Ⅲ ＞５３００ 冷
　设计室!计算机房、高照度

场所

１０２４　照明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ＧＢ５００３４中对不同工作场所光源显色性的规定，并应协调显色

性要求与设计照度的关系。

１０２５　照明光源的颜色特征与室内表面的配色宜互相协调，并

应形成相应于房间功能的色彩环境。

１０２６　在设计一般照明时，应根据视觉工作环境特点和眩光程

度，合理确定对直接眩光限制的质量等级ＵＧＲ （统一眩光值）。
眩光限制的质量等级应符合表１０２６的规定。

表１０２６　眩光程度与统一眩光值 （ＵＧＲ）对照表

ＵＧＲ的数值 对应眩光程度的描述 视觉要求和场所示例

＜１３ 没有眩光 　手术台、精细视觉作业

１３～１６ 开始有感觉
　使用视频终端、绘图室、精品展厅、珠

宝柜台、控制室、颜色检验

１７～１９ 引起注意
　办公室、会议室、教室、一般展室、休

息厅、阅览室、病房

２０～２２ 引起轻度不适
　门厅、营业厅、候车厅、观众厅、厨房、

自选商场、餐厅、自动扶梯

２３～２５ 不舒适
　档案室、走廊、泵房、变电所、大件库

房、交通建筑的入口大厅

２６～２８ 很不舒适 　售票厅、较短的通道、演播室、停车区

１０２７　室内一般照明直接眩光的限制，应根据光源亮度、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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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灯具的表观面积、背景亮度以及灯具位置等因素进行综合

确定。

１０２８　对于要求统一眩光值ＵＧＲ小于或等于２２的照明场所，
应限制损害对比降低可见度的光幕反射和反射眩光，并可采取下

列措施：

１　不得将灯具安装在干扰区内或可能对处于视觉工作的眼

睛形成镜面反射的区域内；

２　可使用发光表面面积大、亮度低、光扩散性能好的灯具；
３　可在视觉工作对象和工作房间内采用低光泽度的表面装

饰材料；

４　可在视线方向采用特殊配光灯具或采取间接照明方式；

５　可采用混合照明；
６　可照亮顶棚和墙面以减小亮度比，并应避免出现光斑。

１０２９　直接型灯具应控制视线内光源平均亮度与遮光角之间的

关系，其最低允许值应符合表１０２９的规定。

表１０２９　不同亮度灯具的最小遮光角

灯 具 亮 度 （ｃｄ／ｍ２） 灯具的最小遮光角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１０°

２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 １５°

５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

≥５０００００ ３０°

１０２１０　长时间视觉工作场所内亮度与照度分布宜按下列比值

选定：

１　工作区亮度与工作区相邻环境的亮度比值不宜低于３；
工作区亮度与视野周围的平均亮度比值不宜低于１０；灯的亮度

与工作区亮度之比不应大于４０；

２　当照明灯具采用暗装时，顶棚的反射比宜大于０６，且

顶棚的照度不宜小于工作区照度的１／１０。

１０２１１　垂直照度 （Ｅｖ）与水平照度 （Ｅｈ）之比可按下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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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５≤Ｅｖ／Ｅｈ≤０５ （１０２１１）
１０２１２　为满足视觉适应性的要求，视觉工作区周围０５ｍ内

区域的水平照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ＧＢ５００３４中的规定。

１０３　照明方式与种类

１０３１　照明方式可分为一般照明、分区一般照明、局部照明和

混合照明，其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仅需要提高房间内某些特定工作区的照度时，宜采用

分区一般照明。
２　局部照明宜在下列情况中采用：
１）局部需有较高的照度；
２）由于遮挡而使一般照明照射不到的某些范围；
３）视觉功能降低的人需要有较高的照度；
４）需要减少工作区的反射眩光；
５）为加强某方向光照以增强质感时。

３　对于部分作业面照度要求较高，只采用一般照明不合理

的场所，宜采用混合照明。
４　不应单独使用局部照明。

１０３２　应按下列使用要求确定照明种类：
１　室内工作场所均应设置正常照明。
２　下列场所应设置应急照明：
１）正常照明因故熄灭后，需确保正常工作或活动继续

进行的场所，应设置备用照明；
２）正常照明因故熄灭后，需确保处于潜在危险之中的

人员安全的场所，应设置安全照明；
３）正常照明因故熄灭后，需确保人员安全疏散的出口

和通道，应设置疏散照明。
３　大面积工作场所宜设置值班照明。
４　有警戒任务的场所，应根据警戒范围的要求设置警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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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
５　城市中的标志性建筑、大型商业建筑、具有重要政治文

化意义的构筑物等，宜设置景观照明。
６　有危及航行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上，应根据航行要求

设置障碍照明。
１０３３　备用照明宜装设在墙面或顶棚部位。安全照明宜根据需

要确定装设部位。疏散照明的设置要求应符合本规范第１３章的

有关规定。
１０３４　自机场跑道中点起、沿跑道延长线双向各１５ｋｍ、两侧

散开角各１０°的区域内，障碍物顶部与跑道端点连线与水平面夹

角大于０５７°的障碍物应装设航空障碍标志灯，并应符合国家现

行标准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ＭＨ５００１的规定。
航空障碍灯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航空障碍灯》ＭＨ／Ｔ６０１２

的规定，并应具有相关认证。
１０３５　航空障碍灯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障碍标志灯应装设在建筑物或构筑物的最高部位。当制

高点平面面积较大或为建筑群时，除在最高端装设障碍标志灯

外，还应在其外侧转角的顶端分别设置。
２　障碍标志灯的水平、垂直距离不宜大于４５ｍ。
３　障碍标志灯宜采用自动通断电源的控制装置，并宜设有

变化光强的措施。
４　航空障碍标志灯技术要求应符合表１０３５的规定。

表１０３５　航空障碍灯技术要求

障碍标志

灯类型
低光强 中　光　强 高 光 强

灯光颜色 航空红色 航空红色 航空白色 航空白色

控光方式

及数据

（次／ｍｉｎ）

恒定光
闪光

２０～６０

闪光

２０～６０

闪光

２０～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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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０３５

障碍标志

灯类型
低光强 中　光　强 高 光 强

有效光强 　３２５ｃｄ 用 于
夜间

　２０００ｃｄ±２５％
用于夜间

　 · ２０００ｃｄ ±
２５％用于夜间

　 ·２００００ｃｄ±
２５％用 于 白 昼、
黎明或黄昏

　 ·２０００ｃｄ±
２５％用于夜间

　 ·２００００ｃｄ±
２５％用于黄昏与
黎明

　·２７００００ｃｄ／
１４００００ｃｄ±２５％
用于白昼

可视范围

　·水平光束扩
散角３６０°
　·垂直光束扩
散角≥１０°

　·水平光束扩
散角３６０°
　·垂直光束扩
散角≥３°

　·水平光束扩
散角３６０°
　·垂直光束扩
散角≥３°

　·水平光束扩
散角９０°或１２０°
　·垂直光束扩
散角３°～７°

　最大光强位于
水平仰角４°～２０°
之间

　最大光强位于水平仰角０°

适用高度

　 · 高 出 地 面
４５ｍ 以 下 全 部
使用

　 · 高 出 地 面
４５ｍ以上部分与
中光强结合使用

　 高 出 地 面
４５ｍ时

　 高 出 地 面
９０ｍ时

　 高 出 地 面
１５３ｍ （５００ 英
尺）时

　注：夜间对应的背景亮度小于５０ｃｄ／ｍ２；黄昏与黎明对应的背景亮度小于５０～

５００ｃｄ／ｍ２；白昼对应的背景亮度小于５００ｃｄ／ｍ２。

５　障碍标志灯的设置应便于更换光源。

６　障碍标志灯电源应按主体建筑中最高负荷等级要求供电。

１０４　照明光源与灯具

１０４１　室内照明光源的确定，应根据使用场所的不同，合理地

选择光源的光效、显色性、寿命、启动点燃和再点燃时间等光电

特性指标以及环境条件对光源光电参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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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２　室内照明应采用高光效光源和高效灯具。在有特殊要求

不宜使用气体放电光源的场所，可选用卤钨灯或普通白炽灯

光源。
１０４３　有显色性要求的室内场所不宜选用汞灯、钠灯等作为主

要照明光源。
１０４４　当照度低于１００ｌｘ时，宜采用色温较低的光源；当照度

为１００～１０００ｌｘ时，宜采用中色温光源；当电气照明需要同天然

采光结合时，宜选用光源色温在４５００～６０００Ｋ的荧光灯或其他

气体放电光源。
１０４５　室内一般照明宜采用同一类型的光源。当有装饰性或功

能性要求时，亦可采用不同种类的光源。
１０４６　对于需要进行彩色新闻摄影和电视转播的场所，室内光

源的色温宜为２８００～３５００Ｋ，色温偏差不应大于１５０Ｋ；室外或

有天然采光的室内的光源色温宜为４５００～６５００Ｋ，色温偏差不应

大于５００Ｋ。光源的一般显色指数不应低于６５，要求较高的场所

应大于８０。
１０４７　在选择灯具时，应根据环境条件和使用特点，合理地选

定灯具的光强分布、效率、遮光角、类型、造型尺度以及灯的表

观颜色等。
１０４８　室内装修遮光格栅的反射表面应选用难燃材料，其反射

比不应低于０７。
１０４９　对于仅满足视觉功能的照明，宜采用直接照明和选用开

敞式灯具。
１０４１０　在高度较高的空间安装的灯具宜采用长寿命光源或采

取延长光源寿命的措施。
１０４１１　筒灯宜采用插拔式单端荧光灯。
１０４１２　灯具表面以及灯用附件等高温部位靠近可燃物时，应

采取隔热、散热等防火保护措施。
１０４１３　在布置灯具时，其间距不应大于该灯具的允许距高比。
１０４１４　照明灯具应具备完整的光电参数，其各项性能应符合

６２１



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的规定。

１０５　照 度 水 平

１０５１　在选择照度时，应符合下列分级 （ｌｘ）：０５、１、３、５、
１０、１５、２０、３０、５０、７５、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３００、５００、７５０、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３０００、５０００。
１０５２　各类视觉工作对应的照度范围宜按表１０５２选取。

表１０５２　视觉工作对应的照度范围值

视觉工

作性质

照度范围

（ｌｘ）
区域或活动类型 适用场所示例

简单视

觉工作

≤２０
　室外交通区，判别方向和

巡视
　室外道路

３０～７５
　室外工作区、室内交通区，

简单识别物体表征

　 客 房、卧 室、走 廊、

库房

一般视

觉工作

１００～２００
　非连续工作的场所 （大对

比大尺寸的视觉作业） 　病房、起居室、候机厅

２００～５００
　连续视觉工作的场所 （大

对比小尺寸和小对比大尺寸

的视觉作业）
　办公室、教室、商场

３００～７５０
　需集中注意力的视觉工作

（小对比小尺寸的视觉作业）
　营 业 厅、阅 览 室、绘

图室

特殊视

觉工作

７５０～１５００ 　较困难的远距离视觉工作 　一般体育场馆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精细的视觉工作、快速移

动的视觉对象
　乒乓球、羽毛球

≥２０００
　精密的视觉工作、快速移

动的小尺寸视觉对象

　手术台、拳击台、赛道

终点区

１０５３　民用建筑照明设计，应根据建筑性质、建筑规模、等级

标准、功能要求和使用条件等确定照度标准值，并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３４的规定。当设计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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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明确时，宜以距地０７５ｍ的参考水平面作为工作面。
１０５４　除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３４中规

定的场所照明照度标准值外，其他场所的照明照度标准值应符合

本规范附录Ｂ的规定。

１０５５　备用照明工作面上的照度除另有规定外，不应低于一般

照明照度的１０％。
１０５６　对于设有较多装饰照明的场所，其照度标准值可有一个

级差的上、下调整。

１０５７　在计算照度时，应计入表１０５７所规定的维护系数。

表１０５７　照度维护系数表

环境维

护特征
工作房间或场所

灯具最少

擦洗次数

（次／年）

维 护 系 数

白炽灯、荧光灯、

金属卤化物灯
卤钨灯

清　洁
　住宅卧室!办公室!
餐厅!阅览室!绘图室

２ ０８０ ０８０

一　般
　商店营业厅、候车室、

影剧院观众厅
２ ０７０ ０７５

污染严重 　厨房 ３ ０６０ ０６５

１０５８　设计照度值与照度标准值的允许偏差不宜超过±１０％。

１０６　照 明 节 能

１０６１　根据视觉工作要求，应采用高光效光源、高效灯具和节

能器材，并应考虑最初投资与长期运行的综合经济效益。

１０６２　一般工作场所宜采用细管径直管荧光灯和紧凑型荧光

灯。高大房间和室外场所的一般照明宜采用金属卤化物灯、高压

钠灯等高光强气体放电光源。

１０６３　室内外照明不宜采用普通白炽灯。当有特殊需要时，宜

选用双螺旋白炽灯或带有热反射罩的小功率高效卤钨灯。

１０６４　除有装饰需要外，应选用直射光通比例高、控光性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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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高效灯具。室内用灯具效率不宜低于７０％，装有遮光格栅

时不应低于６０％，室外用灯具效率不宜低于５０％。
１０６５　灯具的结构和材质应便于维护清洁和更换光源。
１０６６　应采用功率损耗低、性能稳定的灯用附件。直管形荧光

灯应采用节能型镇流器，当使用电感式镇流器时，其能耗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 《管形荧光灯镇流器能效限定值和节能评价值》
ＧＢ１７８９６的规定。
１０６７　照明与室内装修设计应有机结合。在确保照明质量的前

提下，应有效控制照明功率密度值。
１０６８　应根据照明场所的功能要求确定照明功率密度值，并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３４的规定。
１０６９　在有集中空调而且照明容量大的场所，宜采用照明灯具

与空调回风口结合的形式。
１０６１０　正确选择照明方案，并应优先采用分区一般照明方式。
１０６１１　室内表面宜采用高反射率的饰面材料。
１０６１２　对于采用节能型电感镇流器的气体放电光源，宜采取

分散方式进行无功功率补偿。
１０６１３　应根据环境条件、使用特点合理选择照明控制方式，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充分利用天然光，并应根据天然光的照度变化控制电

气照明的分区；
２　根据照明使用特点，应采取分区控制灯光或适当增加照

明开关点；
３　公共场所照明、室外照明宜采用集中遥控节能管理方式

或采用自动光控装置。
１０６１４　应采用定时开关、调光开关、光电自动控制器等节电

开关和照明智能控制系统等管理措施。
１０６１５　低压照明配电系统设计应便于按经济核算单位装表

计量。
１０６１６　景观照明宜采取下列节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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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景观照明应采用长寿命高光效光源和高效灯具，并宜采

取点燃后适当降低电压以延长光源寿命的措施；
２　景观照明应设置深夜减光控制方案。

１０７　照 明 供 电

１０７１　应根据照明负荷中断供电可能造成的影响及损失，合理

地确定负荷等级，并应正确选择供电方案。
１０７２　当电压偏差或波动不能保证照明质量或光源寿命时，在

技术经济合理的条件下，可采用有载自动调压电力变压器、调压

器或专用变压器供电。
１０７３　三相照明线路各相负荷的分配宜保持平衡，最大相负荷

电流不宜超过三相负荷平均值的１１５％，最小相负荷电流不宜小

于三相负荷平均值的８５％。
１０７４　重要的照明负荷，宜在负荷末级配电盘采用自动切换电

源的方式供电，负荷较大时，可采用由两个专用回路各带５０％
的照明灯具的配电方式。
１０７５　备用照明应由两路电源或两回路线路供电。
１０７６　备用照明作为正常照明的一部分同时使用时，其配电线

路及控制开关应与正常照明分开装设。备用照明仅在故障情况下

使用时，当正常照明因故断电，备用照明应自动投入工作。
１０７７　在照明分支回路中，不得采用三相低压断路器对三个单

相分支回路进行控制和保护。
１０７８　照明系统中的每一单相分支回路电流不宜超过１６Ａ，光

源数量不宜超过２５个；大型建筑组合灯具每一单相回路电流不

宜超过２５Ａ，光源数量不宜超过６０个 （当采用ＬＥＤ光源时除

外）。
１０７９　当插座为单独回路时，每一回路插座数量不宜超过１０
个 （组）；用于计算机电源的插座数量不宜超过５个 （组），并应

采用Ａ型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
１０７１０　当照明回路采用遥控方式时，应同时具有解除遥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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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控制的功能。
１０７１１　备用照明、疏散照明的回路上不应设置插座。
１０７１２　对于使用气体放电灯的照明线路，其中性导体应与相

导体规格相同。
１０７１３　当采用带电感镇流器的气体放电光源时，宜将同一灯

具或不同灯具的相邻灯管 （光源）分接在不同相序的线路上。
１０７１４　不应将线路敷设在贴近高温灯具的上部。接入高温灯

具的线路应采用耐热导线或采取其他隔热措施。
１０７１５　顶棚内设有人行检修通道的观众厅、比赛场地等的照

明灯具以及室外照明场所，宜在每盏灯具处设置单独的保护。

１０８　各类建筑照明设计要求

１０８１　住宅 （公寓）电气照明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住宅 （公寓）照明宜选用细管径直管荧光灯或紧凑型荧

光灯。当因装饰需要选用白炽灯时，宜选用双螺旋白炽灯。
２　灯具的选择应根据具体房间的功能而定，宜采用直接照

明和开启式灯具，并宜选用节能型灯具。
３　起居室的照明宜满足多功能使用要求，除应设置一般照

明外，还宜设置装饰台灯、落地灯等。高级公寓的起居厅照明宜

采用可调光方式。
４　住宅 （公寓）的公共走道、走廊、楼梯间应设人工照明，

除高层住宅 （公寓）的电梯厅和火灾应急照明外，均应安装节能

型自熄开关或设带指示灯 （或自发光装置）的双控延时开关。
５　卫生间、浴室等潮湿且易污场所，宜采用防潮易清洁的

灯具。
６　卫生间的灯具位置应避免安装在便器或浴缸的上面及其

背后。开关宜设于卫生间门外。
７　高级住宅 （公寓）的客厅、通道和卫生间，宜采用带指

示灯的跷板式开关。
８　 每户住宅 （公寓）电源插座的数量不应少于表１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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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表１０８１　每户电源插座的设置数量

部位

插座类型

起居室

（厅）
卧室 厨房 卫生间

洗衣机、冰箱、排风机、

空调器等安装位置

　二、三孔双联插座

（组）
３ ２ ２ — —

　防溅水型二、三孔

双联插座（组）
— — — １ —

　三孔插座（个） — — — — 各１

９　住宅内电热水器、柜式空调宜选用三孔１５Ａ插座；空

调、排油烟机宜选用三孔１０Ａ插座；其他宜选用二、三孔１０Ａ
插座；洗衣机插座、空调及电热水器插座宜选用带开关控制的插

座；厨房、卫生间应选用防溅水型插座。
１０　每户应配置一块电能表、一个配电箱 （分户箱）。每户

电能表宜集中安装于电表箱内 （预付费、远传计量的电能表可除

外），电能表出线端应装设保护电器。电能表的安装位置应符合

当地供电部门的要求。

１１　住宅配电箱 （分户箱）的进线端应装设短路、过负荷和

过、欠电压保护电器。分户箱宜设在住户走廊或门厅内便于检

修、维护的地方。
１２　住宅分户箱内应配置有过电流保护的照明供电回路、一

般电源插座回路、空调插座回路、电炊具及电热水器等专用电源

插座回路。厨房电源插座和卫生间电源插座不宜同一回路。除壁

挂式空调器的电源插座回路外，其他电源插座回路均应设置剩余

电流动作保护器。

１３　电源插座底边距地低于１８ｍ时，应选用安全型插座。

１０８２　学校电气照明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用于晚间学习的教室的平均照度值宜较普通教室高一级，

且照度均匀度不应低于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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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教室照明灯具与课桌面的垂直距离不宜小于１７ｍ。
３　教室设有固定黑板时，应装设黑板照明，且黑板上的垂

直照度值不宜低于教室的平均水平照度值。
４　光 学 实 验 室、生 物 实 验 室 一 般 照 明 照 度 宜 为１００～

２００ｌｘ，实验桌上应设置局部照明。
５　教室照明的控制应沿平行外窗方向顺序设置开关，黑板

照明开关应单独装设。走廊照明开关的设置宜在上课后关掉部分

灯具。
６　在多媒体教学的报告厅、大教室等场所，宜设置供记录

用的照明和非多媒体教室使用的一般照明，且一般照明宜采用调

光方式或采用与电视屏幕平行的分组控制方式。
７　演播室的演播区，垂直照度宜在２０００～３０００ｌｘ，文艺演

播室的垂直照度可为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ｌｘ。演播用照明的用电功率，
初步设计时可按０３～０５ｋＷ／ｍ２估算。当演播室高度小于或等

于７ｍ时，宜采用轨道式布灯，当高度大于７ｍ时，可采用固定

式布灯形式。
演播室的面积超过２００ｍ２时，应设置疏散照明。
８　 大阅览室照明宜采用荧光灯具。其一般照明宜沿外窗平

行方向控制或分区控制。供长时间阅览的阅览室宜设置局部

照明。
９　书库照明宜采用窄配光荧光灯具。灯具与图书等易燃物

的距离应大于０５ｍ。地面宜采用反射比较高的建筑材料。对于

珍贵图书和文物书库，应选用有过滤紫外线的灯具。
１０　书库照明用电源配电箱应有电源指示灯并应设于书库之

外。书库通道照明应在通道两端独立设置双控开关。书库照明的

控制宜在配电箱分路集中控制。
１１　存放重要文献资料和珍贵书籍的图书馆应设应急照明、

值班照明和警卫照明。
１２　图书馆内的公用照明与工作 （办公）区照明宜分开配电

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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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３　办公楼电气照明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办公室、设计绘图室、计算机室等宜采用直管荧光灯。

对于室内饰面及地面材料的反射比，顶棚宜为０７；墙面宜为

０５；地面宜为０３。
２　办公房间的一般照明宜设计在工作区的两侧，采用荧光

灯时宜使灯具纵轴与水平视线相平行。不宜将灯具布置在工作位

置的正前方。大开间办公室宜采用与外窗平行的布灯形式。
３　出租办公室的照明灯具和插座，宜按建筑的开间或根据

智能大楼办公室基本单元进行布置。
４　在有计算机终端设备的办公用房，应避免在屏幕上出现

人和杂物的映像，宜限制灯具下垂线５０°角以上的亮度不应大于

２００ｃｄ／ｍ２。
５　宜在会议室、洽谈室照明设计时确定调光控制或设置集

中控制系统，并设定不同照明方案。
６　设有专用主席台或某一侧有明显背景墙的大型会议厅，

宜采用顶灯配以台前安装的辅助照明，并应使台板上１５ｍ处平

均垂直照度不小于３００ｌｘ。
１０８４　商业电气照明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商业照明应选用显色性高、光效高、红外辐射低、寿命

长的节能光源。
２　营业厅照明宜由一般照明、专用照明和重点照明组合而

成。不宜把装饰商品用照明兼作一般照明。
３　营业厅一般照明应满足水平照度要求，且对布艺、服装

以及货架上的商品则应确定垂直面上的照度。
４　对于玻璃器皿、宝石、贵金属等类陈列柜台，应采用高

亮度光源；对于布艺、服装、化妆品等柜台，宜采用高显色性光

源；由一般照明和局部照明所产生的照度不宜低于５００ｌｘ。
５　重点照明的照度宜为一般照明照度的３～５倍，柜台内照

明的照度宜为一般照明照度的２～３倍。
６　在无确切资料时，导轨灯的容量可每延长米按１００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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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７　橱窗照明宜采用带有遮光格栅或漫射型灯具。当采用带

有遮光格栅的灯具安装在橱窗顶部距地高度大于３ｍ时，灯具的

遮光角不宜小于３０°；当安装高度低于３ｍ，灯具遮光角宜为４５°
以上。
８　 室外橱窗照明的设置应避免出现镜像，陈列品的亮度应

大于室外景物亮度的１０％。展览橱窗的照度宜为营业厅照度的

２～４倍。
９　对贵重物品的营业厅宜设值班照明和备用照明。
１０　大营业厅照明不宜采用分散控制方式。

１０８５　饭店电气照明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饭店照明宜选用显色性较好、光效较高的暖色光源。
２　大门厅照明应提高垂直照度，并宜随室内照度的变化而

调节灯光或采用分路控制方式。门厅休息区照明应满足客人阅读

报刊所需要的照度。
３　大宴会厅照明宜采用调光方式，同时宜设置小型演出用

的可自由升降的灯光吊杆，灯光控制宜在厅内和灯光控制室两地

操作。应根据彩色电视转播的要求预留电容量。
４　当设有红外无线同声传译系统的多功能厅的照明采用热

辐射光源时，其照度不宜大于５００１ｘ。
５　屋顶旋转厅的照度，在观景时不宜低于０５１ｘ。
６　客房床头照明宜采用调光方式。
７　客房照明应防止不舒适眩光和光幕反射，设置在写字台

上的灯具应具备合适的遮光角，其亮度不应大于５１０ｃｄ／ｍ２。
８　 客房穿衣镜和卫生间内化妆镜的照明灯具应安装在视野

立体角６０°以外，灯具亮度不宜大于２１００ｃｄ／ｍ２。卫生间照明、
排风机的控制宜设在卫生间门外。
９　客房的进门处宜设有可切断除冰柜、充电专用插座和通

道灯外的电源的节能控制器。当节能控制器切断电源时，高级客

房内的风机盘管，宜转为低速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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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饭店的公共大厅、门厅、休息厅、大楼梯厅、公共走

道、客房层走道以及室外庭园等场所的照明，宜在总服务台或相

应层服务台处进行集中控制，客房层走道照明亦可就地控制。
１１　饭店的休息厅、餐厅、茶室、咖啡厅、快餐厅等宜设有

地面插座及灯光广告用插座。
１２　室外网球场或游泳池宜设有正常照明，并应设置杀虫灯

或杀虫器。
１３　地下车库出入口处应设有适应区照明。

１０８６　医院电气照明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医院照明设计应合理选择光源和光色，对于诊室、检查

室和病房等场所宜采用高显色光源。
２　诊疗室、护理单元通道和病房的照明设计，宜避免卧床

病人视野内产生直射眩光；高级病房宜采用间接照明方式。
３　护理单元的通道照明宜在深夜可关掉其中一部分或采用

可调光方式。
４　护理单元的疏散通道和疏散门应设置灯光疏散标志。
５　病房的照明宜以病床床头照明为主，并宜设置一般照明，

灯具亮度不宜大于２０００ｃｄ／ｍ２。当采用荧光灯时宜采用高显色性

光源，精神病房不宜选用荧光灯。
６　当在病房的床头上设有多功能控制板时，其上宜设有床

头照明灯开关、电源插座、呼叫信号、对讲电话插座以及接地端

子等。
７　单间病房的卫生间内宜设有紧急呼叫信号装置。
８　 病房内宜设有夜间照明。在病床床头部位的照度不宜大

于０１ｌｘ，儿科病房病床床头部位的照度可为１０ｌｘ。
９　手术室内除应设有专用手术无影灯外，宜另设有一般照

明，其光源色温应与无影灯光源相适应。手术室的一般照明宜采

用调光方式。
１０　手术专用无影灯的照度应在２０×１０３～１００×１０３ｌｘ，胸

外科内手术专用无影灯的照度应为６０×１０３～１００×１０３ｌｘ。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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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无影灯的照度可为１０×１０３ｌｘ。
１１　进行神经外科手术时，应减少光谱区在８００～１０００ｎｍ

的辐射能照射在病人身上。
１２　候诊室、传染病院的诊室和厕所、呼吸器科、血库、穿

刺、妇科冲洗、手术室等场所应设置紫外线杀菌灯。当紫外线杀

菌灯固定安装时应避免出现在病人的视野之内或应采取特殊控制

方式。
１３　Ｘ线诊断室、加速器治疗室、核医学科扫描室和γ照相

室等的外门上宜设有工作标志灯和防止误入室内的安全装置，并

应可切断机组电源。
１０８７　体育场馆电气照明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体育场地照明光源宜选用高效金属卤化物气体放电灯。
场地用直接配光灯具宜带有限制眩光的附件，并应附有灯具安装

角度指示器。
２　室内比赛场地照明宜满足多样性使用功能。宜采用宽配

光与窄配光灯具相结合的布灯方式或选用非对称配光灯具。
３　综合性大型体育场宜采用光带式布灯或与塔式布灯组成

的混合式布灯形式，灯具宜选用窄配光，其１／１０峰值光强与峰

值光强的夹角不宜大于１５°。
４　训练场地的水平照度最小值与平均值之比不宜大于１∶

２，手球、速滑、田径场地照明可不大于１∶３。
５　当游泳池内设置水下照明时，水下照明灯具上沿距水面

宜为０３～０５ｍ；浅水部分灯具间距宜为２５～３０ｍ；深水部分

灯具间距宜为３５～４５ｍ。
１０８８　博展馆电气照明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博展馆的照明光源宜采用高显色荧光灯、小型金属卤化

物灯和ＰＡＲ灯，并应限制紫外线对展品的不利影响。当采用卤

钨灯时，其灯具应配以抗热玻璃或滤光层。
２　对于壁挂式展示品，在保证必要照度的前提下，应使展

示品表面的亮度在２５ｃｄ／ｍ２以上，并应使展示品表面的照度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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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均匀性，最低照度与最高照度之比应大于０７５。
３　对于有光泽或放入玻璃镜柜内的壁挂式展示品，一般照

明光源的位置应避开反射干扰区。
为了防止镜面映像，应使观众面向展示品方向的亮度与展示

品表面亮度之比小于０５。
４　对于具有立体造型的展示品，宜在展示品的侧前方４０°～

６０°处设置定向聚光灯，其照度宜为一般照度的３～５倍；当展示

品为暗色时，其照度应为一般照度的５～１０倍。
５　陈列橱柜的照明应注意照明灯具的配置和遮光板的设置，

防止直射眩光。
６　对于在灯光作用下易变质褪色的展示品，应选择低照度

水平和采用可过滤紫外线辐射的光源；对于机器和雕塑等展品，
应有较强的灯光。弱光展示区宜设在强光展示区之前，并应使照

度水平不同的展厅之间有适宜的过渡照明。
７　展厅灯光宜采用自动调光系统。
８　 展厅的每层面积超过１５００ｍ２时，应设有备用照明。重

要藏品库房宜设有警卫照明。
９　藏品库房和展厅的照明线路应采用铜芯绝缘导线暗配线

方式。藏品库房的电源开关应统一设在藏品库区内的藏品库房总

门之外，并应装设防火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藏品库房照明宜

分区控制。
１０８９　影剧院电气照明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影剧院观众厅在演出时的照度宜为３～５ｌｘ。
２　观众厅照明应采用平滑调光方式，并应防止不舒适眩光。

当使用荧光灯调光时，光源功率宜选用统一规格。
３　观众厅照明宜根据使用需要多处控制，并宜设有值班、

清扫用照明，其控制开关宜设在前厅值班室。
４　观众厅及其出口、疏散楼梯间、疏散通道以及演员和工

作人员的出口，应设有应急照明。观众厅的疏散标志灯宜选用亮

度可调式，演出时可减光４０％，疏散时不应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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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甲、乙等剧场观众厅应设置座位排号灯，其电源电压不

应超过３６Ｖ。
６　化妆室照明宜选用高显色性光源，光源的色温应与舞台

照明光源色温接近。演员化妆台宜设有安全特低电压电源插座。
７　门厅、休息厅宜配置备用电源回路。
８　 影剧院前厅、休息厅、观众厅和走廊等场所，其照明控

制开关宜集中设在前厅值班室或带锁的配电箱内。

１０９　建筑景观照明

１０９１　景观照明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建筑景观照明设计应服从城市景观照明设计的总体要求。

景观亮度、光色及光影效果应与所在区域整体光环境相协调。
２　当景观照明涉及文物古建、航空航海标志等，或将照明

设施安装在公共区域时，应取得相关部门批准。
３　景观照明的设置应表现建筑物或构筑物的特征，并应显

示出建筑艺术立体感。
４　对于标志性建筑、具有重要政治文化意义的构筑物，宜

作为区域景观照明设计方案的重点对象加以突出。
５　城市繁华商业街区的景观照明宜结合店牌与广告照明、

橱窗照明等进行整体设计。
６　城市景观照明宜与城市街区照明结合设置，应满足道路

照明要求并注意避免对行人、行车视线的干扰以及对正常灯光标

志的干扰。
１０９２　照明方式与亮度水平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建筑物泛光照明应考虑整体效果。光线的主投射方向宜

与主视线方向构成３０°～７０°夹角。不应单独使用色温高于６０００Ｋ
的光源。
２　应根据受照面的材料表面反射比及颜色选配灯具及确定

安装位置，并应使建筑物上半部的平均亮度高于下半部。当建筑

表面反射比低于０２时，不宜采用投射光照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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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可采用在建筑自身或在相邻建筑物上设置灯具的布灯方

式或将两种方式结合，也可将灯具设置在地面绿化带中。

４　在建筑物自身上设置照明灯具时，应使窗墙形成均匀的

光幕效果。

５　采用投射光照明的被照景物的平均亮度水平宜符合表

１０９２的规定。

表１０９２　被照景物亮度水平

被照景物所处区域 亮度范围 （ｃｄ／ｍ２）

城市中心商业区、娱乐区、大型广场 ＜１５

一般城市街区、边缘商业区、城镇中心区、 ＜１０

居住区、城市郊区、较大面积的园林景区 ＜５

６　对体形较大且具有较丰富轮廓线的建筑，可采用轮廓装

饰照明。当同时设置轮廓装饰照明和投射光照明时，投射光照明

应保持在较低的亮度水平。

７　对体形高大且具有较大平整立面的建筑，可在立面上设

置由多组霓虹灯、彩色荧光灯或彩色ＬＥＤ灯构成的大型灯组。

８　 采用玻璃幕墙或外墙开窗面积较大的办公、商业、文化

娱乐建筑，宜采用以内透光照明为主的景观照明方式。

９　喷水照明的设置应使灯具的主要光束集中于水柱和喷水

端部的水花。当使用彩色滤光片时，应根据不同的透射比正确选

择光源功率。

１０　当采用安装于行人水平视线以下位置的照明灯具时，应

避免出现眩光。
１１　景观照明的灯具安装位置，应避免在白天对建筑外观产

生不利的影响。

１０９３　供电与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室内分支线路每一单相回路电流不宜超过１６Ａ，室外分

支线路每一单相回路电流不宜超过２５Ａ。室外单相２２０Ｖ支路线

路长度不宜超过１００ｍ，２２０／３８０Ｖ三相四线制线路长度不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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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３００ｍ，并应进行保护灵敏度的校验。
２　除采用ＬＥＤ光源外，建筑物轮廓灯每一单相回路不宜超

过１００个。
３　安装于建筑内的景观照明系统应与该建筑配电系统的接

地形式一致。安装于室外的景观照明中距建筑外墙２０ｍ以内的

设施，应与室内系统的接地形式一致，距建筑物外墙大于２０ｍ
宜采用ＴＴ接地形式。
４　室外分支线路应装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５　景观照明应集中控制，并应根据使用要求设置一般、节

日、重大庆典等不同的控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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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民用建筑物防雷

１１１　一 般 规 定

１１１１　本章适用于民用建筑物、构筑物的防雷设计，不适用于

具有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的民用建筑物的防雷设计。
１１１２　建筑物防雷设计应调查地质、地貌、气象、环境等条件

和雷电活动规律以及被保护物的特点等，因地制宜地采取防雷措

施，做到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１１１３　建筑物防雷不应采用装有放射性物质的接闪器。
１１１４　新建建筑物防雷应根据建筑及结构形式与相关专业配

合，宜利用建筑物金属结构及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筋等导体作

为防雷装置。
１１１５　年平均雷暴日数应根据当地气象台 （站）的资料确定。
１１１６　建筑物年预计雷击次数的计算应符合本规范附录Ｃ的

规定。
１１１７　在防雷装置与其他设施和建筑物内人员无法隔离的情况

下，装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应采取等电位联结。
１１１８　民用建筑物防雷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５７和 《建筑物

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３４３的规定。

１１２　建筑物的防雷分类

１１２１　建筑物应根据其重要性、使用性质、发生雷电事故的可

能性及后果，按防雷要求进行分类。
１１２２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５７
的规定，民用建筑物应划分为第二类和第三类防雷建筑物。

在雷电活动频繁或强雷区，可适当提高建筑物的防雷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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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１１２３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建筑物，应划为第二类防雷建

筑物：
１　高度超过１００ｍ的建筑物；
２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建筑物；
３　国家级的会堂、办公建筑物、档案馆、大型博展建筑物；

特大型、大型铁路旅客站；国际性的航空港、通信枢纽；国宾

馆、大型旅游建筑物；国际港口客运站；
４　国家级计算中心、国家级通信枢纽等对国民经济有重要

意义且装有大量电子设备的建筑物；
５　年预计雷击次数大于００６的部、省级办公建筑物及其他

重要或人员密集的公共建筑物；
６　年预计雷击次数大于０３的住宅、办公楼等一般民用建

筑物。
１１２４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建筑物，应划为第三类防雷建

筑物：
１　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建筑物及省级档案馆；
２　省级大型计算中心和装有重要电子设备的建筑物；
３　１９层及以上的住宅建筑和高度超过５０ｍ的其他民用建

筑物；
４　年预计雷击次数大于或等于００１２且小于或等于００６的

部、省级办公建筑物及其他重要或人员密集的公共建筑物；
５　年预计雷击次数大于或等于００６且小于或等于０３的住

宅、办公楼等一般民用建筑物；
６　建筑群中最高的建筑物或位于建筑群边缘高度超过２０ｍ

的建筑物；
７　通过调查确认当地遭受过雷击灾害的类似建筑物；历史

上雷害事故严重地区或雷害事故较多地区的较重要建筑物；
８　 在平均雷暴日大于１５ｄ／ａ的地区，高度大于或等于１５ｍ

的烟囱、水塔等孤立的高耸构筑物；在平均雷暴日小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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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ｄ／ａ的地区，高度大于或等于２０ｍ的烟囱、水塔等孤立的高耸

构筑物。

１１３　第二类防雷建筑物的防雷措施

１１３１　第二类防雷建筑物应采取防直击雷、防侧击和防雷电波

侵入的措施。
１１３２　防直击雷的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接闪器宜采用避雷带 （网）、避雷针或由其混合组成。避

雷带应装设在建筑物易受雷击的屋角、屋脊、女儿墙及屋檐等部

位，并应在整个屋面上装设不大于１０ｍ×１０ｍ或１２ｍ×８ｍ的

网格。
２　所有避雷针应采用避雷带或等效的环形导体相互连接。
３　引出屋面的金属物体可不装接闪器，但应和屋面防雷装

置相连。
４　在屋面接闪器保护范围之外的非金属物体应装设接闪器，

并应和屋面防雷装置相连。
５　当利用金属物体或金属屋面作为接闪器时，应符合本规

范第１１６４条的要求。
６　防直击雷的引下线应优先利用建筑物钢筋混凝土中的钢

筋或钢结构柱，当利用建筑物钢筋混凝土中的钢筋作为引下线

时，应符合本规范第１１７７条的要求。
７　防直击雷装置的引下线的数量和间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专设引下线时，其根数不应少于２根，间距不应大

于１８ｍ，每根引下线的冲击接地电阻不应大于１０Ω；
２）当利用建筑物钢筋混凝土中的钢筋或钢结构柱作为

防雷装置的引下线时，其根数可不限，间距不应大

于１８ｍ，但建筑外廓易受雷击的各个角上的柱子的

钢筋或钢柱应被利用，每根引下线的冲击接地电阻

可不作规定。
８　 防直击雷的接地网应符合本规范第１１８节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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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３　当建筑物高度超过４５ｍ时，应采取下列防侧击措施：
１　建筑物内钢构架和钢筋混凝土的钢筋应相互连接。
２　应利用钢柱或钢筋混凝土柱子内钢筋作为防雷装置引下

线。结构圈梁中的钢筋应每三层连成闭合回路，并应同防雷装置

引下线连接。
３　应将４５ｍ及以上外墙上的栏杆、门窗等较大金属物直接

或通过预埋件与防雷装置相连。
４　垂直敷设的金属管道及类似金属物除应满足本规范第

１１３６条的规定外，尚应在顶端和底端与防雷装置连接。
１１３４　防雷电波侵入的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为防止雷电波的侵入，进入建筑物的各种线路及金属管

道宜采用全线埋地引入，并应在入户端将电缆的金属外皮、钢导

管及金属管道与接地网连接。当采用全线埋地电缆确有困难而无

法实现时，可采用一段长度不小于２槡ρ （ｍ）的铠装电缆或穿钢

导管的全塑电缆直接埋地引入，电缆埋地长度不应小于１５ｍ，其

入户端电缆的金属外皮或钢导管应与接地网连通。
注：ρ为埋地电缆处的土壤电阻率 （Ω·ｍ）。

２　在电缆与架空线连接处，还应装设避雷器，并应与电缆

的金属外皮或钢导管及绝缘子铁脚、金具连在一起接地，其冲击

接地电阻不应大于１０Ω。
３　年平均雷暴日在３０ｄ／ａ及以下地区的建筑物，可采用低

压架空线直接引入建筑物，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入户端应装设避雷器，并应与绝缘子铁脚、金具连

在一起接到防雷接地网上，冲击接地电阻不应大

于５Ω；
２）入户端的三基电杆绝缘子铁脚、金具应接地，靠近

建筑物的电杆的冲击接地电阻不应大于１０Ω，其余

两基电杆不应大于２０Ω。
４　进出建筑物的架空和直接埋地的各种金属管道应在进出

建筑物处与防雷接地网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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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当低压电源采用全长电缆或架空线换电缆引入时，应在

电源引入处的总配电箱装设浪涌保护器。
６　设在建筑物内、外的配电变压器，宜在高、低压侧的各

相装设避雷器。
１１３５　防止雷电流流经引下线和接地网时产生的高电位对附近

金属物体、电气线路、电气设备和电子信息设备的反击的措施应

符合下列规定：
１　有条件时，宜将防雷装置的接闪器和引下线与建筑物内

的金 属 物 体 隔 开。金 属 物 体 至 引 下 线 的 距 离 应 符 合 公 式

（１１３５１）至 （１１３５３）的要求，地下各种金属管道及其他

各种接地网距防雷接地网的距离应符合公式 （１１３５４）的要

求，且不应小于２ｍ，达不到时应相互连接。
当Ｌｘ≥５Ｒｉ时　　Ｓａ１≥００７５Ｋｃ（Ｒｉ＋Ｌｘ） （１１３５１）
当Ｌｘ＜５Ｒｉ时　　Ｓａ１≥０３Ｋｃ（Ｒｉ＋０１Ｌｘ） （１１３５２）

Ｓａ２≥００７５ＫｃＬｘ （１１３５３）
Ｓｅｄ≥０３ＫｃＲｉ （１１３５４）

式中　Ｓａ１———当金属管道的埋地部分未与防雷接地网连接时，
引下线与金属物体之间的空气中距离 （ｍ）；

Ｓａ２———当金属管道的埋地部分已与防雷接地网连接时，
引下线与金属物体之间的空气中距离 （ｍ）；

Ｒｉ———防雷接地网的冲击接地电阻 （Ω）；
Ｌｘ———引下线计算点到地面长度 （ｍ）；
Ｓｅｄ———防雷接地网与各种接地网或埋地各种电缆和金属

管道间的地下距离 （ｍ）；
Ｋｃ———分流系数，单根引下线应为１，两根引下线及接

闪器不成闭合环的多根引下线应为０６６，接闪器

成闭合环或网状的多根引下线应为０４４。
２　当利用建筑物的钢筋体或钢结构作为引下线，同时建筑

物的大部分钢筋、钢结构等金属物与被利用的部分连成整体时，
其距离可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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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当引下线与金属物或线路之间有自然接地或人工接地的

钢筋混凝土构件、金属板、金属网等静电屏蔽物隔开时，其距离

可不受限制。
４　当引下线与金属物或线路之间有混凝土墙、砖墙隔开时，

混凝土墙的击穿强度应与空气击穿强度相同，砖墙的击穿强度应

为空气击穿强度的二分之一。当引下线与金属物或线路之间距离

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时，金属物或线路应与引下线直接相连或通过

过电压保护器相连。
５　对于设有大量电子信息设备的建筑物，其电气、电信竖

井内的接地干线应与每层楼板钢筋作等电位联结。一般建筑物的

电气、电信竖井内的接地干线应每三层与楼板钢筋作等电位

联结。
１１３６　当整个建筑物全部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或为砖混结构但有

钢筋混凝土组合柱和圈梁时，应利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内的钢筋设

置局部等电位联结端子板，并应将建筑物内的各种竖向金属管道

每三层与局部等电位联结端子板连接一次。
１１３７　当防雷接地网符合本规范第１１８８条的要求时，应优

先利用建筑物钢筋混凝土基础内的钢筋作为接地网。当为专设接

地网时，接地网应围绕建筑物敷设成一个闭合环路，其冲击接地

电阻不应大于１０Ω。

１１４　第三类防雷建筑物的防雷措施

１１４１　第三类防雷建筑物应采取防直击雷、防侧击和防雷电波

侵入的措施。
１１４２　防直击雷的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接闪器宜采用避雷带 （网）、避雷针或由其混合组成，所

有避雷针应采用避雷带或等效的环形导体相互连接。
２　避雷带应装设在屋角、屋脊、女儿墙及屋檐等建筑物易

受雷击部位，并应在整个屋面上装设不大于２０ｍ×２０ｍ或２４ｍ×
１６ｍ的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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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对于平屋面的建筑物，当其宽度不大于２０ｍ时，可仅沿

周边敷设一圈避雷带。
４　引出屋面的金属物体可不装接闪器，但应和屋面防雷装

置相连。
５　在屋面接闪器保护范围以外的非金属物体应装设接闪器，

并应和屋面防雷装置相连。
６　当利用金属物体或金属屋面作为接闪器时，应符合本规

范第１１６４条的要求。
７　防直击雷装置的引下线应优先利用钢筋混凝土中的钢筋，

但应符合本规范第１１７７条的要求。
８　 防直击雷装置的引下线的数量和间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为防雷装置专设引下线时，其引下线数量不应少于

两根，间距不应大于２５ｍ，每根引下线的冲击接地

电阻不宜大于３０Ω；对第１１２４条第４款所规定的

建筑物则不宜大于１０Ω；
２）当利用建筑物钢筋混凝土中的钢筋作为防雷装置引

下线时，其引下线数量可不受限制，间距不应大于

２５ｍ，建筑物外廓易受雷击的几个角上的柱筋宜被

利用。每根引下线的冲击接地电阻值可不作规定。
９　构筑物的防直击雷装置引下线可为一根，当其高度超过

４０ｍ时，应 在 相 对 称 的 位 置 上 装 设 两 根。当 符 合 本 规 范 第

１１７７条的要求时，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构筑物中的钢筋可作为

引下线。
１０　防直击雷装置的接地网宜和电气设备等接地网共用。进

出建筑物的各种金属管道及电气设备的接地网，应在进出处与防

雷接地网相连。
在共用接地网并与埋地金属管道相连的情况下，接地网宜围

绕建筑物敷设成环形。当符合本规范第１１８８条的要求时，应

利用基础和地梁作为环形接地网。
１１４３　当建筑物高度超过６０ｍ时，应采取下列防侧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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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建筑物内钢构架和钢筋混凝土中的钢筋及金属管道等的

连接措施，应符合本规范第１１３３条的规定；
２　应将６０ｍ及以上外墙上的栏杆、门窗等较大的金属物直

接或通过预埋件与防雷装置相连。
１１４４　防雷电波侵入的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对电缆进出线，应在进出端将电缆的金属外皮、金属导

管等与电气设备接地相连。架空线转换为电缆时，电缆长度不宜

小于１５ｍ，并应在转换处装设避雷器。避雷器、电缆金属外皮和

绝缘子铁脚、金具应连在一起接地，其冲击接地电阻不宜大

于３０Ω。
２　对低压架空进出线，应在进出处装设避雷器，并应与绝

缘子铁脚、金具连在一起接到电气设备的接地网上。当多回路进

出线时，可仅在母线或总配电箱处装设避雷器或其他形式的浪涌

保护器，但绝缘子铁脚、金具仍应接到接地网上。
３　进出建筑物的架空金属管道，在进出处应就近接到防雷

或电气设备的接地网上或独自接地，其冲击接地电阻不宜大

于３０Ω。
１１４５　防止雷电流流经引下线和接地网时产生的高电位对附近

金属物体、电气线路、电气设备和电子信息设备的反击的措施，
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有条件时，宜将防雷装置的接闪器和引下线与建筑物内

的金 属 物 体 隔 开。金 属 物 体 至 引 下 线 的 距 离 应 符 合 公 式

（１１４５１）或 （１１４５２）的要求。地下各种金属管道及其他

各种接地网距防雷接地网的距离应符合公式 （１１３５４）的要

求，但不应小于２ｍ。当达不到时，应相互连接。
当Ｌｘ≥５Ｒｉ时　　Ｓａｌ≥００５Ｋｃ（Ｒｉ＋Ｌｘ） （１１４５１）
当Ｌｘ＜５Ｒｉ时 　　Ｓａｌ≥０２Ｋｃ（Ｒｉ＋０１Ｌｘ） （１１４５２）

式中　Ｓａｌ———当金属管道的埋地部分未与防雷接地网连接时，
引下线与金属物体之间的空气中距离 （ｍ）；

Ｒｉ———防雷接地网的冲击接地电阻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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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ｃ———分流系数；
Ｌｘ———引下线计算点到地面长度 （ｍ）。

２　在共用接地网并与埋地金属管道相连的情况下，其引下

线与金属物之间的空气中距离应符合公式 （１１３５３）的要求。
３　当利用建筑物的钢筋体或钢结构作为引下线，同时建筑

物的钢筋、钢结构等金属物与被利用的部分连成整体时，其距离

可不受限制。
４　当引下线与金属物或线路之间有自然地或人工地的钢筋

混凝土构件、金属板、金属网等静电屏蔽物隔开时，其距离可不

受限制。
５　电气、电信竖井内的接地干线与楼板钢筋的等电位联结

应符合本规范第１１３５条的规定。

１１５　其他防雷保护措施

１１５１　微波站、电视差转台、卫星通信地球站、广播电视发射

台、雷达站、雷达雷测试调试场、移动通信基站等建筑物的防

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天线铁塔上的天线应在避雷针保护范围内，避雷针可固

定在天线铁塔上，塔身金属结构可兼作接闪器和引下线。当天线

塔位于机房旁边时，应在塔基四角外敷设铁塔接地网和闭合环形

接地体，天线铁塔及防雷引下线应与该接地网和闭合环形接地体

可靠连通。天线基础周围的闭合环形接地体与围绕机房四周敷设

的闭合环形接地体应有两处以上部位可靠连接。
２　天线铁塔上的天线馈线波导管或同轴传输线的金属外皮

及敷线金属导管，应在塔的上下两端及超过６０ｍ时，还应在其

中间部位与塔身金属结构可靠连接，并应在机房入口处的外侧与

接地网连通。经走线架上塔的天线馈线，应在其转弯处上方

０５～１ｍ范围内可靠接地，室外走线架亦应在始末两端可靠接

地。塔上的天线安装框架、支持杆、灯具外壳等金属件，应与塔

身金属结构用螺栓连接或焊接连通。塔顶航空障碍灯及塔上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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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灯电源线应采用带金属外皮的电缆或将导线穿入金属导管，电

缆金属外皮或金属导管至少应在上下两端与塔身连接。
３　卫星通信地球站天线的防雷，可采用独立避雷针或在天

线口面上沿及副面调整器顶端预留的安装避雷针处分别安装相应

的避雷针。当天线安装于地面上时，其防雷引下线应直接引至天

线基础周围的闭合形接地体。当天线位于机房屋顶时，可利用建

筑物结构钢筋作为其防雷引下线。
４　中波无线电广播台的桅杆天线塔对地应是绝缘的，宜在

塔基设有绝缘子，桅杆天线底部与大地之间安装球形放电间隙。
桅杆天线必须自桅杆中心向外呈辐射状敷设接地网，地网相邻导

体间夹角应相等。导体的数量及每根导体的长度，应根据发射机

输出功率及波长确定。
短波无线电广播台的天线塔上应装设避雷针并将塔体接地。

无线电广播台发射机房内应设置高频接地母线及高频接地极。
５　雷达站的天线本身可作为防雷接闪器。当另设避雷针或

避雷线作为接闪器以保护雷达天线时，应避免其对雷达工作的

影响。
６　微波站、电视差转台、卫星通信地球站、广播电视发射

台、雷达测试调试场、移动通信基站等设施的机房屋顶应设避雷

网，其网格尺寸不应大于３ｍ×３ｍ，且应与屋顶四周敷设的闭合

环形避雷带焊接连通。机房四周应设雷电流引下线，引下线可利

用机房建筑结构柱内的２根以上主钢筋，并应与钢筋混凝土屋面

板、梁及基础、桩基内的主钢筋相互连通。当天线塔直接位于屋

顶上时，天线塔四角应在屋顶与雷电流引下线分别就近连通。机

房外应围绕机房敷设闭合环形水平接地体并在四角与机房接地网

连通。对于钢筋混凝土楼板的地面和顶面，其楼板内所有结构钢

筋应可靠连通，并应与闭合环形接地极连成一体。对于非钢筋混

凝土楼板的地面和顶面，应在楼板构造内敷设不大于１５ｍ×
１５ｍ的均压网，并应与闭合环形接地极连成一体。雷达站机房

应利用 地 面、顶 面 和 墙 面 内 钢 筋 构 成 网 格 不 大 于２０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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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ｍｍ的笼形屏蔽接地体。
７　微波站、电视差转台、卫星通信地球站、广播电视发射

台、雷达站、雷达测试调试场、移动通信基站等设施机房及电力

室内应在墙面、地槽或走线架上敷设环形或排形接地汇集线，机

房和电力室接地汇集线之间应采用截面积不小于４０ｍｍ×４ｍｍ
热镀锌扁钢连接导体相互可靠连通，并应对称各引出２根接地引

入导体与机房接地网就近焊接连通。
８　 微波站、电视差转台、卫星通信地球站、广播电视发射台、

雷达站、雷达测试调试场、移动通信基站等设施的站区内严禁布设

架空缆线，进出机房的各类缆线均应采用具有金属外护套的电缆或

穿金属导管埋地敷设，其埋地长度不应小于５０ｍ，两端应与接地网

相连接。当其长度大于６０ｍ时，中间应接地。电缆在进站房处应将

电缆芯线加电浪涌保护器，电缆内的空线应对应接地。
９　雷达测试调试场应埋设环形水平接地体，其地面上应预

留接地端子，各种专用车辆的功能接地、保护接地、电源电缆的

外皮及馈线屏蔽层外皮，均应采用接地导体以最短路径与接地端

子相连。
１１５２　固定在建筑物上的节日彩灯、航空障碍标志灯及其他用

电设备的线路，应采取下列防雷电波侵入措施。
１　无金属外壳或保护网罩的用电设备，应处在接闪器的保

护范围内。
２　有金属外壳或保护网罩的用电设备，应将金属外壳或保

护网罩就近与屋顶防雷装置相连。
３　从配电盘引出的线路应穿钢导管，钢导管的一端应与配

电盘外露可导电部分相连，另一端应与用电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

及保护罩相连，并应就近与屋顶防雷装置相连，钢导管因连接设

备而在中间断开时，应设跨接线，钢导管穿过防雷分区界面时，
应在分区界面作等电位联结。
４　在配电盘内，应在开关的电源侧与外露可导电部分之间

装设浪涌保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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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３　对于不装防雷装置的所有建筑物和构筑物，应在进户处

将绝缘子铁脚连同铁横担一起接到电气设备的接地网上，并应在

室内总配电盘装设浪涌保护器。

１１５４　严禁在独立避雷针、避雷网、引下线和避雷线支柱上悬

挂电话线、广播线和低压架空线等。

１１５５　屋面露天汽车停车场应采用避雷针、架空避雷线 （网）
作接闪器，且应使屋面车辆和人员处于接闪器保护范围内。
１１５６　粮、棉及易燃物大量集中的露天堆场，宜采取防直击雷

措施。当其年计算雷击次数大于或等于００６时，宜采用独立避

雷针或架空避雷线防直击雷。独立避雷针和架空避雷线保护范围

的滚球半径ｈｒ可取１００ｍ。当计算雷击次数时，建筑物的高度可

按堆放物可能堆放的高度计算，其长度和宽度可按可能堆放面积

的长度和宽度计算。

１１６　接　闪　器

１１６１　不得利用安装在接收无线电视广播的共用天线的杆顶上

的接闪器保护建筑物。
１１６２　建筑物防雷装置可采用避雷针、避雷带 （网）、屋顶上

的永久性金属物及金属屋面作为接闪器。

１１６３　避雷针宜采用圆钢或焊接钢管制成，其直径应符合表

１１６３的规定。

表１１６３　避雷针的直径

材料规格

针长、部位
圆钢直径 （ｍｍ） 钢管直径 （ｍｍ）

１ｍ以下 ≥１２ ≥２０

１～２ｍ ≥１６ ≥２５

烟囱顶上 ≥２０ ≥４０

１１６４　避雷网和避雷带宜采用圆钢或扁钢，其尺寸应符合表

１１６４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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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６４　避雷网、避雷带及烟囱顶上的避雷环规格

材料规格

类 别
圆钢直径 （ｍｍ） 扁钢截面 （ｍｍ２） 扁管厚度 （ｍｍ）

避雷网、避雷带 ≥８ ≥４８ ≥４

烟囱上的避雷环 ≥１２ ≥１００ ≥４

１１６５　对于利用钢板、铜板、铝板等做屋面的建筑物，当符合

下列要求时，宜利用其屋面作为接闪器：

１　金属板之间具有持久的贯通连接；

２　当金属板需要防雷击穿孔时，钢板厚度不应小于４ｍｍ，
铜板厚度不应小于５ｍｍ，铝板厚度不应小于７ｍｍ；

３　当金属板不需要防雷击穿孔和金属板下面无易燃物品时，
钢板厚度不应小于０５ｍｍ，铜板厚度不应小于０５ｍｍ，铝板厚

度不应小于０６５ｍｍ，锌板厚度不应小于０７ｍｍ；

４　金属板应无绝缘被覆层。

１１６６　层顶上的永久性金属物宜作为接闪器，但其所有部件之

间均应连成电气通路，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对于旗杆、栏杆、装饰物等，其规格不应小于本规范第

１１６２条和第１１６３条的规定；

２　钢管、钢罐的壁厚不应小于２５ｍｍ，当钢管、钢罐一旦

被雷击 穿，其 介 质 对 周 围 环 境 造 成 危 险 时，其 壁 厚 不 得 小

于４ｍｍ。

１１６７　接闪器应热镀锌，焊接处应涂防腐漆。在腐蚀性较强的

场所，还应加大其截面或采取其他防腐措施。

１１６８　接闪器的布置及保护范围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接闪器应由下列各形式之一或任意组合而成：

１）独立避雷针；

２）直接装设在建筑物上的避雷针、避雷带或避雷网。

２　布置接闪器时应优先采用避雷网、避雷带或采用避雷针，
并应按表１１６７规定的不同建筑防雷类别的滚球半径ｈｒ，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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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球法计算接闪器的保护范围。
注：滚球法是以ｈｒ为半径的一个球体，沿需要防直击雷的部位滚动，

当球体只触及接闪器 （包括利用作为接闪器的金属物）或接闪器

和地面 （包括与大地接触能承受雷击的金属物）而不触及需要保

护的部位时，则该部分就得到接闪器的保护。滚球法确定接闪器

的保护范围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物 防 雷 设 计 规 范》ＧＢ
５００５７附录的规定。

表１１６７　按建筑物的防雷类别布置接闪器

建筑物防雷类别 滚球半径ｈｒ （ｍ） 避雷网尺寸

第二类防雷建筑物 ４５ ≤１０ｍ×１０ｍ或≤１２ｍ×８ｍ

第三类防雷建筑物 ６０ ≤２０ｍ×２０ｍ或≤２４ｍ×１６ｍ

１１７　引　下　线

１１７１　建筑物防雷装置宜利用建筑物钢筋混凝土中的钢筋或采

用圆钢、扁钢作为引下线。
１１７２　引下线宜采用圆钢或扁钢。当采用圆钢时，直径不应小

于８ｍｍ。当采用扁钢时，截面不应小于４８ｍｍ２，厚度不应小

于４ｍｍ。
对于装设在烟囱上的引下线，圆钢直径不应小于１２ｍｍ，扁

钢截面不应小于１００ｍｍ２且厚度不应小于４ｍｍ。

１１７３　除利用混凝土中钢筋作引下线外，引下线应热镀锌，焊

接处应涂防腐漆。在腐蚀性较强的场所，还应加大截面或采取其

他的防腐措施。
１１７４　专设引下线宜沿建筑物外墙明敷设，并应以较短路径接

地，建筑艺术要求较高者也可暗敷，但截面应加大一级。
１１７５　建筑物的金属构件、金属烟囱、烟囱的金属爬梯等可作

为引下线，其所有部件之间均应连成电气通路。
１１７６　采用多根专设引下线时，宜在各引下线距地面１８ｍ以

下处设置断接卡。
当利用钢筋混凝土中的钢筋、钢柱作为引下线并同时利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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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钢筋作为接地网时，可不设断接卡。当利用钢筋作引下线时，
应在室内外适当地点设置连接板，供测量接地、接人工接地体和

等电位联结用。
当仅利用钢筋混凝土中钢筋作引下线并采用埋于土壤中的人

工接地体时，应在每根引下线的距地面不低于０５ｍ处设接地体

连接板。采用埋于土壤中的人工接地体时，应设断接卡，其上端

应与连接板或钢柱焊接。连接板处应有明显标志。
１１７７　利用建筑钢筋混凝土中的钢筋作为防雷引下线时，其上

部应与接闪器焊接，下部在室外地坪下０８～１ｍ处宜焊出一根

直径为１２ｍｍ或４０ｍｍ×４ｍｍ镀锌钢导体，此导体伸出外墙的

长度不宜小于１ｍ，作为防雷引下线的钢筋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当钢筋直径大于或等于１６ｍｍ时，应将两根钢筋绑扎或

焊接在一起，作为一组引下线；
２　当钢筋直径大于或等于１０ｍｍ且小于１６ｍｍ时，应利用

四根钢筋绑扎或焊接作为一组引下线。
１１７８　当建筑物、构筑物钢筋混凝土内的钢筋具有贯通性连接

并符合本规范第１１７７条要求时，竖向钢筋可作为引下线；当

横向钢筋与引下线有可靠连接时，横向钢筋可作为均压环。
１１７９　在易受机械损坏的地方，地面上１７ｍ至地面下０３ｍ
的引下线应加保护设施。

１１８　接　地　网

１１８１　民用建筑宜优先利用钢筋混凝土中的钢筋作为防雷接地

网，当不具备条件时，宜采用圆钢、钢管、角钢或扁钢等金属体

作人工接地极。
１１８２　垂直埋设的接地极，宜采用圆钢、钢管、角钢等。水平

埋设的接地极宜采用扁钢、圆钢等。人工接地极的最小尺寸应符

合本规范表１２５１的规定。
１１８３　接地极及其连接导体应热镀锌，焊接处应涂防腐漆。在腐

蚀性较强的土壤中，还应适当加大其截面或采取其他防腐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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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４　垂直接地体的长宜为２５ｍ。垂直接地极间的距离及水

平接地极间的距离宜为５ｍ，当受场所限制时可减小。
１１８５　接地极埋设深度不宜小于０６ｍ，接地极应远离由于高

温影响使土壤电阻率升高的地方。
１１８６　当防雷装置引下线大于或等于两根时，每根引下线的冲

击接地电阻均应满足对该建筑物所规定的防直击雷冲击接地电

阻值。

１１８７　为降低跨步电压，防直击雷的人工接地网距建筑物入口

处及人行道不宜小于３ｍ，当小于３ｍ时，应采取下列措施之一：
１　水平接地极局部深埋不应小于１ｍ；

２　水平接地极局部应包以绝缘物；
３　宜采用沥青碎石地面或在接地网上面敷设５０～８０ｍｍ沥

青层，其宽度不宜小于接地网两侧各２ｍ。
１１８８　当基础采用以硅酸盐为基料的水泥和周围土壤的含水率

不低于４％以及基础的外表面无防腐层或有沥青质的防腐层时，
钢筋混凝土基础内的钢筋宜作为接地网，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每根引下线处的冲击接地电阻不宜大于５Ω；
２　利用基础内钢筋网作为接地体时，每根引下线在距地面

０５ｍ以下的钢筋表面积总和，对第二类防雷建筑物不应少于

４２４Ｋ２ｃ （ｍ２），对第三类防雷建筑物不应少于１８９Ｋ２ｃ （ｍ２）。
注：Ｋｃ为分流系数，取值与本规范第１１３５条中的取值一致。

１１８９　当采用敷设在钢筋混凝土中的单根钢筋或圆钢作为防雷

装置时，钢筋或圆钢的直径不应小于１０ｍｍ。

１１８１０　沿建筑物外面四周敷设成闭合环状的水平接地体，可

埋设在建筑物散水以外的基础槽边。

１１８１１　防雷装置的接地电阻，应考虑在雷雨季节，土壤干、
湿状态的影响。

１１８１２　在高土壤电阻率地区，宜采用下列方法降低防雷接地

网的接地电阻：
１　可采用多支线外引接地网，外引长度不应大于有效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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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槡ρ）；
２　可将接地体埋于较深的低电阻率土壤中，也可采用井式

或深钻式接地极；
３　可采用降阻剂，降阻剂应符合环保要求；
４　可换土；
５　可敷设水下接地网。

１１９　防雷击电磁脉冲

１１９１　建筑物防雷击电磁脉冲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电子信息系统是否需要防雷击电磁脉冲，应根据防雷区

及设备要求进行损失评估及经济分析综合考虑，做到安全、适

用、经济。
２　对于未装设防雷装置的建筑物，当电子信息系统需防雷

击电磁脉冲时，该建筑物宜按第三类防雷建筑物采取防雷措施，
接闪器宜采用避雷带 （网）。
３　当工程设计阶段不明确电子信息系统的规模和具体设置

且预计将设置电子信息系统时，应在设计时将建筑物金属构架、
混凝土钢筋等自然构件、金属管道、电气的保护接地系统等与防

雷装置连成共用接地系统，并应在适当地方预埋等电位联结板。
４　建筑物内电子信息系统应根据所在地雷暴日、设备所在

的防雷区及系统对雷击电磁脉冲的抗扰度，采取相应的屏蔽、接

地、等电位联结及装设浪涌保护器等防护措施。
５　根据电磁场强度的衰减情况，防雷区可划分为ＬＰＺ０Ａ、

ＬＰＺ０Ｂ、ＬＰＺ１及ＬＰＺｎ＋１区。分区原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５７的规定。
６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应根据信息系统所处环境进行雷击

风险评估，可按信息系统的重要性和使用性质，将信息系统防雷

击电磁脉冲防护等级划分为Ａ、Ｂ、Ｃ、Ｄ四级，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根据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所处环境进行风险评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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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下式计算防雷装置的拦截效率，确定防护等级：
Ｅ＝１－Ｎｃ／Ｎ （１１９１）

式中　Ｅ———防雷装置的拦截效率；
Ｎｃ———直击雷和雷击电磁脉冲引起信息系统设备损坏的可

接受的年平均雷击次数 （次／ａ）；
Ｎ———建筑物及入户设施年预计雷击次数 （次／ａ）。

当Ｎ小于或等于Ｎｃ时，可不安装雷电防护装置；
当Ｎ大于Ｎｃ时，应安装雷电防护装置；
当Ｅ大于０９８时，应为Ａ级；
当Ｅ大于０９０，小于或等于０９８时，应为Ｂ级；
当Ｅ大于０８０，小于或等于０９０时，应为Ｃ级；
当Ｅ小于或等于０８０时，应为Ｄ级。
２）按建筑物电子系统的重要性和使用性质确定的防护

等级应符合表１１９１的规定；

表１１９１　雷击电磁脉冲防护等级

雷击电磁脉冲
防护等级

设置电子信息系统的建筑物

Ａ级

　１　大型计算中心、大型通信枢纽、国家金融中心、银
行、机场、大型港口、火车枢纽站等

　２　甲级安全防范系统，如国家文物、档案馆的闭路电视
监控和报警系统

　３　大型电子医疗设备、五星级宾馆

Ｂ级

　１　中型计算中心、中型通信枢纽、移动通信基站、大型
体育场馆监控系统、证券中心

　２　乙级安全防范系统，如省级文物、档案馆的闭路电视
监控和报警系统

　３　雷达站、微波站、高速公路监控和收费系统

　４　中型电子医疗设备

　５　四星级宾馆

Ｃ级
　１　小型通信枢纽、电信局

　２　大中型有线电视系统

　３　三星级以下宾馆

Ｄ级 　除上述Ａ、Ｂ、Ｃ级以外的电子信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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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当采用上述两种方法确定的防护等级不相同时，宜按较

高级别确定。
１１９２　为减少雷击电磁脉冲的干扰，宜在建筑物和被保护房间

的外部设屏蔽、合理选择敷设线路路径及线路屏蔽等措施，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１　建筑物金属屋顶、立面金属表面、钢柱、钢梁、混凝土

内钢筋和金属门窗框架等大尺寸金属件，应作等电位联结并与防

雷装置相连；
２　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

在两端及在防雷区交界处作等电位联结；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作

等电位联结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３　两个建筑物之间的非屏蔽电缆应敷设在金属导管内，导

管两端应电气贯通，并应连接到各自建筑物的等电位联结带上；
４　当建筑物或房间的大屏蔽空间由金属框架或钢筋混凝土

的钢筋等自然构件组成时，穿入该屏蔽空间的各种金属管道及导

电金属物应就近作等电位联结；
５　每幢建筑物本身应采用共用接地网；当互相邻近的建筑

物之间有电力和通信电缆连通时，宜将其接地网互相连接。
１１９３　穿过各防雷区界面的金属物和系统，以及在一个防雷区

内部的金属物和系统均应在界面处作等电位联结，并符合下列

要求：
１　所有进入建筑物的外来导电物均应在ＬＰＺ０Ａ或ＬＰＺ０Ｂ与

ＬＰＺ１的界面处作等电位联结；当外来导电物、电力线、通信线

在不同地点进入建筑物时，宜分别设置等电位联结端子箱，并应

将其就近连接到接地网；
２　建筑物金属立面、钢筋等屏蔽构件宜每隔５ｍ与环形接

地体或内部环形导体连接一次；
３　电子信息系统的各种箱体、壳体、机架等金属组件应与

建筑物的共用接地网作等电位联结。
１１９４　低压配电系统及电子信息系统信号传输线路在穿过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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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区界面处，宜采用浪涌保护器 （ＳＰＤ）保护，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当上级浪涌保护器为开关型ＳＰＤ，次级ＳＰＤ采用限压型

ＳＰＤ时，两者之间的线路长度应大于１０ｍ。当上级与次级浪涌

保护器均采用限压型ＳＰＤ时，两者之间的线路长度应大于５ｍ。
除采用能量自动控制型组合ＳＰＤ外，当上级与次级浪涌保护器

之间的线路长度不能满足要求时，应加装退耦装置。

２　浪涌保护器必须能承受预期通过的雷电流，并应符合下

列要求：

１）浪涌保护器应能熄灭在雷电流通过后产生的工频

续流；

２）浪涌保护器的最大钳压加上其两端引线的感应电压

之和，应与其保护对象所属系统的基本绝缘水平和

设备允许的最大浪涌电压相配合，并应小于被保护

设备的耐冲击过电压值，不宜大于被保护设备耐冲

击过电压额定值的８０％。
当无法获得设备的耐冲击过电压时，２２０／３８０Ｖ三相配电系

统设备的绝缘耐冲击过电压额定值可按表１１９４１选用。

表１１９４１　２２０／３８０Ｖ三相系统各种设备

绝缘耐冲击过电压额定值

设备位置 电源处的设备
配电线路和最后

分支线路的设备
用电设备

特殊需要

保护的设备

耐冲击过电压类别 Ⅳ类 Ⅲ类 Ⅱ类 Ⅰ类

耐冲击电压额定值

ｋＶ
６ ４ ２５ １５

　注：１　Ⅰ类—需要将瞬态过电压限制到特定水平的设备；

２　Ⅱ类—如家用电器、手提工具和类似负荷；

３　Ⅲ类—如配电盘，断路器，包括电缆、母线、分线盒、开关、插座等的布

线系统，以及应用于永久至固定装置的固定安装的电动机等一些其他设备；

４　Ⅳ类—如电气计量仪表、一次线过流保护设备、波纹控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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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２０／３８０Ｖ三相系统中的浪涌保护器的设置，应与接地

形式及接线方式一致，且其最大持续运行电压Ｕｃ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ＴＴ系统中浪涌保护器安装在剩余电流保护器的负荷

侧时，Ｕｃ不应小于１５５Ｕ０；当浪涌保护器安装在剩

余电流保护器的电源侧时，Ｕｃ不应小于１１５Ｕ０；

２）ＴＮ系统中，Ｕｃ不应小于１１５Ｕ０；

３）ＩＴ系统中，Ｕｃ不应小于１１５Ｕ （Ｕ为线间电压）。
注：Ｕ０是低压系统相导体对中性导体的标称电压，在２２０／３８０Ｖ三相

系统中，Ｕ０＝２２０Ｖ。

４　配电线路用ＳＰＤ应根据工程的防护等级和安装位置对

ＳＰＤ的标称导通电压、标称放电电流、冲击通流容量、限制电

压、残压等参数进行选择。用于配电线路ＳＰＤ最大放电电流参

数，应符合表１１９４２的规定。

表１１９４２　配电线路ＳＰＤ最大放电电流参数

防护
等级

ＬＰＺ０与ＬＰＺ１交界处 后续防雷区交界处

第一级最
大放电电
流 （ｋＡ）

第二级最
大放电电
流 （ｋＡ）

第三级最
大放电电
流 （ｋＡ）

第四级最
大放电电
流 （ｋＡ）

直流电源
最大放电

电流
（ｋＡ）

（１０／３５０μｓ）（８／２０μｓ） （８／２０μｓ） （８／２０μｓ） （８／２０μｓ） （８／２０μｓ）

Ａ级 ≥２０ ≥８０ ≥４０ ≥２０ ≥１０ ≥１０

Ｂ级 ≥１５ ≥６０ ≥４０ ≥２０ —

Ｃ级 ≥１２５ ≥５０ ≥２０ — —

Ｄ级 ≥１２５ ≥５０ ≥１０ — —

　直 流 配 电 系
统中 根 据 线 路
长度 和 工 作 电
压选 用 最 大 放
电电流≥１０ｋＡ
适配的ＳＰＤ

　注：配电线路用ＳＰＤ应具有ＳＰＤ损坏告警、热容和过流保护、保险跳闸告警、遥

信等功能；ＳＰＤ的外封装材料应为阻燃材料。

５　信息系统的信号传输线路ＳＰＤ，应根据线路工作频率、
传输介质、传输速率、工作电压、接口形式、阻抗特性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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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 电 压 驻 波 比 和 插 入 损 耗 小 的 适 配 的 产 品，并 应 符 合 表

１１９４３、１１９４４的规定。

６　各种计算机网络数据线路上的ＳＰＤ，应根据被保护设备

的工作电压、接口形式、特性阻抗、信号传输速率或工作频率等

参数选用插入损耗低的适配的产品，并应符合表１１９４３、表

１１９４４的规定。

１１９４３　信号线路ＳＰＤ性能参数

缆线类型

参数要求
非屏蔽双绞线 屏蔽双绞线 同轴电缆

标称导通电压 ≥１２Ｕｎ ≥１２Ｕｎ ≥１２Ｕｎ

测试波形
（１２／５０μｓ、

８／２０μｓ）混合波
（１２／５０μｓ、

８／２０μｓ）混合波
（１２／５０μｓ、

８／２０μｓ）混合波

标称放电电流
（ｋＡ） ≥１０ ≥０５ ≥３０

　注：Ｕｎ———额定工作电压。

表１１９４４　信号线路、天馈线路ＳＰＤ性能参数

名称
插入损耗

≤（ｄＢ）

电压驻
波比

≤

响应时间

≤（ｎｓ）

用于收发
通信系统
的ＳＰＤ平

均功率
（ｋＷ）

特性阻抗
（Ω）

传输速率
（ｂｉｔ／ｓ）

工作频率
（ＭＨｚ）

接口形式

数值 ０５ １３ １０
≥１５倍
系统平
均功率

应满足
系统要求

应满足
系统要求

应满足
系统要求

应满足
系统要求

　注：信号线用ＳＰＤ应满足信号传输速率及带宽的需要，其接口应与被保护设备兼容。

７　应在各防雷区界面处作等电位联结。当由于工艺要求或

其他原因，被保护设备位置不在界面处，且线路能承受所发生的

浪涌电压时，ＳＰＤ可安装在被保护设备处，线路的金属保护层

或屏蔽层，宜在界面处作等电位联结。

８　ＳＰＤ安装线路上应有过电流保护器件，该器件应由ＳＰＤ
厂商配套，宜选用有劣化显示功能的ＳＰ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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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浪 涌 保 护 器 连 接 导 线 应 短 而 直，引 线 长 度 不 宜 超

过０５ｍ。
１０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机房内的电源严禁采用架空线路直

接引入。
１１９５　当电子信息系统设备由ＴＮ交流配电系统供电时，其配

电线路必须采用ＴＮＳ系统的接地形式。

４６１



１２　接地和特殊场所的安全防护

１２１　一 般 规 定

１２１１　本章适用于交流标称电压１０ｋＶ及以下用电设备的接地

配置及特殊场所的安全防护设计。
１２１２　用电设备的接地可分为保护性接地和功能性接地。
１２１３　用电设备保护接地设计，根据工程特点和地质状况确定

合理的系统方案。
１２１４　不同电压等级用电设备的保护接地和功能接地，宜采用

共用接地网；除有特殊要求外，电信及其他电子设备等非电力设

备也可采用共用接地网。接地网的接地电阻应符合其中设备最小

值的要求。
１２１５　每个建筑物均应根据自身特点采取相应的等电位联结。

１２２　低压配电系统的接地形式和基本要求

１２２１　低压配电系统的接地形式可分为ＴＮ、ＴＴ、ＩＴ三种系

统，其中ＴＮ系统又可分为ＴＮＣ、ＴＮＳ、ＴＮＣＳ三种形式。
１２２２　ＴＮ系统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１　在ＴＮ系统中，配电变压器中性点应直接接地。所有电

气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应采用保护导体 （ＰＥ）或保护接地中

性导体 （ＰＥＮ）与配电变压器中性点相连接。
２　保护导体或保护接地中性导体应在靠近配电变压器处接

地，且应在进入建筑物处接地。对于高层建筑等大型建筑物，为

在发生故障时，保护导体的电位靠近地电位，需要均匀地设置附

加接地点。附加接地点可采用有等电位效能的人工接地极或自然

接地极等外界可导电体。
３　保护导体上不应设置保护电器及隔离电器，可设置供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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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的只有用工具才能断开的接点。
４　保护导体单独敷设时，应与配电干线敷设在同一桥架上，

并应靠近安装。
１２２３　采用ＴＮＣＳ系统时，当保护导体与中性导体从某点分

开后不应再合并，且中性导体不应再接地。
１２２４　ＴＴ系统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１　在ＴＴ系统中，配电变压器中性点应直接接地。电气设

备外露可导电部分所连接的接地极不应与配电变压器中性点的接

地极相连接。
２　ＴＴ系统中，所有电气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宜采用保护

导体与共用的接地网或保护接地母线、总接地端子相连。
３　ＴＴ系统配电线路的接地故障保护，应符合本规范第７

章的有关规定。
１２２５　ＩＴ系统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１　在ＩＴ系统中，所有带电部分应对地绝缘或配电变压器

中性点应通过足够大的阻抗接地。电气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可单

独接地或成组地接地。
２　电气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应通过保护导体或保护接地

母线、总接地端子与接地极连接。
３　ＩＴ系统必须装设绝缘监视及接地故障报警或显示装置。
４　在无特殊要求的情况下，ＩＴ系统不宜引出中性导体。

１２２６　ＩＴ系统中包括中性导体在内的任何带电部分严禁直接

接地。ＩＴ系统中的电源系统对地应保持良好的绝缘状态。
１２２７　 应根据系统安全保护所具备的条件，并结合工程实际

情况，确定系统接地形式。
在同一低压配电系统中，当全部采用ＴＮ系统确有困难时，

也可部分采用ＴＴ系统接地形式。采用ＴＴ系统供电部分均应装

设能自动切除接地故障的装置 （包括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或

经由隔离变压器供电。自动切除故障的时间，应符合本规范第７
章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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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保护接地范围

１２３１　除另有规定外，下列电气装置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均应

接地：
１　电机、电器、手持式及移动式电器；
２　配电设备、配电屏与控制屏的框架；
３　室内、外配电装置的金属构架、钢筋混凝土构架的钢筋

及靠近带电部分的金属围栏等；
４　电缆的金属外皮和电力电缆的金属保护导管、接线盒及

终端盒；
５　建筑电气设备的基础金属构架；
６　Ⅰ类照明灯具的金属外壳。

１２３２　对于在使用过程中产生静电并对正常工作造成影响的场

所，宜采取防静电接地措施。
１２３３　除另有规定外，下列电气装置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可不

接地：
１　干燥场所的交流额定电压５０Ｖ及以下和直流额定电压

１１０Ｖ及以下的电气装置；
２　安装在配电屏、控制屏已接地的金属框架上的电气测量

仪表、继电器和其他低压电器；安装在已接地的金属框架上的

设备；
３　当发生绝缘损坏时不会引起危及人身安全的绝缘子底座。

１２３４　下列部分严禁保护接地：
１　采用设置绝缘场所保护方式的所有电气设备外露可导电

部分及外界可导电部分；
２　采用不接地的局部等电位联结保护方式的所有电气设备

外露可导电部分及外界可导电部分；
３　采用电气隔离保护方式的电气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及外

界可导电部分；
４　在采用双重绝缘及加强绝缘保护方式中的绝缘外护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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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可导电部分。
１２３５　当采用金属接线盒、金属导管保护或金属灯具时，交流

２２０Ｖ照明配电装置的线路，宜加穿１根ＰＥ保护接地绝缘导线。

１２４　接地要求和接地电阻

１２４１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配电变压器高压侧工作于小电阻接地系统时，保护接

地网的接地电阻应符合下式要求：
Ｒ≤２０００／Ｉ （１２４１１）

式中　Ｒ———考虑到季节变化的最大接地电阻 （Ω）；
Ｉ———计算用的流经接地网的入地短路电流 （Ａ）。

２　当配电变压器高压侧工作于不接地系统时，电气装置的

接地电阻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高压与低压电气装置共用的接地网的接地电阻应符

合下式要求，且不宜超过４Ω：
Ｒ≤１２０／Ｉ （１２４１２）

２）仅用于高压电气装置的接地网的接地电阻应符合下

式要求，且不宜超过１０Ω：
Ｒ≤２５０／Ｉ （１２４１３）

式中　Ｒ———考虑到季节变化的最大接地电阻 （Ω）；
Ｉ———计算用的接地故障电流 （Ａ）。

３　在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的电力网中，当接地网的接地

电阻按本规范公式 （１２４１２）、（１２４１３）计算时，接地故障

电流应按下列规定取值：
１）对装有消弧线圈的变电所或电气装置的接地网，其

计算电流应为接在同一接地网中同一电力网各消弧

线圈额定电流总和的１２５倍；
２）对不装消弧线圈的变电所或电气装置，计算电流应

为电力网中断开最大一台消弧线圈时最大可能残余

电流，并不得小于３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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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在高土壤电阻率地区，当接地网的接地电阻达到上述规

定值，技术经济不合理时，电气装置的接地电阻可提高到３０Ω，
变电所接地网的接地电阻可提高到１５Ω，但应符合本规范第

１２６１条的要求。
１２４２　低压系统中，配电变压器中性点的接地电阻不宜超过

４Ω。高土壤电阻率地区，当达到上述接地电阻值困难时，可采

用网格式接地网，但应满足本规范第１２６１条的要求。
１２４３　配电装置的接地电阻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向建筑物供电的配电变压器安装在该建筑物外时，应

符合下列规定：
１）对于配电变压器高压侧工作于不接地、消弧线圈接

地和高电阻接地系统，当该变压器的保护接地接地

网的接地电阻符合公式 （１２４３）要求且不超过４Ω
时，低压系统电源接地点可与该变压器保护接地共

用接地网。电气装置的接地电阻，应符合下式要求：
Ｒ≤５０／Ｉ （１２４３）

式中　Ｒ———考虑到季节变化时接地网的最大接地电阻 （Ω）；
Ｉ———单相接地故障电流；消弧线圈接地系统为故障点残

余电流。
２）低压电缆和架空线路在引入建筑物处，对于ＴＮＳ

或ＴＮＣＳ系统，保护导体 （ＰＥ）或保护接地中性

导体 （ＰＥＮ）应重复接地，接地电阻不宜超过１０Ω；
对于ＴＴ系统，保护导体 （ＰＥ）单独接地，接地电

阻不宜超过４Ω；
３）向低压系统供电的配电变压器的高压侧工作于小电

阻接地系统时，低压系统不得与电源配电变压器的

保护接地共用接地网，低压系统电源接地点应在距

该配电变压器适当的地点设置专用接地网，其接地

电阻不宜超过４Ω。
２　向建筑物供电的配电变压器安装在该建筑物内时，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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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下列规定：
１）对于配电变压器高压侧工作于不接地、消弧线圈接

地和高电阻接地系统，当该变压器保护接地的接地

网的接地电阻不大于４Ω时，低压系统电源接地点可

与该变压器保护接地共用接地网；
２）配电变压器高压侧工作于小电阻接地系统，当该变

压器 的 保 护 接 地 网 的 接 地 电 阻 符 合 本 规 范 公 式

（１２４１１）的要求且建筑物内采用总等电位联结时，
低压系统电源接地点可与该变压器保护接地共用接

地网。
１２４４　保护配电变压器的避雷器，应与变压器保护接地共用接

地网。
１２４５　保护配电柱上的断路器、负荷开关和电容器组等的避雷

器，其接地导体应与设备外壳相连，接地电阻不应大于１０Ω。
１２４６　ＴＴ系统中，当系统接地点和电气装置外露可导电部分

已进行总等电位联结时，电气装置外露可导电部分可不另设接地

网；当未进行总等电位联结时，电气装置外露可导电部分应设保

护接地的接地网，其接地电阻应符合下式要求。
Ｒ≤５０／Ｉａ （１２４６１）

式中　Ｒ———考虑到季节变化时接地网的最大接地电阻 （Ω）；
Ｉａ———保证保护电器切断故障回路的动作电流 （Ａ）。

当采用剩余动作电流保护器时，接地电阻应符合下式要求：
Ｒ≤２５／ＩΔｎ （１２４６２）

式中　ＩΔｎ———剩余动作电流保护器动作电流 （ｍＡ）。
１２４７　ＩＴ系统的各电气装置外露可导电部分的保护接地可共

用接地网，亦可单个地或成组地用单独的接地网接地。每个接地

网的接地电阻应符合下式要求：
Ｒ≤５０／Ｉｄ （１２４７）

式中　Ｒ———考虑到季节变化时接地网的最大接地电阻 （Ω）；
Ｉｄ———相导体和外露可导电部分间第一次短路故障故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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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Ａ）。
１２４８　建筑物的各电气系统的接地宜用同一接地网。接地网的

接地电阻，应符合其中最小值的要求。
１２４９　架空线和电缆线路的接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在低压ＴＮ系统中，架空线路干线和分支线的终端的

ＰＥＮ导体或ＰＥ导体应重复接地。电缆线路和架空线路在每个建

筑物的进线处，宜按本规范第１２２２条的规定作重复接地。在

装有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后的ＰＥＮ导体不允许设重复接地。除

电源中性点外，中性导体 （Ｎ），不应重复接地。
低压线路每处重复接地网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１０Ω。在电气

设备的接地电阻允许达到１０Ω的电力网中，每处重复接地的接

地电阻值不应超过３０Ω，且重复接地不应少于３处。
２　在非沥青地面的居民区内，１０（６）ｋＶ高压架空配电线

路的钢筋混凝土电杆宜接地，金属杆塔应接地，接地电阻不宜超

过３０Ω。对于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的低压架空线路和高低压

共杆的线路除出线端装有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者除外，其钢筋混

凝土电杆的铁横担或铁杆应与ＰＥＮ导体连接，钢筋混凝土电杆

的钢筋宜与ＰＥＮ导体连接。
３　穿金属导管敷设的电力电缆的两端金属外皮均应接地，

变电所内电力电缆金属外皮可利用主接地网接地。当采用全塑料

电缆时，宜沿电缆沟敷设１～２根两端接地的接地导体。

１２５　接　地　网

１２５１　接地极的选择与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在满足热稳定条件下，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极应利用自

然接地导体。当利用自然接地导体时，应确保接地网的可靠性，
禁止利用可燃液体或气体管道、供暖管道及自来水管道作保护接

地极。
２　人工接地极可采用水平敷设的圆钢、扁钢，垂直敷设的

角钢、钢管、圆钢，也可采用金属接地板。宜优先采用水平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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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接地极。
按防腐蚀和机械强度要求，对于埋入土壤中的人工接地极的

最小尺寸不应小于表１２５１的规定。

表１２５１　人工接地极最小尺寸 （ｍｍ）

材 料 及 形 状
最 小 尺 寸

直径（ｍｍ）截面积（ｍｍ２）厚度（ｍｍ） 镀层厚度（μｍ）

热镀锌扁钢 — ９０ ３ ６３

热浸锌角钢 — ９０ ３ ６３

热镀锌深埋钢棒接地极 １６ — — ６３

热镀锌钢管 ２５ — ２ ４７

带状裸铜 — ５０ ２ —

裸铜管 ２０ — ２ —

　注：表中所列钢材尺寸也适用于敷设在混凝土中。

当与防雷接地网合用时，应符合本规范第１１章的有关规定。

３　接地系统的防腐蚀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接地系统的设计使用年限宜与地面工程的设计使用

年限一致；

２）接地系统的防腐蚀设计宜按当地的腐蚀数据进行；

３）敷设在电缆沟的接地导体和敷设在屋面或地面上的

接地导体，宜采用热镀锌，对埋入地下的接地极宜

采取适合当地条件的防腐蚀措施。接地导体与接地

极或接地极之间的焊接点，应涂防腐材料。在腐蚀

性较强的场所，应适当加大截面。

１２５２　在地下禁止采用裸铝导体作接地极或接地导体。

１２５３　固定式电气装置的接地导体与保护导体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交流接地网的接地导体与保护导体的截面应符合热稳定

要求。当保护导体按本规范表７４５２选择截面时，可不对其进

行热稳定校核。在任何情况下埋入土壤中的接地导体的最小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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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得小于表１２５３的规定。

表１２５３　埋入土壤中的接地导体最小截面 （ｍｍ２）

有无防腐蚀保护 有防机械损伤保护 无防机械损伤保护

有防腐蚀保护
铜 ２５ １６

钢 １０ １６

无防腐蚀保护
铜 ２５

钢 ５０

２　保护导体宜采用与相导体相同的材料，也可采用电缆金

属外皮、配线用的钢导管或金属线槽等金属导体。
当采用电缆金属外皮、配线用的钢导管及金属线槽作保护导

体时，其电气特性应保证不受机械的、化学的或电化学的损害和

侵蚀，其导电性能应满足本规范表７４５２的规定。

３　不得使用可挠金属电线套管、保温管的金属外皮或金属

网作接地导体和保护导体。在电气装置需要接地的房间内，可导

电的金属部分应通过保护导体进行接地。

１２５４　包括配线用的钢导管及金属线槽在内的外界可导电部

分，严禁用作ＰＥＮ导体。ＰＥＮ导体必须与相导体具有相同的绝

缘水平。

１２５５　接地网的连接与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对于需进行保护接地的用电设备，应采用单独的保护导

体与保护干线相连或用单独的接地导体与接地极相连；

２　当利用电梯轨道作接地干线时，应将其连成封闭的回路；

３　变压器直接接地或经过消弧线圈接地、柴油发电机的中

性点与接地极或接地干线连接时，应采用单独接地导体。

１２５６　水平或竖直井道内的接地与保护干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电缆井道内的接地干线可选用镀锌扁钢或铜排。

２　电缆井道内的接地干线截面应按下列要求之一进行确定：

１）宜满足最大的预期故障电流及热稳定；

２）宜根据井道内最大相导体，并按本规范表７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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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导体的截面。
３　电缆井道内的接地干线可兼作等电位联结干线。
４　高层建筑竖向电缆井道内的接地干线，应不大于２０ｍ与

相近楼板钢筋作等电位联结。
１２５７　接地极与接地导体、接地导体与接地导体的连接宜采用

焊接，当采用搭接时，其搭接长度不应小于扁钢宽度的２倍或圆

钢直径的６倍。

１２６　通用电力设备接地及等电位联结

１２６１　配变电所接地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确定配变电所接地配置的形式和布置时，应采取措施降

低接触电压和跨步电压。
在小电流接地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可不迅速切除接地故

障，配变电所、电气装置的接地配置上最大接触电压和最大跨步

电压应符合下列公式的要求：
Ｅｊｍ≤５０＋００５ρｂ （１２６１１）
Ｅｋｍ≤５０＋０２ρｂ （１２６１２）

式中　Ｅｊｍ———接地配置的最大接触电动势 （Ｖ）；
Ｅｋｍ———接地配置的最大跨步电动势 （Ｖ）；

ρｂ———人站立处地表面土壤电阻率 （Ω·ｍ）。
在环境条件特别恶劣的场所，最大接触电压和最大跨步电压

值宜降低。
当接地配置的最大接触电压和最大跨步电压较大时，可敷设

高电阻率地面结构层或深埋接地网。
２　除利用自然接地极外，配变电所的接地网还应敷设人工

接地极。但对１０ｋＶ及以下配变电所利用建筑物基础作接地极的

接地电阻能满足规定值时，可不另设人工接地极。
３　人工接地网外缘宜闭合，外缘各角应做成弧形。对经常

有人出入的走道处，应采用高电阻率路面或采取均压措施。
１２６２　手持式电气设备应采用专用保护接地芯导体，且该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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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严禁用来通过工作电流。
１２６３　手持式电气设备的插座上应备有专用的接地插孔。金属

外壳的插座的接地插孔和金属外壳应有可靠的电气连接。
１２６４　移动式电力设备接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由固定式电源或移动式发电机以ＴＮ系统供电时，移动

式用电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应与电源的接地系统有可靠的电气

连接。在中性点不接地的ＩＴ系统中，可在移动式用电设备附近

设接地网。
２　移动式用电设备的接地应符合固定式电气设备的接地

要求。
３　移动式用电设备在下列情况可不接地：
１）移动式用电设备的自用发电设备直接放在机械的同

一金属支架上，且不供其他设备用电时；
２）不超过两台用电设备由专用的移动发电机供电，用

电设备距移动式发电机不超过５０ｍ，且发电机和用

电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之间有可靠的电气连接时。
１２６５　在高土壤电阻率地区，可按本规范第１１８１２条的规定

降低电气装置接地电阻值。
１２６６　等电位联结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总等电位联结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民用建筑物内电气装置应采用总等电位联结。下列

导电部分应采用总等电位联结导体可靠连接，并应

在进入建筑物处接向总等电位联结端子板：
———ＰＥ （ＰＥＮ）干线；
———电气装置中的接地母线；
———建筑物内的水管、燃气管、采暖和空调管道等

金属管道；
———可以利用的建筑物金属构件。

２）下列金属部分不得用作保护导体或保护等电位联结

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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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水管；
———含有可燃气体或液体的金属管道；
———正常使用中承受机械应力的金属结构；
———柔性金属导管或金属部件；
———支撑线。

３）总等电位联结导体的截面不应小于装置的最大保护

导体截面的一半，并不应小于６ｍｍ２。当联结导体采

用铜导体时，其截面不应大于２５ｍｍ２；当为其他金

属时，其截面应承载与２５ｍｍ２铜导体相当的载流量。
２　辅助 （局部）等电位联结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在一个装置或装置的一部分内，当作用于自动切断

供电的间接接触保护不能满足本规范第７７节规定

的条件时，应设置辅助等电位联结；
２）辅助等电位联结应包括固定式设备的所有能同时触

及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和外界可导电部分；
３）连接两个外露可导电部分的辅助等电位导体的截面

不应小于接至该两个外露可导电部分的较小保护导

体的截面；
４）连接外露可导电部分与外界可导电部分的辅助等电

位联结导体的截面，不应小于相应保护导体截面的

一半。

１２７　电子设备、计算机接地

１２７１　电子设备接地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电子设备应同时具有信号电路接地 （信号地）、电源接地

和保护接地等三种接地系统。
２　电子设备信号电路接地系统的形式，可根据接地导体长

度和电子设备的工作频率进行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当接地导体长度小于或等于００２λ （λ为波长），频

率为３０ｋＨｚ及以下时，宜采用单点接地形式；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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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可以一点作电位参考点，再将该点连接至接地

系统；
采用单点接地形式时，宜先将电子设备的信号

电路接地、电源接地和保护接地分开敷设的接地导

体接至电源室的接地总端子板，再将端子板上的信

号电路接地、电源接地和保护接地接在一起，采用

一点式 （Ｓ形）接地；
２）当接地导体长度大于００２λ，频率大于３００ｋＨｚ时，

宜采用多点接地形式；信号电路应采用多条导电通

路与接地网或等电位面连接；
多点接地形式宜将信号电路接地、电源接地和

保护接地接在一个公用的环状接地母线上，采用多

点式 （Ｍ形）接地；
３）混合式接地是单点接地和多点接地的组合，频率为

３０～３００ｋＨｚ时，宜设置一个等电位接地平面，以满

足高频信号多点接地的要求，再以单点接地形式连

接到同一接地网，以满足低频信号的接地要求；
４）接地系统的接地导体长度不得等于λ／４或λ／４的奇数

倍。
３　除另有规定外，电子设备接地电阻值不宜大于４Ω。电子

设备接地宜与防雷接地系统共用接地网，接地电阻不应大于１Ω。
当电子设备接地与防雷接地系统分开时，两接地网的距离不宜小

于１０ｍ。
４　电子设备可根据需要采取屏蔽措施。

１２７２　大、中型电子计算机接地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电子计算机应同时具有信号电路接地、交流电源功能接

地和安全保护接地等三种接地系统；
该三种接地的接地电阻值均不宜大于４Ω。电子计算机的信

号系统，不宜采用悬浮接地。
２　电子计算机的三种接地系统宜共用接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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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采用共用接地方式时，其接地电阻应以诸种接地系统中要

求接地电阻最小的接地电阻值为依据。当与防雷接地系统共用

时，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１Ω。
３　计算机系统接地导体的处理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计算机信号电路接地不得与交流电源的功能接地导

体相短接或混接；
２）交流线路配线不得与信号电路接地导体紧贴或近距

离地平行敷设。
４　电子计算机房可根据需要采取防静电措施。

１２８　医疗场所的安全防护

１２８１　本节适用于对患者进行诊断、治疗、整容、监测和护理

等医疗场所的安全防护设计。
１２８２　医疗场所应按使用接触部件所接触的部位及场所分为

０、１、２三类，各类应符合下列规定：
０类场所应为不使用接触部件的医疗场所；
１类场所应为接触部件接触躯体外部及除２类场所规定外的

接触部件侵入躯体的任何部分；
２类场所应为将接触部件用于诸如心内诊疗术、手术室以及

断电将危及生命的重要治疗的医疗场所。
１２８３　医疗场所的安全防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在１类和２类的医疗场所内，当采用安全特低电压系统

（ＳＥＬＶ）、保护特低电压系统 （ＰＥＬＶ）时，用电设备的标称供

电电压不应超过交流方均根值２５Ｖ和无纹波直流６０Ｖ；
２　在１类和２类医疗场所，ＩＴ、ＴＮ和ＴＴ系统的约定接

触电压均不应大于２５Ｖ；
３　ＴＮ系统在故障情况下切断电源的最大分断时间２３０Ｖ应

为０２ｓ，４００Ｖ 应 为００５ｓ。ＩＴ 系 统 最 大 分 断 时 间２３０Ｖ 应

为０２ｓ。
１２８４　医疗场所采用ＴＮ系统供电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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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ＴＮＣ系统严禁用于医疗场所的供电系统。
２　在１类医疗场所中额定电流不大于３２Ａ的终端回路，应

采用最大剩余动作电流为３０ｍＡ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作为附

加防护。
３　在２类 医 疗 场 所，当 采 用 额 定 剩 余 动 作 电 流 不 超 过

３０ｍＡ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作为自动切断电源的措施时，应只

用于下列回路：
１）手术台驱动机构的供电回路；
２）移动式Ｘ光机的回路；
３）额定功率大于５ｋＶＡ的大型设备的回路；
４）非用于维持生命的电气设备回路。

４　应确保多台设备同时接入同一回路时，不会引起剩余电

流动作保护器 （ＲＣＤ）误动作。
１２８５　ＴＴ系统要求在所有情况下均应采用剩余电流保护器，
其他要求应与ＴＮ系统相同。
１２８６　医疗场所采用ＩＴ系统供电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在２类医疗场所内，用于维持生命、外科手术和其他位

于 “患者区域”内的医用电气设备和系统的供电回路，均应采用

医疗ＩＴ系统。
２　用途相同且相毗邻的房间内，至少应设置一回独立的医

疗ＩＴ系统。医疗ＩＴ系统应配置一个交流内阻抗不少于１００ｋΩ
的绝缘监测器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测试电压不应大于直流２５Ｖ；
２）注入电流的峰值不应大于１ｍＡ；
３）最迟在绝缘电阻降至５０ｋΩ时，应发出信号，并应

配置试验此功能的器具。
３　每个医用ＩＴ系统应设在医务人员可以经常监视的地方，

并应装设配备有下列功能组件的声光报警系统：
１）应以绿灯亮表示工作正常；
２）当绝缘电阻下降到最小整定值时，黄灯应点亮，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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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不能消除或断开该亮灯指示；
３）当绝缘电阻下降到最小整定值时，可音响报警动作，

该音响报警可解除；
４）当故障被清除恢复正常后，黄色信号应熄灭。

当只有一台设备由单台专用的医疗ＩＴ变压器供电时，该变

压器可不装设绝缘监测器。
４　医疗ＩＴ变压器应装设过负荷和过热的监测装置。

１２８７　医疗及诊断电气设备，应根据使用功能要求采用保护接

地、功能接地、等电位联结或不接地等形式。
１２８８　医疗电气设备的功能接地电阻值应按设备技术要求确

定，宜采用共用接地方式。当必须采用单独接地时，医疗电气设

备接地应与医疗场所接地绝缘隔离，两接地网的地中距离应符合

本规范第１２７１条的规定。
１２８９　向医疗电气设备供电的电源插座结构应符合本规范第

１２６２条和第１２６３条的规定。
１２８１０　辅助等电位联结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在１类和２类医疗场所内，应安装辅助等电位联结导体，
并应将其连接到位于 “患者区域”内的等电位联结母线上，实现

下列部分之间等电位：
１）保护导体；
２）外界可导电部分；
３）抗电磁场干扰的屏蔽物；
４）导电地板网格；
５）隔离变压器的金属屏蔽层。

２　在２类医疗场所内，电源插座的保护导体端子、固定设

备的保护导体端子或任何外界可导电部分与等电位联结母线之间

的导体的电阻不应超过０２Ω。
３　等电位联结母线宜位于医疗场所内或靠近医疗场所。在

每个配电盘内或在其附近应装设附加的等电位联结母线，并应将

辅助等电位导体和保护接地导体与该母线相连接。连接的位置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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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接头清晰易见，并便于单独拆卸。
４　当变压器以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供电时，空载时出线绕

组测得的对地泄漏电流和外护物的泄漏电流均不应超过０５ｍＡ。
５　用于移动式和固定式设备的医疗ＩＴ系统应采用单相变

压器，其额定输出容量不应小于０５ｋＶＡ，并不应超过１０ｋＶＡ。
１２８１１　医疗电气设备的保护导体及接地导体应采用铜芯绝缘

导线，其截面应符合本规范第１２５３条的规定。
１２８１２　手术室及抢救室应根据需要采用防静电措施。

１２９　特殊场所的安全防护

１２９１　本节适用于浴室、游泳池和喷水池及其周围，由于人身

电阻降低和身体接触地电位而增加电击危险的安全防护。
１２９２　浴池的安全防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安全防护应根据所在区域，采取相应的措施。区域的划

分应符合本规范附录Ｄ的规定。
２　建筑物除应采取总等电位联结外，尚应进行辅助等电位

联结。
辅助等电位联结应将０、１及２区内所有外界可导电部分与

位于这些区内的外露可导电部分的保护导体连接起来。
３　在０区内，应采用标称电压不超过１２Ｖ的安全特低电压

供电，其安全电源应设于２区以外的地方。
４　在使用安全特低电压的地方，应采取下列措施实现直接

接触防护：
１）应采用防护等级至少为ＩＰ２Ｘ的遮栏或外护物；
２）应采用能耐受５００Ｖ试验电压历时１ｍｉｎ的绝缘。

５　不得采取用阻挡物及置于伸臂范围以外的直接接触防护

措施；也不得采用非导电场所及不接地的等电位联结的间接接触

防护措施。
６　除安装在２区内的防溅型剃须插座外，各区内所选用的

电气设备的防护等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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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在０区内应至少为ＩＰＸ７；
２）在１区内应至少为ＩＰＸ５；
３）在２区内应至少为ＩＰＸ４（在公共浴池内应为ＩＰＸ５）。

７　在０、１及２区内宜选用加强绝缘的铜芯电线或电缆。
８　 在０、１及２区内，非本区的配电线路不得通过；也不

得在该区内装设接线盒。
９　开关和控制设备的装设应符合以下要求：
１）０、１及２区内，不应装设开关设备及线路附件；当

在２区外安装插座时，其供电应符合下列条件：
———可由隔离变压器供电；
———可由安全特低电压供电；
———由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保护的线路供电，其额

定动作电流值不应大于３０ｍＡ。
２）开关和插座距预制淋浴间的门口不得小于０６ｍ。

１０　当未采用安全特低电压供电及安全特低电压用电器具

时，在０区内，应采用专用于浴盆的电器；在１区内，只可装设

电热水器；在２区内，只可装设电热水器及Ⅱ类灯具。
１２９３　游泳池的安全防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安全防护应根据所在区域，采取相应的措施。区域的划

分应符合附录Ｅ的规定。
２　建筑物除应采取总等电位联结外，尚应进行辅助等电位

联结。
辅助等电位联结，应将０、１及２区内下列所有外界可导电

部分及外露可导电部分，用保护导体连接起来，并经过总接地端

子与接地网相连：
１）水池构筑物的水池外框，石砌挡墙和跳水台中的钢

筋等所有金属部件；
２）所有成型外框；
３）固定在水池构筑物上或水池内的所有金属配件；
４）与池水循环系统有关的电气设备的金属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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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水下照明灯具的外壳、爬梯、扶手、给水口、排水

口及变压器外壳等；
６）采用永久性间隔将其与水池区域隔离的所有固定的

金属部件；
７）采用永久性间隔将其与水池区域隔离的金属管道和

金属管道系统等。
３　在０区内，应用标称电压不超过１２Ｖ的安全特低电压供

电，其安全电源应设在２区以外的地方。
４　在使用安全特低电压的地方，应采取下列措施实现直接

接触防护：
１）应采用防护等级至少是ＩＰ２Ｘ的遮栏或外护物；
２）应采用能耐受５００Ｖ试验电压历时１ｍｉｎ的绝缘。

５　不得采取阻挡物及置于伸臂范围以外的直接接触防护措

施；也不得采用非导电场所及不接地的局部等电位联结的间接接

触防护措施。
６　在各区内所选用的电气设备的防护等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在０区内应至少为ＩＰＸ８；
２）在１区内应至少为ＩＰＸ５（但是建筑物内平时不用喷

水清洗的游泳池，可采用ＩＰＸ４）；
３）在２区内应至少为：ＩＰＸ２，室内游泳池时；ＩＰＸ４，

室外游泳池时；ＩＰＸ５，用于可能用喷水清洗的场所。
７　在０、１及２区内宜选用加强绝缘的铜芯电线或电缆。
８　 在０及１区内，非本区的配电线路不得通过；也不得在

该区内装设接线盒。
９　开关、控制设备及其他电气器具的装设，应符合下列

要求：
１）在０及１区内，不应装设开关设备或控制设备及电

源插座。
２）当在２区内如装设插座时，其供电应符合下列要求：
———可由隔离变压器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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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安全特低电压供电；
———由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保护的线路供电，其额

定动作电流值不应大于３０ｍＡ。
３）在０区内，除采用标称电压不超过１２Ｖ的安全特低

电压供电外，不得装设用电器具及照明器。
４）在１区内，用电器具必须由安全特低电压供电或采

用Ⅱ级结构的用电器具。
５）在２区内，用电器具应符合下列要求：
———宜采用Ⅱ类用电器具；
———当采用Ⅰ类用电器具时，应采取剩余电流动作

保护措施，其额定动作电流值不应超过３０ｍＡ；
———应采用隔离变压器供电。

１０　水下照明灯具的安装位置，应保证从灯具的上部边缘至

正常水面不低于０５ｍ。面朝上的玻璃应采取防护措施，防止人

体接触。
１１　对于浸在水中才能安全工作的灯具，应采取低水位断电

措施。
１２９４　喷水池的安全防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安全防护应根据所在不同区域，采取相应的措施。区域

的划分应符合附录Ｆ的规定。
２　室内喷水池与建筑物除应采取总等电位联结外，尚应进

行辅助等电位联结；室外喷水池在０、１区域范围内均应进行等

电位联结。
辅助等电位联结，应将防护区内下列所有外界可导电部分与

位于这些区域内的外露可导电部分，用保护导体连接，并经过总

接地端子与接地网相连：
１）喷水池构筑物的所有外露金属部件及墙体内的钢筋；
２）所有成型金属外框架；
３）固定在池上或池内的所有金属构件；
４）与喷水池有关的电气设备的金属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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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水下照明灯具的外壳、爬梯、扶手、给水口、排水

口、变压器外壳、金属穿线管；
６）永久性的金属隔离栅栏、金属网罩等。

３　喷水池的０、１区的供电回路的保护，可采用下列任一种

方式：
１）对于允许人进入的喷水池，应采用安全特低电压供

电，交流电压不应大于１２Ｖ；不允许人进入的喷水

池，可采用交流电压不大于５０Ｖ的安全特低电压

供电；
２）由隔离变压器供电；
３）由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保护的线路供电，其额定动

作电流值不应大于３０ｍＡ。
４　在采用安全特低电压的地方，应采取下列措施实现直接

接触防护：
１）应采用防护等级至少是ＩＰ２Ｘ的遮挡或外护物；
２）应采用能耐受５００Ｖ试验电压、历时１ｍｉｎ的绝缘。

５　电气设备的防护等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０区内应至少为ＩＰＸ８；
２）１区内应至少为ＩＰ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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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１３１　一 般 规 定

１３１１　本章适用于民用建筑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计。
１３１２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计，应根据保护对象的特点，做

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管理维护方便。
１３１３　下列民用建筑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１　高层建筑：
１）有消防联动控制要求的一、二类高层住宅的公共

场所；
２）建筑高度超过２４ｍ的其他高层民用建筑，以及与其

相连的建筑高度不超过２４ｍ的裙房。
２　多层及单层建筑：
１）９层及９层以下的设有空气调节系统，建筑装修标准

高的住宅；
２）建筑高度不超过２４ｍ的单层及多层公共建筑；
３）单层主体建筑高度超过２４ｍ的体育馆、会堂、影剧

院等公共建筑；
４）设有机械排烟的公共建筑；
５）除敞开式汽车库以外的Ⅰ类汽车库，高层汽车库、

机械式立体汽车库、复式汽车库，采用升降梯作汽

车疏散口的汽车库。
３　地下民用建筑：
１）铁道、车站、汽车库 （Ⅰ、Ⅱ类）；
２）影剧院、礼堂；
３）商场、医院、旅馆、展览厅、歌舞娱乐、放映游艺

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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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重要的实验室、图书库、资料库、档案库。
１３１４　建筑高度超过２５０ｍ的民用建筑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

计，应提交国家消防主管部门组织专题研究、论证。
１３１５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１６、《高层

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
５００１６的有关规定。

１３２　系统保护对象分级与

报警、探测区域的划分

１３２１　民用建筑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保护对象分级，应根据其使

用性质、火灾危险性、疏散和扑救难度等综合确定，分为特级、
一级、二级。
１３２２　系统保护对象分级及报警、探测区域的划分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１６的规定。
１３２３　下列民用建筑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保护对象分级可按表

１３２３划分。

表１３２３　民用建筑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保护对象分级

等　　级 保 护 对 象

一级

　电子计算中心；

　省 （市）级档案馆；

　省 （市）级博展馆；

　４万以上座位大型体育场；

　星级以上旅游饭店；

　大型及以上铁路旅客站；

　省 （市）级及重要开放城市的航空港；

　一级汽车及码头客运站。

二级
　大、中型电子计算站；

　２万以上座位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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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　系 统 设 计

１３３１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有自动和手动两种触发装置。
１３３２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形式及适用对象，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区域报警系统，宜用于二级保护对象；
２　集中报警系统，宜用于一级和二级保护对象；
３　控制中心报警系统，宜用于特级和一级保护对象。

１３３３　各种形式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要求，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１６的规定。
１３３４　建筑高度超过１００ｍ的高层民用建筑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设计，除应满足一类高层建筑的设计要求外，尚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火灾探测器的选择和设置原则应符合本规范第１３５１条

和第１３５２条的规定；
２　各避难层内的交直流电源，应按避难层分别供给，并能

在末端自投；
３　各避难层内应设独立的火灾应急广播系统，宜能接收消

防控制中心的有线和无线两种播音信号；
４　各避难层与消防控制中心之间应设置独立的有线和无线

呼救通信；
５　建筑物中的电缆竖井，宜按避难层上下错位设置。

１３４　消防联动控制

１３４１　消防联动控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消防联动控制对象应包括下列设施：
１）各类自动灭火设施；
２）通风及防、排烟设施；
３）防火卷帘、防火门、水幕；
４）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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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非消防电源的断电控制；
６）火灾应急广播、火灾警报、火灾应急照明、疏散指

示标志的控制等。
２　消防联动控制应采取下列控制方式：
１）集中控制；
２）分散控制与集中控制相结合。

３　消防联动控制系统的联动信号，其预设逻辑应与各被控

制对象相匹配，并应将被控对象的动作信号送至消防控制室。
１３４２　当采用总线控制模块控制时，对于消防水泵、防烟和

排烟风机的控制设备，还应在消防控制室设置手动直接控制

装置。　　
１３４３　消防联动控制设备的动作状态信号，应在消防控制室

显示。
１３４４　灭火设施的联动控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设有消火栓按钮的消火栓灭火系统的控制应符合下列

要求：
１）消火栓按钮直接接于消防水泵控制回路时，应采用

５０Ｖ以下的安全电压；
２）消防控制室内，对消火栓灭火系统应有下列控制、

显示功能：
———消火栓按钮总线自动控制消防水泵的启、停；
———直接手动控制消防水泵的启、停；
———显示消防水泵的工作、故障状态；
———显示消火栓按钮的工作部位，当有困难时可按

防火分区或楼层显示。
２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当需早期预报火警时，设有自动喷水灭火喷头的场

所，宜同时设置感烟探测器；
２）湿式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中设置的水流指示器，不应

作自动启动喷淋水泵的控制设备；报警阀压力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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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控制喷淋水泵自动启动；气压罐压力开关应控制

加压泵自动启动；
３）消防控制室内，对自动喷淋灭火系统应有下列控制、

监测功能：
———总线自动控制系统的启、停；
———直接手动控制喷淋泵的启、停；
———系统的控制阀开启状态；
———喷淋水泵电源供应和工作状况；
———水池、水箱的水位；对于重力式水箱，在严寒

地区宜安设水温探测器，当水温降低达５°Ｃ以

下时，应发出信号报警；
———干式喷水灭火系统的最高和最低气压；在压力

的下限值时，应启动空气压缩机充气，并在消

防控制室设空气压缩机手动启动和停止按钮；
———报警阀和水流指示器的动作状况。

４）设有充气装置的自动喷水灭火管网，应将高、低压

力报警信号送至消防控制室；
５）预作用喷水灭火系统中，应设置由感烟探测器组成

的控制电路，控制管网预作用充水；
６）水喷雾灭火系统中宜设置由感烟、定温探测器组成

的控制电路，控制电磁阀；电磁阀的工作状态应反

馈至消防控制室。
３　二氧化碳气体自动灭火系统应由气体灭火控制其工作状

态，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设有二氧化碳等气体自动灭火装置的场所或部位，

应设感烟定温探测器与灭火控制装置配套组成的火

灾报警控制系统；
２）管网灭火系统应有自动控制、手动控制和机械应急

操作三种启动方式；无管网灭火装置应有自动控制

和手动控制两种启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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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自动控制应在接到两个独立的探测器发出的火灾信

号后才能启动；
４）在被保护对象主要出入口门外，应设手动紧急控制

按钮并应有防误操作措施和特殊标志；
５）机械应急操作装置应设在贮瓶间或防护区外便于操

作的地方，并应能在一个地点完成释放灭火剂的全

部动作；
６）应在被保护对象主要出入口外门框上方，设放气灯

并应有明显标志；
７）被保护对象内，应设有在释放气体前３０ｓ内人员疏

散的声警报器；
８）被保护区域常开的防火门，应设有门自动释放器，

并应在释放气体前能自动关闭；
９）应在释放气体前，自动切断被保护区的送、排风风

机和关闭送排风阀门；
１０）对于组合分配系统，宜在现场适当部位设置气体灭

火控制室；独立单元系统可根据系统规模及功能要

求设控制室；无管网灭火装置宜在现场设控制盘

（箱），且装设位置应接近被保护区，控制盘 （箱）
应采取误操作防护措施；

在经常有人的防护区内设置的无管网灭火系

统，应设有切断自动控制系统的手动装置；
１１）气体灭火控制室应有下列控制、显示功能：

———在报警、喷射各阶段，控制室应有相应的声、
光报警信号，并能手动切除声响信号；

———在延时阶段，应能自动关闭防火门、通风机和

空气调节系统；
１２）气体灭火系统在报警或释放灭火剂时，应在建筑物

的消防控制室 （中心）有显示信号；
１３）当被保护对象的房间无直接对外窗户时，气体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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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后，应有排除有害气体的设施，且该设施在气

体释放时应是关闭的。
４　灭火控制室对泡沫和干粉灭火系统应有下列控制、显示

功能：
１）在火灾危险性较大，且经常没有人停留场所内的灭

火系统，应采用自动控制的启动方式。在采用自动

控制方式的同时，还应设置手动启动控制环节；
２）在火灾危险性较小，有人值班或经常有人停留的场

所，防护区宜设火灾自动报警装置，灭火系统可采

用手动控制方式；
３）在灭火控制室应能做到控制系统的启、停和显示系

统的工作状态。
１３４５　电动防火卷帘、电动防火门的联动控制设计，应符合下

列规定：
１　电动防火卷帘应由电动防火卷帘控制器控制其工作状态，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疏散通道或防火分隔的电动防火卷帘两侧，宜设置

专用的感烟及感温探测器组、警报装置及手动控制

按钮，并应有防误操作措施；
２）疏散通道的电动防火卷帘应采取两次控制下落方式，

第一次应由感烟探测器控制下落距地１８ｍ处停止，
第二次应由感温探测器控制下落到底，并应分别将

报警及动作信号送至消防控制室；
３）仅用作防火分隔的电动防火卷帘，在相应的感烟探

测器报警后，应采取一次下落到底的控制方式；
４）电动防火卷帘宜由消防控制室集中控制；对于采用

由探测器组、防火卷帘控制器控制的防火卷帘，亦

可就地联动控制，并应将其工作状态信号传送到消

防控制室；
５）当电动防火卷帘采用水幕保护时，宜用定温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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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防火卷帘到底信号开启水幕电磁阀，再用水幕电

磁阀开启信号启动水幕泵。
２　电动防火门的控制，宜符合下列要求：
１）门两侧应装设专用的感烟探测器组成控制装置，当

门任一侧的探测器报警时，防火门应自动关闭；
２）电动防火门宜选用平时不耗电的释放器。

１３４６　防烟、排烟设施的联动控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排烟阀、送风口应由消防联动控制器控制其工作状态，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排烟阀、送风口宜由其所在排烟分区内设置的感烟

探测器的联动信号控制开启；
２）排烟阀动作后应启动相关的排烟风机；排烟阀可采

用接力控制方式开启，且不宜多于５个，并应由最

后动作的排烟阀发送动作信号；
３）送风口动作后，应启动相关的正压送风机。

２　设在排烟风机入口处的防火阀在２８０℃关断后，应联动

停止排烟风机。
３　挡烟垂壁应由其附近的专用感烟探测器组成的电路控制。
４　设于空调通风管道出口的防火阀，应采用定温保护装置，

并应在风温达到７０℃时直接动作阀门关闭。关闭信号应反馈至

消防控制室，并应停止相关部位空调机。
５　消防控制室应能对防烟、排烟风机进行手动、自动控制。

１３４７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与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联动，应符合

下列规定：
１　火灾确认后，应自动打开疏散通道上由门禁系统控制的

门，并应自动开启门厅的电动旋转门和打开庭院的电动大门。
２　火灾确认后，应自动打开收费汽车库的电动栅杆。
３　火灾确认后，宜开启相关层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摄像机

监视火灾现场。
１３４８　疏散照明宜在消防室或值班室集中手动、自动控制。

３９１



１３４９　非消防电源及电梯的应急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火灾确认后，应在消防控制室自动切除相关区域的非消

防电源。
２　火灾发生后，应根据火情强制所有电梯依次停于首层或

电梯转换层。除消防电梯外，应切断客梯电源。

１３５　火灾探测器和手动报警按钮的选择与设置

１３５１　火灾探测器和手动报警按钮的选择与设置，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１６的规定。
１３５２　大型库房、大厅、室内广场等高大空间建筑，宜选用火

焰探测器、红外光束感烟探测器、图像型火灾探测器、吸气式探

测器或其组合。

１３６　火灾应急广播与火灾警报

１３６１　火灾应急广播与火灾警报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１６的规定。
１３６２　火灾应急广播分路配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按疏散楼层或报警区域划分分路配线。各输出分路，
应设有输出显示信号和保护、控制装置。
２　当任一分路有故障时，不应影响其他分路的正常广播。
３　火灾应急广播线路，不应和火警信号、联动控制线路等

其他线路同导管或同线槽敷设。
４　火灾应急广播用扬声器不宜加开关。当加开关或设有音

量调节器时，应采用三线式配线，强制火灾应急广播开放。
１３６３　火灾应急广播馈线电压不宜大于１１０Ｖ。
１３６４　火灾警报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场所，应设置火灾警报装置。
２　在设置火灾应急广播的建筑物内，应同时设置火灾警报

装置，并应采用分时播放控制：先鸣警报８～１６ｓ；间隔２～３ｓ后

播放应急广播２０～４０ｓ；再间隔２～３ｓ依次循环进行直至疏散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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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根据需要，可在疏散期间手动停止。
３　每个防火分区至少应设一个火灾警报装置，其位置宜设

在各楼层走道靠近楼梯出口处。警报装置宜采用手动或自动控制

方式。

１３７　消防专用电话

１３７１　消防专用电话网络应为独立的消防通信系统。对于特级

保护对象，应设置火灾报警录音受警电话，其设置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１６的规定。
１３７２　消防通信系统应采用不间断电源供电。

１３８　火灾应急照明

１３８１　火灾应急照明应包括备用照明、疏散照明，其设置应符

合下列规定：
１　供消防作业及救援人员继续工作的场所，应设置备用

照明；
２　供人员疏散，并为消防人员撤离火灾现场的场所，应设

置疏散指示标志灯和疏散通道照明。
１３８２　公共建筑的下列部位应设置备用照明：

１　消防控制室、自备电源室、配电室、消防水泵房、防烟

及排烟机房、电话总机房以及在火灾时仍需要坚持工作的其他

场所；
２　通信机房、大中型电子计算机房、ＢＡＳ中央控制站、安

全防范控制中心等重要技术用房；
３　建筑高度超过１００ｍ的高层民用建筑的避难层及屋顶直

升机停机坪。
１３８３　公共建筑、居住建筑的下列部位，应设置疏散照明：

１　公共建筑的疏散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前室、疏散通道、
消防电梯间及其前室、合用前室；
２　高层公共建筑中的观众厅、展览厅、多功能厅、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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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会厅、会议厅、候车 （机）厅、营业厅、办公大厅和避难层

（间）等场所；
３　建筑面积超过１５００ｍ２的展厅、营业厅及歌舞娱乐、放

映游艺厅等场所；
４　人 员 密 集 且 面 积 超 过３００ｍ２的 地 下 建 筑 和 面 积 超 过

２００ｍ２的演播厅等；
５　高层居住建筑疏散楼梯间、长度超过２０ｍ的内走道、消

防电梯间及其前室、合用前室；
６　对于１～５款所述场所，除应设置疏散走道照明外，并应

在各安全出口处和疏散走道，分别设置安全出口标志和疏散走道

指示标志；但二类高层居住建筑的疏散楼梯间可不设疏散指示

标志。
１３８４　备用照明灯具宜设置在墙面或顶棚上。安全出口标志

灯具宜设置在安全出口的顶部，底边距地不宜低于２０ｍ。疏

散走道的疏散指示标志灯具，宜设置在走道及转角处离地面

１０ｍ以下墙面上、柱上或地面上，且间距不应大于２０ｍ。当

厅室面积较大，必须装设在顶棚上时，灯具应明装，且距地不

宜大于２５ｍ。
１３８５　火 灾 应 急 照 明 的 设 置，除 符 合 本 规 范 第１３８１～
１３８４条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急照明在正常供电电源停止供电后，其应急电源供电

转换时间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备用照明不应大于５ｓ，金融商业交易场所不应大

于１５ｓ；
２）疏散照明不应大于５ｓ。

２　除在假日、夜间无人工作而仅由值班或警卫人员负责管

理外，疏散照明平时宜处于点亮状态。
当采用蓄电池作为疏散照明的备用电源时，在非点亮状态

下，不得中断蓄电池的充电电源。
３　首层疏散楼梯的安全出口标志灯，应安装在楼梯口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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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上方。
疏散标志灯的设置位置，应符合图１３８５的规定。当有无

障碍设计要求时，宜同时设有音响指示信号。

图１３８５　疏散标志灯设置位置

４　装设在地面上的疏散标志灯，应防止被重物或外力损坏。

５　疏散照明灯的设置，不应影响正常通行，不得在其周围

存放有容易混同以及遮挡疏散标志灯的其他标志牌等。
１３８６　备用照明及疏散照明的最少持续供电时间及最低照度，
应符合表１３８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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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８６　火灾应急照明最少持续供电时间及最低照度

区域类别 场所举例

最少持续供电时间
（ｍｉｎ）

照度 （ｌｘ）

备用照明 疏散照明 备用照明 疏散照明

一般平面
疏散区域

第１３８３条
１款所述场所

— ≥３０ — ≥０５

竖向疏散区域 疏散楼梯 — ≥３０ — ≥５

人员密集流动
疏散区域及

地下疏散区域

第１３８３条
２款所述场所

— ≥３０ — ≥５

航空疏散场所
屋顶消防救护用
直升机停机坪 ≥６０ — 不低于正常

照明照度
—

避难疏散区域 避难层 ≥６０ — 不低于正常
照明照度

—

消防工作区域

消防控制室、
电话总机房 ≥１８０ — 不低于正常

照明照度
—

配电室、发电站 ≥１８０ — 不低于正常
照明照度

—

水泵房、风机房 ≥１８０ — 不低于正常
照明照度

—

１３９　系 统 供 电

１３９１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设有主电源和直流备用电源。

１３９２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主电源应采用消防专用电源，直流

备用电源宜采用火灾报警控制器的专用蓄电池或集中设置的蓄电

池。当直流备用电源为集中设置的蓄电池时，火灾报警控制器应

采用单独的供电回路，并应保证在消防系统处于最大负载状态下

不影响报警控制器的正常工作。

１３９３　消防联动控制设备的直流电源电压应采用２４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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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９４　消防设备供电负荷等级应符合本规范第３２３条的

规定。
１３９５　建筑物 （群）的消防用电设备供电，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消防用电负荷等级为一级时，应由主电源和自备电源或

城市电网中独立于主电源的专用回路的双电源供电；
２　消防用电负荷等级为二级时，应由主电源和与主电源不

同变电系统，提供应急电源的双回路电源供电；
３　为消防用电设备提供的两路电源同时供电时，可由任一

回路作主电源，当主电源断电时，另一路电源应自动投入；
４　消防系统配电装置，应设置在建筑物的电源进线处或配

变电所处，其应急电源配电装置宜与主电源配电装置分开设置；
当分开设置有困难，需要与主电源并列布置时，其分界处应设防

火隔断。配电装置应有明显标志。
１３９６　消防水泵、消防电梯、防烟及排烟风机等的两个供电回

路，应在最末一级配电箱处自动切换。消防设备的控制回路不得

采用变频调速器作为控制装置。
１３９７　当消防应急电源由自备发电机组提供备用电源时，应符

合下列要求：
１　消防用电负荷为一级时，应设自动启动装置，并应在

３０ｓ内供电；
２　当消防用电负荷为二级，且采用自动启动有困难时，可

采用手动启动装置；
３　主电源与应急电源间，应采用自动切换方式。

１３９８　消防用电设备配电系统的分支线路，不应跨越防火分

区，分支干线不宜跨越防火分区。
１３９９　除消防水泵、消防电梯、防烟及排烟风机等消防设备

外，各防火分区的消防用电设备，应由消防电源中的双电源或双

回线路电源供电，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末端配电箱应设置双电源自动切换装置，该箱应安装于

所在防火分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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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由末端配电箱配出引至相应设备，宜采用放射式供电。
对于作用相同、性质相同且容量较小的消防设备，可视为一组设

备并采用一个分支回路供电。每个分支回路所供设备不宜超过５
台，总计容量不宜超过１０ｋＷ。
１３９１０　公共建筑物顶层，除消防电梯外的其他消防设备，可

采用一组消防双电源供电。由末端配电箱引至设备控制箱，应采

用放射式供电。
１３９１１　当１２～１８层普通住宅的消防电梯兼作客梯且两类电梯

共用前室时，可由一组消防双电源供电。末端双电源自动切换配

电箱，应设置在消防电梯机房间，由配电箱至相应设备应采用放

射式供电。
１３９１２　应急照明电源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建筑物消防用电负荷为一级，且采用交流电源供电时，
宜由主电源和应急电源提供双电源，并以树干式或放射式供电。
应按防火分区设置末端双电源自动切换应急照明配电箱，提供该

分区内的备用照明和疏散照明电源。
当采用集中蓄电池或灯具内附电池组时，宜由双电源中的应

急电源提供专用回路采用树干式供电，并按防火分区设置应急照

明配电箱。
２　当消防用电负荷为二级并采用交流电源供电时，宜采用

双回线路树干式供电，并按防火分区设置自动切换应急照明配电

箱。当采用集中蓄电池或灯具内附电池组时，可由单回线路树干

式供电，并按防火分区设置应急照明配电箱。
３　高层建筑楼梯间的应急照明，宜由应急电源提供专用回

路，采用树干式供电。宜根据工程具体情况，设置应急照明配

电箱。
４　备用照明和疏散照明，不应由同一分支回路供电，严禁

在应急照明电源输出回路中连接插座。
１３９１３　各类消防用电设备在火灾发生期间，最少持续供电时

间应符合表１３９１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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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９１３　消防用电设备在火灾发生期间

的最少持续供电时间

消防用电设备名称 持续供电时间 （ｍｉｎ）

　火灾自动报警装置 ≥１０

　人工报警器 ≥１０

　各种确认、通报手段 ≥１０

　消火栓、消防泵及水幕泵 ＞１８０

　自动喷水系统 ＞６０

　水喷雾和泡沫灭火系统 ＞３０

　二氧化碳灭火和干粉灭火系统 ＞３０

　防、排烟设备 ＞１８０

　火灾应急广播 ≥２０

　火灾疏散标志照明 ≥３０

　火灾时继续工作的备用照明 ≥１８０

　避难层备用照明 ＞６０

　消防电梯 ＞１８０

１３１０　导线选择及敷设

１３１０１　消防线路的导线选择及其敷设，应满足火灾时连续供

电或传输信号的需要。所有消防线路，应为铜芯导线或电缆。
１３１０２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传输线路和５０Ｖ以下供电的控制

线路，应采用耐压不低于交流３００／５００Ｖ的多股绝缘电线或电

缆。采用交流２２０／３８０Ｖ供电或控制的交流用电设备线路，应采

用耐压不低于交流４５０／７５０Ｖ的电线或电缆。
１３１０３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传输线路的线芯截面选择，除应满

足自动报警装置技术条件的要求外，尚应满足机械强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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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线的最小截面积不应小于表１３１０３的规定。

表１３１０３　铜芯绝缘电线、电缆线芯的最小截面

类　　别 线芯的最小截面 （ｍｍ２）

穿管敷设的绝缘电线 １００

线槽内敷设的绝缘电线 ０７５

多芯电缆 ０５０

１３１０４　消防设备供电及控制线路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保护对象分级为特级的建筑物，其消

防设备供电干线及分支干线，应采用矿物绝缘电缆；

２　火灾自动报警保护对象分级为一级的建筑物，其消防设

备供电干线及分支干线，宜采用矿物绝缘电缆；当线路的敷设保

护措施符合防火要求时，可采用有机绝缘耐火类电缆；

３　火灾自动报警保护对象分级为二级的建筑物，其消防设

备供电干线及分支干线，应采用有机绝缘耐火类电缆；

４　消防设备的分支线路和控制线路，宜选用与消防供电干

线或分支干线耐火等级降一类的电线或电缆。

１３１０５　线路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采用矿物绝缘电缆时，应采用明敷设或在吊顶内敷设；

２　难燃型电缆或有机绝缘耐火电缆，在电气竖井内或电缆

沟内敷设时可不穿导管保护，但应采取与非消防用电电缆隔离

措施；

３　当采用有机绝缘耐火电缆为消防设备供电的线路，采用

明敷设、吊顶内敷设或架空地板内敷设时，应穿金属导管或封闭

式金属线槽保护；所穿金属导管或封闭式金属线槽应采取涂防火

涂料等防火保护措施；
当线路暗敷设时，应穿金属导管或难燃型刚性塑料导管保

护，并应敷设在不燃烧结构内，且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３０ｍｍ；

４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传输线路采用绝缘电线时，应采用穿

金属导管、难燃型刚性塑料管或封闭式线槽保护方式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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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消防联动控制、自动灭火控制、通信、应急照明及应急

广播等线路暗敷设时，应采用穿导管保护，并应暗敷在不燃烧体

结构内，其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３０ｍｍ；当明敷时，应穿金属导

管或封闭式金属线槽保护，并应在金属导管或金属线槽上采取防

火保护措施；
采用绝缘和护套为难燃性材料的电缆时，可不穿金属导管保

护，但应敷设在电缆竖井内；
６　当横向敷设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传输线路如采用穿导管

布线时，不同防火分区的线路不应穿入同一根导管内；探测器报

警线路采用总线制布设时不受此限；
７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用的电缆竖井，宜与电力、照明用的

电缆竖井分别设置；当受条件限制必须合用时，两类电缆宜分别

布置在竖井的两侧。

１３１１　消防值班室与消防控制室

１３１１１　仅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且无消防联动控制功能时，可

设消防值班室。消防值班室宜设在首层主要出入口附近，可与经

常有人值班的部门合并设置。
１３１１２　设有火灾自动报警和消防联动控制系统的建筑物，应

设消防控制室。
１３１１３　消防系统规模大，需要集中管理的建筑群及建筑高度

超过１００ｍ的高层民用建筑，应设消防控制中心。
１３１１４　当建筑物内设置有消防炮灭火系统时，其消防控制室

应满 足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固 定 消 防 炮 灭 火 系 统 设 计 规 范》
ＧＢ５０３３８的有关规定。
１３１１５　消防控制中心宜与主体建筑的消防控制室结合；消防

控制也可与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合用控制室。
１３１１６　消防控制室 （中心）的位置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消防控制室应设置在建筑物的首层或地下一层，当设在

首层时，应有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当设置在地下一层时，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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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室外安全出入口不应大于２０ｍ，且均应有明显标志；
２　应设在交通方便和消防人员容易找到并可以接近的部位；
３　应设在发生火灾时不易延燃的部位；
４　宜与防灾监控、广播、通信设施等用房相邻近；
５　消防控制室 （中心）的位置选择，尚宜符合本规范第

２３２１条的规定。
１３１１７　消防控制室应具有接受火灾报警、发出火灾信号和安

全疏散指令、控制各种消防联动控制设备及显示电源运行情况等

功能。
１３１１８　根据工程规模的大小，应适当设置与消防控制室相配

套的维修室和值班休息室等其他房间。
１３１１９　消防控制室的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且控制室入口处

应设置明显的标志。
１３１１１０　消防控制设备的布置，应符合本规范第２３２４条的

规定。
１３１１１１　消防控制室的环境条件和对土建、暖通等相关专业的

要求，应符合本规范第２３３节的规定。

１３１２　防火剩余电流动作报警系统

１３１２１　为防范电气火灾，下列民用建筑物的配电线路设置防

火剩余电流动作报警系统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保护对象分级为特级的建筑物的配电

线路，应设置防火剩余电流动作报警系统；
２　除住宅外，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保护对象分级为一级的建

筑物的配电线路，宜设置防火剩余电流动作报警系统。
１３１２２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保护对象分级为二级的建筑物或住

宅，应设接地故障报警并应符合本规范第７６５条的规定。
１３１２３　采用独立型剩余电流动作报警器且点数较少时，可自

行组成系统亦可采用编码模块接入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报警点位

号在火灾报警器上显示应区别于火灾探测器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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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２４　当采用剩余电流互感器型探测器或总线形剩余电流动

作报警器组成较大系统时，应采用总线式报警系统。当建筑物的

防火要求很高时，也可采用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１３１２５　剩余电流检测点宜设置在楼层配电箱 （配电系统第二

级开关）进线处，当回路容量较小线路较短时，宜设在变电所低

压柜的出线端。
１３１２６　防火剩余电流动作报警值宜为５００ｍＡ。当回路的自然

漏电流较大，５００ｍＡ不能满足测量要求时，宜采用门槛电平连

续可调的剩余电流动作报警器或分段报警方式抵消自然泄漏电流

的影响。
１３１２７　剩余电流火灾报警系统的控制器应安装在建筑物的消

防控制室或值班室内，宜由消防控制室或值班室统一管理。
１３１２８　防火剩余电流动作报警系统的导线选择、线路敷设、
供电电源及接地，应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要求相同。

１３１３　接　　地

１３１３１　消防控制室的接地及各种火灾报警控制器、消防设备

等的接地要求，应符合本规范第２３４２条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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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１４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１４１　一 般 规 定

１４１１ 本章适用于办公楼、宾馆、商业建筑、文化建筑 （文
体、会展、娱乐）、住宅 （小区）等通用型建筑物及建筑群的安

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
１４１２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应根据建筑物的使用功能、规

模、性质、安防管理要求及建设标准，构成安全可靠、技术先

进、经济适用、灵活有效的安全技术防范体系。
１４１３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宜由安全管理系统和若干个相关子系

统组成。相关子系统宜包括入侵报警系统、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出入口控制系统、电子巡查系统、停车库 （场）管理系统及住宅

（小区）安全防范系统等。
１４１４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宜包括下列设防区域及部位：

１　周界，宜包括建筑物、建筑群外层周界、楼外广场、建

筑物周边外墙、建筑物地面层、建筑物顶层等；
２　出入口，宜包括建筑物、建筑群周界出入口、建筑物地

面层出入口、办公室门、建筑物内和楼群间通道出入口、安全出

口、疏散出口、停车库 （场）出入口等；
３　通道，宜包括周界内主要通道、门厅 （大堂）、楼内各楼

层内部通道、各楼层电梯厅、自动扶梯口等；
４　公共区域，宜包括会客厅、商务中心、购物中心、会议

厅、酒吧、咖啡厅、功能转换层、避难层、停车库 （场）等；
５　重要部位，宜包括重要工作室、重要厨房、财务出纳室、

集中收款处、建筑设备监控中心、信息机房、重要物品库房、监

控中心、管理中心等。
１４１５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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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国家标准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３４８的有关规定。

１４２　入侵报警系统

１４２１　建筑物入侵报警系统的设防，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周界宜设置入侵报警探测器，形成的警戒线应连续无间

断；一层及顶层宜设置入侵报警探测器；
２　重要通道及主要出入口应设置入侵报警探测器；
３　重要部位宜设置入侵报警探测器，集中收款处、财务出

纳室、重要物品库房应设置入侵报警探测器；财务出纳室应设置

紧急报警装置。
１４２２　入侵报警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入侵报警系统宜由前端探测设备、传输部件、控制设备、
显示记录设备四个主要部分组成；
２　应根据总体纵深防护和局部纵深防护的原则，分别或综

合设置建筑物 （群）周界防护、区域防护、空间防护、重点实物

目标防护系统；
３　系统应自成网络独立运行，宜与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出

入口控制系统等联动，宜具有网络接口、扩展接口；
４　根据需要，系统除应具有本地报警功能外，还应具有异

地报警的相应接口；
５　系统前端设备应根据安防管理需要、安装环境要求，选

择不同探测原理、不同防护范围的入侵探测设备，构成点、线、
面、空间或其组合的综合防护系统。
１４２３　入侵探测器的设置与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入侵探测器盲区边缘与防护目标间的距离不应小于５ｍ；
２　入侵探测器的设置宜远离影响其工作的电磁辐射、热辐

射、光辐射、噪声、气象方面等不利环境，当不能满足要求时，
应采取防护措施；
３　被动红外探测器的防护区内，不应有影响探测的障碍物；
４　入侵探测器的灵敏度应满足设防要求，并应可进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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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复合入侵探测器，应被视为一种探测原理的探测装置；
６　采用室外双束或四束主动红外探测器时，探测器最远警

戒距离不应大于其最大射束距离的２／３；
７　门磁、窗磁开关应安装在普通门、窗的内上侧；无框门、

卷帘门可安装在门的下侧；
８　紧急报警按钮的设置应隐蔽、安全并便于操作，并应具

有防误触发、触发报警自锁、人工复位等功能。
１４２４　系统的信号传输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传输方式的选择应根据系统规模、系统功能、现场环境

和管理方式综合确定；宜采用专用有线传输方式；
２　控制信号电缆应采用铜芯，其芯线的截面积在满足技术

要求的前提下，不应小于０５０ｍｍ２；穿导管敷设的电缆，芯线

的截面积不应小于０７５ｍｍ２；
３　电源线所采用的铜芯绝缘电线、电缆芯线的截面积不应

小于１０ｍｍ２，耐压不应低于３００／５００Ｖ；
４　信号传输线缆应敷设在接地良好的金属导管或金属线

槽内。
１４２５　控制、显示记录设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系统应显示和记录发生的入侵事件、时间和地点；重要

部位报警时，系统应对报警现场进行声音或图像复核；
２　系统宜按时间、区域、部位任意编程设防和撤防；
３　在探测器防护区内发生入侵事件时，系统不应产生漏报

警，平时宜避免误报警；
４　系统应具有自检功能及设备防拆报警和故障报警功能；
５　现场报警控制器宜安装在具有安全防护的弱电间内，应

配备可靠电源。
１４２６　无线报警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中，当不宜采用有线传输方式或

需要以多种手段进行报警时，可采用无线传输方式；
２　无线报警的发射装置，应具有防拆报警功能和防止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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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的实体保护壳体；

３　以无线报警组网方式为主的安防系统，应有自检和对使

用信道监视及报警功能。

１４３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１４３１　建筑物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设防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重要建筑物周界宜设置监控摄像机；

２　地面层出入口、电梯轿厢宜设置监控摄像机；停车库

（场）出入口和停车库 （场）内宜设置监控摄像机；

３　重要通道应设置监控摄像机，各楼层通道宜设置监控摄

像机；电梯厅和自动扶梯口，宜预留视频监控系统管线和接口；

４　集中收款处、重要物品库房、重要设备机房应设置监控

摄像机；

５　通用型建筑物摄像机的设置部位应符合表１４３１的

规定。

表１４３１　摄像机的设置部位

部　位

建设项目
饭店 商场 办公楼 商住楼 住宅

会议

展览

文化

中心
医院

体育

场馆
学校

主要出入口 ★ ★ ★ ★ ☆ ★ ★ ★ ★ ☆

主要通道 ★ ★ ★ ★ △ ★ ★ ★ ★ ☆

大堂 ★ ☆ ☆ ☆ ☆ ☆ ☆ ☆ ☆ △

总服务台 ★ ☆ △ △ — ☆ ☆ △ ☆ —

电梯厅 △ ☆ ☆ △ — ☆ ☆ ☆ ☆ △

电梯轿厢 ★ ★ ☆ △ △ ★ ☆ ☆ ☆ △

财务、收银 ★ ★ ★ — — ★ ☆ ★ ☆ ☆

卸货处 ☆ ★ — — — ★ － ☆ — —

多功能厅 ☆ △ △ △ — ☆ ☆ △ △ △

重要机房或其出入口 ★ ★ ★ ☆ ☆ ★ ★ ★ ★ ☆

避难层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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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４３１

部　位

建设项目
饭店 商场 办公楼 商住楼 住宅

会议

展览

文化

中心
医院

体育

场馆
学校

贵重物品处 ★ ★ ☆ － － ☆ ☆ ☆ ☆ －

检票、检查处 － － － － － ☆ ☆ － ★ △

停 车 库 （场） ★ ★ ★ ☆ △ ☆ ☆ ☆ ☆ △

室外广场 ☆ ☆ ☆ △ － ☆ ☆ △ ☆ ☆

　注：★应设置摄像机的部位；☆ 宜设置摄像机的部位；△ 可设置或预埋管线

部位。

１４３２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宜由前端摄像设备、传输部件、控制

设备、显示记录设备四个主要部分组成；
２　系统设计应满足监控区域有效覆盖、合理布局、图像清

晰、控制有效的基本要求；
３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图像质量的主观评价，可采用五级损

伤制评定，图像等级应符合表１４３２的规定；系统在正常工作

条件下，监视图像质量不应低于４级，回放图像质量不应低于３
级；在允许的最恶劣工作条件下或应急照明情况下，监视图像质

量不应低于３级；

表１４３２　五级损伤制评定图像等级

图像等级 图像质量损伤主观评价

５ 不觉察损伤或干扰

４ 稍有觉察损伤或干扰，但不令人讨厌

３ 有明显损伤或干扰，令人感到讨厌

２ 损伤或干扰较严重，令人相当讨厌

１ 损伤或干扰极严重，不能观看

４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制式应与通用的电视制式一致；选

用设备、部件的视频输入和输出阻抗以及电缆的特性阻抗均应为

７５Ω，音频设备的输入、输出阻抗宜为高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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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沿警戒线设置的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宜对沿警戒线５ｍ
宽的警戒范围实现无盲区监控；
６　系统应自成网络独立运行，并宜与入侵报警系统、出入

口控制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及摄像机辅助照明装置联动；当

与入侵报警系统联动时，系统应对报警现场进行声音或图像

复核。
１４３３　摄像机的选择与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选用ＣＣＤ摄像机。彩色摄像机的水平清晰度应在

３３０ＴＶＬ以上，黑白摄像机的水平清晰度应在４２０ＴＶＬ以上。
２　摄像机信噪比不应低于４６ｄＢ。
３　摄像机应安装在监视目标附近，且不易受外界损伤的地

方。摄像机镜头应避免强光直射，宜顺光源方向对准监视目标。
当必须逆光安装时，应选用带背景光处理的摄像机，并应采取措

施降低监视区域的明暗对比度。
４　监视场所的最低环境照度，应高于摄像机要求最低照度

（灵敏度）的１０倍。
５　设置在室外或环境照度较低的彩色摄像机，其灵敏度不

应大于１０ｌｘ（Ｆ１４），或选用在低照度时能自动转换为黑白图

像的彩色摄像机。
６　被监视场所照度低于所采用摄像机要求的最低照度时，

应在摄像机防护罩上或附近加装辅助照明设施。室外安装的摄像

机，宜加装对大雾透射力强的灯具。
７　宜优先选用定焦距、定方向固定安装的摄像机，必要时

可采用变焦镜头摄像机。
８　应根据摄像机所安装的环境、监视要求配置适当的云台、

防护罩。安装在室外的摄像机，必须加装适当功能的防护罩。
９　摄像机安装距地高度，在室内宜为２２～５ｍ，在室外宜

为３５～１０ｍ。
１０　摄像机需要隐蔽安装时，可设置在顶棚或墙壁内。电梯

轿厢内设置摄像机，应安装在电梯厢门左或右侧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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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电梯轿厢内设置摄像机时，视频信号电缆应选用屏蔽性

能好的电梯专用电缆。
１４３４　摄像机镜头的选配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镜头的焦距应根据视场大小和镜头与监视目标的距离确

定，可按下式计算：
Ｆ＝Ａ·Ｌ／Ｈ （１４３４）

式中　Ｆ———焦距 （ｍｍ）；
Ａ———像场高 （ｍｍ）；
Ｌ———物距 （ｍｍ）；
Ｈ———视场高 （ｍｍ）。

监视视野狭长的区域，可选择视角在４０°以内的长焦 （望

远）镜头；监视目标视距小而视角较大时，可选择视角在５５°以

上的广角镜头；景深大、视角范围广且被监视目标为移动时，宜

选择变焦距镜头；有隐蔽要求或特殊功能要求时，可选择针孔镜

头或棱镜头；
２　在光照度变化范围相差１００倍以上的场所，应选择自动

或电动光圈镜头；
３　当有遥控要求时，可选择具有聚焦、光圈、变焦遥控功

能的镜头；
４　镜头接口应与摄像机的工业接口一致；
５　镜头规格应与摄像机ＣＣＤ靶面规格一致。

１４３５　系统的信号传输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传输方式的选择应根据系统规模、系统功能、现场环境

和管理方式综合考虑。宜采用专用有线传输方式，必要时可采用

无线传输方式。
２　采用专用有线传输方式时，传输介质宜选用同轴电缆。

当长距离传输或在强电磁干扰环境下传输时，应采用光缆。电梯

轿厢的视频电缆应选用电梯专用视频电缆。
３　控制信号电缆应采用铜芯，其芯线的截面积在满足技术

要求的前提下，不应小于０５０ｍｍ２。穿导管敷设的电缆的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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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积不应小于０７５ｍｍ２。
４　电源线所采用的铜芯绝缘电线、电缆芯线的截面积不应

小于１０ｍｍ２，耐压不应低于３００／５００Ｖ。
５　信号传输线缆宜敷设在接地良好的金属导管或金属线

槽内。
６　当采用全数字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时，宜采用综合布线对

绞电缆，并应符合本规范第２１章的相关规定。
１４３６　系统的主控设备应具有下列控制功能：

１　对摄像机等前端设备的控制；
２　图像显示任意编程及手动、自动切换；
３　图像显示应具有摄像机位置编码、时间、日期等信息；
４　对图像记录设备的控制；
５　支持必要的联动控制；当报警发生时，应对报警现场的

图像或声音进行复核，并自动切换到指定的监视器上显示和自动

实时录像；
６　具有视频报警功能的监控设备，应具备多路报警显示和

画面定格功能，并任意设定视频警戒区域；
７　视频安 防 监 控 系 统，宜 具 有 多 级 主 机 （主 控、分 控）

功能。
１４３７　显示设备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显示设备可采用专业监视器、电视接收机、大屏幕投影、
背投或电视墙；一个视频安防监控系统至少应配置一台显示

设备；
２　宜采用１２～２５ｉｎ黑白或彩色监视器，最佳视距宜在５～８

倍显示屏尺寸之间；
３　宜选用比摄像机清晰度高一档 （１００ＴＶＬ）的监视器；
４　显示设备的配置数量，应满足现场摄像机数量和管理使

用的要求，合理确定视频输入、输出的配比关系；
５　电梯轿厢内摄像机的视频信号，宜与电梯运行楼层字符

叠加，实时显示电梯运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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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当多个连续监视点有长时间录像要求时，宜选用多画面

处理器 （分割器）或数字硬盘录像设备。当一路视频信号需要送

到多个图像显示或记录设备上时，宜选用视频分配器。
１４３８　记录设备的配备与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录像设备输入、输出信号，视、音频指标均应与整个系

统的技术指标相适应；一个视频安防监控系统，至少应配备一台

录像设备；
２　录像设备应具有自动录像功能和报警联动实时录像功能，

并可显示日期、时间及摄像机位置编码；
３　当具有长时间记录、即时分析等功能要求时，宜选用数

字硬盘录像设备；小规模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可直接以其作为控制

主机；
４　数字硬盘录像设备应选用技术成熟、性能稳定可靠的产

品，并应具有同步记录与回放、宕机自动恢复等功能；对于重要

场所，每路记录速度不宜小于２５帧／ｓ；对于其他场所，每路记

录速度不应小于６帧／ｓ；
５　数字硬盘录像机硬盘容量可根据录像质量要求、信号压

缩方式及保存时间确定；
６　与入侵报警系统联动的监控系统，宜单独配备相应的图

像记录设备。
１４３９　前端摄像机、解码器等，宜由控制中心专线集中供电。
前端摄像设备距控制中心较远时，可就地供电。就地供电时，当

控制系统采用电源同步方式，应是与主控设备为同相位的可靠

电源。
１４３１０　根据需要选用全数字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时，应满足图

像的原始完整性和实时性的要求，并应符合当地安全技术防范管

理的要求。

１４４　出入口控制系统

１４４１　出入口控制系统应根据安全技术防范管理的需要，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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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建筑群出入口、通道门、重要房间门等处设置，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１　主要出入口宜设置出入口控制装置，出入口控制系统中

宜有非法进入报警装置；
２　重要通道宜设置出入口控制装置，系统应具有非法进入

报警功能；
３　设置在安全疏散口的出入口控制装置，应与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联动；在紧急情况下应自动释放出入口控制系统，安全疏

散门在出入口控制系统释放后应能随时开启；
４　重要工作室应设置出入口控制装置。集中收款处、重要

物品库房宜设置出入口控制装置。
１４４２　出入口控制系统宜由前端识读装置与执行机构、传输部

件、处理与控制设备、显示记录设备四个主要部分组成。
１４４３　系统的受控制方式、识别技术及设备装置，应根据实际

控制需要、管理方式及投资等情况确定。
１４４４　系统前端识读装置与执行机构，应保证操作的有效性和

可靠性，宜具有防尾随、防返传措施。
１４４５　不同的出入口，应设定不同的出入权限。系统应对设防

区域的位置、通行对象及通行时间等进行实时控制和多级程序

控制。
１４４６　现场控制器宜安装在读卡机附近房间内、弱电间等隐蔽

处。读卡机应安装在出入口旁，安装高度距地不宜高于１５ｍ。
１４４７　系统管理主机宜对系统中的有关信息自动记录、打印、
存储，并有防篡改和防销毁等措施。
１４４８　当系统管理主机发生故障、检修或通信线路故障时，各

出入口现场控制器应脱机正常工作。现场控制器应具有备用电

源，当正常供电电源失电时，应可靠工作２４ｈ，并保证信息数据

记忆不丢失。
１４４９　系统宜独立组网运行，并宜具有与入侵报警系统、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电子巡查系统等集成或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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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
１４４１０　系统应具有对强行开门、长时间门不关、通信中断、
设备故障等非正常情况的实时报警功能。
１４４１１　系统宜具有纳入 “一卡通”管理的功能。
１４４１２　根据需要可在重要出入口处设置Ｘ射线安检设备、金

属探测门、爆炸物检测仪等防爆安检系统。

１４５　电子巡查系统

１４５１　电子巡查系统应根据建筑物的使用性质、功能特点及安

全技术防范管理要求设置。对巡查实时性要求高的建筑物，宜采

用在线式电子巡查系统。其他建筑物可采用离线式电子巡查

系统。
１４５２　巡查站点应设置在建筑物出入口、楼梯前室、电梯前

室、停车库 （场）、重点防范部位附近、主要通道及其他需要设

置的地方。巡查站点设置的数量应根据现场情况确定。
１４５３　巡查站点识读器的安装位置宜隐蔽，安装高度距地宜为

１３～１５ｍ。
１４５４　在线式电子巡查系统，应具有在巡查过程发生意外情况

及时报警的功能。
１４５５　在线式电子巡查系统宜独立设置，可作为出入口控制系

统或入侵报警系统的内置功能模块而与其联合设置，配合识读器

或钥匙开关，达到实时巡查的目的。
１４５６　独立设置的在线式电子巡查系统，应与安全管理系统联

网，并接受安全管理系统的管理与控制。
１４５７　离线式电子巡查系统应采用信息识读器或其他方式，对

巡查行动、状态进行监督和记录。巡查人员应配备可靠的通信工

具或紧急报警装置。
１４５８　巡查管理主机应利用软件，实现对巡查路线的设置、更

改等管理，并对未巡查、未按规定路线巡查、未按时巡查等情况

进行记录、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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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６　停车库 （场）管理系统

１４６１　有车辆进出控制及收费管理要求的停车库 （场）宜设置

停车库 （场）管理系统。
１４６２　系统应根据安全技术防范管理的需要及用户的实际需

求，合理配置下列功能：
１　入口处车位信息显示、出口收费显示；
２　自动控制出入挡车器；
３　车辆出入识别与控制；
４　自动计费与收费管理；
５　出入口及场内通道行车指示；
６　泊位显示与调度控制；
７　保安对讲、报警；
８　视频安防监控；
９　车牌和车型自动识别、认定；
１０　多个出入口的联网与综合管理；
１１　分层 （区）的车辆统计与车位显示；
１２　５００辆及以上的停车场 （库）分层 （区）的车辆查询

服务。
其中１～４款为基本配置，其他为可选款配置。

１４６３　出、验票机或读卡器的选配应根据停车场 （库）的使用

性质确定，短期或临时用户宜采用出、验票机管理方式；长期或

固定用户宜采用读卡管理方式。当功能暂不明确或兼有的项目宜

采用综合管理方式。
１４６４　停车库 （场）的入口区应设置出票读卡机，出口区应设

置验票读卡机。停车库 （场）的收费管理室宜设置在出口区。
１４６５　读卡器宜与出票 （卡）机和验票 （卡）机合放在一起，
安装在车辆出入口安全岛上，距栅栏门 （挡车器）距离不宜小于

２２ｍ，距地面高度宜为１２～１４ｍ。
１４６６　停车场 （库）内所设置的视频安防监控或入侵报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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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除在收费管理室控制外，还应在安防控制中心 （机房）进行

集中管理、联网监控。摄像机宜安装在车辆行驶的正前方偏左的

位置，摄像机距地面高度宜为２０～２５ｍ，距读卡器的距离宜为

３～５ｍ。
１４６７　有快速进出停车库 （场）要求时，宜采用远距离感应读

卡装置。有一卡通要求时应与一卡通系统联网设计。
１４６８　停车库 （场）管理系统应具备先进、灵活、高效等特

点，可利用免费卡、计次卡、储值卡等实行全自动管理，亦可利

用临时卡实行人工收费管理。
１４６９　车辆检测地感线圈宜为防水密封感应线圈，其他线路不

得与地感线圈相交，并应与其保持不少于０５ｍ的距离。
１４６１０　自动收费管理系统可根据停车数量及出入口设置等

具体情况，采用出口处收费或库 （场）内收费两种模式。并

应具有对 人 工 干 预、手 动 开 闸 等 违 规 行 为 的 记 录 和 报 警 功

能。
１４６１１　停车库 （场）管理系统宜独立运行，亦可与安全管理

系统联网。

１４７　住宅 （小区）安全防范系统

１４７１　住宅 （小区）的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宜包括周界安防系

统、公共区域安防系统、家庭安防系统及监控中心。
１４７２　住宅 （小区）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配置标准宜符合表

１４７２的规定。

表１４７２　住宅 （小区）安全技术防范系统配置标准

序号 系统名称 安 防 设 施 住宅配置标准 别墅配置标准

１ 周界安防系统 电子周界防护系统 宜设置 应设置

２
公共区域

安防系统

电子巡查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停车库 （场）管理系统

应设置

可选项
应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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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４７２

序号 系统名称 安 防 设 施 住宅配置标准 别墅配置标准

３
家庭安防

系统

访客对讲系统

紧急求救报警装置

入侵报警系统

应设置

可选项

应设置

４ 监控中心
安全管理系统

各子系统宜

联动设置

各子系统应

联动设置

可靠通信工具 必须设置 必须设置

１４７３　周界安防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电子周界安防系统应预留联网接口；

２　别墅区周界宜设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１４７４　公共区域的安防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电子巡查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住宅小区宜采用离线式电子巡查系统，别墅区宜采

用在线式电子巡查系统；

２）离线式电子巡查系统的信息识读器安装高度，宜为

１３～１５ｍ；

３）在线式电子巡查系统的管线宜采用暗敷。

２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住宅小区的主要出入口、主要通道、电梯轿厢、周

界及重要部位宜安装监控摄像机；

２）室外摄像机的选型及安装应采取防水、防晒、防雷

等措施；

３）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应与监控中心计算机联网。

３　住宅 （小区）停车库 （场）管理系统的设计，应符合本

规范第１４６节的规定。
１４７５　家庭安全防范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访客对讲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别墅宜选用访客可视对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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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主机宜安装在单元入口处防护门上或墙体内，安装

高度宜为１３～１５ｍ；室内分机宜安装在过厅或起

居室内，安装高度宜为１３～１５ｍ；
３）访客对讲系统应与监控中心主机联网。

２　紧急求助报警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宜在起居室、卧室或书房不少于一处，安装紧急求

助报警装置；
２）紧急求助信号应同时报至监控中心。

３　入侵报警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可在住户室内、户门、阳台及外窗等处，选择性地

安装入侵报警探测装置；
２）入侵报警系统应预留联网接口。

１４７６　监控中心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住宅小区安防监控中心应具有自身的安防设施；
２　监控中心应对小区内的周界安防系统、公共区域安防系

统、家庭安防系统等进行监控和管理；
３　监控中心应配置可靠的有线或无线通信工具，并留有与

接警中心联网的接口；
４　监控中心可与住宅小区管理中心合用。

１４７７　住宅 （小区）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尚应符合本章其

他各节的有关规定。

１４８　管 线 敷 设

１４８１　室内线路布线设计应做到短捷、隐蔽、安全、可靠，减

少与其他系统交叉及共用管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线缆选型应根据各系统不同功能要求采用不同类型及规

格的线缆；
２　线缆保护管宜采用金属导管、难燃型刚性塑料导管、封

闭式金属线槽或难燃型塑料线槽；
３　重要线路应选用阻燃型线缆，采用金属导管保护，并应

０２２



暗敷在非燃烧体结构内。当必须明敷时，应采取防火、防破坏等

安全保护措施；
４　当与其他弱电系统共用线槽时，宜分类加隔板敷设；
５　重要场所的布线槽架，应有防火及槽盖开启限制措施。

１４８２　交流２２０Ｖ供电线路应单独穿导管敷设。
１４８３　穿导管线缆的总截面积，直段时不应超过导管内截面积

的４０％，弯段时不应超过导管内截面积的３０％。敷设在线槽内

的线缆总截面积，不应超过线槽净截面积的５０％。
１４８４　室外线路敷设宜根据现有地形、地貌、地上及地下设施

情况，结合安防系统的具体要求，选择导管、排管或电缆隧道等

敷设方式，并应符合现行国家通信行业标准 《通信管道与通信工

程设计规范》ＹＤ５００７的规定。
１４８５　传输线路的防护设计，应根据现场实际环境条件和容易

遭受损坏或人为破坏等因素，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１４８６　管线敷设，尚应符合本规范第２０章的有关规定。

１４９　监 控 中 心

１４９１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监控中心宜设置在建筑物一层，可与

消防、ＢＡＳ等控制室合用或毗邻，合用时应有专用工作区。监

控中心宜位于防护体系的中心区域。
１４９２　监控中心的使用面积应与安防系统的规模相适应，不宜

小于２０ｍ２。与值班室合并设置时，其专用工作区面积不宜小

于１２ｍ２。
１４９３　重要建筑的监控中心，宜设置对讲装置或出入口控制装

置。宜设置值班人员卫生间和空调设备。
１４９４　系统监控中心应设置为禁区，应有保证自身安全的防护

措施和进行内外联络的通信手段，并应设置紧急报警装置和留有

向上一级接处警中心报警的通信接口。
１４９５　监控中心的设备布置、环境条件及对土建专业的要求应

符合本规范第２３２～２３３节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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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９６　电源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监控中心应设置专用配电箱，由专用线路直接供电，并

宜采用双路电源末端自投方式，主电源容量不应小于系统设备额

定功率的１５倍；
２　当电源电压波动较大时，应采用交流净化稳压电源，其

输出功率不应小于系统使用功率的１５倍；
３　重要建筑的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采用在线式不间断电

源供电，不间断电源应保证系统正常工作６０ｍｉｎ。其他建筑的安

全技术防范系统宜采用不间断电源供电。
１４９７　防雷与接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系统的电源线、信号传输线、天线馈线以及进入监控中

心的架空电缆入室端，均应采取防雷电波侵入及过电压保护

措施；
２　系统监控中心的接地应符合本规范第２３４２条的规定；
３　室外前端摄像设备宜采取防雷措施。

１４１０　联动控制和系统集成

１４１０１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集成设计宜包括子系统集成设计

和安全管理系统的集成设计，宜纳入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ＢＭＳ）
集成设计。
１４１０２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集成方式和集成范围，应根据使用

者的需求确定。
１４１０３　入侵报警系统宜与视频安防监控系统联动或集成，发

生报警时，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应立即启动摄像、录音、辅助照明

等装置，并自动进入实时录像状态。
１４１０４　出入口控制系统应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在火灾

等紧急情况下，立即打开相关疏散通道的安全门或预先设定

的门。
１４１０５　在线式电子巡查系统及入侵报警系统，宜与出入口控

制系统联动，当警情发生时，系统可立即封锁相关通道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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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０６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宜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在火

灾情况下，可自动将监视图像切换至现场画面，监视火灾趋势，
向消防人员提供必要信息。
１４１０７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各子系统可子系统集成自成垂直

管理体系，也可通过统一的通信平台和管理软件等将各子系统联

网，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综合安全管理系统，即集成式安全技术

防范系统。
１４１０８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集成，宜在通用标准的软硬件平

台上，实现互操作、资源共享及综合管理。
１４１０９　集成式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采用先进、成熟、具有简

体中文界面的应用软件。系统应具有容错性、可维修性及维修保

障性。
１４１０１０　当综合安全管理系统发生故障时，各子系统应能单独

运行。某子系统出现故障，不应影响其他子系统的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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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接收系统

１５１　一 般 规 定

１５１１　有线电视系统的设计应符合质量优良、技术先进、经济

合理、安全适用的原则，并应与城镇建设规划和本地有线电视网

的发展相适应。
１５１２　系统设计的接收信号场强，宜取自实测数据。当获取实

测数据确有困难时，可采用理论计算的方法计算场强值。
１５１３　在新建和扩建小区的组网设计中，宜以自设前端或子分

前端、光纤同轴电缆混合网 （ＨＦＣ）方式组网，或光纤直接入

户 （ＦＴＴＨ）。网络宜具备宽带、双向、高速及三网融合功能。
１５１４　系统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有线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２００、 《声音和电视信号的

电缆分配系统》ＧＢ／Ｔ６５１０及行业标准 《有线广播 电视系统技

术规范》ＧＹ／Ｔ１０６的规定。

１５２　有线电视系统设计原则

１５２１　有线电视系统规模宜按用户终端数量分为下列四类：
Ａ类：１００００户以上；
Ｂ类：２００１～１００００户；
Ｃ类：３０１～２０００户；
Ｄ类：３００户以下。

１５２２　建筑物与建筑群光纤同轴电缆混合网 （ＨＦＣ），宜由自

设分前端或子分前端、二级光纤链路网、同轴电缆分配网及用户

终端四部分组成，典型的网络拓扑结构宜符合图１５２２的规定。
１５２３　系统设计时应明确下列主要条件和技术要求：

１　系统规模、用户分布及功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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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２２　ＨＦＣ典型网络拓扑结构

２　接入的有线电视网或自设前端的各类信号源和自办节目

的数量、类别；
３　城镇的有线电视系统，应采用双向传输及三网融合技术方案；
４　接收天线设置点的实测场强值或理论计算的信号场强值

及有线电视网络信号接口参数；
５　接收天线设置点建筑物周围的地形、地貌以及干扰源、

气象和大气污染状况等。
１５２４　系统应满足下列性能指标：

１　载噪比 （Ｃ／Ｎ）应大于或等于４４ｄＢ；
２　交扰调制比 （ＣＭ）应大于或等于４７ｄＢ （５５０ＭＨｚ系

统），可按下式计算：
ＣＭ＝４７＋１０ｌｇ（Ｎ０／Ｎ） （１５２４）

式中　Ｎ０———系统设计满频道数；
Ｎ———系统实际传输频道数。

３　载波互调比 （ＩＭ）应大于或等于５８ｄＢ；
４　载波复合二次差拍比 （Ｃ／ＣＳＯ）应大于或等于５５ｄＢ；
５　载波复合三次差拍比 （Ｃ／ＣＴＢ）应大于或等于５５ｄＢ。

１５２５　有线电视系统频段的划分应采用低分割方式，各种业务

信息以及上行和下行频段划分应符合表１５２５的规定。

表１５２５　双向传输系统频段划分

频率范围

（ＭＨｚ）
调制方式 现行名称

用　　　途

模拟为主兼传数字 全数字信号

５～６５ ＱＰＳＫ、ｍＱＡＭ 低端上行 上行数字业务

６５～８７ — 低端隔离带 在低端隔离上下行通带

５２２



续表１５２５

频率范围

（ＭＨｚ）
调制方式 现行名称

用　　　途

模拟为主兼传数字 全数字信号

８７～１０８ ＦＭ 调频广播 调频广播

１０８～１１１ ＦＳＫ 系统业务 网管、控制

１１１～５５０ ＡＭＶＳＢ 模拟电视 模拟电视

５５０～８６２ ｍＱＡＭ 数字业务
数字图像、声音、

数据

数字图像、声音、

数据及网管、控制

８６２～９００ — 高端隔离带 在高端隔离上下行通带

９００～１０００ ｍＱＡＭ 高端上行 预留

１５２６　有线电视系统的信号传输方式应根据有线电视网络的现

状和发展、系统的规模和覆盖区域进行设计，当全部采用邻频传

输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在城市中设计有线电视系统时，其信号源应从城市有线

电视网接入，可根据需要设置自设分前端。Ａ类、Ｂ类及Ｃ类系

统传输上限频率宜采用８６２ＭＨｚ系统，Ｄ类系统可根据需要和

有线电视网发展规划选择上限频率。

２　传输频道数与上限频率应符合下列对应关系：

１）５５０ＭＨｚ系统，可用频道数６０；

２）７５０ＭＨｚ系 统，除６０个 模 拟 频 道 外，５５０ＭＨｚ～
７５０ＭＨｚ带宽可传送２５个数字频道；

３）８６２ＭＨｚ系 统，除６０个 模 拟 频 道 外，５５０ＭＨｚ～
８６２ＭＨｚ带宽可传送３９个数字频道。

３　城市有线电视系统及 ＨＦＣ网络，应按双向传输方式

设计。

４　主干线及部分支干线应使用光纤传输，宜采用星形拓扑

结构。分配网络可使用同轴电缆，采用星形为主、星树形结合的

拓扑结构。

１５２７　当小型城镇不具备有线电视网，采用自设接收天线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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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设备系统时，Ｃ类及以下的小系统或干线长度不超过１５ｋｍ
的系统，可保持原接收频道的直播。Ｂ类及以上的较大系统、干

线长度超过１５ｋｍ的系统或传输频道超过２０套节目的系统，宜

采用５５０ＭＨｚ及以上传输方式。
１５２８　当采用自设接收天线及前端设备系统时，有线电视频道

配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基本保持原接收频道的直播；
２　强场强广播电视频道转换为其他频道播出；
３　配置受环境电磁场干扰小的频道。

１５２９　系统输出口的模拟电视信号输出电平，宜取 （６９±６）
ｄＢμＶ。系统相邻频道输出电平差不应大于２ｄＢ，任意频道间的

电平差不宜大于１２ｄＢ。
１５２１０　系 统 数 字 信 号 电 平 应 低 于 模 拟 电 视 信 号 电 平，６４
ＱＡＭ应低于１０ｄＢ，２５６ＱＡＭ应低于６ｄＢ。

１５３　接 收 天 线

１５３１　接收天线应具有良好电气性能，其机械性能应适应当地

气象和大气污染的要求。
１５３２　接收天线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接收ＶＨＦ段信号时，应采用频道天线，其频带宽度

为８ＭＨｚ。
２　当接收ＵＨＦ段信号时，应采用频段天线，其带宽应满

足系统的设计要求。接收天线各频道信号的技术参数应满足系统

前端对输入信号的质量要求。
３　接收天线的最小输出电平可按公式 （１５３２）计算，当

不满足公式 （１５３２）要求时，应采用高增益天线或加装低噪声

天线放大器：
Ｓｍｉｎ≥（Ｃ／Ｎ）ｈ＋Ｆｈ＋２４ （１５３２）

式中　Ｓｍｉｎ———接收天线的最小输出电平 （ｄＢ）；
Ｆｈ———前端的噪声系数 （ｄ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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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Ｎ）ｈ———天线输出端的载噪比 （ｄＢ）；

２４———ＰＡＬＤ制式的热噪声电平 （ｄＢμＶ）。

４　当某频道的接收信号场强大于或等于１００ｄＢμＶ／ｍ时，
应加装频道转换器或解调器、调制器。

５　接收信号的场强较弱或环境反射波复杂，使用普通天线

无法保证前端对输入信号的质量要求时，可采用高增益天线、抗

重影天线、组合天线 （阵）等特殊形式的天线。

１５３３　当采用宽频带组合天线时，天线输出端或天线放大器输

出端应设置分频器或接收的电视频道的带通滤波器。

１５３４　接收天线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宜避开或远离干扰源，接收地点场强宜大于５４ｄＢμＶ／ｍ，
天线至前端的馈线应采用聚乙烯外护套、铝管或四屏蔽外导体的

同轴电缆，其长度不宜大于３０ｍ。

２　天线与发射台之间，不应有遮挡物和可能的信号反射，
并宜远离电气化铁路及高压电力线等。天线与机动车道的距离不

宜小于２０ｍ。

３　天线宜架设在较高处，天线与铁塔平台、承载建筑物顶

面等导电平面的垂直距离，不应小于天线的工作波长。

４　天线位置宜设在有线电视系统的中心部位。

１５３５　独立塔式接收天线的最佳高度，可按下式计算：

ｈｊ＝λ
·ｄ
４ｈｉ

（１５３５）

式中　ｈｊ———天线安装的最佳绝对高度 （ｍ）；

λ———该天线接收频道中心频率的波长 （ｍ）；

ｄ———天线杆塔至电视发射塔之间的距离 （ｍ）；

ｈｉ———电视发射塔的绝对高度 （ｍ）。

１５４　自 设 前 端

１５４１　自设前端设备应根据节目源种类、传输方式及功能需求

设置，并应与当地有线电视网协调。

８２２



１５４２　自设前端设施应设在用户区域的中心部位，宜靠近信

号源。
１５４３　在有线电视网覆盖范围以外或不接收有线电视网的建筑

区域，可自设开路接收天线、卫星接收天线及前端设备。
１５４４　自设前端系统的载噪比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 《有线电视

系统工程技术规范》ＧＹ／Ｔ１０６规定的相应基本模式的指标分配

要求。
１５４５　自设前端输入电平应满足前端系统的载噪比要求，自设

前端输入的最小电平可按公式 （１５３２）计算。
１５４６　自设前端系统不宜采用带放大器的混合器。当采用插入

损耗小的分配式多路混合器时，其空闲端必须终接７５Ω负载

电阻。
１５４７　自设前端的上、下行信号均应采用四屏蔽电缆和冷压连

接器连接。
１５４８　当民用建筑只接收当地有线电视网节目信号时，应符合

下列规定：
１　系统接收设备宜在分配网络的中心部位，应设在建筑物

首层或地下一层；
２　每２０００个用户宜设置一个子分前端；
３　每５００个用户宜设置一个光节点，并应留有光节点光电

转换设备间，用电量可按２ｋＷ计算。
１５４９　自设前端输出的系统传输信号电平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直接馈送给电缆时，应采用低位频段低电平、高位频段

高电平的电平倾斜方式；
２　通过光链路馈送给电缆时，下行光发射机的高频输入必

须采用电平平坦方式。
１５４１０　前端放大器应满足工作频带、增益、噪声系数、非线

性失真等指标要求，放大器的类型宜根据其在系统中所处的位置

确定。
１５４１１　当单频道接收天线及前端专用频道需要设置放大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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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采用单频道放大器。
前端各频道的信号电平应基本一致，邻近频道的信号电平差

不应大于２ｄＢ，应采用低增益 （１８～２２ｄＢ）、高线性宽带放大器。

１５５　传输与分配网络

１５５１　当有线电视系统规模小 （Ｃ、Ｄ类）、传输距离不超过

１５ｋｍ时，宜采用同轴电缆传输方式。
１５５２　当系统规模较大、传输距离较远时，宜采用光纤同轴电

缆混合网 （ＨＦＣ）传输方式，也可根据需要采用光纤到最后一

台放大器 （ＦＴＴＬＡ）或光纤到户 （ＦＴＴＨ）的方式。
１５５３　综合有线电视信息网及 ＨＦＣ网络设计，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系统应采用双向传输网络。
２　双向传输系统中，所有设备器件均应具有双向传输功能。
３　双向传输分配网络宜采用星形分配、集中分支方式。
４　电缆分配网络的下行通道和上行通道，均宜采用单位增

益法，用户分配网络的拓扑结构宜简单、对称，以利于上行电平

的均等、均衡。
５　各类设备、器件、连接器、电缆均应具有良好的屏蔽性

能，屏蔽系数应大于或等于１００ｄＢ。室外设备５／８ｉｎ２４连接器系

列宜选用直通型，室内设备Ｆ连接器应选用冷压型。同轴电缆

应采用高屏蔽系数的产品，室外敷设应采用铝管外导体电缆，室

内敷设应采用四屏蔽外导体电缆。
６　每一台双向分配放大器，必须内配上行宽带放大器。双

向干线放大器，当线路的实际损耗较大时，宜内配上行宽带放

大器。
７　ＨＦＣ网络内任何有源设备的输出信号总功率不应超

过２０ｄＢｍ。
８　一个光节点覆盖的用户数宜在５００以内，以利于提高上

行户均速率和减少干扰、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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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５４　光纤同轴电缆混合网的技术指标分配系数，可按同轴电

缆的指标分配，并保证光链路噪声失真平衡的基本指标。
１５５５　光纤同轴电缆混合网，由下行光发射机、光分路器、光

纤 （距离远时增设中继站）、光节点 （含下行光接收机、上行光

发射机）、上行光接收机及电缆分配网络组成，其系统宜符合图

１５５５的规定。

图１５５５　光纤到节点的典型系统

１５５６　光纤同轴电缆混合网的拓扑结构宜采用 “环—星—星

树”形，即一级光纤链路采用环形或双环形结构，二级光纤链路

宜采用星形结构，电缆分配网络采用星树形结构。
１５５７　有线电视系统一 （二）级ＡＭ光纤链路，应满足下列

指标要求：
１　载噪比Ｃ／Ｎ应大于或等于５０（４８）ｄＢ；
２　载波复合二次差拍比Ｃ／ＣＳＯ应大于或等于６０（５８）ｄＢ；
３　载波复合三次差拍比Ｃ／ＣＴＢ应大于或等于６５（６３）ｄＢ。

１５５８　光纤及光设备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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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光纤有线电视网络应采用Ｇ６５２单模光纤；
２　当 光 节 点 较 少 且 传 输 距 离 不 大 于３０ｋｍ 时，宜 采 用

１３１０ｎｍ波长；
３　在远距离传输系统中，宜采用１５５０ｎｍ波长；
４　在满足光传输链路技术指标的前提下，宜选择光输出功

率较小的光发射机；同一前端的光发射机输出功率宜一致，以便

备机；
５　一台下行光发射机通过光分路器可带２０００户及其相应的

光节点。
１５５９　ＨＦＣ网络光纤传输部分，其上、下行信号宜采用空分

复用 （ＳＤＭ）方式。同轴电缆传输部分，其上、下行信号宜采

用频分复用 （ＦＤＭ）方式。
１５５１０　ＨＦＣ网络上、下行传输通道主要技术参数，应符合下

列要求：
１　下行传输通道主要技术参数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系统输出口电平应为６０～８０ｄＢμＶ；
２）载噪比应大于或等于４３ｄＢ （Ｂ＝５７５ＭＨｚ）；
３）载波互调比应大于或等于５７ｄＢ （对电视频道的单频

干扰）或５４ｄＢ （电视频道内单频互调干扰）；
４）载波复合三次差拍比应大于或等于５４ｄＢ；
５）载波复合二次互调比应大于或等于５４ｄＢ；
６）交扰调制比应大于或等于４７＋１０ｌｇ（Ｎ０／Ｎ）ｄＢ；
７）载波交流声比应小于或等于３％；
８）回波值应小于或等于７％；
９）系统输出口相互隔离度应大于或等于３０ｄＢ （ＶＨＦ）

或２２ｄＢ （其他）。
２　上行传输通道主要技术参数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频率范围应为５～６５ＭＨｚ（基本信道）；
２）标称上行端口输入电平应为１００ｄＢμＶ （设计标称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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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上行传输路由增益差应小于或等于１０ｄＢ （任意用户

端口上行）；
４）上行最大过载电平应大于或等于１１２ｄＢμＶ；
５）上 行 通 道 频 率 响 应 应 小 于 或 等 于 ２５ｄＢ （每

２ＭＨｚ）；
６）载波／汇集噪声比应大于或等于２２ｄＢ （Ｒａ波段）或

２６ｄＢ （Ｒｂ、Ｒｃ波段）；
７）上行通道传输延时应小于或等于８００μｓ；
８）回波值应小于或等于１０％；
９）上行通道群延时应小于或等于３０ｎｓ（任意３２ＭＨｚ

范围内）；
１０）信号交流声调制比应小于或等于７％。

１５５１１　干线放大器在常温时的输入电平和输出电平的设计值，
应根据干线长度、选用的干线电缆特性、干线放大器特性和数量

等因素，在满足输入电平最低限值及输出电平最高限值前提下，
留有一定的余量后确定。

对于设有自动电平调节 （ＡＬＣ）电路的干线系统：
Ｓ′ｉａ＝Ｓｉａ＋（２～４） （１５５１１１）
Ｓ′ｏａ＝Ｓｏａ－（２～４） （１５５１１２）

　　对于未设ＡＬＣ电路的干线系统：
Ｓ′ｉａ＝Ｓｉａ＋（５～８） （１５５１１３）
Ｓ′ｏａ＝Ｓｏａ－（５～８） （１５５１１４）

式中　Ｓｉａ———干线放大器输入最低电平限值 （ｄＢμＶ）；
Ｓ′ｉａ———干线放大器输入电平的设计值 （ｄＢμＶ）；
Ｓｏａ———干线放大器输出最高电平限值 （ｄＢμＶ）；
Ｓ′ｏａ———干线放大器输出电平的设计值 （ｄＢμＶ）。

１５５１２　为保证干线传输部分的性能指标，宜采用下列措施：
１　同一传输干线的干线放大器，宜设置在其设计增益等于

或略大于 （２ｄＢ内）前端传输损耗的位置；
２　宜采用低噪声、低温漂、适中增益的干线放大器；

３３２



３　宜采用具有良好带通特性、较高非线性指标的干线放

大器；
４　宜采用低损耗、屏蔽性和稳定性较好的电缆；
５　宜采用桥接放大器或定向耦合器向用户群提供分配点；
６　宜减少干线传输损耗，在线路中少插入或不插入分支器、

分配器等；如插入分支器，分支损耗不宜大于１２ｄＢ，以平衡上

行电平；
７　干线放大器与分配放大器宜分开设置，并符合下列要求：
１）干线放大器应低增益、中等电平输出、只级联、不

带户；
２）分配放大器应高增益、较高电平输出、末级单台、

只带户。
１５５１３　为处理光节点以下电缆分配网络的噪声和非线性失真

关系，宜采取下列措施：
１　干线放大器噪声失真平衡；
２　分配放大器在非线性失真语序的前提下，宜提高输出

电平。
１５５１４　当系统有分支信号放大要求时，可选用桥接放大器。
当只放大和补偿线路损耗时，可选用延长放大器，延长放大器的

级联不应超过两级。
１５５１５　电缆干线系统的放大器，宜采用输出交流６０Ｖ的供电

器通过电缆芯线供电，其间的分支分配器应采用电流通过型。
１５５１６　电缆传输网应按下列程序进行设计：

１　按系统规模及干线长度选择电缆；
２　以系统最长干线计算电长度，确定干线系统Ｃ／Ｎ、ＣＭ、

Ｃ／ＣＴＢ、Ｃ／ＣＳＯ指标的分配系数；
３　按干线的电长度确定干线放大器的增益及级联数；
４　按系统规模、增益、放大器供电方式，选择放大器的型

号；计算确定干线放大器实用的最低输入电平和最高输出电平；
５　设计计算干线放大器供电线路，确定供电器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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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验算传输系统指标。
１５５１７　用户分配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应将正向传输信号合理地分配给各用户终端，上行信号

工作稳定。
２　用户分配系统宜采用分配—分支、分支—分配、集中分

支分配等方式。
３　应采用下列均等均衡的分配原则：
１）宜采用星形分配方式，减少串接分支器；
２）应选择合理的分配方案，使每户信号功率相似；
３）宜选择不同规格的电缆及其长度，保证系统的均衡。

４　不得将分配线路的终端直接作为用户终端。
５　分配设备的空闲端口和分支器的输出终端，均应终接

７５Ω负载电阻。
６　系统输出口宜选用双向传输用户终端盒。

１５６　卫星电视接收系统

１５６１　卫星电视接收系统宜由抛物面天线、馈源、高频头、功

率分配器和卫星接收机组成。设置卫星电视接收系统时，应得到

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
１５６２　用于卫星电视接收系统的接收站天线，其主要电性能要

求宜符合表１５６２的规定。

表１５６２　Ｃ频段、Ｋｕ频段天线主要电性能要求

技术参数 Ｃ频段要求 Ｋｕ频段要求 天线直径、仰角

接收频段 ３７～４２ＧＨｚ １０９～１２８ＧＨｚ Ｃ频段≥３ｍ

天线增益 ４０ｄＢ ４６ｄＢ Ｃ频段≥３ｍ

天线效率 ５５％ ５８％ Ｃ、Ｋｕ≥３ｍ

噪声温度 ≤４８Ｋ ≤５５Ｋ 仰角２０°时

驻波系数 ≤１３ ≤１３５ Ｃ频段≥３ｍ

１５６３　Ｃ频段、Ｋｕ频段高频头的主要技术参数，宜符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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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６３的规定。

表１５６３　Ｃ频段、Ｋｕ频段高频头主要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Ｃ频段要求 Ｋｕ频段要求 备　　注

工作频段 ３７～４２ＧＨｚ １１７～１２２ＧＨｚ 可扩展

输出频率范围 ９５０～２１５０ＭＨｚ —

功率增益 ≥６０ｄＢ ≥５０ｄＢ —

振幅／频率特性 ≤３５ｄＢ ±３ｄＢ 带宽５００ＭＨｚ

噪声温度 ≤１８Ｋ ≤２０Ｋ －２５～２５°Ｃ

镜像干扰抑制比 ≥５０ｄＢ ≥４０ｄＢ —

输出口回波损耗 ≥１０ｄＢ ≥１０ｄＢ —

１５６４　卫星电视接收机应选用高灵敏、低噪声的产品设备。

１５６５　卫星电视接收站站址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宜选择在周围无微波站和雷达站等干扰源处，并应避开

同频干扰；

２　应远离高压线和飞机主航道；

３　应考虑风沙、尘埃及腐蚀性气体等环境污染因素；

４　卫星信号接收方向应保证无遮挡。

１５６６　卫星电视接收天线应根据所接收卫星采用的转发器，选

用Ｃ频段或Ｋｕ频段抛物面天线。天线增益应满足卫星电视接收

机对输入信号质量的要求。

１５６７　当天线直径小于４５ｍ时，宜采用前馈式抛物面天线。
当天线直径大于或等于４５ｍ，且对其效率及信噪比均有较高要

求时，宜采用后馈式抛物面天线。当天线直径小于或等于１５ｍ
时，特别是Ｋｕ频段电视接收天线宜采用偏馈式抛物面天线。

１５６８　天线直径大于或等于５ｍ时，宜采用电动跟踪天线。

１５６９　在建筑物上架设天线，应将天线基础做法、各类荷载

等，提供给结构专业设计人员，确定具体的安装位置及基础

形式。

１５６１０　天线的机械强度应满足其不同的工作环境要求。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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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宜选用玻璃钢结构天线，风力较大地区宜选用网状天线。
１５６１１　卫星电视接收站宜与前端合建在一起。室内单元与馈

源之间的距离不宜超过３０ｍ，信号衰减不应超过１２ｄＢ。信号线

保护导管截面积不应小于馈线截面积的４倍。

１５７　线 路 敷 设

１５７１　有线电视系统的信号传输线缆，应采用特性阻抗为７５Ω
的同轴电缆。当选择光纤作为传输介质时，应符合广播电视短程

光缆传输的相关规定。重要线路应考虑备用路由。
１５７２　室内线路的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新建或有内装饰的改建工程，采用暗导管敷设方式，在

已建建筑物内，可采用明敷方式；
２　在强场强区，应穿钢导管并宜沿背对电视发射台方向的

墙面敷设。

１５８　供电、防雷与接地

１５８１　有线电视系统应采用单相２２０Ｖ、５０Ｈｚ交流电源供电，
电源配电箱内，宜根据需要安装浪涌保护器。
１５８２　自设前端供电宜采用ＵＰＳ电源，其标称功率不应小于

使用功率的１５倍。
１５８３　当干线系统中有源器件采用集中供电时，宜由供电器向

光节点和宽带放大器供电。用户分配系统不应采用电缆芯线

供电。
１５８４　电缆进入建筑物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架空电缆引入时，在入户处加装避雷器，并将电缆金属

外护层及自承钢索接到电气设备的接地网上；
２　光缆或同轴电缆直接埋地引入时，入户端应将光缆的加

强钢芯或同轴电缆金属外皮与接地网相连。
１５８５　天线竖杆 （架）上应装设避雷针。如果另装独立的避雷

针，其与天线最接近的振子或竖杆边缘的间距必须大于３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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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保护全部天线振子。
１５８６　沿天线竖杆 （架）引下的同轴电缆，应采用四屏蔽电缆

或铝管电缆。电缆的外导体应与竖杆 （或防雷引下线）和建筑物

的避雷带有良好的电气连接。
１５８７　若天线放大器设置在竖杆上，电缆线必须穿金属导管敷

设，其金属导管应与竖杆 （架）有良好的电气连接。
１５８８　进入前端的天线馈线，应采取防雷电波侵入及过电压保

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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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广播、扩声与会议系统

１６１　一 般 规 定

１６１１　本章适用于民用建筑中，广播、扩声 与 会 议 系 统 的

设计。
１６１２　公共建筑应设置广播系统，系统的类别应根据建筑规

模、使用性质和功能要求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办公楼、商业楼、院校、车站、客运码头及航空港等建

筑物，宜设置业务性广播，满足以业务及行政管理为主的广播

要求；
２　星级饭店、大型公共活动场所等建筑物，宜设置服务性

广播，满足以欣赏性音乐、背景音乐或服务性管理广播为主的

要求；
３　火灾应急广播的设置与要求，应符合本规范第１３章的

规定。
１６１３　扩声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扩声系统应根据建筑物的使用功能、建筑设计和建筑声

学设计等因素确定；
２　扩声系统的设计应与建筑设计、建筑声学设计同时进行，

并与其他有关专业密切配合；
３　除专用音乐厅、剧院、会议厅外，其他场所的扩声系统

宜按多功能使用要求设置；
４　专用的大型舞厅、娱乐厅应根据建筑声学条件，设置相

应的固定扩声系统；
５　下列场所宜设置扩声系统：
１）听众距离讲台大于１０ｍ的会议场所；
２）厅堂容积大于１０００ｍ３的多功能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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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要求声压级较高的场所。
１６１４　会议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会议系统应根据会议厅的规模、使用性质和功能要求

设置；
２　会议厅除设置音频扩声系统外，尚宜设置多媒体演示

系统；
３　需要召开视讯会议的会议厅应设置视频会议系统；
４　有语言翻译需要的会议厅应设置同声传译系统。

１６２　广 播 系 统

１６２１　广播系统根据使用要求可分为业务性广播系统、服务性

广播系统和火灾应急广播系统。
１６２２　广播系统功率馈送制式宜采用单环路式，当广播线路较

长时，宜采用双环路式。
１６２３　设有广播系统的公共建筑应设广播控制室。当建筑物中

的公共活动场所单独设置扩声系统时，宜设扩声控制室。但广播

控制室与扩声控制室间应设中继线联络或采取用户线路转换措

施，以实现全系统联播。
１６２４　广播系统的分路，应根据用户类别、播音控制、广播线

路路由等因素确定，可按楼层或按功能区域划分。
当需要将业务性广播系统、服务性广播系统和火灾应急广播

系统合并为一套系统或共用扬声器和馈送线路时，广播系统分路

宜按建筑防火分区设置。
１６２５　广 播 系 统 宜 采 用 定 压 输 出，输 出 电 压 宜 采 用７０Ｖ
或１００Ｖ。
１６２６　设有有线电视系统的场所，有线广播可采用调频广播与

有线电视信号混频传输，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音乐节目信号、调频广播信号与电视信号混合必须保证

一定的隔离度，用户终端输出处应设分频网络和高频衰减器，以

保证获得最佳电平和避免相互干扰；调频广播信号应比有线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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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低１０～１５ｄＢ；
２　各节目信号频率之间宜有２ＭＨｚ的间隔；
３　系统输出口应使用具有ＴＶ、ＦＭ双向双输出口的用户终

端插座。
１６２７　功率馈送回路宜采用二线制。当业务性广播系统、服务

性广播系统和火灾应急广播系统合并为一套系统时，馈送回路宜

采用三线制。有音量调节装置的回路应采用三线制。
１６２８　广播系统中，从功放设备输出端至线路上最远扬声器间

的线路衰耗，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业务性广播不应大于２ｄＢ （１０００Ｈｚ时）；
２　服务性广播不应大于１ｄＢ （１０００Ｈｚ时）。

１６２９　航空港、客运码头及铁路旅客站的旅客大厅等环境噪声

较高的场所设置广播系统时，应根据噪声的大小自动调节音量，
广播声压级应比环境噪声高出１５ｄＢ。应从建筑声学和广播系统

两方面采取措施，满足语言清晰度的要求。
１６２１０　业务性广播、服务性广播与火灾应急广播合用系统，
在发生火灾时，应将业务性广播系统、服务性广播系统强制切换

至火灾应急广播状态，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火灾应急广播系统仅利用业务性广播系统、服务性广播

系统的馈送线路和扬声器，而火灾应急广播系统的扩声设备等装

置是专用的。当火灾发生时，由消防控制室切换馈送线路，进行

火灾应急广播。
２　火灾应急广播系统全部利用业务性广播系统、服务性广

播系统的扩声设备、馈送线路和扬声器等装置，在消防控制室只

设紧急播送装置。当火灾发生时，可遥控业务性广播系统、服务

性广播系统，强制投入火灾应急广播。并在消防控制室用话筒播

音和遥控扩声设备的开、关，自动或手动控制相应的广播分路，
播送火灾应急广播，并监视扩声设备的工作状态。
３　当客房设有床头柜音乐广播时，不论床头柜内扬声器在

火灾时处于何种状态，都应可靠地切换至应急广播。客房未设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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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柜音乐广播时，在客房内可设专用的应急广播扬声器。

１６３　扩 声 系 统

１６３１　根据使用要求，视听场所的扩声系统可分为语言扩声系

统、音乐扩声系统和语言和音乐兼用的扩声系统。
１６３２　扩声系统的技术指标应根据建筑物用途、类别、服务对

象等因素确定。
１６３３　扩声系统设计的声学特性指标，宜符合表１６３３的

规定。

表１６３３　扩声系统声学特性

扩声系
统类别

分级

声学特性

音乐扩声系统

一级

音乐扩

声系统

二级

语言和

音乐兼

用扩声

系统

一级

语言和

音乐兼

用扩声

系统

二级

语言扩

声系统

一级

语言和

音乐兼

用扩声

系统

三级

语言

扩声

系统

二级

最大声压级
（空场稳态

准峰值声压
级）（ｄＢ）

　０１～６３ｋＨｚ范
围内平均声压级≥
１０３ｄＢ

　０１２５～４０００ｋＨｚ
范围内平均声压级

≥９８ｄＢ

　０２５～４００ｋＨｚ
范围内平均声压级

≥９３ｄＢ

　 ０２５ ～
４００ｋＨｚ范围内
平 均 声 压 级≥
８５ｄＢ

传输频率特性

　００５～１００００ｋＨｚ，
以０１０～６３０ｋＨｚ
平均声压级为０ｄＢ，
则允许偏差为＋４ｄＢ
～ －１２ｄＢ，且 在

０１０～６３０ｋＨｚ内允
许偏差为±４ｄＢ

　００６３～８０００ｋＨｚ，
以１２５～４０００ｋＨｚ的
平均声压级为０ｄＢ，
则允许偏差为＋４ｄＢ
～ －１２ｄＢ，且 在

０１２５～４０００ｋＨｚ内
允许偏差为±４ｄＢ

　０１～６３ｋＨｚ，以

０２５～４００ｋＨｚ的平
均声压级为０ｄＢ，则
允许偏差为＋４ｄＢ～
－１０ｄＢ，且在０２５～
４００ｋＨｚ内允许偏差
为＋４ｄＢ～－６ｄＢ

　０２５～４００ｋＨｚ
以其平均声压级
为０ｄＢ，则 允 许
偏差 为＋４ｄＢ～
－１０ｄＢ

传声增益
（ｄＢ）

　０１～６３ｋＨｚ时的
平均值≥－４ｄＢ（戏
剧演出），≥－８ｄＢ
（音乐演出）

　０１２５～４０００ｋＨｚ
时的平均值≥－８ｄＢ

　０２５～４００ｋＨｚ时
的平均值≥－１２ｄＢ

　０２５～４００ｋＨｚ
时的平均值≥－
１４ｄ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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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６３３

扩声系

统类别

分级

声学特性

音乐扩声系统

一级

音乐扩

声系统

二级

语言和

音乐兼

用扩声

系统

一级

语言和

音乐兼

用扩声

系统

二级

语言扩

声系统

一级

语言和

音乐兼

用扩声

系统

三级

语言扩

声系统

二级

声场不均匀度

（ｄＢ）

　０１ｋＨｚ时 小

于 等 于 １０ｄＢ，

１０～６３ｋＨｚ时

小于或等于８ｄＢ

　１０～４０ｋＨｚ
时 小 于 或 等 于

８ｄＢ

　１０～
４０ｋＨｚ
时 小 于

或 等 于

１０ｄＢ

　１０～
４０ｋＨｚ
时 小 于

或 等 于

８ｄＢ

　１０～４０ｋＨｚ时

小于或等于１０ｄＢ

１６３４　会议厅、报告厅等专用会议场所，应按语言扩声一级标

准设计。

１６３５　室内、外扩声系统的声场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室内声场计算宜采用声能密度叠加法，计算时应考虑直

达声和混响声的叠加，宜增大５０ｍｓ以前的声能密度，减弱声反

馈，加大清晰度；

２　室外扩声应以直达声为主，宜控制５０ｍｓ以后出现的反

射声。

１６３６　扩声系统的扬声器系统应采取分频控制，其分频控制方

式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一般情况下，可选用内带无源电子分频器的组合式扬声

器箱的后期分频控制；

２　要求较高的分单元式扬声器系统，可采用前期分频控制

方式，有源电子分频器应接在控制台与功放设备之间；

３　分频频率可按生产厂家的各类扬声器选取。

１６３７　扩声系统的功率馈送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厅堂类建筑扩声系统宜采用定阻输出，定阻输出的馈送

线路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用户负载应与功率放大器的额定功率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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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功率放大设备的输出阻抗应与负载阻抗匹配；
３）对空闲分路或剩余功率应配接阻抗相等的假负载，

假负载的功率不应小于所替代的负载功率的１５倍；
４）低阻抗输出的广播系统馈送线路的阻抗，应限制在

功放设备额定输出阻抗的允许偏差范围内。
２　体育场、广场类建筑扩声系统，宜采用定压输出；
３　自功放设备输出端至最远扬声器箱间的线路衰耗，在

１０００Ｈｚ时不应大于０５ｄＢ。
１６３８　扩声系统的功放单元应根据需要合理配置，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１　对前期分频控制的扩声系统，其分频功率输出馈送线路

应分别单独分路配线；
２　同一供声范围的不同分路扬声器 （或扬声器系统）不应

接至同一功率单元，避免功放设备故障时造成大范围失声。
１６３９　扩声系统兼作火灾应急广播时，应满足火灾应急广播的

控制要求。
１６３１０　扩声系统的厅堂声压级、混响时间、扬声器声压、功

率计算及导线选择应符合本规范附录Ｇ、Ｈ的规定。

１６４　会 议 系 统

１６４１　会议系统根据使用要求，可分为会议讨论系统、会议表

决系统和同声传译系统。
１６４２　根据会议厅的规模，会议讨论系统宜采用手动、自动控

制方式。
１６４３　会议表决系统的终端，应设有同意、反对、弃权三种可

能选择的按键。
１６４４　同声传译系统的信号输出方式分为有线、无线和两者混

合方式。无线方式可分为感应式和红外辐射式两种，具体选用应

符合下列规定：
１　设置固定式座席的场所，宜采用有线式。在听众的座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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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设置具有耳机插孔、音量调节和语种选择开关的收听盒。
２　不设固定座席的场所，宜采用无线式。当采用感应式同

声传译设备时，在不影响接收效果的前提下，感应天线宜沿吊

顶、装修墙面敷设，亦可在地面下或无抗静电措施的地毯下

敷设。
３　红外辐射器布置安装时应有足够的高度，保证对准听众

区的直射红外光畅通无阻，且不宜面对大玻璃门窗安装。
４　特殊需要时，宜采用有线和无线混合方式。

１６４５　同声传译系统具有直接翻译和二次翻译两种形式，其设

备及用房宜根据二次翻译的工作方式设置，同声传译系统语言清

晰度应达到良好以上。
１６４６　音频会议系统的设计应符合本章的规定，视频会议系统

的设计应符合本规范第２０４节的规定。

１６５　设 备 选 择

１６５１　广播系统设备应根据用户性质、系统功能的要求选择。
扩声系统设备应符合设计选定的扩声系统特性指标的要求。
１６５２　传声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传声器的类别应根据使用性质确定，其灵敏度、频率特

性和阻抗等均应与前级设备的要求相匹配；
２　在选定传声器的频率响应特性时，应与系统中的其他设

备的频率响应特性相适应；传声器阻抗及平衡性应与调音台或前

置增音机相匹配；
３　应选择抑制声反馈性能好的传声器；
４　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择传声器的类别，满足语言或音

乐扩声的要求；
５　当传声器的连接线超过１０ｍ时，应选择平衡式、低阻抗

传声器；
６　录音与扩声中主传声器应选用灵敏度高、频带宽、音色

好、多指向性的高质量电容传声器或立体声传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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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５３　扩声系统的前级增音机、调音控制台、扩声控制台、传

译控制台等前端控制设备，应满足话路、线路输入、输出的数量

要求，并具有转送信号的功能，其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对于大型较复杂的扩声系统，前级增音机不应少于２个

声道，各声道应独立工作，必要时可合成１个声道使用；为了保

证扩声不中断，各声道应由同时工作的双通路组成，用一备一；
２　在多功能厅堂的扩声系统中，前级增音宜有３～８路

输入；
３　前级增音机输出端除主通路输出外，还应考虑线路输出，

供外送节目信号和录音输出等用；
４　调音台的输入路数宜根据厅堂规模确定，一般多功能厅

和歌舞厅为８～２４路；
５　调音台的声道输出应与扩声系统相对应；
６　厅堂、歌舞厅宜采用扩声调音台。

１６５４　广播系统功放设备的容量，宜按下列公式计算：
Ｐ＝Ｋ１·Ｋ２·∑Ｐ０ （１６５４１）
Ｐ０＝Ｋｉ·Ｐｉ （１６５４２）

式中　Ｐ———功放设备输出总电功率 （Ｗ）；
Ｐ０———每分路同时广播时最大电功率 （Ｗ）；
Ｐｉ———第ｉ支路的用户设备额定容量 （Ｗ）；
Ｋｉ———第ｉ支路的同时需要系数 （服务性广播时，客房节

目每套Ｋｉ应为０２～０４；背景音乐系统Ｋｉ应为

０５～０６；业务性广播时，Ｋｉ应为０７～０８；火

灾应急广播时，Ｋｉ应为１０）；
Ｋ１———线路衰耗补偿系数 （线路衰耗１ｄＢ时应为１２６，线

路衰耗２ｄＢ时应为１５８）；
Ｋ２———老化系数，宜为取１２～１４。

１６５５　扩声系统功放设备的配置与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功放设备的单元划分应满足负载的分组要求；
２　扩声系统的功放设备应与系统中的其他部分相适应；

６４２



３　扩声系统应有功率储备，语言扩声应为３～５倍，音乐扩

声应为１０倍以上。
１６５６　广播、扩声系统功放设备应设置备用单元，其备用数量

应根据广播、扩声的重要程度等确定。备用单元应设自动或手动

投入环节，重要广播、扩声系统的备用单元应瞬时投入。
１６５７　扬声器的选择除满足灵敏度、频响、指向性等特性及播

放效果的要求外，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办公室、生活间、客房等可采用１～３Ｗ的扬声器箱；
２　走廊、门厅及公共场所的背景音乐、业务广播等扬声器

箱宜采用３～５Ｗ；
３　在建筑装饰和室内净高允许的情况下，对大空间的场所

宜采用声柱或组合音箱；
４　扬声器提供的声压级宜比环境噪声大１０～１５ｄＢ，但最高

声压级不宜超过９０ｄＢ；
５　在噪声高、潮湿的场所设置扬声器箱时，应采用号筒扬

声器；
６　室外扬声器应采用防水防尘型。

１６６　设 备 布 置

１６６１　传声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合理布置扬声器和传声器，两者之间的间距宜大于临界

距离，并使传声器位于扬声器辐射角之外；
２　当室内声场不均匀时，传声器宜避免设在声压级高的

部位；
３　传声器应远离谐波干扰源及其辐射范围；
４　对于会议厅、多功能厅、体育场馆等场所，应按需要合

理配置不同类型的传声器。
１６６２　扩声系统应采取抑制声反馈措施，除符合本规范第

１６６１条的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选择指向性强的扬声器和传声器，应避免二者具有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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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的共振峰；
２　必要时应使用均衡器抑制声反馈，改善观众厅频率传输

特性；
３　在调音台和主放大器之间，宜加入移频器或反馈抑制器

来抑制声反馈；对于一般多功能厅，当移频２～５Ｈｚ时，可提高

５～８ｄＢ的声级；
４　扩声系统应有不少于６ｄＢ的工作余量；
５　室内声场宜迅速扩散，缩短混响时间；
６　当确需多只传声器同时使用时，可采用自动混音台；应

控制离传声器较近的扬声器或扬声器组的功率分配。
１６６３　功放设备机柜的布置应符合本规范第２３２节的有关

规定。
１６６４　扬声器的布置宜分为分散布置、集中布置及混合布置三

种方式，其布置应根据建筑功能、体形、空间高度及观众席设置

等因素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下列情况，扬声器或扬声器组宜采用集中布置方式：
１）当设有舞台并要求视听效果一致；
２）当受建筑体形限制不宜分散布置。

集中布置时，应使听众区的直达声较均匀，并减少声反馈。
２　下列情况，扬声器或扬声器组，宜采用分散式布置方式：
１）当建筑物内的大厅净高较高，纵向距离长或者大厅

被分隔成几部分使用时，不宜集中布置；
２）厅内混响时间长，不宜集中布置。

分散布置时，应控制靠近前台第一排扬声器的功率，减少声

反馈；应防止听众区产生双重声现象，必要时可在不同分通路采

取相对时间延迟措施。
３　下列情况，扬声器或扬声器组宜采用混合布置方式：
１）对眺台过深或设楼座的剧院，宜在被遮挡的部分布

置辅助扬声器系统；
２）对大型或纵向距离较长的大厅，除集中设置扬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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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外，宜分散布置辅助扬声器系统；

３）对各方向均有观众的视听大厅，混合布置应控制声

程差和限制声级，必要时应采取延时措施，避免双

重声。

４　重要扩声场所扬声器的布置方式应根据建筑声学实测结

果确定。

１６６５　背景音乐扬声器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扬声器 （箱）的中心间距应根据空间净高、声场均匀度

要求、扬声器的指向性等因素确定。要求较高的场所，声场不均

匀度不宜大于６ｄＢ。

２　扬声器箱在吊顶安装时，应根据场所按公式（１６６５１）～
（１６６５３）确定其间距；

１）门厅、电梯厅、休息厅内扬声器箱间距可按下式

计算：

Ｌ＝（２～２５）Ｈ （１６６５１）
式中　Ｌ———扬声器箱安装间距 （ｍ）；

Ｈ———扬声器箱安装高度 （ｍ）。

２）走道内扬声器箱间距可按下式计算：

Ｌ＝（３～３５）Ｈ （１６６５２）

　　 ３）会议厅、多功能厅、餐厅内扬声器箱间距可按下式

计算：

Ｌ＝２（Ｈ－１３）ｔａｎθ２
（１６６５３）

式中　θ———扬声器的辐射角，宜大于或等于９０°。

３　根据公共场所的使用要求，扬声器 （箱）的输出宜就地

设置音量调节装置。兼作多种用途的场所，背景音乐扬声器的分

路宜安装控制开关。

１６６６　体育场扩声扬声器组合设备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周围环境对体育场的噪声限制指标要求较高而难以达

到时，观众席的扬声器宜分散布置，对运动场地的扬声器宜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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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
２　周围环境对体育场的噪声限制要求不高时，扬声器组合

设备宜集中设置。集中布置时，应合理控制声线投射范围，并宜

减少声外溢，降低对周围环境的声干扰。
１６６７　在厅堂类建筑物集中布置扬声器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扬声器或扬声器组至最远听众的距离，不应大于临界距

离的３倍；
２　扬声器或扬声器组与任一只传声器之间的距离，宜大于

临界距离；
３　扬声器的轴线不应对准主席台或其他设有传声器之处；

对主席台上空附近的扬声器或扬声器组应单独控制，以减少声

反馈；
４　扬声器或扬声器组的位置和声源的位置宜使视听效果

一致。
１６６８　广场类室外扩声扬声器或扬声器组的设置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满足供声范围内的声压级及声场均匀度的要求；
２　扬声器或扬声器组的声辐射范围应避开障碍物；
３　控制反射声或因不同扬声器或扬声器组的声程差引起的

双重声，应在直达声后５０ｍｓ内到达听众区。

１６７　线 路 敷 设

１６７１　室内广播、扩声线路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室内广播、扩声线路宜采用双绞多股铜芯塑料绝缘软线

穿导管或线槽敷设；
２　功放输出分路应满足广播系统分路的要求，不同分路的

导线宜采用不同颜色的绝缘线区别；
３　广播、扩声线路与扬声器的连接应保持同相位的要求；
４　当广播、扩声系统和火灾应急广播系统合并为一套系统

或共用扬声器和馈送线路时，广播、扩声线路的选用及敷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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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本规范第１３章的有关规定；
５　各种节目的信号线应采用屏蔽线并穿钢导管敷设，并不

得与广播、扩声馈送线路同槽、同导管敷设。
１６７２　在安装有晶闸管设备的场所，扩声线路的敷设应采取下

列防干扰措施：
１　传声器线路宜采用四芯屏蔽绞线穿钢导管敷设，宜避免

与电气管线平行敷设；
２　调音台或前级控制台的进出线路均应采用屏蔽线。

１６７３　室外广播、扩声线路的敷设路由及方式应根据总体规划

及专业要求确定。可采用电缆直接埋地、地下排管及室外架空敷

设方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直埋电缆路由不应通过预留用地或规划未定的场所，宜

敷设在绿化地下面，当穿越道路时，穿越段应穿钢导管保护；
２　在室外架设的广播、扩声馈送线宜采用控制电缆；与路

灯照明线路同杆架设时，广播线应在路灯照明线的下面；
３　室外广播、扩声馈送线路至建筑物间的架空距离超过

１０ｍ时，应加装吊线；
４　当采用地下排管敷设时，可与其他弱电缆线共管块、共

管群，但必须采用屏蔽线并单独穿管，且屏蔽层必须接地；
５　对塔钟的号筒扬声器组应采用多路交叉配线；塔钟的直

流馈电线、信号线和控制线不应与广播馈送线同管敷设。

１６８　控　制　室

１６８１　广播控制室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业务性广播控制室宜靠近业务主管部门；当与消防值班

室合用时，应符合本规范第１３１１节的有关规定；
２　服务性广播宜与有线电视系统合并设置控制室。

１６８２　广播控制室的技术用房，应根据工程的实际需要确定，
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一般广播系统只设置控制室，当录播音质量要求高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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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噪声干扰时，应增设录播室；
２　大型广播系统宜设置机房、录播室、办公室和库房等附

属用房。
１６８３　录播室与机房间应设观察窗和联络信号。房间面积、噪

声限制及观察窗的隔声量等要求，应符合 《有线广播 （播音）声

学设计规范和技术房间的技术要求》的有关规定。
１６８４　需要接收无线电台信号的广播控制室，当接收点信号场

强小于１ｍＶ／ｍ时，应设置室外接收天线装置。
１６８５　扩声控制室的位置，应通过观察窗直接观察到舞台 （讲
台）活动区和大部分观众席，宜设在下列位置：
１　剧院类建筑，宜设在观众厅后部；
２　体育场馆类建筑，宜设在主席台侧；
３　会议厅、报告厅类建筑，宜设在厅的后部。
当采用视频监视系统时，扩声控制室的位置可不受上述

限制。
１６８６　扩声控制室内的设备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控制台宜与观察窗垂直布置；
２　当功放设备较少时，宜布置在控制台的操作人员能直接

监视到的部位；功放设备较多时，应设置功放设备室。
１６８７　同声传译系统宜设专用的译员室，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译员室的位置应靠近会议厅 （或观众厅），并宜通过观察

窗清楚地看到主席台 （或观众厅）的主要部分。观察窗应采用中

间有空气层的双层玻璃隔声窗。
２　译员室的室内面积宜并坐两个译员；为减少房间共振，

房间的三 个 尺 寸 要 互 不 相 同，其 最 小 尺 寸 不 宜 小 于２５ｍ×
２４ｍ×２３ｍ （长×宽×高）。

３　译员室与机房 （控制室）之间宜设联络信号，室外宜设

译音工作指示信号。
４　译员室应进行吸声隔声处理并宜设置带有声闸的双层隔

声门，译员之间宜设置隔声间。室内噪声不应高于ＮＲ２０，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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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设空调并做好消声处理。
１６８８　广播、扩声及会议系统用房的土建及设施要求，应符合

本规范第２３３节的相关规定。

１６９　电源与接地

１６９１　广播、扩声系统的交流电源，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交流电源供电等级应与建筑物供电等级相适应；对重要

的广播、扩声系统宜由两路供电，并在末端配电箱处自动切换；
２　交流电源的电压偏移值不应大于１０％，当不能满足要求

时，应加装自动稳压装置，其功率不应小于使用功率的１５倍。
１６９２　广播、扩声系统，当功放设备的容量在２５０Ｗ 及以上

时，应在广播、扩声控制室设电源配电箱。广播、扩声设备的功

放机柜由单相、放射式供电。
１６９３　广播、扩声系统的交流电源容量宜为终期广播、扩声设

备容量的１５～２倍。
１６９４　广播、扩声设备的供电电源，宜由不带晶闸管调光设备

的变压器供电。当无法避免时，应对扩声设备的电源采取下列防

干扰措施：
１　晶闸管调光设备自身具备抑制干扰波的输出措施，使干

扰程度限制在扩声设备允许范围内；
２　引至扩声控制室的供电电源线路不应穿越晶闸管调光设

备室；
３　引至调音台或前级控制台的电源，应经单相隔离变压器

供电。
１６９５　广播、扩声系统应设置保护接地和功能接地，并应符合

本规范第２３４节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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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呼应信号及信息显示

１７１　一 般 规 定

１７１１　本章适用于医院及公共建筑内，呼应信号及信息显示系

统的设计。
１７１２　呼应信号，仅指以找人为目的的声光提示及应答装置。
信息显示，仅指在公共场所以信息传播为目的的大型计时记分及

动态文字、图形、图像显示装置。
１７１３　呼应信号及信息显示系统的设计，应在满足使用功能的

前提下，做 到 安 全 可 靠、技 术 先 进、经 济 合 理、便 于 管 理 和

维护。

１７２　呼应信号系统设计

１７２１　呼应信号系统宜由呼叫分机、主机、信号传输、辅助提

示等单元组成。
１７２２　医院病房护理呼应信号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根据医院的规模、医护标准的要求，在医院病房区宜设

置护理呼应信号系统。
２　护理呼应信号系统，应按护理区及医护责任体系划分成

若干信号管理单元，各管理单元的呼叫主机应设在护士站。
３　护理呼应信号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应随时接受患者呼叫，准确显示呼叫患者床位号或

房间号；
２）当患者呼叫时，护士站应有明显的声、光提示，病

房门口应有光提示，走廊宜设置提示显示屏；
３）应允许多路同时呼叫，对呼叫者逐一记忆、显示，

检索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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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特护患者应有优先呼叫权；
５）病房卫生间或公共卫生间厕位的呼叫，应在主机处

有紧急呼叫提示；
６）对医护人员未作临床处置的患者呼叫，其提示信号

应持续保留；
７）具有医护人员与患者双向通话功能的系统，宜限定

最长通话时间，对通话内容宜录音、回放；
８）危险禁区病房或隔离病房宜具备现场图像显示功能，

并可在护士站对分机呼叫复位、清除；
９）宜具有护理信息自动记录；
１０）宜具备故障自检功能。

１７２３　医院候诊呼应信号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医院门诊区的候诊室、检验室、放射科、药局、出入院

手续办理处等，宜设置候诊呼应信号。
２　具有计算机医疗管理网络的医院，候诊呼应信号系统宜

与其联网，实现挂号、候诊、就诊一体化管理和信息统计及数据

分析。
３　候诊呼应信号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就诊排队应以初诊、复诊、指定医生就诊等分类录

入，自动排序；
２）随时接受医生呼叫，应准确显示候诊者诊号及就诊

诊室号；
３）当多路同时呼叫时，宜逐一记忆、记录，并按录入

排序，分类自动分诊；
４）呼叫方式的选取，应保证有效提示和医疗环境的

肃静；
５）诊室分机与分诊台主机可双向通话；分诊台可对候

诊厅语音提示，音量可调；
６）有特殊医疗工艺要求科室的候诊，宜具备图像显示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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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４　大型医院、中心医院宜设置医护人员寻叫呼应信号。寻

叫呼应信号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简单明了地显示被寻者代号及寻叫者地址；
２　固定寻叫显示装置应设在门诊区、病房区、后勤区等场

所的易见处；
３　寻叫呼应信号的控制台宜设在电话站、广播站内，由值

班人员统一管理。
１７２５　大型医院、宾馆、博展馆、会展中心、体育场馆、演出

中心及水、陆、空交通枢纽港站等公共建筑，可根据指挥调度及

服务需要，设置无线呼应系统。系统的组成及功能，应视具体业

务要求确定。
１７２６　无线呼应系统的发射功率、通信频率及呼叫覆盖区域等

设计指标，应向当地无线通信管理机构申报，经审批后方可实施

设计。
１７２７　老年人公寓和公共建筑内专供残疾人使用的设施处，宜

设呼应信号。其呼应信号的系统组成及功能，应视具体要求确定

或按本规范第１７２２条护理呼应信号系统的有关规定设计。
１７２８　营业量较大的电信、邮政及银行营业厅、仓库货场提货

处等场所，宜设呼应信号。其呼应信号的系统组成及功能，应视

具体业务要求确定或按本规范第１７２３条候诊呼应信号的有关

规定设计。

１７３　信息显示系统设计

１７３１　信息显示系统宜由显示、驱动、信号传输、计算机控

制、输入输出及记录等单元组成。
１７３２　信息显示装置的屏面显示设计，应根据使用要求，在衡

量各类显示器件及显示方案的光电技术指标、环境条件等因素的

基础上确定。
１７３３　信息显示装置的屏面规格，应根据显示装置的文字及画

面功能确定，并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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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应兼顾有效视距内最小可鉴别细节识别无误和最近视距

像素点识认模糊原则，确定基本像素间距；
２　应满足满屏最大文字容量要求，且最小文字规格由最远

视距确定；
３　宜满足图像级别对像素数的规定；
４　应兼顾文字显示和画面显示的要求，确定显示屏面尺寸；

当文字显示和画面显示对显示屏面尺寸要求矛盾时，应首先满足

文字显示要求。多功能显示屏的长高比宜为１６∶９或４∶３。
１７３４　当显示屏以小显示幅面完成大篇幅文字显示时，应采用

文字单行左移或多行上移的显示方式。
１７３５　设计宜对已确定的显示方案提出下列部分或全部技术

要求：
１　光学性能宜提出分辨率、亮度、对比度、白场色温、闪

烁、视角、组字、均匀性等要求；
２　电性能宜提出最大换帧频率、刷新频率、灰度等级、信

噪比、像素失控率、伴音功率、耗电指标等要求；
３　环境条件宜提出照度 （主动光方案指照度上限，被动光

方案指照度下限）、温度、相对湿度、气体腐蚀性等要求；
４　机械结构应提出外壳防护等级、模组拼接的平整度、像

素中心距精度、水平错位精度、垂直错位精度等要求；
５　平均无故障时间等。

１７３６　体育场馆信息显示装置的类型，应根据比赛级别及使用

功能要求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大型国际重要比赛的主体育场馆，应设置全彩色视频屏

和计时记分矩阵屏 （双屏）或全彩色多功能矩阵显示屏 （单屏）；
２　国内重要比赛的体育场馆，宜设置计时记分多功能矩阵

显示屏或全彩屏；
３　球类比赛的体育馆，宜在两侧设置同步显示屏；
４　一般比赛的体育场馆，宜设置条块式计时记分显示屏。

１７３７　体育用信息显示装置的成绩公布格式及内容，应依照比

７５２



赛规则确定。
体育公告宜包括国名、队名、姓名、运动员号码、比赛项

目、道次、名次、成绩、纪录成绩等内容。
公告每幅显示容量，宜为八个名次 （道次），最低不应少于

三个。
不同级别的体育场馆，可根据使用要求确定显示装置的显示

内容及显示容量。
１７３８　体育用显示装置必须具有计时显示功能。计时显示可分

为下列四种：
１　径赛实时计时显示；
２　游泳比赛实时计时显示；
３　球类专项比赛计时显示；
４　自然时钟计时显示。

１７３９　实时计时数字钟显示的精确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径赛实时计时数字显示钟，应为六位数字精确到００１ｓ；
２　游 泳 比 赛 实 时 计 时 数 字 显 示 钟，应 为 七 位 数 字 精 确

到０００１ｓ；
３　各球类比赛计时钟的钟形及计时精确度，应符合裁判

规则。
１７３１０　计时钟在显示屏面上的位置，应按裁判规则设置，宜

设在屏面左侧。
１７３１１　体育场馆显示装置的安装位置，应符合裁判规则。其

安装高度，底边距地不宜低于２ｍ。
１７３１２　体育场田赛场地和体育馆体操比赛场地，可按单项比

赛设置移动式小型记分显示装置，并设置与计算机信息网络联网

的接口和设备工作电源接线点，设置数量按使用要求确定。
１７３１３　大型体育场馆设置的信息显示装置，应接入体育信息

计算机网络体系。当不具备接入条件时，应预留接口。
１７３１４　大型体育场、游泳馆的信息显示装置，应设置实时计

时外部设备接口，供电子发令枪系统、游泳触板系统等计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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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
１７３１５　对大型媒体使用的信息显示装置，应设置图文、动画、
视频播放等接口，并宜设置现场实况转播、慢镜解析、回放、插

播等节目编辑、制作的多通道输入、输出接口及有专业要求的数

字、模拟设备的接口。
１７３１６　民用水、陆、空交通枢纽港站，应设置营运班次动态

显示屏和旅客引导显示屏。
１７３１７　金融、证券、期货营业厅，应设置动态交易信息显

示屏。
１７３１８　对具有信息发布、公共传媒、广告宣传等需求的场所，
宜设置全彩色动态矩阵显示屏或伪彩色动态矩阵显示屏。
１７３１９　重要场所使用的信息显示装置，其计算机应按容错运

行配置。
１７３２０　信息显示装置的屏面及防尘、防腐蚀外罩均须做无反

光处理。

１７４　信息显示装置的控制

１７４１　各类信息显示装置宜实行计算机控制。
１７４２　信息显示装置应具有可靠的清屏功能。
１７４３　室外设置的主动光信息显示装置，应具有昼场、夜场亮

度调节功能。
１７４４　民用水、陆、空交通枢纽港站及证券交易厅等场所的动

态信息显示屏，根据其发布信息的查询特点，可采用列表方式以

一页或数页显示信息内容。当采用数页翻屏显示信息内容时，应

保证每页所发布的信息有足够的停留时间且循环周期不致过长。
１７４５　体育场馆信息显示装置成绩发布控制程序，应符合比赛

裁判规则。显示装置的计算机控制网络，应以计权控制方式与有

关裁判席接通。
１７４６　显示装置的比赛时钟，应在０～５９ｍｉｎ内任意预置。
１７４７　大型重要媒体显示装置的屏幕构造腔或屏后附属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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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应设置工作人员值班室，并应保证值班室与主控室、主席台

的通信联络畅通。意外情况下，屏内可手动关机。

１７５　时 钟 系 统

１７５１　下列民用建筑中宜设置时钟系统：
１　中型及以上铁路旅客站、大型汽车客运站、内河及沿海

客运码头、国内及国际航空港等；
２　国家重要科研基地及其他有准确、统一计时要求的工程。

１７５２　当建设单位要求设置塔钟时，塔钟应结合城市规划及环

境空间设计。在涉外或旅游饭店中，宜设置世界钟系统。
１７５３　母钟站应选择两台母钟 （一台主机、一台备用机），配

置分路输出控制盘，控制盘上每路输出均应有一面分路显示子

钟。母钟宜为电视信号标准时钟或全球定位报时卫星 （ＧＰＳ）标

准时钟。
当设置石英钟作为显示子钟时，对于有准确、统一计时要求

的工程，应配置母钟同步校正信号装置。
１７５４　母钟站站址宜与电话机房、广播电视机房及计算机机房

等其他通信机房合并设置。
１７５５　母钟站内设备应安装在机房的侧光或背光面，并远离散

热器、热力管道等。母钟控制屏分路子钟最下排钟面中心距地不

应小于１５ｍ，母钟的正面与其他设备的净距离不应小于１５ｍ。
１７５６　时钟系统的线路可与通信线路合并，不宜独立组网。时

钟线对应相对集中并加标志。
１７５７　子钟网络宜按负荷能力划分为若干分路，每分路宜合理

划分为若干支路，每支路单面子钟数不宜超过十面。远距离子

钟，可采用并接线对或加大线径的方法来减小线路电压降。一般

不设电钟转送站。
１７５８　子钟的指针式或数字式显示形式及安装地点，应根据使

用需求确定，并应与建筑环境装饰协调。子钟的安装高度，室内

不应低于２ｍ，室外不应低于３５ｍ。指针式时钟视距可按表

０６２



１７５８选定。

表１７５８　指针式时钟视距表

子钟钟面直径

（ｃｍ）

最佳视距 （ｍ） 可辨视距 （ｍ）

室　　内 室　　外 室　　内 室　　外

８～１２ ３ — ６ —

１５ ４ — ８ —

２０ ５ — １０ —

２５ ６ — １２ —

３０ １０ — ２０ —

４０ １５ １５ ３０ ３０

５０ ２５ ２５ ５０ ５０

６０ — ４０ — ８０

７０ — ６０ — １００

８０ — １００ — １５０

１００ — １４０ — １８０

１７６　设备选择、线路敷设及机房

１７６１　呼应信号设备应根据其灵敏度、可靠性、显示和对讲量

指标以及操作程式、外观、维护繁易等择优选用，不宜片面强调

功能齐全。
１７６２　医院及老年人、残疾人使用场所的呼应信号装置，应使

用交流５０Ｖ以下安全特低电压。
１７６３　在保证设计指标的前提下，信息显示装置应选择低能耗

显示装置。
１７６４　大型重要比赛中与信息显示装置配接的专用计时设备，
应选用经国际体育组织、国家体育主管部门和裁判规则认可的

设备。
１７６５　信息显示装置的屏体构造，应便于显示器件的维护和

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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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６６　信息显示装置的配电柜 （箱）、驱动柜 （箱）及其他设

备，应贴近屏体安装，缩短线路敷设长度。
１７６７　呼应信号系统的布线，应采用穿金属导管 （槽）保护，
不宜明敷设。
１７６８　信息显示系统的控制、数据电缆，应采取穿金属导管

（槽）保护，金属导管 （槽）应可靠接地。
１７６９　信息显示装置的控制室与设备机房设置，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信息显示装置的控制室、设备机房，应贴近或邻近显示

屏设置；
２　民用水、陆、空交通枢纽港站的信息显示装置的控制室，

宜与运行调度室合设或相邻设置；
３　金融、证券、期货、电信营业厅等场所的信息显示装置

的控制室，宜与信息处理中心或相关业务室合设或相邻设置；
４　大型体育场馆的信息显示装置的主控室，宜与计算机信

息处理中心合设，且宜靠近主席台；当显示装置主控室与计算机

信息处理中心分设时，其位置宜直视显示屏，或通过间接方式监

视显示屏工作状态；
５　信息显示装置控制室的设置除符合本节规定外，尚应符

合本规范第２３章的有关规定。

１７７　供电、防雷及接地

１７７１　信息显示装置，当用电负荷不大于８ｋＷ时，可采用单

相交流电源供电；当用电负荷大于８ｋＷ时，可采用三相交流电

源供电，并宜做到三相负荷平衡。供电、防雷的接地应满足所选

用设备的要求。
１７７２　信息显示装置供电电源的电能质量，应符合本规范第３
章的规定。
１７７３　重要场所或重大比赛期间使用的信息显示装置，应对其

计算机 系 统 配 备 不 间 断 电 源 （ＵＰＳ）。ＵＰＳ后 备 时 间 不 应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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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３０ｍｉｎ。
１７７４　母钟站需设不间断电源供电。母钟站电源及接地系统不

宜单设，宜与其他电信机房统一设置。
１７７５　时钟系统每分路的最大负荷电流不应大于０５Ａ。
１７７６　母钟站直流２４Ｖ供电回路中，自蓄电池经直流配电盘、
控制屏至配线架出线端，电压损失不应超过０８Ｖ。
１７７７　信息显示装置的供电电源，宜采用ＴＮＳ或ＴＮＣＳ接

地形式。
１７７８　信息显示系统当采用单独接地时，其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４Ω。当采用建筑物共用接地网时，应符合本规范第２３４节的有

关规定。
１７７９　体育馆内同步显示屏必须共用同一个接地网，不得

分设。
１７７１０　室外信息显示装置的防雷，应符合本规范第１１章的有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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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１８１　一 般 规 定

１８１１　本 章 适 用 于 建 筑 物 （群）所 属 建 筑 设 备 监 控 系 统

（ＢＡＳ）的设计。ＢＡＳ可对下列子系统进行设备运行和建筑节能

的监测与控制：
１　冷冻水及冷却水系统；
２　热交换系统；
３　采暖通风及空气调节系统；
４　给水与排水系统；
５　供配电系统；
６　公共照明系统；
７　电梯和自动扶梯系统。

１８１２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应支持开放式系统技术，宜建立分布

式控制网络；
２　应选择先进、成熟和实用的技术和设备，符合技术发展

的方向，并容易扩展、维护和升级；
３　选择的第三方子系统或产品应具备开放性和互操作性；
４　应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充分确定系统的可集成性；
５　应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确保系统和信息的安全性；
６　应根据建筑的功能、重要性等确定采取冗余、容错等

技术。
１８１３　设计建筑设备监控系统时，应根据监控功能需求设置监

控点。监控系统的服务功能应与管理模式相适应。
１８１４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规模，可按实时数据库的硬件点和软

件点点数区分，宜符合表１８１４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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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８１４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规模

系　统　规　模 实时数据库点数

小型系统 ９９９及以下

中型系统 １０００～２９９９

大型系统 ３０００及以上

１８１５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应具备系统自诊断和故障报警

功能。

１８１６　当工程有智能建筑集成要求，且主管部门允许时，ＢＡＳ
应提供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ＦＡＳ）及安全防范系统 （ＳＡＳ）的

通信接口，构成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ＢＭＳ）。

１８２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网络结构

１８２１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宜采用分布式系统和多层次的网

络结构。并应根据系统的规模、功能要求及选用产品的特点，采

用单层、两层或三层的网络结构，但不同网络结构均应满足分布

式系统集中监视操作和分散采集控制 （分散危险）的原则。
大型系统宜采用由管理、控制、现场设备三个网络层构成的

三层网络结构，其网络结构应符合图１８２１的规定。
中型系统宜采用两层或三层的网络结构，其中两层网络结构

宜由管理层和现场设备层构成。
小型系统宜采用以现场设备层为骨干构成的单层网络结构或

两层网络结构。各网络层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管理网络层应完成系统集中监控和各种系统的集成；

２　控制网络层应完成建筑设备的自动控制；

３　现场设备网络层应完成末端设备控制和现场仪表设备的

信息采集和处理。

１８２２　用于网络互联的通信接口设备，应根据各层不同情况，
以ＩＳＯ／ＯＳＩ开放式系统互联模型为参照体系，合理选择中继器、
网桥、路由器、网关等互联通信接口设备。

５６２



图１８２１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三层网络系统结构

１８３　管理网络层 （中央管理工作站）

１８３１　管理网络层应具有下列功能：

１　监控系统的运行参数；

２　检测可控的子系统对控制命令的响应情况；

３　显示和记录各种测量数据、运行状态、故障报警等信息；

４　数据报表和打印。

１８３２　管理网络层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服务器与工作站之间宜采用客户机／服务器 （Ｃｌｉｅｎｔ／

Ｓｅｒｖｅｒ）或浏览器／服务器 （Ｂｒｏｗｓｅｒ／Ｓｅｒｖｅｒ）的体系结构。当

需要远程监控时，客户机／服 务 器 的 体 系 结 构 应 支 持 Ｗｅｂ服

务器。

２　应采用符合ＩＥＥＥ８０２３的以太网。

３　宜采用ＴＣＰ／ＩＰ通信协议。

４　服务器应为客户机 （操作站）提供数据库访问，并宜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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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控制器、微控制器、传感器、执行器、阀门、风阀、变频器数

据，采集过程历史数据，提供服务器配置数据，存储用户定义数

据的应用信息结构，生成报警和事件记录、趋势图、报表，提供

系统状态信息。
５　实时数据库的监控点数 （包括软件点），应留有余量，不

宜少于１０％。
６　客户机 （操作站）软件根据需要可安装在多台ＰＣ机上，

宜建立多台客户机 （操作站）并行工作的局域网系统。
７　客户机 （操作站）软件可以和服务器安装在一台ＰＣ

机上。
８　管理网络层应具有与互联网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联网能力，提供

互联网用户通信接口技术，用户可通过 Ｗｅｂ浏览器，查看建筑

设备监控系统的各种数据或进行远程操作。
９　当管理网络层的服务器和 （或）操作站故障或停止工作

时，不应影响控制器、微控制器和现场仪表设备运行，控制网络

层、现场网络层通信也不应因此而中断。
１８３３　 当不同地理位置上分布有多组相同种类的建筑设备监

控系统时，宜采用ＤＳ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Ｓｅｒｖｅｒ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分布

式服务器结构。每个建筑设备监控系统服务器管理的数据库应互

相透明，从不同的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客户机 （操作站）均可访

问其他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服务器，与该系统的数据库进行数据

交换，使这些独立的服务器连接成为逻辑上的一个整体系统。
１８３４　管理网络层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宜采用１０ＢＡＳＥＴ／１００ＢＡＳＥＴ方式，选用双绞线作为

传输介质；
２　服务器与客户机 （操作站）之间的连接宜选用交换式集

线器；
３　管理网络层的服务器和至少一个客户机 （操作站）应位

于监控中心内；
４　在管理体制允许，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ＢＡＳ）、火灾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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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系统 （ＦＡＳ）和安全防范系统 （ＳＡＳ）共用一个控制中心或

各控制中心相距不远的情况下，ＢＡＳ、ＳＡＳ、ＦＡＳ可共用同一

个管理网络层，构成建筑管理系统 （ＢＭＳ），但应使三者其余部

分的网络各自保持相对独立。

１８４　控制网络层 （分站）

１８４１　控制网络层应完成对主控项目的开环控制和闭环控制、
监控点逻辑开关表控制和监控点时间表控制。
１８４２　控制网络层应由通信总线和控制器组成。通信总线的通

信协 议 宜 采 用 ＴＣＰ／ＩＰ、ＢＡＣｎｅｔ、ＬｏｎＴａｌｋ、ＭｅｔｅｒＢｕｓ和

ＭｏｄＢｕｓ等国际标准。
１８４３　控制网络层的控制器 （分站）宜采用直接数字控制器

（ＤＤＣ）、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ＰＬＣ）或兼有ＤＤＣ、ＰＬＣ特性的

混合型控制器ＨＣ （Ｈｙｂｒｉ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１８４４　在民用建筑中，除有特殊要求外，应选用ＤＤＣ控制器。
１８４５　控制器 （分站）的技术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ＣＰＵ不宜低于１６位；
２　ＲＡＭ不宜低于１２８ｋＢ；
３　ＥＰＲＯＭ和 （或）ＦｌａｓｈＥＰＲＯＭ不宜低于５１２ｋＢ；
４　ＲＡＭ数据应有７２ｈ断电保护；
５　操 作 系 统 软 件、应 用 程 序 软 件 应 存 储 在 ＥＰＲＯＭ 或

ＦｌａｓｈＥＰＲＯＭ中；
６　硬件和软件宜采用模块化结构；
７　可提供使用现场总线技术的分布式智能输入、输出模块，

构成开放式系统；分布式智能输入、输出模块应安装在现场网络

层上；
８　应提供至少一个ＲＳ２３２通信接口与计算机在现场连接；
９　应提供与控制网络层通信总线的通信接口，便于控制器

与通信总线连接和与其他控制器通信；
１０　宜提供与现场网络层通信总线的通信接口，便于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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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场网络通信总线连接并与现场设备通信；
１１　控制器 （分站）宜提供数字量和模拟量输入输出以及高

速计数脉冲输入，并应满足控制任务优先级别管理和实时性

要求；
１２　控制器 （分站）规模以监控点 （硬件点）数量区分，每

台不宜超过２５６点；
１３　控制器 （分站）宜通过图形化编程工程软件进行配置和

选择控制应用；
１４　控制器宜选用挂墙的箱式结构或小型落地柜式结构；分

布式智能输入、输出模块宜采用可直接安装在建筑设备的控制柜

中的导轨式模块结构；
１５　应 提 供 控 制 器 典 型 配 置 时 的 平 均 无 故 障 工 作 时 间

（ＭＴＢＦ）；
１６　每个控制器 （分站）在管理网络层故障时应能继续独立

工作。
１８４６　每台控制器 （分站）的监控点数 （硬件点），应留有余

量，不宜小于１０％。
１８４７　控制网络层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宜采用总线拓扑结构，也可采用环形、星形拓扑结构；
用双绞线作为传输介质；
２　控制网络层可包括并行工作的多条通信总线，每条通信

总线可通过网络通信接口与管理网络层 （中央管理工作站）连

接，也可通过管理网络层服务器的ＲＳ２３２通信接口或内置通信

网卡直接与服务器连接；
３　当控制器 （分站）采用以太网通信接口而与管理网络层

处于同一通信级别时，可采用交换式集线器连接，与中央管理工

作站进行通信；
４　控制器 （分站）之间通信，应为对等式 （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

直接数据通信；
５　控制器 （分站）可与现场网络层的智能现场仪表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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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智能输入、输出模块进行通信；
６　当控制器 （分站）采用分布式智能输入、输出模块时，

可以用软件配置的方法，把各个输入、输出点分配到不同的控制

器 （分站）中进行监控。

１８５　现场网络层

１８５１　中型及以上系统的现场网络层，宜由通信总线连接微控

制器、分布式智能输入输出模块和传感器、电量变送器、照度变

送器、执行器、阀门、风阀、变频器等智能现场仪表组成。也可

使用常规现场仪表和一对一连线。
１８５２　现场网络层宜采用ＴＣＰ／ＩＰ、ＢＡＣｎｅｔ、ＬｏｎＴａｌｋ、Ｍｅ
ｔｅｒＢｕｓ和ＭｏｄＢｕｓ等国际标准通信总线。
１８５３　微控制器应具有对末端设备进行控制的功能，并能独立

于控制器 （分站）和中央管理工作站完成控制操作。
１８５４　微控制器按专业功能可分为下列几类：

１　空调系统的变风量箱微控制器、风机盘管微控制器、吊

顶空调微控制器、热泵微控制器等；
２　给水排水系统的给水泵微控制器、中水泵微控制器、排

水泵微控制器等；
３　变配电微控制器、照明微控制器等。

１８５５　微控制器宜直接安装在被控设备的控制柜 （箱）里，成

为控制设备的一部分。
１８５６　作为控制器的组成部分的分布式智能输入输出模块，应

通过通信总线与控制器计算机模块连接。
１８５７　智能现场仪表应通过通信总线与控制器、微控制器进行

通信。
１８５８　控制器、微控制器和分布式智能输入输出模块，应与常

规现场仪表进行一对一的配线连接。
１８５９　现场网络层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微控制器、分布式智能输入输出模块、智能现场仪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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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应为对等式直接数据通信；
２　现场网络层可包括并行工作的多条通信总线，每条通信

总线可视为一个现场网络；
３　每个现场网络可通过网络通信接口与管理网络层 （中央

管理工作站）连接，也可通过网络管理层服务器ＲＳ２３２通信接

口或内置通信网卡直接与服务器连接；
４　当微控制器和 （或）分布式智能输入输出模块，采用以

太网通信接口而与管理网络层处于同一通信级别时，可采用交换

式集线器连接，与中央管理工作站进行通信；
５　智能现场仪表可通过网络通信接口与控制网络层控制器

（分站）进行通信；
６　智能现场仪表宜采用分布式连接，用软件配置的方法，

可把各种现场设备信息分配到不同的控制器、微控制器中进行

处理；
７　现场网络层的配置除应符合本条规定外，尚应符合本规

范第１８４７条１～２款的规定。

１８６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软件

１８６１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三个网络层，应具有下列不同的

软件：
１　管理网络层的客户机和服务器软件；
２　控制网络层的控制器软件；
３　现场网络层的微控制器软件。

１８６２　管理网络层 （中央管理工作站）应配置服务器软件、客

户机软件、用户工具软件和可选择的其他软件，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管理网络层软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应支持客户机和服务器体系结构；
２）应支持互联网连接；
３）应支持开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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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应支持建筑管理系统 （ＢＭＳ）的集成。
２　服务器软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宜采用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００３以上操作系统；
２）应采用ＴＣＰ／ＩＰ通信协议；
３）应采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Ｅｘｐｌｏｒｅｒ６０ＳＰ１以上浏览器软件；
４）实时数据库冗余配置时应为两套；
５）关系数据库冗余配置时应为两套；
６）不同种类的控制器、微控制器应有不同种类的通信

接口软件；
７）应具有监控点时间表程序、事件存档程序、报警管

理程序、历史数据采集程序、趋势图程序、标准报

告生成程序及全局时间表程序；
８）宜有不少于１００幅标准画面。

３　客户机软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应采用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ＳＰ１以上操作系统；
２）应采用ＴＣＰ／ＩＰ通信协议；
３）应采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Ｅｘｐｌｏｒｅｒ６０ＳＰ１以上浏览器软件；
４）应有操作站软件；
５）应采用Ｗｅｂ网页技术；
６）应有系统密码保护和操作员操作级别设置软件。

４　用户工具软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应有建立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网络和组建数据库软件；
２）应有生成操作站显示图形软件。

５　工程应用软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应有控制器自动配置软件；
２）应有建筑设备监控系统调试软件。

６　当监控系统需要时，可选择下列软件：
１）ＤＳＡ分布式服务器系统软件；
２）开放式系统接口软件；
３）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接口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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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安全防范系统接口软件；
５）企业资源管理系统接口软件 （包括物业管理系统接

口软件）。
１８６３　控制网络层 （控制器）软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控制网络层软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控制器应接受传感器或控制网络、现场网络变化的

输入参数 （状态或数值），通过执行预定的控制算

法，把结果输出到执行器、变频器或控制网络、管

理网络；
２）控制器应设定和调整受控设备的相关参数；
３）控制器与控制器之间应进行对等式通信，实现数据

共享；
４）控制器应通过网络上传中央管理工作站所要求的

数据；
５）控制器应独立完成对所辖设备的全部控制，无需中

央管理工作站的协助；
６）控制器应具有处理优先级别设置功能；
７）控制器应能通过网络下载或现场编程输入更新的程

序或改变配置参数。
２　控制器操作系统软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应能控制控制器硬件；
２）应为操作员提供控制环境与接口；
３）应执行操作员命令或程序指令；
４）应提供输入输出、内存和存储器、文件和目录管理，

包括历史数据存储；
５）应提供对网络资源访问；
６）应使控制网络层、现场网络层节点之间能够通信；
７）应响应管理网络层、控制网络层上的应用程序或操

作员的请求；
８）可以采用计算机操作系统开发控制器操作平台；

３７２



９）可以嵌入Ｗｅｂ服务器，支持因特网连接，实现浏览

器直接访问控制器。
３　控制器编程软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应有数据点描述软件，具有数值、状态、限定值、

默认值设置，用户可调用和修改数据点内的信息；
２）应有时间程序软件，可在任何时间对任何数据点赋

予设定值或状态，包括每日程序、每周程序、每年

程序、特殊日列表程序、今日功能程序等；
３）应有事件触发程序软件；
４）应有报警处理程序软件，导致报警信息生成的事件

包括超出限定值、维护工作到期、累加器读数、数

据点状态改变；
５）应有利用图形化或文本格式编程工具，或使用预先

编好的应用程序样板，创建任何功能的控制程序应

用程序软件和专用节能管理软件；
６）应有趋势图软件；
７）应有控制器密码保护和操作员级别设置软件。

４　应提供独立运行的控制器仿真调试软件，检查控制器模

块、监控点配置是否正确，检验控制策略、开关逻辑表、时间程

序表等各项内容设计是否满足控制要求。
１８６４　现场网络层软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现场层网络通信协议，宜符合由国家或国际行业协会制

定的某种可互操作性规范，以实现设备互操作。
２　现场网络层嵌入式系统设备功能，宜符合由国家或国际

行业协会制定的行业规范文件的功能规定并符合下列要求：
１）微控制器功能宜符合某种末端设备控制器行业规范

功能文件的规定，成为该类末端设备的专用控制器，
并可以和符合同一行业规范功能文件的第三方厂商

生产的微控制器实现互操作；
２）分布式智能输入输出模块宜符合某种分布式智能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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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输出模块 （数字输入模块ＤＩ、数字输出模块ＤＯ、
模拟输入模块ＡＩ、模拟输出模块ＡＯ）行业规范功

能文件的规定，成为该类模块的规范化的分布式智

能输入输出模块；并可以和符合同一行业规范功能

文件的第三方厂商生产的同类分布式智能输入输出

模块实现互换；
３）智能仪表宜符合温度、湿度、流量、压力、物位、

成分、电 量、热 能、照 度、执 行 器、变 频 器 等 仪

表的行业规范功能文件的规定，成为该类仪表的

规范化智能仪表，并可以和任何符合同一行业规

范仪表功能文件的第三方厂商生产的智能仪表实

现互换。
３　每种嵌入式系统均应安装该种嵌入式系统设备的专用软

件，用于完成该种专用功能。
４　嵌入式系统的操作系统软件应具有系统内核小、内存空

间需求少、实时性强的特点。
５　嵌入式系统设备编程软件，应符合国家或国际行业协会

行业标准中的 《应用层可互操作性准则》的规定，并宜使用已成

为计算机编程标准的 《面向对象编程》方法进行编程。

１８７　现场仪表的选择

１８７１　传感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传感器的精度和量程，应满足系统控制及参数测量的

要求；
２　温度传感器量程应为测点温度的１２～１５倍，管道内温

度传感器热响应时间不应大于２５ｓ，当在室内或室外安装时，热

响应时间不应大于１５０ｓ；
３　仅用于一般温度测量的温度传感器，宜采用分度号为

Ｐｔ１０００的Ｂ级精度 （二线制）；当参数参与自动控制和经济核算

时，宜采用分度号为Ｐｔ１００的Ａ级精度 （三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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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湿度传感器应安装在附近没有热源、水滴且空气流通，
能反映被测房间或风道空气状态的位置，其响应时间不应大

于１５０ｓ；
５ 压力 （压差）传感器的工作压力 （压差），应大于测点

可能出现的最大压力 （压差）的１５倍，量程应为测点压力 （压
差）的１２～１３倍；
６　流量传感器量程应为系统最大流量的１２～１３倍，且应

耐受管道介质最大压力，并具有瞬态输出；流量传感器的安装部

位，应满足上游１０Ｄ （管径）、下游５Ｄ的直管段要求，当采用

电磁流量计、涡轮流量计时，其精度宜为１５％；
７　液位传感器宜使正常液位处于仪表满量程的５０％；
８　成分传感器的量程应按检测气体、浓度进行选择，一氧

化碳气体宜按０～３００ｐｐｍ或０～５００ｐｐｍ；二氧化碳气体宜按

０～２０００ｐｐｍ或０～１００００ｐｐｍ （ｐｐｍ＝１０－６）；
９　风量传感器宜采用皮托管风量测量装置，其测量的风速

范围不宜小于２～１６ｍ／ｓ，测量精度不应小于５％；
１０　智能传感器应有以太网或现场总线通信接口。

１８７２　调节阀和风阀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水管道的两通阀宜选择等百分比流量特性；
２　蒸汽两通阀，当压力损失比大于或等于０６时，宜选用

线性流量特性；小于０６时，宜选用等百分比流量特性；
３　合流三通阀应具有合流后总流量不变的流量特性，其Ａ

ＡＢ口宜采用等百分比流量特性，ＢＡＢ口宜采用线性流量特性；
分流三通阀应具有分流后总流量不变的流量特性，其ＡＢＡ口宜

采用等百分比流量特性，ＡＢＢ口宜采用线性流量特性；
４　调节阀的口径应通过计算阀门流通能力确定；
５　空调系统宜选择多叶对开型风阀，风阀面积由风管尺寸

决定，并应根据风阀面积选择风阀执行器，执行器扭矩应能可靠

关闭风阀；风阀面积过大时，可选多台执行器并联工作。
１８７３　执行器宜选用电动执行器，其输出的力或扭矩应使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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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风阀在最大流体流通压力时可靠开启和闭合。
１８７４　水泵、风机变频器输出频率范围应为１～５５Ｈｚ，变频器

过载能力不应小于１２０％额定电流，变频器外接给定控制信号应

包括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电压信号为直流０～１０Ｖ，电流信号

为直流４～２０ｍＡ。
１８７５　现场一次测量仪表、电动执行器及调节阀的选择除符合

本节规定外，尚应符合本规范第２４章的相关规定。

１８８　冷冻水及冷却水系统

１８８１　压缩式制冷系统的监控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冷水机的电机、压缩机、蒸发器、冷凝器等内部设备的

自动控制和安全保护均由机组自带的控制系统监控，宜由供应商

提供数据总线通信接口，直接与建筑设备监控系统交换数据。冷

冻水及冷却水系统的外部水路的参数监测与控制，应由建筑设备

监控系统控制器 （分站）完成。
２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应具有下列控制功能：
１）制冷系统启、停的顺序控制；
２）冷冻水供水压差恒定闭环控制；
３）备用泵投切、冷却塔风机启停和冷水机低流量保护

的开关量控制；
４）根据冷量需求确定冷水机运行台数的节能控制；
５）宜对冷水机组出水温度进行优化设定；
６）冷却水最低水温控制；
７）冷却塔风机台数控制或风机调速控制。

中小型工程冷冻水宜采用一次泵系统，系统较大、阻力较高

且各环路负荷特性或阻力相差悬殊时，宜采用二次泵系统；二次

泵宜选用变频调速控制。
３　冷冻水及冷却水系统参数监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冷冻水供水、回水温度测量应设置自动显示、超限

报警、历史数据记录、打印及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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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冷冻水供水流量测量应设置瞬时值显示、流量积算、
超限报警、历史数据记录、打印及趋势图；

３）应根据冷冻水供回水温差及流量瞬时值计算冷量和

累计冷量消耗；
４）当系统有冷冻水过滤器时，应设置堵塞报警；
５）进、出冷水机的冷却水水温测量应设置自动显示、

极限值报警、历史数据记录、打印；
６）冷却塔风机联动控制，应根据设定的冷却水温度上、

下限启停风机；
７）闭式空调水系统宜设高位膨胀水箱或气体定压罐定

压；膨胀水箱内水位开关的高低水位或气体定压罐

内高低压力越限时，应报警、历史数据记录和打印；
８）系统内的水泵、风机、冷水机组应设置运行时间

记录。
１８８２　溴化锂吸收式制冷系统的监控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冷水机组的高压发生器、低压发生器、溶液泵、蒸发器、
吸收器 （冷凝器）、直燃型的燃烧器等内部设备宜由机组自带的

控制器监控，并宜由供应商提供数据总线通信接口，直接与建筑

设备监控系统交换数据。冷冻水及冷却水系统的外部水路的参数

监测与控制及各设备顺序控制，应由建筑设备监控系统控制器

完成。
２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控制功能及工艺参数的监测应符合

本规范第１８８１条２、３款的规定。
３　溴化锂吸收式制冷系统不宜提供低温冷冻水，冷冻水出

口温度应大于３℃。同时应设置冷却水温度低于２４℃时的防溴化

锂结晶报警及连锁控制。
１８８３　冰蓄冷系统的监控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宜选用ＰＬＣ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或 ＨＣ混合型控制器

（ＰＬＣ＋ＤＣＳ）。
２　应选用可流通乙二醇水溶液的蝶阀和调节阀，阀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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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应满足工艺要求。
３　蓄冰槽进出口乙二醇溶液温度应设置自动显示、极限报

警、历史数据记录、打印及趋势图。
４　蓄冰槽液位测量应设置自动显示、极限报警、历史数据

记录、打印及趋势图。宜选用超声波液位变送器，精度１５％。
５　冰蓄冷系统交换器二次冷冻水及冷却水系统的监控与压

缩式制冷系统相同，除符合本规范第１８８１条３款的规定外，
尚应增加下列控制：

１）换热器二次冷媒侧应设置防冻开关保护控制；
２）控制器 （分站）应有主机蓄冷、主机供冷、融冰供

冷、主机和蓄冷设备同时供冷运行模式参数设置；
同时应具有主机优先、融冰优先、固定比例供冷运

行模式的自动切换，并应根据数据库的负荷预测数

据进行综合优化控制。
１８８４　水源热泵系统的监控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水源热泵机组均由设备本身自带的控制盘监控，宜由供

应商提供数据通信总线接口。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应完成风机、冷

却塔、水泵启停和循环水温度控制。
２　水源热泵机组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小型机组由回风或室内温度直接控制压缩机启停；
２）大、中型机组宜采用多台压缩机分级控制方式；
３）压缩机宜采用变频调速控制。

３　循环水温度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当循环水温度Ｔｘ 大于或等于３０℃时，应自动切换

为夏季工况，冷却水系统供电准备投入工作；
２）当循环水温度Ｔｘ 小于３０℃，大于２０℃时，为过渡

季节，冷却水系统及辅助热源系统自动切除；
３）当循环水温度Ｔｘ 小于或等于２０℃时，自动切换为

冬季工况，辅助热源系统投入工作。
４　循环水温度可直接控制封闭式冷却塔运行台数和冷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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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的转速。
５　循环水泵可采用变速控制，控制循环水温度在设定值

范围。
６　循环水泵温度低于７℃应报警，低于４℃热泵应停止

工作。
７　冷却塔宜设防冻保护。
８　循环水泵系统宜设置水流开关，监测系统运行状态。循

环水泵进出口宜设置压差开关，当检测到系统水流量减小时，应

自动投入备用水泵，若水流量不能恢复，热泵应停止工作。

１８９　热交换系统

１８９１　热交换系统的监控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热交换系统应设置启、停顺序控制；
２　自动调节系统应根据二次供水温度设定值控制一次侧温

度调节阀开度，使二次侧热水温度保持在设定范围；
３　热交换系统宜设置二次供回水恒定压差控制；根据设在

二次供回水管道上的差压变送器测量值，调节旁通阀开度或调节

热水泵变频器的频率以改变水泵转速，保持供回水压差在设定值

范围。
１８９２　热交换系统的参数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汽—水交换器应监测蒸汽温度、二次供回水温度、供回

水压力，并应监测热水循环泵运行状态；当温度、压力超限及热

水循环泵故障时报警；
２　水—水交换器应监测一次供回水温度、压力、二次供回

水温度、压力，并应监测热水循环泵运行状态；当温度、压力超

限及热水循环泵故障时报警；
３　二次水流量测量宜设置瞬时值显示、流量积算、历史数

据记录、打印；
４　当需要经济核算时，应根据二次供回水温差及流量瞬时

值计算热量和累计热量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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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０　采暖通风及空气调节系统

１８１０１　新风机组的监控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新风机与新风阀应设连锁控制；
２　新风机启停控制应设置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
３　当发生火灾时，应接受消防联动控制信号连锁停机；
４　在寒冷地区，新风机组应设置防冻开关报警和连锁控制；
５　新风机组应设置送风温度自动调节系统；
６　新风机组宜设置送风湿度自动调节系统；
７　新风机组可设置由室内ＣＯ２浓度控制送风量的自动调节

系统。
１８１０２　新风机组的参数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新风机组应设置送风温度、湿度显示；
２　应设置新风过滤器两侧压差监测、压差超限报警；
３　应设置机组启停状态及阀门状态显示；
４　宜设置室外温、湿度监测。

１８１０３　空调机组的监控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空调机组应设置风机、新风阀、回风阀连锁控制；
２　空调机组启停，应设置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
３　当发生火灾时，应接受消防联动控制信号连锁停机；
４　 在寒冷地区，空调 机 组 应 设 置 防 冻 开 关 报 警 和 连 锁

控制；
５　在定风量空调系统中，应根据回风或室内温度设定值，

比例、积分连续调节冷水阀或热水阀开度，保持回风或室内温度

不变；
６　在定风量空调系统中，应根据回风或室内湿度设定值，

开关量控制或连续调节加湿除湿过程，保持回风或室内湿度

不变；
７　在定风量系统中，宜设置根据回风或室内ＣＯ２浓度控制

新风量的自动调节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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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当采用单回路调节不能满足系统控制要求时，宜采用串

级调节系统；
９　在变风量空调机组中，送风量的控制宜采用定静压法、

变静压法或总风量法，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当采用定静压法时，应根据送风静压设定值控制变

速风机转速；
２）当采用变静压法时，为使送风管道静压值处于最小

状态，宜使变风量箱风阀均处于８５％～９９％的开度；
３）当采用总风量法时，应以所有变风量末端装置实时

风量之和，控制风机转速以改变送风量。
１８１０４　空调机组的参数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空调机组应设置送、回风温度显示和趋势图；当有湿度

控制要求时，应设置送、回风湿度显示；
２　空气过滤器应设置两侧压差的监测、超限报警；
３　当有二氧化碳浓度控制要求时，应设置ＣＯ２浓度监测，

并显示其瞬时值。
１８１０５　风机盘管是与新风机组配套使用的空调末端设备，其

监控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风机盘管宜由开关式温度控制器自动控制电动水阀通断，

手动三速开关控制风机高、中、低三种风速转换；
２　风机启停应与电动水阀连锁，两管制冬夏均运行的风机

盘管宜设手动控制冬夏季切换开关；
３　控制要求高的场所，宜由专用的风机盘管微控制器控制；

微控制器应提供四管制的热水阀、冷冻水阀连续调节和风机三速

控制，冬夏季自动切换两管制系统；
４　微控制器应提供以太网或现场总线通信接口，构成开放

式现场网络层。
１８１０６　变风量空调系统末端装置 （箱）的选择，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当选用压力有关型变风量箱时，采用室内温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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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控制器及电动风阀构成单回路闭环调节系统，其控制器宜选择

一体化微控制器，温度控制器与风阀电动执行器制成一体，可直

接安装在变风量箱上；
２　当选用压力无关型变风量箱时，采用室内温度作为主调

节参数，变风量箱风阀入口风量或风阀开度作为副调节参数，构

成串级调节系统，其控制器宜选择一体化微控制器，串级控制器

与风阀电动执行器制成一体，可直接安装在变风量箱上。

１８１１　生活给水、中水与排水系统

１８１１１　生活给水系统的监控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建筑物顶部设有生活水箱时，应设置液位计测量水箱

液位，其高、低Ⅰ值宜用作控制给水泵，高、低Ⅱ值用于报警；
２　当建筑物采用变频调速给水系统时，应设置压力变送器

测量给水管压力，用于调节给水泵转速以稳定供水压力；
３　应设置给水泵运行状态显示、故障报警；
４　当生活给水泵故障时，备用泵应自动投入运行；
５　宜设置主、备用泵自动轮换工作方式；
６　给水系统控制器宜有手动、自动工况转换。

１８１１２　中水系统的监控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中水箱应设置液位计测量水箱液位，其上限信号用于停

中水泵，下限信号用于启动中水泵；
２　主泵故障时，备用泵应自动投入运行；
３　宜设置主、备用泵自动轮换工作方式；
４　中水系统控制器宜有手动、自动工况转换。

１８１１３　排水系统的监控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建筑物内设有污水池时，应设置液位计测量水池水位，

其上限信号用于启动排污泵，下限信号用于停泵；
２　应设置污水泵运行状态显示、故障报警；
３　当污水泵故障时，备用泵应能自动投入；
４　排水系统的控制器应设置手动、自动工况转换。

３８２



１８１２　供配电系统

１８１２１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应对供配电系统下列电气参数进行

监测：
１　１０（６）ｋＶ进线断路器、馈线断路器和联络断路器，应

设置分、合闸状态显示及故障跳闸报警；
２　１０（６）ｋＶ进线回路及配出回路，应设置有功功率、无

功功率、功率因数、频率显示及历史数据记录；
３　１０（６）ｋＶ进出线回路宜设置电流、电压显示及趋势图

和历史数据记录；
４　０４ｋＶ进线开关及重要的配出开关应设置分、合闸状态

显示及故障跳闸报警；
５　０４ｋＶ进出线回路宜设置电流、电压显示、趋势图及历

史数据记录；
６　宜设置０４ｋＶ零序电流显示及历史数据记录；
７　宜设置功率因数补偿电流显示及历史数据记录；
８　当有经济核算要求时，应设置用电量累计；
９　宜设置变压器线圈温度显示、超温报警、运行时间累计

及强制风冷风机运行状态显示。
１８１２２　柴油发电机组宜设置下列监测功能：

１　柴油发电机工作状态显示及故障报警；
２　日用油箱油位显示及超高、超低报警；
３　蓄电池组电压显示及充电器故障报警。

１８１３　公共照明系统

１８１３１　公共照明系统的监控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室内照明系统宜采用分布式控制器，当采用第三方专用

控制系统时，该系统应有与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网络连接的通信

接口；
２　室内照明系统的控制器应有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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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工作时，宜 采 用 自 动 控 制，检 修 或 故 障 时，宜 采 用 手 动

控制；
３　室内照明宜按分区时间表程序开关控制，室外照明可按

时间表程序开关控制，也可采用室外照度传感器进行控制，室外

照度传感器应考虑设备防雨防尘的防护等级；
４　照明控制箱应由分布式控制器与配电箱两部分组成，可

选择一体的，也可选择分体的；控制器与其配用的照度传感器宜

选用现场总线连接方式。
１８１３２　照明系统节能设计应符合本规范第１８１３１条３款及

第１８１５５、１８１５６条的规定。

１８１４　电梯和自动扶梯系统

１８１４１　电梯和自动扶梯运行参数的监测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宜设置电梯、自动扶梯运行状态显示及故障报警；
２　当监控电梯群组运行时，电梯群宜分组、分时段控制；
３　宜对每台电梯的运行时间进行累计。

１８１４２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与火灾信号应设有连锁控制。当系

统接收火灾信号后，应将全部客梯迫降至首层。

１８１５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节能设计

１８１５１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节能设计，应在保证分布式系统实

现分散控制、集中管理的前提下，利用先进的控制技术和信息集

成的优势，最大限度地节省能源。
１８１５２　当冷冻水、冷却水、采暖通风及空气调节等系统的负

荷变化较大或调节阀 （风门）阻力损失较大时，各系统的水泵和

风机宜采用变频调速控制。
１８１５３　冷冻水及冷却水系统的监控宜采用下列节能措施：

１　当根据冷量控制冷冻水泵、冷却水泵、冷却塔运行台数

时，水泵及冷却塔风机宜采用调速控制；
２　根据制冷机组对冷却水温度的要求，监控系统应按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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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机适配的冷却水温度自动调节冷却塔风机转速。
１８１５４　空调系统的监控宜采用下列节能措施：

１　在不影响舒适度的情况下，温度设定值宜根据昼夜、作

息时间、室外温度等条件自动再设定；
２　根据室内外空气焓值条件，自动调节新风量的节能运行；
３　空调设备的最佳启、停时间控制；
４　在建筑物预冷或预热期间，按照预先设定的自动控制程

序停止新风供应。
１８１５５　建筑物内照明系统的监控宜采用下列节能措施：

１　工作时段设置与工作状态自动转换；
２　工作分区设置与工作状态自动转换；
３　在人员活动有规律的场所，采用时间控制和分区控制二

种组合控制方式；
４　在可利用自然光的场所，采用光电传感器的调光控制

方式。
１８１５６　室外照明系统的监控宜采用下列节能措施：

１　道路照明、庭院照明宜采用分区、分时段时间表程序开

关控制和光电传感器控制二种组合控制方式；
２　建筑物的景观照明宜采用分时段时间表程序开关控制

方式。
１８１５７　给水排水系统宜按预置程序在用电低谷时将水箱灌满，
污水池排空。
１８１５８　在保证供配电系统安全运行情况下，宜根据用电负荷

的大小控制变压器运行台数。

１８１６　监　控　表

１８１６１　为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编制的监控表，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编制监控表应在各工种设备选择之后，根据控制系统结

构图，由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ＢＡＳ）的设计人与各工种设计人共

同编制，同时核定对监控点实施监控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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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编制的监控点一览表宜符合下列要求：
１）为划分分站、确定分站Ｉ／Ｏ模块选型提供依据；
２）为确定系统硬件和应用软件设置提供依据；
３）为规划通信信道提供依据；
４）为系统能以简洁的键盘操作命令进行访问和调用具

有标准格式的显示报告与记录文件创造前提。
１８１６２　为建筑设备监控系统控制器 （ＤＤＣ）编制的监控表应

符合本规范附录Ｊ的规定。
１８１６３　为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ＢＡＳ）编制的监控表应符合本

规范附录Ｋ的规定。

１８１７　机房工程及防雷与接地

１８１７１　机房工程设计应符合本规范第２３章的规定。
１８１７２　防雷与接地设计应符合本规范第１１、１２、２３章的有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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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计算机网络系统

１９１　一 般 规 定

１９１１　本章适用于民用建筑物及建筑群中通过硬件和软件，实

现建筑物及建筑群的网络数据通信及办公自动化系统等应用的计

算机网络系统设计。
１９１２　计算机网络系统的设计和配置应标准化，并应具有可靠

性、安全性和可扩展性。
１９１３　计算机网络系统设计前，应进行用户调查和需求分析，
以满足用户的需求。
１９１４　计算机网络系统的配置应遵循实用性和适用的原则，并

宜适度超前。

１９２　网络设计原则

１９２１　计算机网络系统应在进行用户调查和需求分析的基础

上，进行网络逻辑设计和物理设计。
１９２２　用户调查宜包括用户的业务性质与网络的应用类型及数

据流量需求、用户规模及前景、环境要求和投资概算等内容。
１９２３　网络需求分析应包括功能需求和性能需求两方面。

网络功能需求分析用以确定网络体系结构，内容宜包括网络

拓扑结构与传输介质、网络设备的配置、网络互联和广域网

接入。
网络性能需求分析用以确定整个网络的可靠性、安全性和可

扩展性，内容宜包括网络的传输速率、网络互联和广域网接入效

率及网络冗余程度和网络可管理程度等。
１９２４　网络逻辑设计应包括确定网络类型、网络管理与安全性

策略、网络互联和广域网接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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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５　网络物理设计应包含网络体系结构和网络拓扑结构的确

定、网络介质的选择和网络设备的配置等。
１９２６　局域网宜采用基于服务器／客户端的网络，当网络中用

户少于１０个节点时可采用对等网络。
１９２７　网络体系结构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网络体系结构宜采用基于铜缆的快速以太网 （１００Ｂａｓｅ
Ｔ）；基于光缆的千兆位以太网 （１０００ＢａｓｅＳＸ、１０００ＢａｓｅＬＸ）；
基于铜缆的千兆位以太网 （１０００ＢａｓｅＴ、１０００ＢａｓｅＴＸ）和基于

光缆的万兆位以太网 （１０ＧＢａｓｅＸ）；
２　在需要传输大量视频和多媒体信号的主干网段，宜采用

千兆位 （１０００Ｍｂｉｔ／ｓ）或万兆位 （１０Ｇｂｉｔ／ｓ）以太网，也可采用

异步传输模式ＡＴＭ。
１９２８　网络中使用的服务器应至少能够处理文件、程序及数据

储存；响应网络服务请求；网络应用策略控制；网络管理及运行

网络后台应用等一项任务。
１９２９　服务器 （如ＣＰＵ、内存和硬盘等）的配置应能满足其

处理数据的需要，并具有高稳定性和可扩展能力。
１９２１０　服务器宜集中设置。当网络应用有业务分类管理需要

时，可分布设置服务器。

１９３　网络拓扑结构与传输介质的选择

１９３１　网络的结构应根据用户需求、用户投资控制、网络技术

的成熟性及可发展性确定。
１９３２　局域网宜采用星形拓扑结构。在有高可靠性要求的网段

应采用双链路或网状结构冗余链路。
１９３３　网络介质的选择应根据网络的体系结构、数据流量、安

全级别、覆盖距离和经济性等方面综合确定，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对数据安全性和抗干扰性要求不高时，可采用非屏蔽对

绞电缆；
２　对数据安全性和抗干扰性要求较高时，宜采用屏蔽对绞

９８２



电缆或光缆；
３　在长距离传输的网络中应采用光缆。

１９３４　在下列场所宜采用无线网络：
１　用户经常移动的区域或流动用户多的公共区域；
２　建筑布局中无法预计变化的场所；
３　被障碍物隔离的区域或建筑物；
４　布线困难的环境。

１９３５　无线局域网设备应符合ＩＥＥＥ８０２的相关标准。
１９３６　无线局域网宜采用基于无线接入点 （ＡＰ）的网络结构。
１９３７　在布线困难的环境宜通过无线网桥连接同一网络的两个

网段。

１９４　网络连接部件的配置

１９４１　网络连接部件应包括网络适配器 （网卡）、交换机 （集
线器）和路由器。
１９４２　网卡的选择必须与计算机接口类型相匹配，并与网络体

系结构相适应。
１９４３　网络交换机的类型必须与网络的体系结构相适应，在满

足端口要求的前提下，可按下列规定配置：
１　小型网络可采用独立式网络交换机；
２　大、中型网络宜采用堆叠式或模块化网络交换机。

１９４４　当具有下列情况时，应采用路由器或第３层交换机：
１　局域网与广域网的连接；
２　两个局域网的广域网相连；
３　局域网互联；
４　有多个子网的局域网中需要提供较高安全性和遏制广播

风暴时。
１９４５　当局域网与广域网相连时，可采用支持多协议的路

由器。
１９４６　在中大型规模的局域网中宜采用可管理式网络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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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机的设置，应根据网络中数据的流量模式和处理的任务确

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接入层交换机应采用支持ＶＬＡＮ划分等功能的独立式或

可堆叠式交换机，宜采用第２层交换机；
２　汇接层交换机应采用具有链路聚合、ＶＬＡＮ路由、组播

控制等功能和高速上连端口的交换机，可采用第２层或第３层交

换机；
３　核心层交换机应采用高速、高带宽、支持不同网络协议

和容错结构的机箱式交换机，并应具有较大的背板带宽。
１９４７　各层交换机链路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汇接层与接入层交换机之间可采用单链路或冗余链路

连接；
２　在容错网络结构中，汇接层交换机之间、汇接层与接入

层交换机之间应采用冗余链路连接，并应生成树协议阻断冗余链

路，防止环路的产生；
３　在紧缩核心网络中，每台接入层交换机与汇接层交换机

之间，宜采用冗余链路连接；
４　在多核心网络中，每台汇接层交换机与每台核心层交换

机之间，宜采用冗余链路连接。核心层交换机之间不得链接，避

免桥接环路。

１９５　操作系统软件与网络安全

１９５１　网络中所有客户端，宜采用能支持相同网络通信协议的

计算机操作系统。
１９５２　服务器操作系统应支持网络中所有的客户端的网络协

议，特别是ＴＣＰ／ＩＰ协议。网络操作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用于办公和商务工作的计算机局域网中，宜采用微软视

窗 （Ｗｉｎｄｏｗｓ）操作系统；
２　在需要高稳定性、需要支持关键任务应用程序运行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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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服务器端，宜采用Ｕｎｉｘ或Ｌｉｎｕｘ类服务器操作系统或专用服

务器操作系统。
１９５３　网络管理应具有下列基本功能：

１　网络设备的系统固件管理：对网络设备的系统软件进行

管理，如升级、卸载等；
２　文件管理：对数据、文件和程序的存储进行有序管理和

备份；
３　配置管理：对网络设备进行有关的参数配置、设置网络

策略等；动态监控、动态显示网络中各节点及每一设备端口的工

作状态；
４　故障管理：对网络设备和线路发生的故障，网络管理系

统能预设报警功能及措施；
５　安全控制：通过身份、密码、权限等验证，实现基本的

安全性控制；
６　性能管理：通过分析工具统计和分析网络流量、数据包

类型及错误包比例等信息，进而提供网络的运行状态、发展状

态、预期调整措施的分析结果；
７　网络优化：分析和优化网络性能。

１９５４　网络安全应具有机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可控性及网

络审计等基本要求。
１９５５　 网络安全性设计应具有非授权访问、信息泄露或丢失、
破坏数据完整性、拒绝服务攻击和传播病毒等防范措施。
１９５６　网络的安全性可采取下列防范措施：

１　采取传导防护、辐射防护、电磁兼容环境防护等物理安

全策略；
２　采用容错计算机、安全操作系统、安全数据库、病毒防

范等系统安全措施；
３　设置包过滤防火墙、代理防火墙、双宿主机防火墙等类

型的防火墙；
４　采取入网访问控制、网络权限控制、属性安全控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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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服务器安全控制、网络监测和锁定控制、网络端口和节点控制

等网络访问控制；
５　数据加密；
６　采取报文保密、报文完整性及互相证明等安全协议；
７　采取消息确认、身份确认、数字签名、数字凭证等信息

确认措施。
１９５７　网络的安全性策略应根据网络的安全性需求，并按其安

全性级别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１９６　广域网连接

１９６１　广域网连接是指通过公共通信网络，将多个局域网或局

域网与互联网之间的相互连接。
１９６２　局域网在下列情况时，应设置广域网连接：

１　当内部用户有互联网访问需求；
２　当用户外出需访问局域网；
３　在分布较广的区域中拥有多个需网络连接的局域网；
４　当用户需与物理距离遥远的另一个局域网共享信息。

１９６３　局域网的广域网连接应根据带宽、可靠性和使用价格等

因素综合确定，可采用下列方式：
１　公用电话交换网；
２　综合业务数字网 （窄带ＮＩＳＤＮ和宽带ＢＩＳＤＮ）；
３　帧中继 （ＦＲ）；
４　各类铜缆接入设备 （ｘＤＳＬ）；
５　数字数据网 （ＤＤＮ）或专线；
６　 以太网。

１９７　网 络 应 用

１９７１　网络应用应包括单位内部办公自动化系统、单位内部业

务、对外业务、互联网接入、网络增值服务等几种类型。计算机

网络系统的设计，宜符合网络应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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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２　当网络有多种应用需求时，宜构建适应各种应用需求的

共用网络，设置相应的服务器，并应采取安全性措施保护内部应

用网络的安全。
１９７３　当内部网络数据有高度安全性要求时，应采取物理隔离

措施隔离内部、外部网络，并应符合安全部门的有关规定。
１９７４　在子网多而分散，主干和广域网数据流量大的计算机网

络中，宜采用网络分段和子网数据驻留的方式控制流经主干上的

数据流，提高主干的传输速率。
１９７５　服务器应根据其执行的任务而合理配置。在执行办公自

动化系统任务的网络中宜设置文件和打印服务器、邮件服务器、
Ｗｅｂ服务器、代理服务器及目录服务器。
１９７６　当公共建筑物中或建筑物的公共区域符合本规范第

１９３４条规定时，宜采用无线局域网。
１９７７　计算机网络系统设计，其网络结构、网络连接部件的配

置及传输介质的选择应符合本规范第１９３节和１９４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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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通信网络系统

２０１　一 般 规 定

２０１１　本章包括数字程控用户电话交换机系统、调度交换机系

统、会议电视系统、无线通信系统、ＶＳＡＴ卫星通信系统、多

媒体现代教育系统等通信网络系统及通信配线与管道。
２０１２　通信网络系统应为建筑物或建筑群的拥有者 （管理者）
及使用者提供便利、快捷、有效的信息服务。
２０１３　通信网络系统应对来自建筑物或建筑群内、外的信息，
进行接收、存储、处理、交换、传输，并提供决策支持的能力。
２０１４　建筑物或建筑群中有线或无线接入网系统的设计，应符

合国家现 行 标 准 《接 入 网 工 程 设 计 规 范》ＹＤ／Ｔ５０９７的 有 关

规定。

２０２　数字程控用户电话交换机系统

２０２１　数字程控用户电话交换设备应根据使用需求，设置在行

政机关、金融、商场、宾馆、文化、医院、学校等建筑物内。
２０２２　数字程控用户电话交换设备，应提供普通电话业务、
ＩＳＤＮ通信和ＩＰ通信等业务。
２０２３　用户终端应通过数字程控用户电话交换设备与各公用通

信网互通，实现语音、数据、图像、多媒体通信业务的需求。
２０２４　数字程控用户交换机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用户交换机系统应配置交换机、话务台、用户终端、终

端适配器等配套设备以及应用软件。
２　用户交换机应根据工程的需求，以模拟或数字中继方式，

通过用户信令、中继随路信令或公共信道信令方式与公用电话网

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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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数字程控用户交换机的用户侧和中继侧应具有下列基本

接口，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用户侧接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用于连接模拟终端的二线模拟Ｚ接口；
———用于 连 接 数 字 终 端 的 接 口 （专 用 数 字 终 端、
Ｖ２４等）；

———用于连 接ＩＰ终 端 的 接 口 （Ｈ３２３语 音 终 端、
ＳＩＰ等）。

２）中继侧接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用于接入公用ＰＳＴＮ端局的数字Ａ接口或Ｂ接

口 （速率为２０４８ｋｂｉｔ／ｓ或８４４８ｋｂｉｔ／ｓ）；
———用于接入公用ＰＳＴＮ端局的二线模拟Ｃ２ 接口；
———用于接入公用ＰＳＴＮ端局的四线模拟Ｃ１ 接口；
———用于接入公用ＰＳＴＮ端局的网络Ｈ３２３或ＳＩＰ

接口。
２０２５　ＩＳＤＮ用户交换机 （ＩＳＰＢＸ）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ＩＳＤＮ用户交换机应是公用综合业务数字网 （ＮＩＳＤＮ）
中的第二类网络终端 （ＮＴ２型）设备。
２　ＩＳＤＮ用户交换机应具有基本的使用功能。
３　ＩＳＤＮ用户交换机的用户侧和中继侧应根据工程的实际

需求配置下列基本接口，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用户侧接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用于连接数字话机及ＩＳＤＮ标准终端的Ｓ接口

（２Ｂ＋Ｄ接口）；
———用于连接ＩＳＤＮ标准终端的Ｓ接口 （３０Ｂ＋Ｄ接

口）；
———用于连接网络终端１（ＮＴ１）的Ｕ接口 （２Ｂ＋
Ｄ和３０Ｂ＋Ｄ接口）；

———用于连接模拟终端的Ｚ接口；
———用于连 接ＩＰ终 端 的 接 口 （Ｈ３２３语 音 终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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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Ｐ等）。
２）中继侧接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用于 接 入 公 用 ＮＩＳＤＮ 端 局 的 Ｔ （２Ｂ＋Ｄ）

接口；
———用于接 入 公 用 ＮＩＳＤＮ 端 局 的 Ｔ （３０Ｂ＋Ｄ）

接口；
———用于接入公用ＰＳＴＮ端局 （数字程控电话交换

端局）的Ｅ１数字Ａ接口 （速率为２０４８ｋｂｉｔ／ｓ）；
———用于接入公用ＰＳＴＮ端局的网络Ｈ３２３或ＳＩＰ

接口。
２０２６　支持ＶＯＩＰ业务的ＩＳＤＮ用户交换机系统应符合下列

要求：
１　应具有ＩＳＤＮ用户交换机基本的和补充业务功能。
２　应以ＩＰ网关方式与ＩＰ局域网或公用ＩＰ网络相连。
３　应按工程的实际需求，在用户侧和中继侧配置下列基本

接口，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用户侧接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用于连接ＩＳＤＮ用户交换机具有的基本用户侧

接口；
———用于连接符合Ｈ３２３标准的ＶＯＩＰ终端接口；
———用于连接符合ＳＩＰ标准的ＶＯＩＰ终端接口。

２）中继侧接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用于接入公用ＩＳＤＮ端局的Ｔ接口；
———用于接入公用ＰＳＴＮ端局的Ｅ１数字Ａ接口；
———用于接 入 Ｈ３２３标 准 的 公 用ＩＰ网 络 的 接 口

（Ｈ３２３接入网关）；
———用于接入ＳＩＰ标准的公用ＩＰ网络的接口 （ＳＩＰ

接入网关）。
２０２７　数字程控用户交换机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用户交换机容量宜按下列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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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用户交换机除应满足近期容量的需求外，尚应考虑

中远期发展扩容以及新业务功能的应用；
２）用户交换机的实装内线分机的容量，不宜超过交换

机容量的８０％；
３）用户交换机应根据话务基础数据，核算交换机内处

理机的忙时呼叫处理能力 （ＢＨＣＡ）。
２　用户交换机中继类型及数量宜按下列要求确定：
１）用户交换机中继线，宜采用单向 （出、入分设）、双

向 （出、入合设）和单向及双向混合的三种中继方

式接入公用网；
２）用户交换机中继线可按下列规定配置：
———当用户交换机容量小于５０门时，宜采用２～５
条双向出入中继线方式；
———当用户交换机容量为５０～５００门，中继线大于５
条时，宜采用单向出入或部分单向出入、部分双向

出入中继线方式；
———当用户交换机容量大于５００门时，可按实际话

务量计算出、入中继线，宜采用单向出 入 中 继 线

方式。
３）中继线数量的配置，应根据用户交换机实际容量大

小和出入局话务量大小等因素，可按用户交换机容

量的１０％～１５％确定。
３　系统对当地电信业务经营者中继入网的方式，应符合下

列要求：
１）数字程控用户交换机中继入网的方式，应根据用户

交换机的呼入、呼出话务量和本地电信业务经营者

所具备的入网条件，以及建筑物 （群）拥有者 （管
理者）所提的要求确定；

２）数字程控用户交换机进入公用电话网，可采用下列

几种中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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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直拨中继方式 （ＤＯＤ１＋ＤＩＤ和ＤＯＤ２＋
ＤＩＤ中继方式）；

———半自动单向中继方式 （ＤＯＤ１＋ＢＩＤ和ＤＯＤ２＋
ＢＩＤ中继方式）；

———半自动双向中继方式 （ＤＯＤ２＋ＢＩＤ中继方式）；
———混合中继方式 （ＤＯＤ２＋ＢＩＤ＋ＤＩＤ和ＤＯＤ１＋
ＢＩＤ＋ＤＩＤ中继方式）；

———ＩＳＰＢＸ中的ＩＳＤＮ终端，对外交换采用全自动

的直拨方式 （ＤＤＩ）。
２０２８　程控用户交换机机房的选址、设计与布置，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机房宜设置在建筑群内用户中心通信管线进出方便的位

置。可设置在建筑物首层及以上各层，但不应设置在建筑物最高

层。当建筑物有地下多层时，机房可设置在地下一层。
２　当建筑物为投资方自用时，机房宜与建筑物内计算机主

机房统筹考虑设置。
３　机房位置的选择及机房对环境和土建等专业的要求，尚

应符合本规范第２３章的有关规定。
４　程控用户交换机机房的布置，应根据交换机的机架、机

箱、配线架，以及配套设备配置情况、现场条件和管理要求决

定。在交换机及配套设备尚未选型时，机房的使用面积宜符合表

２０２８的规定。

表２０２８　程控用户交换机机房的使用面积

交换机容量数

（门）

交换机机房

使用面积 （ｍ２）

≤５００ ≥３０
５０１～１０００ ≥３５
１００１～２０００ ≥４０

交换机容量数

（门）

交换机机房

使用面积 （ｍ２）

２００１～３０００ ≥４５
３００１～４０００ ≥５５
４００１～５０００ ≥７０

　注：１　表中机房使用面积应包括话务台或话务员室、配线架 （柜）、电源设备和

蓄电池的使用面积；

２　表中机房的使用面积，不包括机房的备品备件维修室、值班室及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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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程控用户交换机机房内设备布置应符合以近期为主、中

远期扩充发展相结合的规定。

６　话务台的布置应使话务员就地或通过话务员室观察窗正

视或侧视交换机机柜的正面。

７　总配线架或配线机柜室应靠近交换机室，以方便交换机

中继线和用户线的进出。

８　当交换机容量小于或等于１０００门时，总配线架或配线机

柜可与交换机机柜毗邻安装。

９　机房的毗邻处可设置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的光、电传输

设备以及宽带接入等设备的电信机房。

１０　交换机机柜及配套设备布置，尚应符合本规范第２３２
节的规定。

２０２９　程控用户交换机房的供电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机房电源的负荷等级与配置以及供电电源质量，应符合

本规范第３２及３４节的有关规定。

２　当机房内通信设备有交流不间断和无瞬变供电要求时，
应采用ＵＰＳ不间断电源供电，其蓄电池组可设一组。

３　通信设备的直流供电系统，应由整流配电设备和蓄电

池组组成，可采用分散或集中供电方式供电；当直流供电设备

安装在机房内时，宜采用开关型整流器、阀控式密封铅酸蓄

电池。

４　通信设备的直流供电电源应采用在线充电方式，并以全

浮充制运行。

５　通信设备使用直流基础电源电压为－４８Ｖ，其电压变动

范围和杂音电压应符合表２０２９１的规定。

６　当机房的交流电源不可靠或交换机对电源有特殊要求时，
应增加蓄电池放电小时数。

７　交换机设备的蓄电池的总容量应按下式计算：

Ｑ≥ＫＩＴ／η［１＋α（ｔ－２５）］ （２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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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０２９１　基础电源电压变动范围和杂音电压要求

标准

电压

（Ｖ）

电信设备受

电端子上

电压变动

范围 （Ｖ）

电 　源 　杂 　音 　电 　压

衡重杂音电压
峰峰值杂音

电压

宽频杂音电压

（有效值）

离散频率杂音

（有效值）

频段

（ｋＨｚ）

指标

（ｍＶ）

频段

（ｋＨｚ）

指标

（ｍＶ）

频段

（ｋＨｚ）

指标

（ｍＶ）

频段

（ｋＨｚ）

指标

（ｍＶ）

－４８－４０～－５７
３００～
３４００

≤２ ０～３００ ≤４００

３４～
１５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３００００

≤３

３４～１５０ ≤５

１５０～２００ ≤３

２００～５００ ≤２

５００～３００００ ≤１

式中　Ｑ———蓄电池容量 （Ａｈ）；

Ｋ———安全系数，为１２５；

Ｉ———负荷电流 （Ａ）；

Ｔ———放电小时数 （ｈ）；

η———放电容量系数，见表２０２９２；

ｔ———实际电池所在地最低环境温度数值，所在地有采暖

设备 时，按１５℃确 定，无 采 暖 设 备 时，按５℃
确定；

α———电池温度系数 （１／℃），当放电小时率大于或等于

１０时，应为０００６；当放电小时率小于１０、大于或

等于１时，应为０００８；当放电小时率小于１时，
应为００１。

表２０２９２　蓄电池放电容量系数 （η）表

电池放电小时数

（ｈ）
０５ １ ２ ３ ４ ６ ８ １０ ≥２０

放电终止电压（Ｖ）１７０１７５１７５１８０１８０１８０１８０１８０１８０１８０ ≥１８５

放电容

量系数

放酸电池０３５０３００５００４００６１０７５０７９０８８０９４１００ １００

阀控电池０４５０４００５５０４５０６１０７５０７９０８８０９４１０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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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机房内蓄电池组电池放电小时数，应按机房供电电源负

荷等级确定。
２０２１０　防雷与接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交换机系统的防雷与接地，应符合本规范第１１、１２、２３
章的有关规定；
２　数字程控交换机系统接地电阻值，应根据该系统产品接

地要求确定。

２０３　数字程控调度交换机系统

２０３１　数字程控调度交换机容量小于或等于６０门时，宜采用

具有调度软件功能模块的数字程控用户交换机。
２０３２　数字程控调度交换机容量大于６０门时，宜设置专用的

数字程控调度交换机设备。
２０３３　数字程控调度交换机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数字程控调度交换机系统应由调度交换机、调度台、调

度分机或终端等配套设备及其应用软件构成。
２　数字程控调度交换机除应具有调度业务的功能外，尚应

同时保留数字程控用户交换机的基本功能。
３　数字程控调度交换机容量大于１２８门时，宜采用热备份

结构，并应具备组网与远端维护功能。
４　数字程控调度交换机的基本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应调度呼叫用户或用户呼叫调度无链路阻塞；
２）应对公用网、专用网及分机用户电话进行调度和控

制复原；
３）应对每个用户进行等级设置；
４）可设置多个中继局向，接至公用网或专用网；
５）应能实时同步录音；
６）应能与无线通信设备联网；
７）应能与计算机网络联网；
８）应有统一的实时时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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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调度话务台的基本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控制支配权，调度台话机具有最高优先权；
２）调度通话应优先，任何用户在摘机、通话或拨号状

态，调度均可直呼用户、中继，用户、中继可直呼

或热线呼叫调度台；
３）应能实现监听、强插、强拆正在进行内部通话的调

度专线电话分机；
４）应能将普通电话分机改为调度专线电话分机；
５）应具有 “功能键”和 “用户键”两大类操作键，供

调度员使用；
６）应具有单呼、组呼、电话会议功能；
７）应能对调度员的姓名、工号、操作权限口令、操作

时间进行核对与记录。
２０３４　数字程控调度交换机的用户侧和中继侧应根据工程的实

际需求，配置下列基本接口，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用户侧接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用于连接模拟终端的二线模拟Ｚ接口；
２）用于连接数字话机及调度台的２Ｂ＋Ｄ接口；
３）用于连接符合Ｈ３２３标准的ＶＯＩＰ终端接口；
４）用于连接符合ＳＩＰ标准的ＶＯＩＰ终端接口。

２　中继侧接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用于接入公用ＮＩＳＤＮ端局的２Ｂ＋Ｄ的接口；
２）用于接入公用ＮＩＳＤＮ端局的３０Ｂ＋Ｄ的接口；
３）用于接入公用ＰＳＴＮ端局的Ｅ１数字Ａ接口 （速率

为２０４８ｋｂｉｔ／ｓ）；
４）用于接入公用ＰＳＴＮ端局的二线模拟Ｃ接口；
５）用于接入符合Ｈ３２３标准的公用计算机网络的接口

（Ｈ３２３接入网关）；
６）用于接入符合ＳＩＰ标准的公用计算机网络的接口

（ＳＩＰ接入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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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５　数字程控调度交换机进入公用网或专网的方式应符合下

列规定：
１　当采用数字中继方式入网时，调度交换机配置的数字中

继，宜采用３０Ｂ＋ＤＰＲＡ或Ｅ１（２０４８ｋｂｉｔ／ｓ）ＰＣＭ接口接至本

地电话网的汇接局或端局交换机上，其信令采用ＩＳＤＮ “Ｑ”信

令系统或７号信令系统，并应具备兼容中国１号信令系统的

能力；
２　当采用二线环路中继方式入网时，其信令应采用用户信

令系统。
２０３６　数字程控调度交换机的设备用房、供电及接地要求，应

符合本规范第２０２８～２０２１０条的规定。

２０４　会议电视系统

２０４１　会议电视系统应根据使用者的实际需求确定，可采用下

列系统：
１　大中型会议电视系统；
２　小型会议电视系统；
３　桌面型会议电视系统。

２０４２　会议电视系统应支持Ｈ３２０、Ｈ３２３、Ｈ３２４、ＳＩＰ标

准协议。
２０４３　会议电视系统的支持传输速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Ｈ３２０标准协议的大中型视频会议系统，应支持传输速

率６４ｋｂｉｔ／ｓ～２Ｍｂｉｔ／ｓ；
２　Ｈ３２３标准协议的桌面型视频会议系统，应支持传输速

率不小于６４ｋｂｉｔ／ｓ；
３　Ｈ３２０和Ｈ３２３小型会议视频系统，应支持传输速率

１２８ｋｂｉｔ／ｓ；
４　Ｈ３２４标准协议的可视电话系统，应支持小于６４ｋｂｉｔ／ｓ

的传输速率；
５　ＳＩＰ标准协议的会议视频系统应符合支持传输速率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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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ｋｂｉｔ／ｓ。
２０４４　当采用多点控制单元 （ＭＣＵ）设备组网时，会议电视

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网内任意会场点均可具备主会场的功能；
２　分会场画面应显示于主会场的屏幕；
３　各会场的主摄像机和全场景摄像机，宜采用广播级彩色

摄像机，辅助摄像机可采用专业级固定彩色摄像机；
４　主会场应远程遥控各分会场的全部受控摄像机，调整画

面的内容和清晰度；
５　全部会场画面应由主会场进行控制；
６　主席控制方式，可控制主会场发言模式与分会场发言模

式的转换；
７　应在会议监视器画面上，观察对方送来幻灯、文件、电

子白板的静止图像；
８　应在会议监视器画面上，叠加上会场名称、会议状态、

控制动作名称的文字说明；
９　同一个ＭＣＵ设备应支持召开不同传输速率的电视会议；
１０　ＭＣＵ设备软件应运行在各种嵌入式操作系统上；
１１　在多个 ＭＣＵ的会议电视网中，应确认一个主 ＭＣＵ，

其他均为从ＭＣＵ；
１２　会议电视网内应实现时钟同步管理、计费管理、主持人

管理等功能。
２０４５　当采用桌面型会议电视时，会议电视系统的功能应符合

下列规定：
１　应在显示器窗口上，收看到对方会议的活动图像，能对

窗口尺寸和位置进行调整；
２　应设置审视送出图像的自监窗口；
３　应设置专门用于观察对方送来的幻灯、文件、电子白板

的静止图像显示窗口；
４　应进行网上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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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４６　会议电视系统的组网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网络设计应安全可靠，宜采用电缆、光缆、数字微波、

卫星等不同传输通道，并宜设置备用信道，以保证通信畅通

可靠；
２　采用ＭＣＵ组成的点对点或点对多点的组网，应考虑主

备用信道与会议电视终端设备的倒换便利；
３　采用ＭＣＵ组网时，应支持多级联的组网方式。

２０４７　采用宽带互联网时，宜采用标准的ＴＣＰ／ＩＰ以太网通信

接口方式组网。
２０４８　会议电视系统用房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会议电视室宜按矩形房间设计，使用面积应按参加会议

的总人数确定，每个人占用面积不应小于３０ｍ２；
２　大型会议电视室布置时，应以会议电视室为中心，在相

邻房间可设置与系统设备相关的控制室和传输设备室，各用房面

积不宜小于１５ｍ２；
３　大型会议电视室与控制室之间的墙上宜设置观察窗，观

察窗不宜小于宽１２ｍ、高０８ｍ，窗口下沿距室内地面０９ｍ；
４　当会议电视设备采用可移动组合式彩色视频显示器机柜

时，可不设置专用的控制室和传输设备室；
５　大、中型会议电视室桌椅布置，宜面向投影机幕布作马

蹄形布置，小型会议电视室宜面向彩色视频显示器作Ｕ形布置；
前后排之间的间距不宜小于１２ｍ；
６　会场前排与会人员观看投影机幕布或彩色视频显示器的

最小视距，宜按视频画面对角线的规格尺寸２～３倍计算；最远

视距宜按视频画面对角线的规格尺寸８～９倍计算。
２０４９　 会议电视系统用房的设备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会场彩色摄像机宜设置在会场正前方或左右两侧，能使

参会人员都被纳入摄录视角范围内；
２　会场全景彩色摄像机宜设置在房间后面墙角上，以便获

得全场景或局部放大的特写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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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会场的文本摄像机、白板摄像机、音视频设备，均应安

放在会议室内合适的位置；
４　室内投影机幕布或彩色视频显示器位置的设置，应使全

场参会人员处在良好的视距和视角范围内；
５　大、中型会议电视室内应设置二台及以上高清晰度、高

亮度大屏幕彩色投影机，投影屏幕上视频画面对角线的尺寸不宜

小于２５４ｃｍ；
６　小型会议电视室内应设置二台及以上高清晰度彩色视频

显示器，显示屏幕画面对角线的尺寸不宜小于７４ｃｍ；
７　话筒和扬声器的布置宜使话筒置于各扬声器的指向辐射

外，并加设回声抑制器。
２０４１０　会议电视系统供电、照明、防雷、接地及环境应符合

下列规定：
１　系统电源的负荷等级与配置以及供电电源质量应符合本

规范第３２节及３４节的有关规定；
２　系统中设备需要有交流不间断和无瞬变要求的供电时，

应采用ＵＰＳ不间断电源供电；
３　音视频设备应采用同相电源集中供电；
４　会议电视室、控制室和传输设备室的室内环境及照度，

应符合本规范第２３３节的有关规定；
５　系统防雷与局部等电位联结应符合本规范第１１、１２、２３

章的有关要求。

２０５　无线通信系统

２０５１　无线通信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建筑物与建筑群中无线通信系统，应采用固定无线接入

技术，系统的配置应根据工程的实际需求确定；
２　接入系统的设备宜按控制器、基站和用户终接设备等配

置，其系统的控制器宜与基站设备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３　无线接入系统应支持电话、传真、低速数据或高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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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等综合业务通信；
４　无线接入系统中的控制器设备应根据用户需求，接入

ＰＳＴＮ电话交换网、ＩＳＤＮ交换网、ＡＴＭ网和以太网等网络；
５　无线接入系统中业务节点的接口，可采用ＰＳＴＮ的Ｖ５

或ＶＢ５接口、ＮＩＳＤＮＢＲＡ或ＰＲＡ的Ｖ、Ｖ５ 或ＶＢ５接口、ＢＩＳ
ＤＮＳＤＨ或ＡＴＭ的ＶＢ５接口，以及１００ＢＡＳＥＴＸ （或Ｔ２、或

Ｔ４）和１０００ＢＡＳＥＴ等接口方式；
６　用户设备应根据需求，采用单用户终接设备或多用户终

接设备；
７　无线接入系统的工作频段和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通

信行业标准 《接入网工程设计规范》ＹＤ／Ｔ５０９７的有关规定。
２０５２　移动通信信号室内覆盖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建筑物与建筑群中的移动通信信号室内覆盖系统，应满

足室内移动通信用户，利用蜂窝室内分布系统实现语音及数据通

信业务；
２　移动通信信号室内覆盖系统所采用的专用频段，应符合

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
３　系统信号源的引入方式，宜采用基站直接耦合信号方式

或采用空间无线耦合信号方式；
４　基站直接耦合信号方式，宜用于大型公共建筑、宾馆、

办公楼、体育场馆等人流量大、话务量不低于８２Ｅｒ１的场所；
空间无线耦合方式宜用于基站不易设置、建筑面积小于１００００ｍ２

且话务量低于８２Ｅｒ１的普通公共建筑场所；
５　基站直接耦合信号方式的引入信源设备，宜设置在建筑

物首层或地下一层的弱电 （电信）进线间内或设置在通信专用机

房内，机房净高不宜小于２８ｍ，使用面积不宜小于６ｍ２；
６　空间无线耦合信号方式的引入信源设备中室外天线，宜

设置在建筑物顶部无遮挡的场所，直放站设备宜设置在建筑物的

弱电或电信间或通信专用机房内；
７　无源或有源的室内分布系统设备，应按建筑物或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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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模进行配置，其传输线缆宜选用射频电缆或光缆；
８　系统宜采用合路的方式，将多家移动通信业务经营者的

频段信号纳入系统中；
９　室内覆盖系统的信号源输出功率不宜高于＋４３ｄＢｍ；基

站接收端收到系统的上行噪声电平应小于－１２０ｄＢｍ；
１０　系统的信号场强应均匀分布到室内各个楼层及电梯轿厢

中；无线覆盖的接通率应满足在覆盖区域内９５％的位置，并满

足在９９％的时间内移动用户能接入网络；
１１　系 统 的 室 内 无 线 信 号 覆 盖 的 边 缘 场 强 不 应 小 于

－７５ｄＢｍ。在高层部位靠近窗边时，室内信号宜高于室外无线信

号８～１０ｄＢ；在首层室外１０ｍ处部位，其室内信号辐射到室外

的信号强度应低于－８５ｄＢｍ；
１２　室内无线信号覆盖网的语音信道 （ＴＣＨ）呼损率宜小

于或 等 于 ２％，控 制 信 道 （ＳＤＣＣＨ）呼 损 率 宜 小 于 或 等

于０１％；
１３　同频干扰保护比不开跳频时，不应小于１２ｄＢ，开跳频

时，不应小于９ｄＢ；邻频干扰保护比２００ｋＨｚ时不应小于－６ｄＢ，
４００ｋＨｚ时不应小于－３８ｄＢ；

１４　建筑物内预测话务量的计算与基站载频数的配置应符合

有关移动通信标准；
１５　系统的布线器件应采用分布式无源宽带器件，宜符合多

家电信业务经营者在８００～２５００ＭＨｚ频段中信号的接入；为减

少噪声引入，系统应合理采用有源干线放大器；
１６　室内空间环境中视距可见路径无线信号的损耗，可采用

电磁波自由空间传播损耗计算模式；
１７　系统中电梯井道内天线外，其他所有ＧＳＭ网天线口输

出电平不宜大于１０ｄＢｍ；ＣＤＭＡ网天线口输出电平不宜大于

７ｄＢｍ；所有室内天线的天线口输出电平，应符合室内天线发射

功率小于１５ｄＢｍ／每载波的国家环境电磁波卫生标准；
１８　系统中功分器、耦合器宜安装在系统的金属分接箱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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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槽内；
１９　系统中垂直主干布线部分宜采用直径７／８ｉｎ、５０Ω阻燃

馈线电缆，水平布线部分宜采用直径１／２ｉｎ、５０Ω阻燃馈线电缆；
２０　当安置吸顶天线时，天线应水平固定在顶部楼板或吊平

顶板下；当安置壁挂式天线时，天线应垂直固定在墙、柱的侧壁

上，安装高度距地宜高于２６ｍ；
２１　当室内吊平顶板采用石膏板或木质板时，宜将天线固定

在吊平顶板内，并可在天线附近吊平顶板上留有天线检修口；
２２　电梯井道内宜采用八木天线或板状天线，天线主瓣方向

宜垂直朝下或水平朝向电梯并贴井壁安装；
２３　当射频电缆、光缆垂直敷设或水平敷设时，应符合有关

移动通信的设计要求；
２４　当同一建筑群内采用两套或两套以上宏蜂窝基站进行覆

盖时，其相邻小区间应做好邻区关系和信号无缝越区切换；
２５　系统的供电、防雷和接地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系统基站设备机房的主电源不应低于本建筑物的最

高供电等级；通信用的设备当有不间断和无瞬变供

电要求时，电源宜采用ＵＰＳ不间断电源供电方式；
２）系统的防雷和接地应符合本规范第１１、１２、２３章的

有关规定。
２０５３　ＶＳＡＴ卫星通信系统采用的信号与接口方式，应符合

以下要求：
１　点对点或点对多点的ＶＳＡＴ卫星通信系统，宜用于专用

业务网。
２　ＶＳＡＴ通信网络宜按通信卫星转发器、地面主站和地面

端站设置。
３　ＶＳＡＴ通信系统工作频率的使用，应符合以下要求：
１）工 作 频 率 在 Ｃ频 段 时：上 行 频 率 应 为５８５０～
６４２５ＧＨｚ；下行频率应为３６２５～４２００ＧＨｚ；

２）工作频率在 Ｋｕ频段时：上行频率应为１４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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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５００ＧＨｚ；下行频率应为１２２５０～１２７５０ＧＨｚ。
４　ＶＳＡＴ通信网络的结构和业务性质，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ＶＳＡＴ通信网络的拓扑结构宜分为星形网、网状网

和混合网三种类型；
２）ＶＳＡＴ通信网络宜按业务性质分为数据网、语音网

和综合业务网。
５　ＶＳＡＴ网络应根据用户的业务类型、业务量、通信质

量、响应时间等要求进行设计，应具有较好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

和符合网络的扩展性，并满足现有业务量和新业务的增加需求。
６　ＶＳＡＴ网络接口应具有支持多种网络接口和通信协议的

能力，并能根据用户具体要求进行协议转换、操作和维护。
７　ＶＳＡＴ系统地面端站站址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端站站址选择时，应避开天线近场区四周的建筑物、

广告牌、各种高塔和地形地物对电波的阻挡和反射

引起的干扰，并应对附近现有雷达或潜在的雷达干

扰进行评估，其干扰电平应满足端站的要求；
２）端站站址应避免与附近其他电气设备之间的干扰；
３）天线到前端机房接收机端口的同轴线缆长度，应满

足产品要求，但不宜大于２０ｍ；
４）当系统采用Ｋｕ频段时，其端站站址处的接收天线

口径不宜大于１２ｍ；
５）端站站址应提供坚固的天线安装基础，以防地震、

飓风等灾害的侵袭。
８　ＶＳＡＴ系统地面端站的供电、防雷和接地应符合下列

要求：
１）系统地面端站机房主电源不应低于本建筑物的最高

供电等级；通信设备电源应采用 ＵＰＳ不间断电源

供电；
２）系统地面端站机房的防雷和接地应符合本规范第１１、
１２、２３章中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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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ＶＳＡＴ卫星通信系统地面端站和地面主站的设置，应符

合国家现行通信行业标准 《国内卫星通信小型地球站ＶＳＡＴ通

信系统工程设计暂行规定》ＹＤ５０２８的有关规定。

２０６　多媒体现代教学系统

２０６１　模拟化语言教学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模拟化语言教学系统，应包括教师授课设备和学生学习

设备，并配置系统操作软件：
１）教师授课设备宜包括教师电脑、教师语音编辑教学

软件、多媒体集中控制器、音频主控制箱、音频分

配器、ＶＧＡ视频分配器、教师对讲式耳机、ＤＶＤ
影碟机、录像机、实物投影仪、带云台变焦ＣＣＤ彩

色摄像机、监视器、主控制台与集中供电设备；
２）学生学习设备宜包括跟读机、学生视频选择器、学

生对讲式耳机、学生终端桌。
２　模拟化语言教学系统，教师授课设备和学生学习设备，

其功能应符合有关教学仪器设备的标准要求。
３　模拟化语言教学系统宜采用星形或环形组网方式。
４　语言教室平面设计和设备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语言教室的使用面积，应按标准的二座席学生终端

桌规格和教师主控制台座席规格进行建筑平面设置；
每套二座席学生终端桌平均占用面积不宜小于３ｍ２，
教师主控制台占用面积不宜小于６ｍ２；

２）语言教室内线缆，应采用地板电缆线槽或活动地板

下金属电缆线槽中暗敷设方式；
３）当需设置话筒和扬声器箱时，应避免话筒播音时的

啸叫；扬声器箱箱体安装距地高度不宜低于２４ｍ；
４）当语言教室设置带云台变焦摄像机进行教学观测和

评估时，摄像机宜安装在学生背后的后墙上，高度

不宜小于２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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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语音教室宜设置由教师控制台控制的电动窗帘；
６）教师主控制台边距教师后背墙净距不宜小于２０ｍ，

前排学生终端桌边距主控制台净距不宜小于１２ｍ；
７）学生终端桌宜按面向教师主控台水平三纵或四纵列

排列，纵列之间的走道净距不宜小于０８ｍ；横列之

间净距不宜小于１４ｍ。
２０６２　数字化语言教学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数字化语言教学系统，应包括教师授课设备和学生学习

设备，并配置系统操作软件：
１）教师授课设备宜包括教师授课电脑、服务器、教师

语言教学专用主录放机、实时数字音频编码器、音

频节目源设备、网络交换机、主控制台等设备；
２）学生学习设备宜包括ＬＣＤ机或台式电脑等设备以及

系统操作软件。
２　数字化语言教学系统教师授课设备和学生学习设备，其

功能应符合有关各仪器设备的标准要求。
３　数字化语言教学系统的组网方式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应采用标准的ＴＣＰ／ＩＰ以太网组网方式，线路带宽

应支 持１００Ｍｂｉｔ／ｓ和 （或）１０００Ｍｂｉｔ／ｓ及 以 上 的

应用；
２）数字化语言教室中的网络应与校园网互通。

４　教学系统用房平面和设备布置设计，应符合本规范第

２０６１条的相关规定。
２０６３　多媒体交互式数字化语言教学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交互式数字化语言教学系统，宜包括教师授课电脑、网

络音视频编码及网络音频点播服务器、教师语言教学专用主录放

机、实时数字音频编码器、音视频节目源设备、网络交换机、主

控制台、学生学习的电脑终端等设备及系统操作软件。
２　交互式数字化语言教学系统教师授课设备和学生机设备，

其功能应符合各有关仪器设备的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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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交互式数字化语言教学系统的组网方式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应采用标准的ＴＣＰ／ＩＰ以太网组网方式，线路带宽

应支持１００Ｍｂｉｔ／ｓ和 （或）／１０００Ｍｂｉｔ／ｓ及以上的

应用；
２）交互式语言教室中网络设备应与校园网互通及留有

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连接端口。
４　交互式语言教室平面设计和设备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教室的使用面积应按标准的二座席学生终端桌规格

位置和教师主控制台座席规格位置进行建筑平面

设置；
２）每套 二 座 席 学 生 终 端 桌 平 均 占 用 面 积 不 宜 小 于

４５ｍ２，教师主控制台占用面积不宜小于６ｍ２。
２０６４　多媒体双向ＣＡＴＶ教学网络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双向ＣＡＴＶ教学网络系统应包括控制中心机房的系统主

控设备和各教室分控教学设备，并配置系统操作控制软件。
１）控制中心机房ＣＡＴＶ教学系统，宜包括主控计算

机、主控制器、音视频节目源设备、ＡＶ矩阵切换

控制器、调制器、混合器、话筒、电视监视器幕墙、
卫星接收机、多媒体播出电脑等设备及操作控制

软件；
２）教室分控设备宜包括教室智能控制器、多功能组合

遥控器、彩色电视机、话筒等。
２　控制中心机房ＣＡＴＶ和教室分控教学系统所采用的设

备，其功能应符合各有关仪器设备的行业标准要求。
３　多媒体双向ＣＡＴＶ教学网络系统组网方式应符合下列

要求：
１）系统宜采用总线分配型组网方式；
２）系统组网主干线缆宜采用铝管型屏蔽或编织型四屏

蔽同轴电缆，传输距离遥远时宜采用光缆；
３）系统组网的分支线缆应采用编织型四屏蔽同轴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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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系统组网中用户放大器应采用双向用户放大器。
４　各教室彩色电视机规格不宜小于７４ｃｍ，电视机机架安装

底部离地不宜低于２１ｃｍ。
５　各教室扬声器组合音箱安装底部离地不宜低于２４ｍ。
６　教学系统用房平面设计和设备的布置设计应符合本规范

第２０６１条的相关规定。
２０６５　多媒体集中控制与教室分控教学网络系统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教学网络系统应包括电教集中控制中心机房的系统主控

设备和各多媒体教学分控教学设备：
１）校园电教集中控制中心机房主控设备宜包括中央控

制计算机、服务器、共享音视频节目源设备、音视

频中央切换器、主控制台、ＵＰＳ、教学监控显示器、
监控视频矩阵、监控音视频信号录像机、嵌入式数

码硬盘录像机、监控键盘等设备及操作控制软件和

网络集中控制软件；
２）多媒体教室分控设备宜包括分控计算机、音视频节

目源设备、音视频切换器、合并式中央控制器、高

亮度大屏幕投影机、实物投影仪、笔记本微机、显

示器、多路调音台、功率放大器、回声抑制器、音

箱、无线话筒接收机、话筒 （包括无线话筒）、录音

机、一体化半球形彩色摄像机、教师电子讲台等设

备及分控操作软件。
２　电教集中控制中心机房主控和各教室分控教学系统所采

用的设备，其功能应符合各有关仪器设备的标准要求。
３　系统的组网方式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系统宜采用标准的星形组网方式；
２）系统采用计算机网络线缆和专用的音频线、视频线、

控制线、电源线缆应安全可靠，不同物理链路的路

由应保证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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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教学系统用房平面设计和设备的布置设计应符合本规范

第２０６１条的相关规定。
２０６６　ＩＰ远程教学网络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ＩＰ远程教学网络系统宜分别按实时和非实时的应用方

式，设置专门的远程教学业务系统设备、承载网络设备以及操作

控制软件等。
２　ＩＰ远程教学网络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应在ＩＰ网络上构建系统的教学平台；
２）宜建立一个虚拟的教学环境，向远程各教学点的学

生提供授课、答疑、讨论、作业、虚拟实验、考试

等教学内容；
３）应根据教学业务需要，配置不同模式的网络系统和

硬件设备。
３　ＩＰ远程教学网络系统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应完成主要的教学活动；
２）应能对教学过程作全方位的控制管理与监督；
３）应能提供系统运营的手段、计费、认证与安全。

４　ＩＰ远程教学网络系统中，各业务应用模式的系统设置，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实时教学视频会议教学业务模式的系统设置应符合

下列要求：
———主播教室教师授课设备宜按电子白板、实物投

影仪、大屏幕投影机、多点控制单元ＭＣＵ、编

解码器、遥控器、笔记本微机、摄像机、摄像

机切换器、网络接口及操作控制软件等配置；
———远程教学点设备宜按视音频会议教学设备、计

算机网络设备、摄像机、网络接口及操作控制

软件等配置；
———系统的设置应符合实时远程教学授课和实时双

向课堂交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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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教室的电子白板应与互联网相连；
———授课教师应将电子白板上授课内容以ＪＰＥＧ或

ＭＰＥＧ格式，上传至Ｗｅｂ服务器指定目录上；
———远程教学点宜设置在多媒体教室内。

２）按需点播流媒体教学业务模式的系统设置，应符合

下列要求：
———系统宜按流媒体服务器、流媒体制作工具、流

媒体管理工具、网络交换设备编解码器、远程

终端设备、网络接口和操作管理软件等配置；
———系统的设置宜将教师授课的视音频录像、电子

白板、教案、课件、图片等多媒体教学课源实

时同步制作、存储、播放；
———系统宜将已有教学录像带、ＶＣＤ、ＤＶＤ片源资

料制作成流媒体教学课件；
———系统宜对网上远程教学终端设备提供实时直播

与点播的视音频课件；
———系统应提供互联网教学平台；
———系统的ＶＯＤ服务器应支持多种压缩编码格式的

视音频课件。
３）基于Ｗｅｂ的网上教学业务模式的系统设置应符合下

列要求：
———系统宜按Ｗｅｂ服务器、远程学习电脑、网络接

口、操作软件等配置；
———Ｗｅｂ的网上教学系统应以Ｗｅｂ教学课件为学习

者主要的资源；
———Ｗｅｂ教学课件应为以文本、图片、动画、音频

媒体编码的电子教学课件；
———系统远程网络教学平台应提供课程大纲、学习

参考进度、难点分析、各类模拟试题、在线测

试、全文资源检索、书签以及自动答题、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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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辅助教学；
———Ｗｅｂ的网上教学应满足学习者非实时自由选择

时间和地点，通过电脑上网连接至 Ｗｅｂ服务

器上。
５　ＩＰ远程教学网络系统的组网方式宜符合下列要求：
１）远程教学系统应根据教学业务和实际情况组网，并

满足教学业务对网络带宽的需求；
２）系统的组网宜满足有多种拓扑结构、提供多种网络

承载和用户接入方式；
３）系统选择的网络连接方式和协议，应能与公用网、

教育专网等多种网络实现互联。
６　教学系统用房平面设计和设备的布置设计应符合本规范

第２０６１条的相关规定。
２０６７　多媒体现代教学系统，供电、防雷、接地及电磁兼容，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多媒体现代教学系统的主电源，不应低于本建筑物的最

高供电等级；
２　多媒体现代教学系统电源，宜采用不间断电源设备；
３　系统防雷、接地及电磁兼容，应符合本规范第１１、１２、

２２、２３章的有关规定。

２０７　通信配线与管道

２０７１　通信配线与管道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通信配线与管道设计，应按照本地各电信业务经营者已

建或拟建通信管网的设计规划，满足建筑物和建筑群内语音业务

及数据业务的需求；
２　通信配线与管道设计，应按建筑物规模和各层面积，设

置一个或多个通信线缆竖向通道，上升配管管径或竖井内线槽规

格以及配管根数的选用，应满足上升线缆和楼层水平用户线近期

和远期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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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建筑物内竖向管道、竖井、电缆线槽 （桥架）、楼层配线

箱 （分线箱）、过路箱 （盒）等，应设置在建筑物内公共部位；
４　建筑群地下通信配线管道设计时，宜将区域内其他弱电

系统线缆，合理且有选择地纳入配线管道网内。
２０７２　建筑物内通信配管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多层建筑物中竖向垂直主干管道，宜采用墙内暗管敷设

方式，也可根据实际需求，采用通信线缆竖井敷设方式；
２　高层建筑物宜采用通信线缆竖井与暗管敷设相结合的

方式；
３　建筑物内通信线缆与其他弱电设备共用竖井或弱电间时，

其使用面积应符合本规范第２３章的有关规定；
４　公共建筑物内应根据实际需求，合理配置通信线缆竖井、

线缆桥架、楼板预留孔和线缆预埋金属管群；
５　当采用通信线缆竖井敷设方式时，电话、数据以及光缆

等通信线缆不应与水管、燃气管、热力管等管道共用同一竖井；
６　通信线缆竖井的各层楼板上，应预留孔洞或预埋外径不

小于７６ｍｍ的金属管群或套管；孔洞或金属管群在通信线缆敷

设完毕后，应采用相当于楼板耐火极限的不燃烧材料作防火

封堵；
７　配线箱 （分线箱）及通信线缆竖井，宜设置在建筑物内

通信业务相对集中，且通信配管便于敷设的地方；配线箱 （分线

箱）不宜设置在楼梯踏步边的侧墙上；
８　当采用有源通信配线箱 （有源分线箱）时，宜在箱内右

下角设置１只２２０Ｖ单相交流带保护接地的电源插座；
９　暗装通信配线箱 （分线箱），箱底距地宜为０５～１３ｍ；

明装通信配线箱 （分线箱），箱底距地宜为１３～２０ｍ；暗装通

信过路箱，箱底距地宜为０３～０５ｍ；
１０　建筑物内通信配线电缆的保护导管，在地下层、首层和

潮湿场所宜采用壁厚不小于２ｍｍ的金属导管，在其他楼层、墙

内和干燥场所敷设时，宜采用壁厚不小于１５ｍｍ的金属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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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放电缆时直线管的管径利用率宜为５０％～６０％，弯曲管的管

径利用率宜为４０％～５０％；
１１　建筑物内用户电话线的保护导管宜采用管径２５ｍｍ及

以下的管材，在地下室、底层和潮湿场所敷设时宜采用壁厚大于

２ｍｍ金属导管；在其他楼层、墙内和干燥场所敷设时，宜采用

壁厚不小于１５ｍｍ的薄壁钢导管或中型难燃刚性聚乙烯导管；
穿放对绞用户电话线的导管截面利用率宜为２０％～２５％，穿放

多对用户电话线或４对对绞电缆的导管截面利用率宜为２５％
～３０％；
１２　建筑物内敷设的通信配线电缆或用户电话线宜采用金属

线槽，线槽内不宜与其他线缆混合布放，其布放线缆的总截面利

用率宜为３０％～５０％；
１３　建筑物内有严重腐蚀的场所，不宜采用金属导管和金属

线槽；
１４　建筑物内暗管敷设不应穿越非通信类设备的基础；
１５　建筑物内暗导管在必须穿越的建筑物变形缝处，应设补

偿装置；
１６　建筑物内通信插座、过路盒，宜采用暗装方式，其盒体

安装高度宜距地０３ｍ，卫生间内安装高度宜距地１０～１３ｍ；
电话亭中通信插座暗装时，盒体安装高度宜距地１１～１４ｍ；当

进行无障碍设计时，其通信 插 座 盒 体 安 装 高 度 宜 距 地０４～
０５ｍ；并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标准 《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

设计规范》ＪＧＪ５０的有关要求；
１７　建筑物内通信线缆与电力电缆及其他干扰源的间距，应

符合本规范第２１８节的有关规定；
１８　在有电磁干扰的场合或有抗外界电磁干扰需求的场所，

其通信配管必须全程采用金属导管或封闭式金属线槽，并应将线

路中各金属配线箱、过路箱、线槽、导管及插座出线盒的金属外

壳全程连续导通及接地，并应符合本规范第２２章的有关规定。
２０７３　建筑物内通信配线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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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建筑物内交接箱、总配线架 （箱）、配线电缆、配线箱

（分线箱）的容量配置，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本地电话网用户

线路设计规范》ＹＤ５００６的有关要求；
２　建筑物内通信配线电缆设计，宜采用直接配线方式；建

筑物单层面积较大或为高层建筑物时，楼内宜采用交接配线方

式，不宜采用复接配线方式；
３　建筑物内通信光缆的规格、程式、型号，应符合产品标

准并满足设计要求；
４　建筑物内配线电缆宜采用全塑、阻燃型等市内电话通信

电缆，光缆宜采用阻燃型通信光缆；当通信配线采用综合布线大

对数铜芯电缆和多芯光缆时，应符合本规范第２１章的有关规定；
５　通信配线电缆不宜与用户电话线合穿一根导管；电缆配

线导管内不得合穿其他非通信线缆；
６　用户总配线架、配线箱 （分线箱）设备容量宜按远期用

户需求量一次考虑；其配线端子和配线电缆可分期实施，配线电

缆的容量配置可按用户数的１２～１５倍，并结合配线电缆对数

系列选用；
７　建筑物内通信光缆配线宜采用星形结构配线方式；光缆

总配线架 （箱）、楼层光缆分接箱设备容量宜按远期用户需求量

一次配置到位；光缆应根据需求分期实施，同时结合光缆芯数系

列选用；
８　建筑物内用户电话线，宜采用铜芯０５ｍｍ或０６ｍｍ线

径的室内一对或多对电话线；
９　当建筑物内用户电话线采用综合布线４对 （８芯）对绞

电缆时，其通信线缆配置方式，应符合本规范第２１章的有关

规定。
２０７４　建筑群内地下通信管道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建筑群规划红线内的地下通信管道设计，应与红线外公

用通信管网、红线内各建筑物及通信机房引入管道衔接。
２　建筑群地下通信管道，宜有两个方向与公用通信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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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连。
３　建筑群内地下通信管道的路由，宜选在人行道、人行道

旁绿化带及车行道下。通信管道的路由和位置宜与高压电力管、
热力管、燃气管安排在不同路侧，并宜选择在建筑物多或通信业

务需求量大的道路一侧。

４　各 种 材 质 的 通 信 管 道 顶 至 路 面 最 小 埋 深 应 符 合 表

２０７４１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通信管道设计应考虑在道路改建，可能引起路面高

程变动时，不致影响管道的最小埋深要求；

２）通信管道宜避免敷设在冻土层及可能发生翻浆的土

层内；在地下水位高的地区宜浅埋。

表２０７４１　通信管道最小埋深 （ｍ）

管　道　类　别 人行道下 车行道下

混凝土管、塑料管 ０５ ０７

钢　管 ０２ ０４

５　地下通信管道应有一定的坡度，以利渗入管内的地下水

流向人 （手）孔。管道坡度宜为３‰～４‰，当室外道路已有坡

度时，可利用其地势获得坡度。

６　地下通信管道与其他各类管道及与建筑的最小净距应符

合表２０７４２的规定。

表２０７４２　通信管道和其他地下管道及建筑物的最小净距表

其他地下管道及建筑物名称
平行净距

（ｍ）

交叉净距

（ｍ）

已有建筑物 ２００ —

规划建筑物红线 １５０ —

给水管

直径为３００ｍｍ以下 ０５０

直径为３００～５００ｍｍ １００

直径为５００ｍｍ以上 １５０

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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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０７４２

其他地下管道及建筑物名称
平行净距

（ｍ）

交叉净距

（ｍ）

污水、排水管 １００① ０１５②

热力管 １００ ０２５

燃气管

压力≤３００ｋＰａ（压力≤３ｋｇｆ／ｃｍ２） １００

３００ｋＰａ＜压力≤８００ｋＰａ
（３ｋｇｆ／ｃｍ２＜压力≤８ｋｇｆ／ｃｍ２）

２００
０３０③

１０ｋＶ及以下电力电缆 ０５０ ０５０④

其他通信电缆或通信管道 ０５０ ０２５

绿化
乔木 １５０ —

灌木 １００ —

地上杆柱 ０５０～１００ —

马路边石 １００ —

沟渠 （基础底） — ０５０

涵洞 （基础底） — ０２５

　注：① 主 干 排 水 管 后 敷 设 时，其 施 工 沟 边 与 通 信 管 道 间 的 水 平 净 距 不 宜 小

于１５ｍ；

② 当通信管道在排水管下部穿越时，净距不宜小于０４ｍ，通信管道应做包

封，包封长度自排水管的两侧各加长２０ｍ；

③ 与燃气管道交越处２０ｍ范围内，燃气管不应做接合装置和附属设备；如

上述情况不能避免时，通信管道应做包封２０ｍ；

④ 如电力电缆加保护管时，净距可减至０１５ｍ。

　　７　当受地形限制，塑料管道的路由无法取直或避让地下障

碍物时，可敷设弯管道，其弯曲的曲率半径不得小于１５ｍ。

８　地下水位较高的地段，地下通信管道宜采用塑料管等有

防水性能的管材。

９　通信配线管道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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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地下通信配线管道用管材，其规格型号、程式、断

面组合应符合产品标准并满足设计要求；
２）地下通信配线管道的管孔数应按远期线缆条数及备

用孔数确定，其配线管道可采用水泥管块、聚氯乙

烯 （ＰＶＣＵ）管、高密度聚乙烯 （ＨＤＰＥ）管、双

壁波纹管、硅芯管、栅格管和钢管；各类通信配线

管道所采用管孔断面应符合管孔组合要求；
３）地下通信配线管孔利用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当一个管孔中只穿放一条主干电缆时，主干电

缆外径不应大于管孔有效内径的８０％；
———当一个钢管或混凝土管孔中穿放外径较细的多

条配线电缆时，其多条电缆组合的外径不应大

于管孔有效内径的４０％；
———当一个塑料管孔中穿放外径较细的多条配线电

缆时，其多条电缆组合的外径不应大于管孔有

效内径的７０％；
４）地下通信管道中塑料管道应排列整齐，间隔均匀；

穿越车行道时为防止管径变形，管道下应做基础层

和水泥钢筋外包封固定；
５）地下通信管道穿越车行道、河道上桥梁下，以及有

屏蔽或其他特殊要求的区域，应采用钢管敷设，不

得采用不等管径的钢管接续。
１０　室外引入建筑物的通信和其他弱电系统的管道，宜采用

外径７６～１０２ｍｍ的钢管群，其根数及管径应按引入电缆 （光

缆）的容量、数量确定，并预留日后发展的余量。各根引入管道

应采取防渗水措施。
１１　建筑物通信的引入管道应由建筑物内伸出外墙２０ｍ，

并宜以３‰～４‰的坡度朝下向室外 （人孔）倾斜做防水坡度

处理。
１２　人 （手）孔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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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人 （手）孔位置应设置在地下通信管道的分叉点、
引上线缆汇接点、引入各个建筑物通信的引入管道

处，以及道路的交叉路口、坡度较大的转折处等；
２）人 （手）孔位置宜设置在人行道或人行道旁绿化带

上，不得设置在建筑物的主要进出口、货物堆积、
低洼积水等处；

３）人 （手）孔位置应与燃气管、热力管、电力电缆等

地下管线的检查井相互错开；
４）地下通信管道人 （手）孔间距不宜超过１２０ｍ，且同

一段管道不得有 “Ｓ”弯；
５）宜在引入管道较长处或拐弯较多的引上管道处，以

及在设有室外落地或架空交接箱的地方设置手孔；
６）人 （手）孔应防止渗水，其建筑程式应根据地下水

位的状况而定；
７）人孔井底部宜为混凝土基础；当遇到松软土壤或地

下水位较高时，应在人孔井底部基础下增设砂石、
碎石垫层，或采用钢筋混凝土基础；

８）人 （手）孔内不应有无关的电力管线穿越；
９）人 （手）孔内本期工程线缆敷设不使用的管孔应

封堵。
２０７５　建筑群内通信电缆配线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建筑群内通信配线方式应采用交接配线方式，交接设备

后的配线电缆宜采用直接配线方式，不宜采用复接配线方式。交

接设备的容量应满足远期通信主干配线电缆和直接配线电缆使用

总容量的需求，并结合交接 （箱）设备容量系列确定。
２　当建筑群内通信专用机房设有当地电信业务经营者的远

端模块设备或电话用户交换机时，可在机房以外设置交接设备，
其交接设备宜安装在各个建筑物底层或地下一层建筑面积不小于

６～１０ｍ２ 的交接间电信间内；在离机房距离０５ｋｍ范围内的直

接服务区的建筑物，可采用直接配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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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建筑群内设置室外落地式交接箱时，应采用混凝土底座，
底座与人 （手）孔间应采用管道连通，但不得建成通道式。底座

与管道、箱体间应有密封防潮措施。
４　建筑群内设置室外挂墙式交接箱时，伸入箱内的钢导管

应与附近人 （手）孔连通，箱体应有密封防潮措施。
５　建筑群内各条通信主干电缆的容量，应根据各建筑物内

远期用户数并按照电缆对数系列进行配置，并根据实际需求分期

实施。
６　地下管道内的通信主干电缆宜选用非填充型 （充气型）

全塑电缆，不得采用金属铠装通信电缆。电缆宜采用铜芯０４～
０５ｍｍ线径的电缆，当有特殊通信要求时可采用铜芯０６ｍｍ线

径的电缆。
７　通信电缆在地下通信管道内敷设时，每根应同管同位。

管道孔的使用顺序应按先下后上，先两侧后中间的原则进行。
８　一个管道内宜布放一根通信线缆；采用多孔高强度塑料

管 （梅花管、栅格管、蜂窝管）时，可在每个子管内敷设一根

线缆。
９　建筑群内通信电缆宜采用地下通信管道敷设方式。在难

以敷设地下通信管道的局部场所，可采用沿墙架设、立杆架设等

方式。
１０　室外直埋式通信电缆宜采用铜芯全塑填充型钢带铠装护

套通信电缆，在坡度大于３０°或线缆可能承受张力的地段，宜采

用钢丝铠装电缆，并应采取加固措施。室外采用直埋式综合布线

大对数电缆时，其配置方式应符合本规范第２１章的有关规定。
１１　室外直埋式通信线缆应避免在下列地段敷设：
１）土壤有腐蚀性介质的地区；
２）预留发展用地和规划未定的用地；
３）堆场、货场及广场。

１２　室外直埋式通信电缆的埋深宜为０７～０９ｍ，并应在电

缆上方加设覆盖物保护和设置电缆标志；直埋式电缆穿越沟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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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行道路时，应穿放在保护导管内，与其他管线的最小净距应符

合表２０７４２的有关规定。
１３　室外直埋式通信电缆不宜直接引入建筑物室内。

２０７６　建筑群内通信光缆配线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建筑群内通信光缆配线设计宜采用星形结构方式，有特

殊需求时也可采用环形结构方式；
２　建筑群内通信光缆宜采用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并选用

松套充油膏型、层绞型或中心束管型结构；
３　建筑群内通信光缆配线设计，应按配线区内远期用户数

和光缆芯数系列进行配置，并根据实际需求分期实施；
４　地下通信管道中的通信光缆，宜采用铝塑粘结综合外护

套的室外通信光缆敷设在多孔高强度塑料管道内；
５　一条通信光缆宜敷设在一个管道内；当管道直径远大于

光缆外径时，应在原管道内一次敷足多根外径不小于３２ｍｍ硅

芯式塑料子管道；塑料子管道在各人 （手）孔之间的管道内不应

有接头，多根子管道的总外径不应超过原管道内径的８５％，子

管道内径宜大于光缆外径的１５倍；
６　通信光缆的最小曲率半径，敷设过程中不应小于光缆外

径的２０倍，敷设固定后不应小于光缆外径的１０倍；
７　建筑群通信光缆宜采用地下通信管道敷设方式，在难以

敷设地下通信管道的局部场所，其光缆可采用沿墙架设、立杆架

设等方式；
８　直埋敷设的通信光缆宜采用金属双层铠装护套通信光缆；
９　直埋式通信光缆在特殊场合敷设时应符合用户光缆线路

设计要求；
１０　直埋敷设的通信光缆的保护、标志及管孔使用顺序应与

直埋敷设的通信电缆相同；
１１　进入建筑物通信机房或通信交接间 （电信间）的通信光

缆应盘留，长度应不小于１０ｍ或按实际需求确定；
１２　进出人 （手）孔中的管道通信光缆弯曲预留长度不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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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１０ｍ；光 缆 接 头 箱 （盒）中 的 光 缆 宜 预 留 长 度 不 宜 小 于

６～８ｍ；
１３　人 （手）孔中的光缆或接头箱 （盒）应有醒目的识别标

志，并应采取密封防水、防腐、防损伤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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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综合布线系统

２１１　一 般 规 定

２１１１　综合布线系统应根据各建筑物的性质、功能、环境条件

和用户近期的实际使用及中远期发展的需求，确定系统的链路等

级和进行系统配置。
２１１２　综合布线系统应采用开放式星形拓扑结构，设计应满足

建筑群或建筑物内语音、数据、图文和视频等信号传输的要求。
２１１３　综合布线系统链路中选用的缆线、连接器件、跳线等性

能和类别必须全部满足该链路等级传输性能的要求。
２１１４　综合布线系统与公用通信网的连接，应满足电信业务经

营者为用户提供业务的需求，并预留安装接入设备的位置。
２１１５　综合布线系统设计除符合本规范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３１１的规定。

２１２　系 统 设 计

２１２１　综合布线系统设计宜包括下列部分：
１　工作区；
２　配线子系统；
３　干线子系统；
４　建筑群子系统；
５　设备间；
６　进线间；
７　管理。

２１２２　综合布线系统的组成，应符合图２１２２的要求。
２１２３　一个独立的需要设置终端设备的区域，宜划分为一个工

作区。工作区应由配线子系统的信息插座到终端设备的连接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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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２２　综合布线系统组成
注：１　配线子系统中可以设置集合点 （ＣＰ点）；

２　建筑物ＢＤ之间、建筑物ＦＤ之间可以设置主干缆线互通；

３　建筑物ＦＤ也可以经过主干缆线连至ＣＤ，ＴＯ也可以经过水平缆线连

至ＢＤ；

４　设置了设备间的建筑物，设备间所在楼层的ＦＤ可以和设备间中的ＢＤ或

ＣＤ及入口设施安装在同一场地。

及适配器组成，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工作区面积的划分，应根据不同建筑物的功能和应用，
并作具体分析后确定。当终端设备需求不明确时，工作区面积宜

符合表２１２３１的规定。

表２１２３１　工作区面积

建筑物类型及功能 工作区面积 （ｍ２）

　银行、金融中心、证交中心、调度中心、计算中

心、特种阅览室等，终端设备较为密集的场地
３～５

办　公　区 ４～１０

会　议　室 ５～２０

住　　　宅 １５～６０

展　览　区 １５～１００

商　　　场 ２０～６０

候机厅、体育场馆 ２０～１００

　　２　每一个工作区信息点数量的配置，应根据用户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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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构成及实际需求，并考虑冗余和发展等因素，具体配置宜

符合表２１２３２的规定。

表２１２３２　信息点数量配置

建筑物功能区
每一个工作区信息点数量 （个）

语　　音 数　　据 光纤 （双工端口）
备　　注

办公区 （一般） １ １ — —

办公区 （重要） ２ ２ １ —

出租或大客户区域 ≥２ ≥２ ≥１ —

政务办公区 ２～５ ≥２ ≥１ 分内、外网络

２１２４　配线子系统宜由安装在工作区的信息插座、信息插座至

电信间配线设备 （ＦＤ）的配线电缆或光缆及电信间的配线设备

和设备缆线和跳线等组成，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配线子系统宜采用４对对绞电缆；当需要时，可根据实

际需要选用更高性能等级的电缆或光缆；
２　配线子系统中对绞电缆、光缆从楼层配线设备 （ＦＤ）宜

直接连接到信息插座；
３　楼层配线设备和信息插座之间可采用１个集合点 （ＣＰ）；
４　配线设备连接的跳线宜选用专用插接软跳线或光纤跳线，

在电话应用时宜选用双芯对绞电缆。
２１２５　干线子系统宜由设备间至电信间的干线电缆和光缆、安

装在设备间建筑物配线设备 （ＢＤ）及设备缆线和跳线等组成，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干线子系统所需的电缆总对数和光纤总芯数，应满足工

程的实际需求，并留余量；当使用对绞电缆作为数据干线电缆

时，对绞电缆的长度不应大于９０ｍ；
２　干线子系统应选择干线缆线距离较短、安全和经济的路

由；干线电缆宜采用点对点端接，也可采用分支递减端接；
３　若计算机主机和电话交换机设置在建筑物内不同的设备

间，宜在设计中采用不同的干线电缆分别满足语音和数据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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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必要时可采用光缆。
２１２６　建筑群子系统宜由连接多个建筑物之间的主干电缆和光

缆、建筑群配线设备 （ＣＤ）、设备缆线和跳线等组成，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１　建筑物间的数据干线宜采用多模、单模光缆，语音干线

可采用大对数对绞电缆；
２　建筑群和建筑物间的干线电缆、光缆布线的交接不应多

于两次，从楼层配线架 （ＦＤ）到建筑群配线架 （ＣＤ）之间只应

通过一个建筑物配线架 （ＢＤ）。
２１２７　设备间是在每幢建筑物的适当地点设置通信设备、计算

机网络设备和建筑物配线设备，进行网络管理和信息交换的场

地。对于综合布线系统，设备间主要安装建筑物配线设备（ＢＤ）。
电话交换机、计算机主机可与建筑物配线设备安装在同一设

备间。
２１２８　进线间宜设置在建筑物首层或地下一层，便于缆线进、
出的地方，是建筑物配线系统与电信业务经营者和其他信息业务

服务商的配线网络互联互通及交接的场地。小型工程的设备间可

兼作进线间。
２１２９　管理应对进线间、设备间、电信间和工作区的配线设

备、缆线、信息插座等设施，按一定的模式进行标识和记录，并

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规模较大的综合布线系统宜采用计算机进行文档记录与

保存，规模较小的综合布线系统宜按图纸资料进行管理；应做到

记录准确，及时更新，便于查阅；
２　综合布线的电缆、光缆、配线设备、端接点、接地配置、

敷设管线等组成部分均应给定唯一的标识符，并设置标签；标识

符应采用相同数量的字母和数字等标明；
３　电缆和光缆的两端均应标明相同的编号；
４　设备间、电信间、进线间的配线设备宜采用统一的色标

区别各类业务与用途的配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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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所有标志宜打印，标志应保持清晰并满足使用环境要求。

２１３　系 统 配 置

２１３１　综 合 布 线 铜 缆 系 统 的 分 级 与 类 别 划 分，应 符 合 表

２１３１的规定。

表２１３１　铜缆布线系统的分级与类别

系统分级 支持宽带 （Ｈｚ）
应　用　器　件

电　　缆 连接器件

Ａ １００Ｋ — —

Ｂ １Ｍ — —

Ｃ １６Ｍ ３类 ３类

Ｄ １００Ｍ ５／５ｅ类 ５／５ｅ类

Ｅ ２５０Ｍ ６类 ６类

Ｆ ６００Ｍ ７类 ７类

　注：３类、５／５ｅ类、６类、７类器件能支持向下系统兼容的应用。

２１３２　光 纤 信 道 的 分 级 和 其 支 持 的 应 用 长 度，应 符 合 表

２１３２的规定。

表２１３２　光纤布线系统的信道分级与其支持的应用长度

分　　级 支持的应用长度 （ｍ）

ＯＦ３００ ≥３００
ＯＦ５００ ≥５００
ＯＦ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１３３　综合布线系统各段缆线的长度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综合布线系统水平缆线与建筑物主干缆线及建筑群主干

缆线之和的总长度不应大于２０００ｍ；
２　在建筑群配线设备 （ＣＤ）和建筑物配线设备 （ＢＤ）设

置的跳线长度不应大于２０ｍ；
３　配线设备ＣＤ和ＢＤ连到主机设备的缆线不应大于３０ｍ；
４　当建筑物或建筑群配线设备之间 （ＦＤ与ＢＤ、Ｆ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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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Ｄ、ＢＤ与ＢＤ、ＢＤ与ＣＤ之间）组成的信道出现４个连接点

时，主干缆线的长度不应小于１５ｍ。
２１３４　配线子系统信道、永久链路、ＣＰ链路应按图２１３４构

成，水平缆线部分的各缆线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图２１３４　布线系统信道、永久链路、ＣＰ链路构成

注：１　当ＣＰ不存在时，水平缆线连接ＦＤ与ＴＯ；

２　ＦＤ中的跳线可以不存在，设备缆线直接连至ＦＤ水平侧的配线设备。

１　配线子系统信道的最大长度不应大于１００ｍ；

２　工作区设备缆线、电信间配线设备的跳线和设备缆线之

和不应大于１０ｍ，当大于１０ｍ时，水平缆线长度应减少；

３　配线设备 （ＦＤ）跳线、设备缆线及工作区设备缆线的长

度均不应大于５ｍ。

２１３５　工作区的信息插座应支持不同的终端设备接入，每一个

ＲＪ４５（８位模块式通用插座）应连接１根４对对绞电缆，每一个

双工光纤插座或两个单工光纤插座应连接１根２芯光缆。光纤至

工作区域满足用户群或大客户使用时，水平光缆光纤芯数至少应

有２芯备份，应按４芯水平光缆配置。

２１３６　连至电信间ＦＤ的每一根水平电缆或光缆应终接于相应

的配线模块，配线模块的配置与缆线容量相适应，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多线对端子配线模块可选用４对或５对卡接模块，每个

卡接模块应卡接１根４对对绞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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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５对端子配线模块应卡接１根２５对大对数电缆或６根４
对对绞电缆；
３　回线式配线模块 （８或１０回线）应可卡接２根４对对绞

电缆及８或１０回线；
４　ＲＪ４５配线模块 （２４或４８口）的每一个ＲＪ４５端口应卡

接１根４对对绞电缆；
５　光纤连接器每个单工端口应支持１芯光纤的连接，双工

端口应支持２芯光纤的连接。
２１３７　电信间ＦＤ主干侧各类配线模块，应按电话、计算机网

络的构成及主干电缆或光缆所需容量、模块类型和规格进行配

置。主干缆线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对于语音业务，大对数主干电缆的对数，应按每一个语

音信息点 （８位模块）配置１对线。当语音信息点８位模块通用

插座连接ＩＳＤＮ用户终端设备，并采用Ｓ接口 （４线接口）时，
相应的主干电缆应按２对线配置，并在总需求线对的基础上至少

预留１０％的备用线对。
２　对于数据业务，主干缆线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最小量配置，宜按集线器 （ＨＵＢ）或交换机 （ＳＷ）

群 （宜按４个ＨＵＢ或ＳＷ组群）设置一个主干端

口，每一个主干端口宜考虑一个备份端口；
２）最大 量 配 置，按 每 个 集 线 器 （ＨＵＢ）或 交 换 机

（ＳＷ）设置一个主干端口，每４个主干端口宜考虑

一个备份端口。
当主干端口为电接口时，每个主干端口应按４对线容量

配置。
当主干端口为光接口时，每个主干端口应按２芯光纤容量

配置。
２１３８　光纤布线系统设计中，主干与水平混合光纤信道的连

接，应全程选用相同类型的光缆，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楼层电信间不设置传输或网络设备时，水平光缆和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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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缆宜在电信间光纤配线设备 （ＦＤ）上，经光纤跳线连接；
２　楼层电信间既不设置传输或网络设备，也不设置配线设

备 （ＦＤ）时，水平光缆和主干光缆宜在楼层电信间经端接 （熔
接或机械连接），或经过电信间直接连至建筑物设备间光配线设

备 （ＢＤ）上。
２１３９　当工作区用户终端设备，需直接与公用数据网进行互通

时，宜将光缆从工作区直接布放至入口设施的光配线设备。
２１３１０　建筑物的综合布线系统，应根据不同对象采用不同的

处理方式，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对于使用功能比较明确的专业性建筑物，信息插座的布

置可按实际需要确定，办公用房按普通办公楼的要求布置。设备

机房按近、远期分别处理，近期机房可按实际需要布置；远期机

房的配线电缆可暂不布线，将需要的容量预留在ＦＤ内，待确定

使用对象后再行布线。
２　对于商用写字楼、综合楼等或大开间建筑物，由于其出

售、租赁或使用对象的数量不确定和流动等因素，宜按开放办公

室综合布线系统进行设计，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采用多用户信息插座时，多用户插座宜安装在墙面

或柱子等固定结构上，每一多用户插座包括适当的

备用量在内，宜支持１２个工作区所安装的８位模块

通用插座；各段缆线长度应符合表２１３１０的规定。

表２１３１０　采用多用户信息插座时各段缆线长度限值

电缆总长度

（ｍ）

配线电缆Ｈ
（ｍ）

工作区电缆Ｗ
（ｍ）

电信间跳线和设备电缆Ｄ
（ｍ）

１００ ９０ ５ ５

９９ ８５ ９ ５

９８ ８０ １３ ５

９７ ７５ １７ ５

９７ ７０ ２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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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各段缆线长度可按下式计算：
Ｃ＝（１０２－Ｈ）／１２ （２１３１０１）

Ｗ ＝Ｃ－５ （２１３１０２）
式中　Ｃ＝Ｗ＋Ｄ———工作区电缆、电信间跳线和设备电缆的长

度之和；
Ｗ———工作 区 电 缆 的 最 大 长 度，应 小 于 或 等

于２２ｍ；
Ｈ———配线电缆的长度。

３）采用集合点时，集合点配线设备宜安装在离ＦＤ不

小于１５ｍ的墙面或柱子等固定结构上，当离ＦＤ小

于１５ｍ时，至ＦＤ电缆盘留长度不小于１５ｍ。集合

点配线设备容量宜以满足１２个信息插座需求设置。
集合点是配线电缆的延伸点，不设跳线，也不接有

源设备；同一配线电缆路由不允许超过一个集合点

（ＣＰ）；从集合点引出的水平电缆应终接于工作区的

信息插座或多用户信息插座上。
２１３１１　住宅综合布线系统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多层住宅楼宜采用按楼幢主干配线方式，在底层分界点

处集中设置配线架。配线架至每户信息插座的电缆、光缆总长度

不应大于９０ｍ。若住宅规模较大，也可在每一单元的底层设置楼

层配线架。
２　高层住宅楼每层户数较多时，可采用分层配线方式。当

楼层配线架至信息插座的长度不超过９０ｍ时，多楼层可以公用

一个楼层配线架。

２１４　系 统 指 标

２１４１　综合布线系统选用的缆线，应考虑缆线结构、直径、材

料、承受拉力、弯曲半径及阻燃等级等机械及防火性能。
２１４２　针对不同等级的布线系统信道及永久链路、ＣＰ链路，
系统指标的具体项目，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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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类、５类布线系统应考虑的指标项目为衰减、近端串音

（ＮＥＸＴ）；
２　５ｅ类、６类、７类布线系统应考虑的指标项目为插入损

耗 （ＩＬ）、近端串音、衰减串音比 （ＡＣＲ）、等电平 远 端 串 音

（ＥＬＦＥＸＴ）、近端串音功率和 （ＰＳＮＥＸＴ）、衰减串音比功率和

（ＰＳＡＣＲ）、等电平远端串音功率和 （ＰＳＥＬＥＦＸＴ）、回波损耗

（ＲＬ）、时延、时延偏差等；
３　屏蔽布线系统，应考虑非平衡衰减、传输阻抗和耦合衰

减及屏蔽衰减。
２１４３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中，系统信道及永久链路的各项

指标值应符合本规范附录Ｌ的规定。
２１４４　对于信道电缆导体的指标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在信道每一线对中两个导体之间的不平衡直流电阻对各

等级布线系统不应超过３％；
２　在各种温度条件下，布线系统Ｄ、Ｅ、Ｆ级信道线对每一

导体最小的传送直流电流应为０１７５Ａ；
３　在各种温度条件下，布线系统Ｄ、Ｅ、Ｆ级信道的任何导

体之间 应 支 持７２Ｖ 直 流 工 作 电 压，每 一 线 对 的 输 入 功 率 应

为１０Ｗ。
２１４５　各等级的光纤信道的最大衰减值应符合表２１４５的

规定。

表２１４５　光纤信道最大衰减值 （ｄＢ）

信道及波长

系统分级

多　　模 单　　模

８５０ｎｍ １３００ｎｍ １３１０ｎｍ １５５０ｎｍ

ＯＦ３００ ２５５ １９５ １８０ １８０

ＯＦ５００ ３２５ ２２５ ２００ ２００

ＯＦ２０００ ８５０ ４５０ ３５０ ３５０

２１４６　不同类型的光缆在标称的波长每公里的最大衰减值应符

合表２１４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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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１４６　光缆最大衰减值 （ｄＢ／ｋｍ）

光纤类型

波长及衰减
ＯＭ１，ＯＭ２及ＯＭ３多模 ＯＳ１单模

波长 ８５０ｎｍ １３００ｎｍ １３１０ｎｍ １５５０ｎｍ

衰减 ３５ １５ １０ １０

２１４７　多模光纤的最小模式带宽应符合表２１４７的规定。

表２１４７　多模光纤最小模式带宽 （ＭＨｚｋｍ）

多模光纤

带宽及波长 过量发射带宽 有效光发射带宽

８５０ｎｍ １３００ｎｍ ８５０ｎｍ

光纤类型 光纤直径 （μｍ） — — —

ＯＭ１ ５０或６２５ ２００ ５００ —

ＯＭ２ ５０或６２５ ５００ ５００ —

ＯＭ３ ５０ １５００ 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１５　设备间及电信间

２１５１　设备间宜设置在建筑物首层及以上或地下一层 （当地下

为多层时），并考虑主干缆线的传输距离与数量。
２１５２　设备间内应有足够的设备安装空间，其使用面积不应小

于１０ｍ２，设备间的宽度不宜小于２５ｍ。设备间的面积宜符合下

列规定：
１　当系统信息点少于６０００个 （语音、数据点各一半）时

为１０ｍ２；

２　当系统信息点大于６０００个时，应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每

增加１０００个信息点，宜增加２ｍ２；

３　上列两款中设备间面积均不包括程控用户交换机、计算

机网络等设备所需的面积。
２１５３　电信间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５ｍ２，电信间的数目，应按

所服务的楼层范围来考虑。如果配线电缆长度都在９０ｍ范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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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时，宜设置一个电信间。当超出这一范围时，宜设两个或多个

电信间。当每层的信息数较少，配线电缆长度不大于９０ｍ的情

况下，宜几个楼层合设一个电信间。
２１５４　设备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机架或机柜前面的净空不应小于８００ｍｍ，后面的净空不

应小于６００ｍｍ；
２　壁挂式配线设备底部离地面的高度不宜小于３００ｍｍ。

２１５５　设备间、电信间和进线间应进行等电位联结。
２１５６　设备间及电信间的设计除符合本节规定外，尚应符合本

规范第２３章的有关规定。

２１６　工作区设备

２１６１　工作区信息插座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安装在地面上的信息插座，应采用防水和抗压的接线盒；
２　安装在墙面或柱子上的信息插座和多用户信息插座盒体

的底部离地面的高度宜为０３ｍ；
３　安装在墙面或柱子上的集合点配线箱体，底部离地面高

度宜为１０～１５ｍ。
２１６２　每一个工作区至少应配置１个２２０Ｖ、１０Ａ带保护接地

的单相交流电源插座。

２１７　缆线选择和敷设

２１７１　综合布线系统应根据环境条件选用相应的缆线和配线设

备，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综合布线区域内存在的电磁干扰场强低于３Ｖ／ｍ时，

宜采用非屏蔽缆线和非屏蔽配线设备；
２　当综合布线区域内存在的电磁干扰场强高于３Ｖ／ｍ或用

户对电磁兼容性有较高要求时，宜采用光纤布线系统；
３　当综合布线路由上存在干扰源，且不能满足最小净距要

求时，宜采用金属导管或金属线槽敷设缆线，也可采用屏蔽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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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或光纤布线系统。
２１７２　当综合布线采用屏蔽布线系统时，必须有良好的接地系

统，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保护接地的接地电阻值，单独设置接地体时，不应大于

４Ω。采用共用接地网时，不应大于１Ω；
２　采用屏蔽布线系统时，各个布线链路的屏蔽层应保持连

续性；
３　屏蔽布线系统中所选用的信息插座、对绞电缆、连接器

件、跳线等所组成的布线链路应具有良好的屏蔽及导通特性；
４　采用屏蔽布线系统时，屏蔽层的配线设备 （ＦＤ或ＢＤ）

端必须良好接地。用户 （终端设备）端视具体情况宜接地，两端

的接地应连接至同一接地网。若接地系统中存在两个不同的接地

网时，其接地电位差不应大于１Ｖｒｍｓ。
２１７３　综合布线工程选用的电缆、光缆应根据建筑物的使用性

质、火灾危险程度、系统设备的重要性和缆线的敷设方式，选用

相应阻燃等级的缆线。
２１７４　配线子系统，宜采用预埋暗导管或线槽敷设方式。
２１７５　干线子系统垂直通道宜采用电缆竖井方式，水平通道可

选择线槽敷设方式。当电缆竖井附近有大的电磁干扰源时，应采

用封闭式金属线槽保护。
２１７６　建筑群子系统宜采用地下管道敷设方式，并应预留备用

管道。
２１７７　缆线敷设的最小弯曲半径应符合表２１７７的规定。

表２１７７　缆线敷设的最小允许弯曲半径

缆　线　类　型 最小允许弯曲半径

４对非屏蔽电缆 ５ｄ
２芯或４芯水平光缆 ５ｄ
４对屏蔽电缆 ８ｄ

大对数主干电缆、室外电缆 １０ｄ
光缆、室外光缆 １０ｄ

　注：ｄ为电缆外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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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７８　地下管道、导管及线槽等布线方式的敷设要求和管径与

截面利用率，应符合本规范第２０７节的有关规定。

２１８　电气防护和接地

２１８１综合布线电缆与附近可能产生高电平电磁干扰的电动机、
电力变压器、射频应用设备等电气设备之间，应保持必要的间

距，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综合布线电缆与电力电缆的间距应符合表２１８１的

要求；

表２１８１　综合布线电缆与电力电缆的间距

类　　别 与综合布线接近状况 最小净距 （ｍｍ）

３８０Ｖ电力电缆

＜２ｋＶＡ

与缆线平行敷设 １３０

有一方在接地的金属线槽或钢管中 ７０

双方都在接地的金属线槽或钢管中 １０

３８０Ｖ电力电缆

２～５ｋＶＡ

与缆线平行敷设 ３００

有一方在接地的金属线槽或钢管中 １５０

双方都在接地的金属线槽或钢管中 ８０

３８０Ｖ电力电缆

＞５ｋＶＡ

与缆线平行敷设 ６００

有一方在接地的金属线槽或钢管中 ３００

双方都在接地的金属线槽或钢管中 １５０

　注：１　当３８０Ｖ电力电缆＜２ｋＶＡ，双方都在接地的线槽中，且平行长度≤１０ｍ
时，最小间距可以是１０ｍｍ；

２　电话用户存在振铃电流时，不能与计算机网络在同一根对绞电缆中一起

使用；

３　双方都在接地的线槽中，系指两根不同的线槽，也可在同一线槽中用金属

板隔开。

２　综合布线电缆、光缆及管线与其他管线的间距应符合本

规范第２０７节的有关规定。
２１８２　当电缆从建筑物外面进入建筑物时，综合布线系统线路

的保护，应符合本规范第１１９节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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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８３　当缆线从建筑物外面进入建筑物时，电缆或光缆的金属

护套及保护钢导管应接地。
２１８４　综合布线的电缆采用金属线槽或钢导管敷设时，线槽或

钢导管应保持连续的电气连接，钢导管应接地，金属线槽及其支

架全长应不少于２处与接地干线相连。
２１８５　综合布线系统的配线柜 （架、箱）应采用适当截面的铜

导线连接至就近的等电位接地装置，也可采用竖井内接地铜排引

至建筑物共用接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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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电磁兼容与电磁环境卫生

２２１　一 般 规 定

２２１１　进行建筑群或居住区规划设计时，应考虑已有架空输电

线路的无线电骚扰及电磁环境卫生。
２２１２　用户专用无线通信设备所需频段，应经无线电管理部门

批准方可占用。
２２１３　易受辐射骚扰的电子设备，不应与潜在的电磁骚扰源贴

近布置。

２２２　电磁环境卫生

２２２１　民用建筑物及居住小区与高压、超高压架空输电线路等

辐射源之间应保持足够的距离。居住小区靠近高压、超高压架空

输电线路一侧的住宅外墙处工频电场和工频磁场强度应符合表

２２２１的规定。

表２２２１　工频电磁场强度限值

场强类别 频率 （Ｈｚ） 单位 容许场强最大值

电场强度 ５０ ｋＶ／ｍ ４０

磁场强度 ５０ ｍＴ ０１

２２２２　民用建筑物、建筑群内不得设置大型电磁辐射发射装

置、核辐射装置或电磁辐射较严重的高频电子设备。但医技楼、
专业实验室等特殊建筑除外。
２２２３　医技楼、专业实验室等特殊建筑内必须设置大型电磁辐

射发射装置、核辐射装置或电磁辐射较严重的高频电子设备时，
应采取屏蔽措施，将其对外界的放射或辐射强度限制在许可范

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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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４　在医技楼、专业实验室等特殊建筑物内，为科研与医疗

专用的核辐射设备和电磁辐射设备，应经国家有关部门认证。

２２２５　民用建筑物内的电磁环境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电磁场强度限值应符合表２２２５的规定；

表２２２５　电磁场强度限值

频　率 单　位
容许场强最大值

一级 二级

０１～３０ＭＨｚ Ｖ／ｍ １０ ２５

３０～３００ＭＨｚ Ｖ／ｍ ５ １２

３００ＭＨｚ～３００ＧＨｚ μＷ／ｃｍ２ １０ ４０

混合波长 Ｖ／ｍ
　按主要波段的场强来确定。若各波段

场强 分 布 较 广，则 按 复 合 场 强 加 权 值

确定

　注：１　一级电磁环境：在该电磁环境下长期居住或工作，人员的健康不会受到

损害；

２　二级电磁环境：在该电磁环境下长期居住或工作，人员的健康可能受到

损害。

　　２　幼儿园、学校、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中的人员密集场所

宜按一级电磁环境设计；当不符合规定时，应采取有效措施；

３　公共建筑中的非人员密集场所宜按二级电磁环境设计；
当不符合规定时，应采取有效措施，但无人值守的各类机房、车

库除外。

２２３　供配电系统的谐波防治

２２３１　公共电网的电能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公 共 连 接 点 的 全 部 用 户 向 该 点 注 入 的 谐 波 电 流 分 量

（方均根值）不应超过表２２３１１的规定。当公共连接点处的

最小短路容量与基准短路容量不同时，谐波电流允许值应进行

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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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２３１１　公共连接点谐波电流允许值

标称

电压

（ｋＶ）

基准

短路

容量

（ＭＶＡ）

谐波次数及谐波电流允许值 （Ａ）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２４２５

０３８ １０ ７８６２３９６２２６４４１９２１１６２８１３２４１１１２９７１８８６１６７８８９７１１４６５１２

６ １００ ４３３４２１３４１４２４１１１１８５１６７１１３６１６８５３１０４７９４３４９３９７４３６６８

１０ １００ ２６２０１３２０８５１５６４６８５１９３４３７９３７４１３２６０２８５４２６２９２３４５２１４１

２　同一公共连接点的每个用户，向电网注入的谐波电流允

许值，宜按此用户在该点的协议容量与其公共连接点的供电设备

容量之比进行分配。

３　公 共 连 接 点 的 谐 波 电 压 （相 电 压）限 值 不 应 超 过 表

２２３１２的规定。

表２２３１２　公共连接点的谐波电压 （相电压）限值

电网标称电压

（ｋＶ）

电压总谐波畸变率

（％）

各次谐波电压含有率 （％）

奇　　次 偶　　次

０３８ ５０ ４０ ２０

６

１０
４０ ３２ １６

２２３２　供配电系统的谐波治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建筑物谐波源较多的供配电系统，应选用Ｄ，ｙｎ１１接线

组别的配电变压器，且该变压器的负载率不宜高于７０％；
２　省级及以上政府办公建筑，银行总行、分行及金融机构

的办公大楼，三级甲等医院的医技楼，大型计算机中心等建筑

物，宜在敏感医疗设备、重要计算机网络设备等专用配电干线上

设置有源滤波装置；
３　谐波源较多的一般公共建筑，可在办公设施、计算机网

络设备等配电干线上设置滤波装置；当采用无源滤波装置时，应

采取措施防止发生系统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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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建筑物谐波源较多的供配电系统，当设有有源滤波装置

时，相应回路的中性导体截面可不增大；
５　建筑物谐波源较多的供配电系统，当设有无源滤波装置

时，相应回路的中性导体可与相导体等截面；
６　有大功率谐波骚扰源的馈线上，宜设置滤波装置；或在

此类设备的电源输入端设置隔离变压器，且中性导体截面积应为

相导体截面的两倍；
７　音乐厅及影剧院等建筑物中，舞台调光装置宜采取有效

的谐波抑制措施；当未采取措施时，其供电线路的中性导体截面

积，应为相导体截面积的两倍；音响系统供电专线上宜设置隔离

变压器，有条件时宜设有源滤波装置；
８　为Ｘ光机、ＣＴ机、核磁共振机等谐波较严重的大功率

设备供电的专线，应按低阻抗馈电线路的要求进行设计；
９　功率因数补偿电容器组宜配电抗器。

２２４　电子信息系统的电磁兼容设计

２２４１　电子信息系统的设计应考虑建筑物内部的电磁环境、系

统的电磁敏感度、系统的电磁骚扰与周边其他系统的电磁敏感度

等因素，以符合电磁兼容性要求。
２２４２　民用建筑物内不得设置，可能产生危及人员健康的电磁

辐射的电子信息系统设备，当必须设置这类设备时，应采取隔离

或屏蔽措施。
２２４３　电子信息系统所处的建筑物防雷，应符合本规范第１１
章的规定。

２２５　电源干扰的防护

２２５１　由配变电所引出的配电线路应采用ＴＮＳ或ＴＮＣＳ系

统。当采用ＴＮＣＳ系统时，自电子信息系统机房电源进户端

起，中性导体 （Ｎ）与保护导体 （ＰＥ）应分开。
２２５２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电源的进线处，应设置限压型浪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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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保护器。保护器的残压与电抗电压之和不应大于被保护设备耐

压水平的０８倍，且应符合本规范第１１９４条的规定。
２２５３　谐波较严重的大容量设备宜采用专线供电，且按低阻抗

的要求进行设计。

２２６　信号线路的过电压保护

２２６１　户外信号传输电缆的金属外护层和户外光缆的金属增强

线应在进户处接地。
２２６２　户外信号传输电缆的信号线，应在进户配线架处设置适

配的浪涌电压保护器。
２２６３　用于信号线的浪涌电压保护器，应根据线路的工作频

率、工作电压、线缆类型、接口形式等要素，选用电压驻波比和

插入损耗小的适配的浪涌电压保护器。
２２６４　电缆电视系统、微波通信系统、卫星通信系统、移动通

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等的室外天线馈线，应在进户后首个接线装

置处，设置适配的浪涌电压保护器。

２２７　管 线 设 计

２２７１　配电线路与电子信息系统传输线路应分开敷设，当受建

筑条件限制而必须平行贴近敷设时，应采取屏蔽措施。
２２７２　配电线路与电子信息系统传输线路交叉时，应垂直相

交；广播线路与其他电子信息系统传输线路交叉时，宜垂直

相交。
２２７３　电子信息系统传输线路，宜采用屏蔽效果良好的金属导

管或金属线槽保护，但屏蔽线缆不受此限。
２２７４　用于电子信息系统传输线路保护的金属导管和金属线槽

应接地，并作等电位联结。
２２７５　移动通信室内中继系统天线的泄漏型电缆，不得敷设在

建筑物混凝土核心筒内，且不得与无保护措施的电子信息系统传

输线路干线平行贴近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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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７６　当建筑物内的电磁环境复杂，且未采用屏蔽型保护管、
槽时，监视电视系统和有线电视系统，宜采用具有外屏蔽层的同

轴电缆。
２２７７　涉及国家安全的计算机网络等电子信息系统，应采用光

缆或屏蔽型电缆。银行、证券交易所的省级总部及其结算中心的

计算机网络系统，宜采用光缆或屏蔽型电缆。
２２７８　当建筑物内的电磁环境复杂，且一旦计算机网络系统发

生运行故障将造成较严重后果时，相关系统宜采用光缆或屏蔽型

电缆。

２２８　接地与等电位联结

２２８１　电子信息系统宜采用共用接地网，其接地电阻值应符合

相关各系统中最低电阻值的要求。当无相关资料时，可取值不大

于１Ω。
２２８２　当同一电子信息系统涉及几幢建筑物时，这些建筑物之

间的接地网宜作等电位联结，但由于地理原因难以联结时除外。
２２８３　当几幢建筑物的接地网之间难以互相连通时，应将这些

建筑物之间的电子信息系统作有效隔离。
２２８４　保护接地导体、功能接地导体，宜分别接向总接地端子

或接地极。
２２８５　建筑物每一层内的等电位联结网络宜呈封闭环形，其安

装位置应便于接线。
２２８６　根据建筑物及电子信息系统的特点，可采用星形网络、
多个网状连接的星形网络或公共网状连接的星形网络等接地

形式。
２２８７　功能性等电位联结导体，可采用金属带、扁平编织带和

圆形截面电缆等。高频设备的功能性等电位联结导体，宜采用铜

箔或铜质扁平编织带。
２２８８　当电子信息系统接地母线用于功能性目的时，建筑物的

总接地端子可用接地母线延伸，使信息技术装置可自建筑物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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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以最短路径与其相连接。当此接地母线用于具有大量信息技

术设备的建筑物内等电位联结网络时，宜做成一封闭环路。
２２８９　ＵＰＳ不间断电源装置输出端的中性导体应重复接地。
２２８１０　通信设备的专用接地导体与邻近的防雷引下线之间宜

设适配的浪涌电压保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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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电子信息设备机房

２３１　一 般 规 定

２３１１　本章适用于民用建筑物 （群）所设置的各类控制机房、
通信机房、计算机机房及电信间的设计。
２３１２　民用建筑中的电子信息系统，宜分类合设设备机房，并

符合下列规定：
１　综合布线设备间宜与计算机网络机房及电话交换机房靠

近或合并；
２　消防控制室可单独设置，亦可与安防系统、建筑设备监

控系统合用控制室；
３　公共广播可与消防控制室合并设置，亦可与有前端的有

线电视系统合设机房；
４　安防控制室宜靠近保安值班室设置。

２３１３　高层建筑或电子信息系统较多的多层建筑，除设备机房

外，应设置电信间。
２３１４　消防控制室应满足本规范第１３章的有关规定。
２３１５　各系统机房面积、电信间面积、布线通道应留有发展

空间。
２３１６　地震基本烈度为７度及以上地区，机房设备的安装应采

取抗震措施。

２３２　机房的选址、设计与设备布置

２３２１　机房的位置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机房宜设在建筑物首层及以上层，当地下为多层时，也

可设在地下一层；
２　机房宜靠近电信间，方便各种线路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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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机房应远离强电磁场干扰场所，不应设置在变压器室、
配电室的楼上、楼下或隔壁场所；
４　机房宜远离振动源和噪声源的场所；当不能避免时，应

采取隔振、消声和隔声措施；
５　设备 （机柜、发电机、ＵＰＳ、专用空调等）吊装、运输

方便；
６　机房应远离粉尘、油烟、有害气体以及生产或储存具有

腐蚀性、易燃、易爆物品的场所；
７　机房不应设置在厕所、浴室或其他潮湿、易积水场所的

正下方或贴邻。
２３２２　电信间的位置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电信间是楼层电子信息系统管线敷设和设备安装占用的

建筑空间，宜设在进出线方便，便于安装、维护的公共部位；
２　电信间位置宜上下层对位；应设独立的门，不宜与其他

房间形成套间；
３　电信间不应与水、暖、气等管道共用井道；
４　应避免靠近烟道、热力管道及其他散热量大或潮湿的

设施。
２３２３　机房、电信间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机房宜根据设备配置及工作运行要求，由主机房、辅助

用房等组成。
２　机房和辅助用房的面积应根据近期设备布置和操作、维

护等因素确定，并应留有发展余地。使用面积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主机房面积可按下列方法确定：

当系统设备已选型时，按下式计算：
Ａ＝Ｋ∑Ｓ （２３２３１）

式中　Ａ———主机房使用面积 （ｍ２）；
Ｋ———系数，可取５～７；
Ｓ———系统设备的投影面积 （ｍ２）。

当系统设备未选型时，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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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ＫＮ （２３２３２）
式中　Ｋ———单台设备占用面积，可取４５～５５ｍ２／台；

Ｎ———机房内设备的总台数。
２）辅助用房的面积不宜小于主机房面积的１５倍。

３　机房及电信间不允许与其无关的水管、风管、电缆等各

种管线穿过；
４　电信间面积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设 有 综 合 布 线 机 柜 时，电 信 间 面 积 宜 大 于 或 等

于５ｍ２；
２）无综合布线机柜时，可采用壁柜式电信间，面积宜

大于或等于１５ｍ （宽）×０８ｍ （深）。
２３２４　机房及电信间设备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机房设备应根据系统配置及管理需要分区布置。当几个

系统合用机房时，应按功能分区布置。
２　电子信息设备宜远离建筑物防雷引下线等主要的雷击散

流通道。
３　音响控制室等模拟信号较集中的机房，应远离较强烈的

辐射干扰源。对于小型会议室等难以分开布置的合用机房，设备

之间应保证安全距离。
４　设备的间距和通道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机柜正面相对排列时，其净距离不应小于１５ｍ。
２）背 后 开 门 的 设 备，背 面 离 墙 边 净 距 离 不 应 小

于０８ｍ。
３）机柜侧面距墙不应小于０５ｍ，机柜侧面离其他设备

净距不应小于０８ｍ，当需要维修测试时，则距墙不

应小于１２ｍ。
４）并排布置的设备总长度大于４ｍ时，两侧均应设置

通道；
５）通道净宽不应小于１２ｍ。

５　墙挂式设备中心距地面高度宜为１５ｍ，侧面距墙应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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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ｍ。
６　视频监控系统和有线电视系统电视墙前面的距离，应满

足观看视距的要求，电视墙与值班人员之间的距离，应大于主监

视器画面对角线长度的５倍。设备布置应防止在显示屏上出现反

射眩光。
７　除采用ＣＭＰ等级阻燃线缆外，活动地板下引至各设备

的线缆，应敷设在封闭式金属线槽中。
８　电信间设备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电信间与配电间应分开设置，如受条件限制必须合

设时，电气、电子信息设备及线路应分设在电信间

的两侧，并要求各种设备箱体前应留有不小于０８ｍ
的操作、维护距离；

２）电信间内设备箱宜明装，安装高度宜为箱体中心距

地１２～１３ｍ。

２３３　环境条件和对相关专业的要求

２３３１　机房的环境条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对环境要求较高的机房其空气含尘浓度，在静态条件下

测试，每升空气中灰尘颗粒最大直径大于或等于０５μｍ时的灰

尘颗粒数，应小于１８×１０４粒；
２　机房内的噪声，在系统停机状况下，在操作员位置测量

应小于６８ｄＢ （Ａ）；
３　机房的电磁环境应满足本规范第２２２５条中的一级标

准；当机房的电磁环境不符合电子信息系统的安全运行标准和信

息涉密管理规定时，应采取屏蔽措施。
２３３２　各类机房对土建专业的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各类机房的室内净高、荷载及地面、门窗等要求，应符

合表２３３２的规定；

　　２　机房内敷设活动地板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计算机

房用活动地板技术条件》的要求；敷设高度应按实际需求确定，

４５３



５５３



６５３



７５３



宜为２００～３５０ｍｍ；
３　在机房附近未设公共卫生间时，应单设卫生间；
４　电信间预留楼板孔洞应上下对齐，楼板孔洞布线后应采

用防火堵料封堵；
５　电信间地面应略高于走廊地面，或设防水门坎；
６　当机房内设有用水设备时，应采取防止漫溢和渗漏的

措施。
２３３３　各类机房对电气、暖通专业的要求应符合本规范表

２３３３的规定。

２３４　机房供电、接地及防静电

２３４１　机房供电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机房设备的供电电源的负荷分级及供电要求，应符合本

规范第３２节的规定；
２　供电电源的电能质量应符合本规范第３４节的规定；
３　机房应根据实际工程情况，预留电子信息系统工作电源

和维修电源，电源宜从配电室 （间）直接引来；
４　电信间内应留有设备电源，其电源可靠性应满足电子信

息设备对电源可靠性的要求；
５　照明电源不应引自电子信息设备配电盘。

２３４２　机房接地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机房接地系统的设置应满足人身安全、设备安全及电子

信息系统正常运行的要求；
２　机房交流功能接地、保护接地、直流功能接地、防雷接

地等各种接地宜共用接地网，接地电阻按其中最小值确定；
３　机房内应做等电位联结，并设置等电位联结端子箱；对

于工作频率较低 （小于３０ｋＨｚ）且设备数量较少的机房，可采

用单点 （Ｓ形）接地方式；对于工作频率较高 （大于３００ｋＨｚ）
且设备台数较多的机房，可采用多点 （Ｍ形）接地方式；
４　电信间应设接地干线和接地端子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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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当各系统共用接地网时，宜将各系统分别采用接地导体

与接地网连接；
６　防雷与接地应满足本规范第１１、１２章中有关规定。

２３４３　机房防静电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机房地面及工作面的静电泄漏电阻，应符合国家标准

《计算机机房用活动地板技术条件》的规定；
２　机房内绝缘体的静电电位不应大于１ｋＶ；
３　机房不用活动地板时，可铺设导静电地面；导静电地面

可采用导电胶与建筑地面粘牢，导静电地面电阻率应为１０×
１０７～１０×１０１０Ω·ｃｍ，其导电性能应长期稳定且不易起尘；

４　机房内采用的活动地板可由钢、铝或其他有足够机械强

度的难燃材料制成；活动地板表面应是导静电的，严禁暴露金属

部分；单元活动地板的系统电阻应符合国家标准 《计算机机房用

活动地板技术条件》的规定。

２３５　消防与安全

２３５１　机房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建筑主体的耐火等级，消防控

制室应为一级。
２３５２　电信间墙体应为耐火极限不低于１０ｈ的不燃烧体，门

应采用丙级防火门。
２３５３　机房的消防设施应符合本规范第１３章的有关规定。
２３５４　机房出口应设置向疏散方向开启且能自动关闭的门，并

应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从机房内打开。
２３５５　设在首层的机房的外门、外窗应采取安全措施。
２３５６　根据机房的重要性，可设警卫室或保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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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锅炉房热工检测与控制

２４１　一 般 规 定

２４１１　本章适用于下列范围内，民用蒸汽锅炉房和住宅小区集

中供热热水锅炉房的热工检测与控制：
１　额定蒸发量为１～２０ｔ／ｈ、额定出口蒸汽压力为０１～

２５ＭＰａ表压、额定出口温度小于或等于２５０℃的燃煤蒸汽锅炉；
２　额 定 出 力 为０７～５８ＭＷ、额 定 出 口 水 压 为０１～

２５ＭＰａ表压、额定出口水温小于或等于１８０℃的燃煤热水锅炉。
２４１２　锅炉房仪表检测项目应与报警、计算机监视或各种形式

巡检装置的检测项目综合考虑。
２４１３　在满足安全、经济运行要求的前提 下，检 测 仪 表 宜

精简。
２４１４　指示仪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反映锅炉及工艺管道系统，在正常工况下安全、经济运

行的主参数和需要经常监视的一般参数，应设指示仪表 （包括就

地仪表）；
２　已由计算机进行监视的一般参数，不再设置指示仪表；
３　一般同类型参数 （如烟道、风道压力）当未采用计算机

监测时，宜采用多点切换测量。
２４１５　记录仪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反映锅炉及管道系统安全、经济运行状况并在事故时进

行分析的主要参数；
２　用以进行经济分析或核算的重要参数；
３　用于经济核算的流量参数应设积算器，当用计算机对流

量参数进行积算时，可不设置积算器。
２４１６　仪表精度等级选取应符合下列规定：

０６３



１　主要参数指示仪表１级、记录仪表０５级；
２　经济考核仪表０５级；
３　一般参数指示仪表１５级、就地指示仪表１５～２５级。

２４２　自动化仪表的选择

２４２１　温度仪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就地式温度仪表选用双金属温度计，其刻度盘直径宜大

于或等于１００ｍｍ。
２　压力式温度计经常指示的工作温度，应选在仪表量程范

围的１／３～３／４之间，温度计量程上限值的选择应大于被测介质

可能达到的最高动态温度值。
３　测量炉膛温度与烟气温度应选用热电偶。
４　测量蒸汽温度与热水温度应选用热电阻。
５　测量元件的保护管，应按被测介质的工作温度、压力与

管径选择，套管插入介质的有效深度 （从管道内壁算起）应符合

下列要求：
１）对于主蒸汽介质，当管道公称通径ＤＮ≤２５０ｍｍ时，

有效深度为１００ｍｍ；
２）对于管道外径Ｄ０≤５００ｍｍ的蒸汽、液体介质有效深

度约为管道外径的１／２；对于管道外径Ｄ０＞５００ｍｍ
的蒸汽、液体介质，有效深度为３００ｍｍ；

３）对于烟气、风介质有效深度为烟风道 （管道）外径

的１／３～１／２。
６　仪表与计算机合用的测点，宜选用双支测温元件。
７　显示仪表上规定的外接电阻的选择，应与仪表及感温元

件之间的线路电阻值相匹配。
８　采用热电阻测温时，其显示仪表与热电阻的分度号应一

致，相互连接的导线应采用铜导线。
９　采用热电偶测温时，其显示仪表、热电偶及补偿导线的

分度号应一致，且补偿导线的电阻值不应超过外接电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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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当信号传输距离较远，补偿导线的电阻值超过外接电阻

值或与调节系统配用时，应采用温度变送器。
２４２２　压力仪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就地式压力仪表及压力变送器的量程选择，应符合下列

要求：
１）测量稳定压力时，最大量程选择在接近或大于正常

压力测量值的１５倍；
２）测量脉动压力时，最大量程选择在接近或大于正常

压力测量值的２倍；
３）测量高压压力时，最大量程选择应大于最大压力测

量值的１７倍；
４）为保证压力测量精度，最小压力测量值应高于压力

测量量程的１／３。
２　就地式压力仪表的类型的选择，宜符合下列要求：
１）压力小于４０ｋＰａ时，宜选用膜盒压力表；
２）压力大于４０ｋＰａ时，宜选用波纹管或弹簧管压力表；
３）压力在－１００～０～２４００ｋＰａ时，宜选用压力真空表；
４）压力在－１００～０ｋＰａ时，宜选用弹簧管真空表。

３　弹簧管压力表的表壳直径的选择，宜符合下列要求：
１）在仪表盘上安装时，采用直径１５０ｍｍ；
２）就地安装时，采用直径１００ｍｍ；
３）安装点较高，不易观察时，采用直径２００～２５０ｍｍ。

４　当需要远传或与调节系统配用时，应选用压力变送器。
２４２３　流量仪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流量仪表的量程选择，当采用方根刻度显示时，正常流

量宜为满量程的７０％～８０％，最大流量不应大于满量程的９５％，
最小流量不应小于满量程的３０％；当采用线形刻度显示时，正

常流量宜为满量程的５０％～７０％，最大流量不应大于满量程的

９０％，最小流量不应小于满量程的１０％ （对于方根特性经开方

变成直线特性时为满量程的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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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一般流体的流量测量，应选用标准节流装置；标准节流

装置的选用，必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流量测量节流装置用孔

板、喷嘴和文丘里管测量充满圆管的流体流量》ＧＢ／Ｔ－２６２４的

规定；
３　节流装置的取压方式，应根据介质的性质及参数选择角

接取压和法兰取压；
４　差压变送器的测量范围，必须与节流装置计算差压值

配套。
２４２４　液位仪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液位仪表的量程选择，最高液位或上限报警点应为满量

程的９０％，正常液位应为满量程的５０％，最小液位应为满量程

的１０％；
２　用差压式仪表测量锅炉汽包水位或除氧器水箱水位时，

应采用带温度补偿的双室平衡容器；用于凝结水箱水位测量的液

位计宜选用浮子式仪表；
３　用于汽包水位、除氧器水箱水位测量的差压变送器，其

差压范围必须与选定的平衡容器相配套。
２４２５　分析仪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分析仪表取样点应选择在工艺介质流动比较平稳，被测

介质变化较灵敏的部位；被测介质的分析仪器的发送器，宜靠近

取样点；
２　烟气含氧量的测量，应采用磁导式或氧化锆氧量分析仪；
３　用于水处理系统的工业电导仪，其接触介质部分的材料

应耐受介质的腐蚀，电极的引出线宜采用屏蔽线；
４　分析仪表的精度，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

２４２６　热工检测与自动调节系统采用电动单元组合仪表时，显

示、记录、调节仪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盘装显示仪表宜采用数字式或动圈式显示仪表；显示汽

包水位的仪表宜采用色带指示仪；
２　盘装记录仪表宜采用小长图自动记录仪；当锅炉容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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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重要参数的测量，也可采用大、中型长图或圆图记录仪；

３　锅炉烟气温度、压力的测量，宜采用多点切换开关进行

切换显示，并留有一定的切换端点；

４　液位调节品质要求不高的简单系统，可选用二位、三位

式调节器；当液位调节允许有差时，宜采用比例式调节器；当液

位调节要求无差时，宜采用比例、积分调节器；

５　用于压力、流量参数的调节器，宜采用比例或比例、积

分调节规律；用于温度参数的调节器，宜采用比例、积分、微分

调节规律；

６　用于汽包水位、除氧器压力、除氧器水箱水位的调节器，
应有手动／自动无扰切换功能和输出限幅功能；

７　用于各自动调节系统中的操作器，宜选择有上、下限位

功能的操作器。

２４２７　电动执行器及调节阀口径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鼓风、引风风门调节，宜采用ＤＫＪ型角行程电动执行

器，其输出力矩，必须能使风挡全开或全关。

２　自动调节系统中的执行器与拉杆之间及调节机构与拉杆

之间宜采用球形铰接。

３　给水调节阀阀径应按计算的流量系数Ｋｖ值选择，当液体

介质为非阻塞流Δｐ小于Ｆ２Ｌ （ｐ１－ＦＦｐＶ）时，调节阀的流量系

数可按下式计算：

Ｋｖ＝１０－２ＷＬｍａｘ／ρＬ（ｐ１－ｐ２槡 ） （２４２７１）

ＦＦ＝０９６－０２８ ｐＶ／ｐ槡 Ｃ （２４２７２）
式中　ＷＬｍａｘ———液体最大重量流量，（ｋｇ／ｈ）；

ρＬ———液体密度 （ｋｇ／ｍ３）；

Δｐ———调节阀前、阀后压差 （ＭＰａ）；

ｐ１、ｐ２———阀入口、出口压力 （绝对）（ＭＰａ）；

ＦＬ———压力恢复系数；

ＦＦ———液体临界压力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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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ｖ———阀入 口 温 度 下 流 体 的 饱 和 蒸 汽 压 力 （绝 对）
（ＭＰａ）；

ｐＣ———热力学临界压力 （绝对）（ＭＰａ）。
当液体介质为阻塞流Δｐ大于或等于ＦＬ２ （ｐ１－ＦＦｐｖ）时，

调节阀的流量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Ｋｖ＝１０－２ＷＬｍａｘ／ρＬ／Ｆ２Ｌ（ｐ１－ＦＦｐｖ槡 ） （２４２７３）

　　４　当液体介质的雷诺数Ｒｅｖ小于或等于３５００时，应作雷诺

数修正；

５　蒸汽调节阀阀径应按计算的流量系数Ｋｖ值选择，当蒸汽介

质为非阻塞流Ｘ小于ＦＫＸＴ时，调节阀的流量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Ｋｖ＝Ｗｇｍａｘ

１００Ｙ
１

Ｘｐ１ρ槡 １

（２４２７４）

Ｙ＝１－ Ｘ
３ＦＫＸＴ

（２４２７５）

Ｘ＝Δｐ
ｐ１

（２４２７６）

ＦＫ＝ ｋ
１４

（２４２７７）

式中　Ｗｇｍａｘ———蒸汽最大重量流量 （ｋｇ／ｈ）；

Ｙ———膨胀系数；

ＸＴ———压差比系数 （临界压差比）；

ＦＫ———比热容比系数；

ｋ———比热容比 （绝热指数）；

Ｘ———压差比；

ρ１———阀入口蒸汽密度 （ｋｇ／ｍ３）。
当蒸汽介质为阻塞流Ｘ大于或等于ＦＫＸＴ时，调节阀的流量

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Ｋｖ＝ Ｗｇｍａｘ

５６３７
１

ＸＴｐＴρ槡 １

（２４２７８）

　　６　当工艺管道直径与选择的调节阀直径之比大于或等于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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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作管件形状修正。
７　调节阀的口径也可按实践经验法确定，但必须保证在工

艺管道设计合理的情况下进行：
１）液体介质的调节阀口径比工艺管道的工程直径小

一级；
２）蒸汽介质的调节阀口径比工艺管道的工程直径小

二级。
８　调节阀的最小、最大控制流量及漏流量，必须满足运行

（包括启、停和事故工况）要求。
９　选用的调节阀应按下列要求进行校验：
１）阀门开度为８５％～９５％时，应满足运行的最大需要

量；开度为１０％时，应满足运行的最小需要量；
２）阀门压差，当对泄漏量有严格要求时，宜取流量为

零时的最大差压；对泄漏量无特殊要求时，宜取最

小流量下的最大差压，其值应不大于该阀门的最大

允许差压；
３）调节阀的工作流量特性，应满足工艺系统的调节

要求。

２４３　热工检测与控制

２４３１　蒸汽锅炉机组必须装设下列安全及经济运行参数的指示

仪表：
１　汽包蒸汽压力；
２　汽包水位；
３　汽包进口给水压力 （锅炉有省煤器时可不检测）；
４　省煤器进出口水温和水压。
额定蒸发量为２０ｔ／ｈ的蒸汽锅炉，其汽包压力、水位尚应装

设记录仪表。
２４３２　蒸汽锅炉机组应根据工艺要求装设燃煤量、蒸汽流量、
给水流量及风、烟系统各段压力和温度参数的指示或积算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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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３３　热水锅炉机组应装设检测下列安全及经济运行参数的指

示仪表：
１　锅炉进、出口水温和水压；
２　锅炉循环水流量；
３　锅炉供热量指示、积算；
４　风、烟系统各段压力和温度。

２４３４　额定出力大于或等于１４ＭＷ的热水锅炉，应装设检测

下列经济运行参数的仪表：
１　锅炉进口水温和水压指示；
２　锅炉出口水温指示、记录；
３　锅炉循环水流量指示、记录；
４　锅炉供热量指示、积算；
５　风、烟系统的压力、温度指示。

２４３５　热力除氧器应装设检测下列参数的仪表：
１　除氧器工作压力指示；
２　除氧水箱水位指示；
３　除氧水箱水温就地指示；
４　除氧器进水温度就地指示；
５　蒸汽压力调节阀阀前、后的蒸汽压力就地指示。

２４３６　真空除氧器应装设检测下列参数的仪表：
１　除氧器进水温度指示；
２　除氧器真空度指示；
３　除氧水箱水位指示；
４　除氧水箱水温就地指示；
５　射水抽气器进口水压就地指示。

２４３７　锅炉房应装设供经济核算所需的计量仪表：
１　蒸汽流量指示、积算；
２　供热量指示、积算；
３　燃煤、燃油的总耗量；
４　原水总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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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凝结水回收量；
６　热水系统补给水量；
７　总耗电量。

２４３８　蒸汽锅炉应设置给水自动调节装置。额定蒸发量小于或

等于４ｔ／ｈ的锅炉，可设置位式给水自动调节装置，等于或大于

６ｔ／ｈ的锅炉，宜设置连续给水自动调节装置。
２４３９　蒸汽锅炉应设置极限低水位保护装置，当额定蒸发量等

于或大于６ｔ／ｈ时，尚应设置蒸汽超压保护装置。
２４３１０　当热水锅炉的压力降低到热水可能发生汽化、水温升

高超过规定值或循环水泵突然停止运行时，应设置自动切断燃料

供应和停止鼓风机、引风机运行的保护装置。
２４３１１　额定蒸发量为２０ｔ／ｈ的燃煤链条炉，当热负荷变化幅

度在调节装置的可调范围内，且经济上合理时、宜装设燃烧自动

调节装置。
２４３１２　热力除氧器应设置水位自动调节装置和蒸汽压力自动

调节装置。
２４３１３真空除氧器应设置水位自动调节装置和进水温度自动调

节装置。
２４３１４　当两台及以上热力除氧器并列运行时，其中一台除氧

器的水位、压力调节宜采用ＰＩ（比例积分）调节规律，其余可

采用Ｐ（比例）调节规律。
２４３１５　当两台及以上真空除氧器并列运行时，其中一台除氧

器的水温调节宜采用ＰＩＤ （比例、积分、微分）调节规律，其余

可采用Ｐ（比例）调节规律。
２４３１６　锅炉房热工检测与控制除符合本章规定外，尚应符合

国家标准 《锅炉房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１的规定。

２４４　自动报警与连锁控制

２４４１　锅炉系统应装设下列声、光报警装置：
１　汽包水位过低和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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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汽包出口蒸汽压力过高；
３　省煤器出口水温过高；
４　热水锅炉出口水温过高；
５　连续给水调节系统给水泵故障停运；
６　炉排故障停转。

２４４２　各辅机系统应装设下列声、光报警装置：
１　热水系统的循环水泵故障停运；
２　除氧水箱水位过低和过高。

２４４３　燃煤锅炉的引风机、鼓风机和炉排之间，应装设电气连

锁装置，并能按顺序启动或停车。
２４４４　燃煤锅炉应设置下列电气连锁装置：

１　引风机故障时，自动切断鼓风机和燃料供应；
２　鼓风机故障时，自动切断引风机和燃料供应。

２４４５　连续机械化运煤、除渣系统中，各运煤设备之间、除渣

设备之间，均应设置电气连锁装置，并在正常工作时能按顺序延

时停车，且其延时时间应达到皮带机空载停机。

２４５　供　　电

２４５１　仪表电源的负荷等级应不低于工艺负荷的等级，电源应

由低压配电室以专用回路供电。
２４５２　在控制室内应设置为仪表盘 （台）供电的专用配电箱

（柜），以放射式供电，电源电压为交流２２０Ｖ。
２４５３　功能独立的仪表和系统，宜分别由不同回路的电源供

电，避免一个电源回路故障，影响多个功能独立的仪表和系统。
２４５４　变送器宜由相应的调节系统或检测仪表的电源回路供

电。调节与检测合用的变送器宜由调节系统的电源回路供电。
２４５５　每一调节系统中，在自动方式下工作的各个仪表，宜由

同一电源回路供电。只在手动方式下工作的设备 （如操作器）应

由另外的电源回路供电。
２４５６　各仪表盘盘内宜设置检修用交流２２０Ｖ电源插座。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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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盘应设置盘内照明。

２４６　仪表盘、台

２４６１　锅炉房仪表盘结构形式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就地控制的锅炉仪表盘应采用柜式；
２　在控制室内安装的锅炉仪表盘宜采用框架式，也可采用

柜式；
３　各种风机、泵类的控制按钮在仪表盘面难于布置时，宜

采用盘、台附接式仪表盘；
４　控制室内仪表盘的高度与深度、控制台的外形尺寸 （宽

度除外）及盘、台颜色应一致；
５　在现场安装的仪表盘，应附照明灯罩。

２４６２　盘、台内设备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装在盘侧壁的设备与装在盘面的设备之间，应留有安装

维修距离；
２　在同一盘壁上，伺服放大器、继电器应装在电源开关、

熔断器、插座的上方；
３　盘 内 电 源 开 关、熔 断 器、插 座 的 布 置 高 度 不 宜 超

过１７００ｍｍ；
４　在同一盘内，交、直流电气设备，宜分别布置在不同侧

壁上；
５　检测、调节、保护、控制、报警、电源设备等的端子排

宜分类布置；
６　仪表盘内的端子排，最低距地面不应小于２５０ｍｍ，两排

间距应大于２５０ｍｍ，端子排距盘边缘距离不小于１００ｍｍ；
７　进出仪表盘的导线 （除热电偶的补偿导线应直接与仪表

连接外）均应通过端子排，盘内接线端子备用量宜为１０％。

２４７　仪表控制室

２４７１　蒸汽锅炉额定蒸发量大于或等于６ｔ／ｈ，热水锅炉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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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力为大于或等于４２ＭＷ的锅炉房，应在运转层设置仪表控

制室。
２４７２　确定控制室位置及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控制室宜位于被控设备的适中位置；
２　便于现场导管、电缆进入控制室；
３　避开大型设备的振动或电磁干扰很强的变压器室。

２４７３　锅炉控制盘 （台）正面离墙距离宜不小于２５ｍ。
２４７４　大型控制室当有操作台时，进深不宜小于７ｍ。无操作

台时，不宜小于６ｍ。中、小型控制室可减小。
２４７５　框架式仪表盘盘后离墙的距离宜为１０００ｍｍ，最小尺寸

不应小于８００ｍｍ，盘 侧 离 墙 宜 为１２００ｍｍ，最 小 尺 寸 不 应 小

于１０００ｍｍ。
２４７６　当仪表盘排列超过７ｍ时，通往盘后的通道应设置两个。
２４７７　仪表室对土建应提出下列要求：

１　仪表室的净空高度宜为３２～３６ｍ；
２　仪表室宜采用水磨石地面，地面荷载可取４ｋＮ／ｍ２，仪

表室长度大于７ｍ时，应设两个外开门的出口；
３　仪表室朝锅炉操作面方向宜采用大观察窗，开窗面积宜

为盘前地面面积的１／３～１／５，盘后可开小窗或固定窗。

２４８　取源部件、导管及防护

２４８１　取源部件应设置在便于维护检修的地方，变送器等设备

应满足其对环境温度和相对湿度的要求。
２４８２　测温元件不应装设在管道或设备的死角处。压力取源部

件不应设置在有涡流的地方。当压力取源部件和测温元件在同一

管段上邻近装设时，压力取源部件应在测温元件上游安装 （按介

质流向）。
２４８３　在水平烟道或管道上测量含固体颗粒介质的压力时，应

将其取源部件设置在管道的上部。
２４８４　炉膛压力取源部件，宜设置在燃烧室中心的上部 （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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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由锅炉厂提供）。取源装置应有固定的经常吹尘防堵设施。
２４８５　锅炉送风压力取源部件，应设置在直管段上。
２４８６　锅炉总风量的取源部件，宜设置在风机进口再循环管

前。当采用回转式空气预热器时，宜设置在预热器出口。
２４８７　测量蒸汽或液体流量时，差压计或变送器宜设置在低于

节流装置的地方。测量气体流量时，差压计或变送器宜设置在高

于节流装置的地方，否则要采取放气或排水措施。
２４８８　在直径小于７６ｍｍ的管道上装设测温元件时，宜采用

扩径管。
公称压力等于或小于１６ＭＰａ时，允许在弯头处沿管道中心

线迎着介质流向插入测温元件。
２４８９　节流装置上、下游最小直管段长度应满足前１０Ｄ后５Ｄ
（Ｄ为管道直径）的测量要求。
２４８１０　变送器宜布置在靠近取源部件和便于维修的地方，并

适当集中。
２４８１１　导压管材质和规格的选择，应符合表２４８１１的规定。

表２４８１１　导压管选择表

序号 被测介质
工作压力

与温度
材　料

管径 （ｍｍ）

≤１５ｍ ≤３０ｍ ≤５０ｍ

１ 空气 ＜５ｋＰａ 镀锌焊接钢管 １５ １５ １５

２ 净煤气
＞２５ｋＰａ 镀锌焊接钢管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５ｋＰａ 镀锌焊接钢管 ２０ ２０ ２５

３ 脏煤气
＞２５ｋＰａ

５００～６００℃
镀锌焊接钢管 ２５ ３２ ３２

４ 烟气 （测量）
＞１０ｋＰａ 镀锌焊接钢管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０ｋＰａ 镀锌焊接钢管 ２０ ２０ ２５

５ 烟气 （调节） １０ｋＰａ 镀锌焊接钢管 ２５ ３２ —

６ 蒸汽
＜４０００ｋＰａ

＜４５０℃
无缝钢管 １４×２ １４×２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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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４８１１

序号 被测介质
工作压力

与温度
材　料

管径 （ｍｍ）

≤１５ｍ ≤３０ｍ ≤５０ｍ

７
锅炉汽

包水

～１６０００Ｐａ

～５００℃
无缝钢管 ２２×３ ２２×３ —

８ 水
＜１０００ｋＰａ 水煤气管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０００ｋＰａ 无缝钢管 １４×２ １４×２ １６×２

９ 压缩空气 ＜６４００ｋＰａ 无缝钢管 １４×２ １４×２ １６×２

１０ 氧 ＜１５０００ｋＰａ紫铜管或不锈钢管１２×１５１２×１５ １２×１５

２４８１２　仪表盘内测量微压气体的配管，可采用乳胶管。

２４８１３　管路不应埋设在地坪、墙壁及其他构筑物内。当管路

穿过混凝土或砌体的墙壁和楼板时应加保护套管。

２４８１４　导压管的最大长度不应超过下列数值：

１　气体分析取样管１０ｍ；

２　压力在５０Ｐａ以内３０ｍ；

３　其他压力导压管路５０ｍ。
２４８１５　差压导压管的最小允许长度不宜小于３ｍ，最长不宜超

过１６ｍ。

２４８１６　测量和取样管路有可能结冻时，应采用保温或伴热等

防冻措施。

２４９　缆线选择与敷设

２４９１　测量、控制、电力回路用的电缆、电线的线芯材质应为

铜芯。电缆、电线的绝缘及护套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在环境温度大于６５℃的场所敷设的线路，应选用耐热型

（氟塑料绝缘和护套２００℃）控制电缆、耐热电线和耐热补偿

导线；
２　在环境有火灾危险的场所敷设线路，而又未采用封闭槽

盒时，宜选用矿物绝缘电缆或耐火型控制电缆、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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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在常温场所可选用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的电缆、
电线。
２４９２　有抗干扰要求的线路应采用屏蔽电缆或屏蔽电线。
２４９３　测量及控制回路的线芯截面，不应小于１０ｍｍ２。接至

插件的线芯截面宜选用０５ｍｍ２的多股软线。
２４９４　热电偶补偿导线的线芯截面，应按仪表允许的线路电阻

选择，宜选用１５～２５ｍｍ２。
２４９５　微弱信号及低电平信号，特别是要求抗干扰的信号 （如
计算机），不应与强电回路合用一根电缆或敷设在同一根保护导

管内。
但在同一安装单位中，对测量精度影响小的ＤＤＺ—Ⅱ型变

送器、远方操作器、带位置指示的电动门等弱电信号，可与其电

源合用一根电缆。
２４９６　选用线芯截面为１０～１５ｍｍ２的普通控制电缆不宜超

过３０芯，铠装控制电缆不宜超过２４芯。
２４９７　电缆桥架与热管道平行敷设时，距热管道保温层外表面

的净距，不宜少于５００ｍｍ；交叉敷设时，不宜少于３００ｍｍ。
２４９８　保护导管与温度检测元件之间应用金属软管连接。
２４９９　锅炉房电缆、电线敷设除符合本节规定外，尚应符合本

规范第８章的有关规定。

２４１０　接　　地

２４１０１　热工检测与控制系统设备、计算机柜的接地应与锅炉

房电气设备共用接地网，接地电阻应符合本规范第１２章的规定。
２４１０２　计算机或组合仪表控制系统的接地，应集中一点引入

接地网。
２４１０３　屏蔽电缆、屏蔽导线、屏蔽补偿导线的屏蔽层均应接

地，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总屏蔽层及对绞屏蔽层均应接地；
２　全线路的屏蔽层应有可靠的电气连接，同一信号回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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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线路的屏蔽层只允许有一个接地点；
３　屏蔽层接地的位置，宜在仪表盘侧。但信号源接地时，

屏蔽层的接地点应靠近信号源的接地点。

２４１１　锅炉房计算机监控系统

２４１１１　１０ｔ／ｈ及以上蒸汽锅炉机组和７ＭＷ热水锅炉机组应采

用计算机监控。
２４１１２　计算机监控系统的选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计算机系统的硬件、系统软件及应用软件应配套齐全；
２　计算机选型宜立足国内，优先选用国家系列型谱中可靠，

并在锅炉房中有运行经验的机型；
３　计算机系统必须能长期稳定运行。

２４１１３　计算机监控系统应具有下列基本功能：
１　计算机系统应连续、及时地采集和处理机组在不同工况

下的，各种运行参数和设备运行状态，并有良好的中断响应；
２　通过显示器屏幕显示和功能键盘，应为运行人员提供机

组在正常和异常工况下的各种有用信息；
３　通过打印机应完成打印制表、运行记录、事故记录及画

面图形拷贝等功能；
４　应在线进行各种计算和经济分析。

２４１１４　计算机的输入参量应满足应用功能要求，下列模拟量

可输入计算机系统：
１　机组启停、运行及事故处理过程中需要监视和记录的

参数；
２　定时制表所需要的参数；
３　二次参数计算、参数修正或补偿所需要的相关参数；
４　主要性能计算和经济分析所需要的参数；
５　送风机、引风机风门及挡板开度；
６　主要电气参数。

２４１１５　计算机的模拟量输出，应满足各自动调节系统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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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２４１１６　下列情况的模拟量，可不输入计算机系统：

１　配有专用显示仪表的成分分析等参数；
２　辅助设备的工艺参数。

２４１１７　下列开关量宜输入计算机系统：
１　反映锅炉工艺和主要辅助设备运行状态的接点；
２　主要保护动作输出及重点参数越限报警接点；
３　连锁、保护及自动装置切换状态接点。

２４１１８　进入计算机的开关量输入接点，应考虑防止误动作引

起的高电压进入计算机的措施。
２４１１９　锅炉房计算机监控系统的硬件配置，宜由下列几部分

组成：
１　主机包括中央处理器ＣＰＵ、内存、外存及选件；
２　外部设备包括外存储器、键盘、打印机显示等设备；
３　过程通道包括模拟量输入、输出及开关量输入、输出通

道等。
２４１１１０　锅炉房计算机监控系统软件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计算机软件应包括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
２　系统软件应具有程序设计系统、操作系统及自诊断系统；
３　应用软件应具有过程监视程序、过程控制及计算程序和

公用应用程序等。
２４１１１１　计算机监控系统的电源应由不间断电源供给，供电时

间应保证交流电源断电后可连续供电０５ｈ。
２４１１１２　缆线选择及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计算机 信 号 的 分 类 及 缆 线 选 型 应 符 合 表２４１１１２的

规定；
２　不同类别的信号回路不得合用一根电缆或电线导管敷设；
３　计算机的输入信号电缆应在封闭式金属线槽中敷设，金

属线槽与盖板应保证良好的接地；
４　单根信号电缆可穿钢导管敷设，钢导管应良好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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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４１１１２　微机信号分类及线路选型

信　号　分　类 信　号　范　围 线 　　路 　　选 　　型

低电平输入
热电偶

带屏蔽补偿电线 （电缆）及

对绞对屏计算机用电缆

热电阻±１００ｍＶ～±１Ｖ 对绞对屏计算机用电缆

高电平输入 ＞１Ｖ，０～５０ｍＡ 对绞对屏计算机用电缆

５　大于或等于６０Ｖ或０２Ａ的仪表信号电缆及没有噪声吸

收措施的开关量输入、输出信号电缆 （如无消弧措施的继电器的

回路电缆等），不得与计算机线路共用金属线槽敷设；
６　计算机信号电缆与其他电缆走同一电缆通道时，计算机

信号电缆槽道应排列在最下层；
７　计算机信号电缆与控制电缆，允许在带有金属隔板的同

一槽道中敷设。
２４１１１３　计算机监控机房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计算机监控机房应位于锅炉运转层，并临近控制室；根

据具体情况，计算机也可安装于控制室内，但控制室应考虑防

尘、防潮、防噪声等措施；
２　计算机房应由空调设施保证室内温度在１８～２５℃、相对

湿度在４５％～６５％的范围内，任何情况下不允许结露；
３　计算机房的其他要求应符合本规范第２３章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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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Ａ　民用建筑中各类建筑物的
主要用电负荷分级

表Ａ　民用建筑中各类建筑物的主要用电负荷分级

序号 建筑物名称 用电负荷名称 负荷级别

１
　国家级会 堂、

国宾馆、国家级

国际会议中心

　主会场、接见厅、宴会厅照明，电声、录

像、计算机系统用电
一级

　客梯、总值班室、会议室、主要办公室、档

案室用电
一级

２
　国家及省部级

政府办公建筑

　客梯、主要办公室、会议室、总值班室、档

案室及主要通道照明用电
一级

３
　国家及省部级

计算中心
　计算机系统用电 一级

４

　国家及省部级

防灾中心、电力

调度中心、交通

指挥中心

　防灾、电力调度及交通指挥计算机系统用电 一级

５
　地、市级办公

建筑

　主要办公室、会议室、总值班室、档案室及

主要通道照明用电
二级

６
　地、市级及以

上气象台

　气象业务用计算机系统用电 一级

　气象雷达、电报及传真收发设备、卫星云图

接收机及语言广播设备、气象绘图及预报照明

用电

一级

７
　电信枢纽、卫

星地面站
　保证通信不中断的主要设备用电 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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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Ａ

序号 建筑物名称 用电负荷名称 负荷级别

８
　电视台、广播

电台

　国家及省、市、自治区电视台、广播电台的

计算机系统用电，直接播出的电视演播厅、中

心机房、录像室、微波设备及发射机房用电

一级

　语音播音室、控制室的电力和照明用电 一级

　洗印室、电视电影室、审听室、楼梯照明

用电
二级

９ 　剧场

　特、甲等剧场的调光用计算机系统用电 一级

　特、甲等剧场的舞台照明、贵宾室、演员化

妆室、舞台机械设备、电声设备、电视转播

用电

一级

　甲等剧场的观众厅照明、空调机房及锅炉房

电力和照明用电
二级

１０ 　电影院 　甲等电影院的照明与放映用电 二级

１１
　 博 物 馆、展

览馆

　大型博物馆及展览馆安防系统用电；珍贵展

品展室照明用电
一级

　展览用电 二级

１２ 　图书馆

　藏书量超过１００万册及重要图书馆的安防系

统、图书检索用计算机系统用电
一级

　其他用电 二级

１３ 　体育建筑

　特级体育场 （馆）及游泳馆的比赛场 （厅）、
主席台、贵宾室、接待室、新闻发布厅、广场

及主要通道照明、计时记分装置、计算机房、
电话机房、广播机房、电台和电视转播及新闻

摄影用电

一级

　甲级体育场 （馆）及游泳馆的比赛场 （厅）、
主席台、贵宾室、接待室、新闻发布厅、广场

及主要通道照明、计时记分装置、计算机房、
电话机房、广播机房、电台和电视转播及新闻

摄影用电

一级

　特级及甲级体育场 （馆）及游泳馆中非比赛

用电、乙级及以下体育建筑比赛用电
二级

９７３



续表Ａ

序号 建筑物名称 用电负荷名称 负荷级别

１４ 　商场、超市

　大型商场及超市的经营管理用计算机系统

用电
一级

　大型商场及超市营业厅的备用照明用电 一级

　大型商场及超市的自动扶梯、空调用电 二级

　中型商场及超市营业厅的备用照明用电 二级

１５
　银行、金融中

心、证交中心

　重要的计算机系统和安防系统用电 一级

　大型银行营业厅及门厅照明、安全照明用电 一级

　小型银行营业厅及门厅照明用电 二级

１６ 　民用航空港

　航空管制、导航、通信、气象、助航灯光系

统设施和台站用电，边防、海关的安全检查设

备用电，航班预报设备用电，三级以上油库

用电

一级

　候机楼、外航驻机场办事处、机场宾馆及旅

客过夜用房、站坪照明、站坪机务用电
一级

　其他用电 二级

１７ 　铁路旅客站
　大型站和国境站的旅客站房、站台、天桥、

地道用电
一级

１８ 　水运客运站
　通信、导航设施用电 一级

　港口重要作业区、一级客运站用电 二级

１９ 　汽车客运站 　一、二级客运站用电 二级

２０
　汽车库 （修车

库）、停车场

　Ⅰ类汽车库、机械停车设备及采用升降梯作

车辆疏散出口的升降梯用电
一级

　Ⅱ、Ⅲ类汽车库和Ⅰ类修车库、机械停车设

备及采用升降梯作车辆疏散出口的升降梯用电
二级

２１ 　旅游饭店

　四星级及以上旅游饭店的经营及设备管理用
计算机系统用电

一级

　四星级及以上旅游饭店的宴会厅、餐厅、厨
房、康乐设施、门厅及高级客房、主要通道等
场所的照明用电，厨房、排污泵、生活水泵、
主要客梯用电，计算机、电话、电声和录像设
备、新闻摄影用电

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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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Ａ

序号 建筑物名称 用电负荷名称 负荷级别

２１ 　旅游饭店

　三星级旅游饭店的宴会厅、餐厅、厨房、康
乐设施、门厅及高级客房、主要通道等场所的
照明用电，厨房、排污泵、生活水泵、主要客
梯用电，计算机、电话、电声和录像设备、新
闻摄影用电，除上栏所述之外的四星级及以上
旅游饭店的其他用电

二级

２２ 　科研院所、高
等院校

　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等对供电连续性要求极
高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用电

一级

　除上栏所述之外的其他重要实验室用电 一级

　主要通道照明用电 二级

２３ 　二级以上医院

　重要手术室、重症监护等涉及患者生命安全
的设备 （如呼吸机等）及照明用电

一级

　急诊部、监护病房、手术部、分娩室、婴儿
室、血液病房的净化室、血液透析室、病理切
片分析、核磁共振、介入治疗用ＣＴ及Ｘ光机
扫描室、血库、高压氧仓、加速器机房、治疗
室及配血室的电力照明用电，培养箱、冰箱、
恒温箱用电，走道照明用电，百级洁净度手术
室空调系统用电、重症呼吸道感染区的通风系
统用电

一级

　除上栏所述之外的其他手术室空调系统用
电，电子显微镜、一般诊断用ＣＴ及Ｘ光机用
电，客梯用电，高级病房、肢体伤残康复病房
照明用电

二级

２４ 　一类高层建筑

　走道照明、值班照明、警卫照明、障碍照明
用电，主要业务和计算机系统用电，安防系统
用电，电子信息设备机房用电，客梯用电，排
污泵、生活水泵用电

一级

２５ 　二类高层建筑 　主要通道及楼梯间照明用电，客梯用电，排
污泵、生活水泵用电

二级

　注：１　负荷分级表中 “一级”为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负荷；
２　各类建筑物的分级见现行的有关设计规范；
３　本表未包含消防负荷分级，消防负荷分级见第３２３条及相关的国家标

准、规范；
４　当序号１～２３各类建筑物与一类或二类高层建筑的用电负荷级别不相同

时，负荷级别应按其中高者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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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Ｂ　部分场所照明标准值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３４中已规定了各类常用建筑中

大部分场所的照度标准值。本表针对民用建筑的特点，补充了部

分场所的照明标准，供设计中选用。表中照度水平均系指工作区

参考平面上平均照度的最低允许值，使用时可根据实际使用需要

向上调整。

表Ｂ　部分场所照明标准值

分类 房间或场所
维持平均照度

（ｌｘ）

统一眩光值

（ＵＧＲＬ）
显色性

（Ｒａ）
备　注

科研

教育

幼儿教室、手工室 ３００ １９ ８０

成人教室、晚间教室 ５００ １９ ８０

学生活动室 ２００ ２２ ８０

健身教室、游泳馆 ３００ ２２ ８０

音乐教室 ３００ １９ ８０

艺术学院的美术教室 ７５０ １９ ８０ 色温宜高于５０００Ｋ

手工制图 ７５０ １９ ８０

ＣＡＤ绘图 ３００ １６ ８０

检验化验室 ５００ １９ ８０

商业

品牌服装店 ２００ １９ ８０

商品照明与一般

照明之比宜为

３～５／１

医药商店 ５００ １９ ８０ 色温宜高于５０００Ｋ

金饰珠宝店 １０００ ２２ ８０

艺术品商店 ７５０ １６ ８０

商品包装 ５００ １９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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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Ｂ

分类 房间或场所
维持平均照度

（ｌｘ）

统一眩光值

（ＵＧＲＬ）
显色性

（Ｒａ）
备　注

餐饮

高档中餐厅 ３００ ２２ ８０

快餐店、自助餐厅 ３００ ２２ ８０

宴会厅 ５００ １９ ８０ 宜设调光控制

操作间 ２００ ２２ ８０ 维护系数０６～０７

面食制作 １５０ ２２ ８０

开生间 １００ ２５ ８０

蒸煮 １００ ２５ ８０

冷荤间 １５０ ２２ ８０ 宜设置紫外消毒灯

司法

法庭 ３００ ２２ ８０

法官、陪审员休息室 ２００ １９ ８０

审讯室 ２００ ２２ ８０

监室 ２００ ２２ ８０

会客室 ３００ ２２ ８０

宗教

礼拜堂 １００ ２２ ８０

瞻礼台 ３００ ２２ ８０

佛、道教寺庙大殿 １００ ２２ ８０

祈祷、静修室 １００ １９ ６０

讲经室 ３００ １９ ８０

会展

图书音像展厅 ５００ ２２ ８０

机械、电器展厅 ３００ ２５ ８０

汽车展厅 ５００ ２５ ８０

食品展厅 ３００ ２２ ８０

服装、日用品展厅 ３００ ２２ ８０

娱乐

休闲

棋牌室 ３００ １９ ８０
台球、沙壶球 ２００ １９ ８０ 另设球台照明

游戏厅 ３００ １９ ８０
网吧 ２００ １９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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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Ｃ　建筑物、入户设施年预计雷击次数
及可接受的年平均雷击次数的计算

Ｃ１　建筑物年预计雷击次数的计算

Ｃ１１　建筑物年预计雷击次数按下式计算：

Ｎ１＝ＫＮｇＡｅ （Ｃ１１）
式中　Ｎ１———建筑物年预计雷击次数 （次／ａ）；

Ｋ———校正系数，在一般情况下取１，在以下情况取下列

数值：位于旷野孤立的建筑物取２；金属屋面的砖

木结构建筑物取１７；位于河边、湖边山坡下或山

地中土壤电阻率较小处、地下水露头处、土山顶

部、山谷风口等处的建筑物，以及特别潮湿的建

筑物取１５；

Ｎｇ———建筑 物 所 处 地 区 雷 击 大 地 的 年 平 均 密 度 ［次／
（ｋｍ２·ａ）］。按 （Ｃ１２）式确定；

Ａｅ———与建筑物截收相同雷击次数的等效面积 （ｋｍ２），
按 （Ｃ１３２）、（Ｃ１３３）式确定。

Ｃ１２　雷击大地的年平均密度按下式计算：

Ｎｇ＝００２４Ｔ１３ｄ （Ｃ１２）
式中　Ｔｄ———年平均雷暴日。

Ｃ１３　建筑物等效面积Ａｅ为其实际平面积向外扩大后的面积，
其计算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建筑物的高度Ｈ小于１００ｍ时，其每边的扩大宽度和等

效面积应按下列公式计算确定：

Ｄ＝ Ｈ（２００－Ｈ槡 ） （Ｃ１３１）

Ａｅ＝［ＬＷ＋２（Ｌ＋Ｗ）· Ｈ（２００－Ｈ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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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πＨ（２００－Ｈ）］·１０－６ （Ｃ１３２）
式中　　Ｄ———建筑物每边的扩大宽度 （ｍ）；
Ｌ、Ｗ、Ｈ———建筑物的长、宽、高 （ｍ）。

建筑物平面积扩大后的等效面积Ａｅ如图Ｃ１３中的虚线所

包围的面积。
２　建筑物的高Ｈ 等于或大于１００ｍ时，建筑物每边的扩大

宽度Ｄ应按等于建筑物的高Ｈ 计算。建筑物的等效面积应按下

式计算确定：
Ａｅ＝［ＬＷ＋２Ｈ（Ｌ＋Ｗ）＋πＨ２］·１０－６ （Ｃ１３３）

　　３　当建筑物各部位的高度不同时，应沿建筑物周边逐点算

出最大扩大宽度，其等效面积Ａｅ 应按每点最大扩大宽度外端的

连接线所包围的面积计算。

图Ｃ１３　建筑物的等效面积

Ｃ２　建筑物入户设施年预计雷击次数及

可接受的最大年平均雷击次数计算

Ｃ２１　建筑物入户设施年预计雷击次数按下式计算：

Ｎ２＝Ｎｇ·Ａ′ｅ＝ ００２４·Ｔ１３（ ）ｄ · Ａ′ｅ１＋Ａ′（ ）ｅ２ （Ｃ２１）
式中　Ｎ２———建筑物入户设施年预计雷击次数（次／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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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ｇ———建筑物所处地区雷击大地的年平均密度［次／（ｋｍ２

·ａ）］；
Ｔｄ———年平均雷暴日（ｄ／ａ）；

Ａ′ｅ１———电源 线 缆 入 户 设 施 的 截 收 面 积 （ｋｍ２），见

表Ｃ２１；
Ａ′ｅ２———信号 线 缆 入 户 设 施 的 截 收 面 积 （ｋｍ２），见

表Ｃ２１。

表Ｃ２１　入户设施的截收面积

线　路　类　型 有效截收面积Ａ′ｅ（ｋｍ２）

低压架空电源电缆 ２０００·Ｌ·１０－６

高压架空电源电缆（至现场变电所） ５００·Ｌ·１０－６

低压埋地电源电缆 ２·ｄｓ·Ｌ·１０－６

高压埋地电源电缆（至现场变电所） ０１·ｄｓ·Ｌ·１０－６

架空信号线 ２０００·Ｌ·１０－６

埋地信号线 ２·ｄｓ·Ｌ·１０－６

无金属铠装或带金属芯线的光纤电缆 ０

　注：１　Ｌ是线路从所考虑建筑物至网络的第一个分支点或相邻建筑物的长度，单

位为ｍ，最大值为１０００ｍ，当Ｌ未知时，应采用Ｌ＝１０００ｍ；

２　ｄｓ表示埋地引入线缆计算截收面积时的等效宽度，单位为ｍ，其数值等于

土壤电阻率，最大值取５００。

Ｃ２２　建筑物及入户设施年预计雷击次数按下式计算：
Ｎ＝Ｎ１＋Ｎ２ （Ｃ２２）

Ｃ２３　因直击雷和雷电电磁脉冲引起电子信息系统设备损坏的

可接受的最大年平均雷击次数按下式计算：
Ｎｃ＝５８×１０－１５／Ｃ （Ｃ２３１）

Ｃ＝Ｃ１＋Ｃ２＋Ｃ３＋Ｃ４＋Ｃ５＋Ｃ６ （Ｃ２３２）
式中　Ｎｃ———可接受的最大年平均雷击次数（次／ａ）；

Ｃ———各类因子之和。
Ｃ１为信息系统所在建筑物材料结构因子。当建筑物屋顶和

主体结构均为金属材料时，Ｃ１取０５；当建筑物屋顶和主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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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钢筋混凝土材料时，Ｃ１取１０；当建筑物为砖混结构时，Ｃ１
取１５；当建筑物为砖木结构时，Ｃ１取２０；当建筑物为木结构

时，Ｃ１取２５。
Ｃ２为信息系统重要程度因子。等电位联结和接地以及屏蔽

措施较完善的设备，Ｃ２取２５；使用架空线缆的设备，Ｃ２取１０；
集成化程度较高的低电压微电流的设备，Ｃ２取３０。
Ｃ３为电子信息系统设备耐冲击类型和抗冲击过电压能力因

子。一般，Ｃ３取０５；较弱，Ｃ３取１０；相当弱，Ｃ３取３０。
注：一般指设备为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１ １９９７中所指的Ⅰ类安装位置设备，

且采取了较完善的等电位联结、接地、线缆屏蔽措施；较弱指设备为ＧＢ／

Ｔ１６９３５１ １９９７中所指的Ⅰ类安装位置的设备，但使用架空线缆，因而

风险大；相当弱指设备集成化程度很高，通过低电压、微电流进行逻辑运

算的计算机或通信设备。

Ｃ４为电子信息系统设备所在雷电防护区（ＬＰＺ）的因子。设备

在ＬＰＺ２或更高层雷击防护区内时，Ｃ４取０５；设备在ＬＰＺ１区

内时，Ｃ４取１０；设备在ＬＰＺ０Ｂ区内时，Ｃ４取１５～２０。
Ｃ５为电子信息系统发生雷击事故的后果因子。信息系统业

务中断不会产生不良后果时，Ｃ５取０５；信息系统业务原则上不

允许中断，但在中断后无严重后果时，Ｃ５取１０；信息系统业务

不允许中断，中断后会产生严重后果时，Ｃ５取１５～２０。
Ｃ６表示区域雷暴等级因子。少雷区，Ｃ６取０８；多雷区，Ｃ６

取１；高雷区，Ｃ６取１２；强雷区，Ｃ６取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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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Ｄ　浴室区域的划分

Ｄ０１　浴室的区域划分可根据尺寸划分为三个区域（见图Ｄ１、
图Ｄ２）。

图Ｄ１　浴盆、淋浴盆分区尺寸（一）
（ａ）浴盆（剖面）；（ｂ）浴盆（平面）；

０区：是指浴盆、淋浴盆的内部或无盆淋浴１区限界内距地

面０１０ｍ的区域。
１区的限界是：围绕浴盆或淋浴盆的垂直平面；或对于无盆

淋浴，距离淋浴喷头１２０ｍ的垂直平面和地面以上０１０ｍ至

２２５ｍ的水平面。
２区的限界是：１区外界的垂直平面和与其相距０６０ｍ的垂

直平面，地面和地面以上２２５ｍ的水平面。
所定尺寸已计入盆壁和固定隔墙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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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Ｄ１　浴盆、淋浴盆分区尺寸（二）
（ｃ）有固定隔墙的浴盆（平面）；（ｄ）淋浴盆（剖面）

图Ｄ２　无盆淋浴分区尺寸（一）
（ａ）无盆淋浴（剖面）；（ｂ）有固定隔墙的无盆淋浴（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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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Ｄ２　无盆淋浴分区尺寸（二）
（ｃ）不同位置、固定喷头无盆淋浴（平面）；

（ｄ）有固定隔墙、固定喷头的无盆淋浴（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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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Ｅ　游泳池和戏水池区域的划分

Ｅ０１　游泳池和戏水池的区域划分可根据尺寸划分为三个区域

（见图Ｅ１及图Ｅ２）。

图Ｅ１　游泳池和戏水池的区域尺寸

注：所定尺寸已计入墙壁及固定隔墙的厚度

０区：是指水池的内部。
１区的限界是：距离水池边缘２ｍ的垂直平面；预计有人占

用的表面和高出地面或表面２５ｍ的水平面；
在游泳池设有跳台、跳板、起跳台或滑槽的地方，１区包括

由位于跳台、跳板及起跳台周围１５ｍ的垂直平面和预计有人占

用的最高表面以上２５ｍ的水平面所限制的区域。
２区的限界是：１区外界的垂直平面和距离该垂直平面１５ｍ

的平行平面之间；预计有人占用的表面和地面及高出该地面或表

面２５ｍ的水平面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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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Ｅ２　地上水池的区域尺寸

注：所定尺寸已计入墙壁及固定隔墙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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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Ｆ　喷水池区域的划分

Ｆ０１　喷水池的区域划分可根据尺寸划分为两个区域（见图Ｆ）。
０区域———水池、水盆或喷水柱、人工瀑布的内部。
１区域———距离０区外界或水池边缘２ｍ垂直平面；预计有

人占用的表面和高出地面或表面２５ｍ的水平面。
１区域包括槽周围１５ｍ的垂直平面和预计有人占用的最高

表面以上２５ｍ的水平平面所限制的区域。
喷水池没有２区。

图Ｆ　喷水池区域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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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Ｇ　声压级及扬声器所需功率计算

Ｇ０１　厅堂声压级可按下式计算：

Ｌｐ＝ＬＷ＋１０ｌｇ Ｑ
４πｒ２＋

４（ ）Ｒ


（Ｇ０１１）

ＬＷ ＝１０ｌｇＷａ＋１２０ （Ｇ０１２）
Ｒ＝Ｓ珔α／（１－珔α） （Ｇ０１３）

式中　Ｌｐ———室内距声源为ｒ的某点声压级（ｄＢ）；

ＬＷ ———声源的功率级（ｄＢ）；

Ｒ———房间常数；

Ｗ ———声源声功率（Ｗ）；

ｒ———声源距测点的距离（ｍ）；

Ｓ———室内总面积（ｍ２）；

珔α———平均吸声系数；

Ｑ———声源的指向性因数，参见表Ｇ０１。
注：仅适用于室内声场分布均匀的情况。

表Ｇ０１　声源的指向性因数

声 源 位 置 Ｑ

房间中或舞台中 １

靠一边墙 ２

声 源 位 置 Ｑ

靠一墙角 ４

在三面交角上 ８

Ｇ０２　扬声器声压及功率计算

１　扬声器声场的声压级：

ＬＰ＝Ｌｗ＋１０ｌｇＱＤ
２（θ）
４πｒ２ ＋４（ ）Ｒ （Ｇ０２１）

Ｌｗ＝１０ｌｇＷＥ－１０ｌｇＱ＋Ｌｓ＋１１ （Ｇ０２２）
式中　Ｌｗ———扬声器的声级功率（ｄ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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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输入扬声器的电功率（Ｗ）；
Ｌｓ———扬声器特性灵敏度级（ｄＢ）；

Ｄ（θ）———扬声器θ方向的指向性系数；
Ｑ———扬声器指向性因数；
ｒ———测点到扬声器的距离（ｍ）；
Ｒ———房间常数。

２　扬声器最远供声距离：
ｒｍ≤３～４ｒｃ （Ｇ０２３）

ｒｃ＝０１４Ｄ（θ）槡ＱＲ （Ｇ０２４）
式中　ｒｃ———临界距离（ｍ）；

Ｑ———扬声器指向性因数；
Ｒ———房间常数；

Ｄ（θ）———扬声器θ方向的指向性系数。
Ｇ０３　扬声器所需功率

１０ｌｇＷＥ＝Ｌｐ－Ｌｓ＋２０ｌｇｒ （Ｇ０３）
式中　Ｌｐ———根据需要所选定的最大声压级（ｄＢ）；

Ｌｓ———扬声器特性灵敏度级（ｄＢ）；
ＷＥ———扬声器的电功率（Ｗ）；
ｒ———测点到扬声器的距离（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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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Ｈ　各类建筑物的混响时间推荐值及
缆线规格计算与选择

Ｈ０１　各类建筑物的混响时间设计值可参考表Ｈ０１。

表Ｈ０１　混响时间推荐值

厅 堂 用 途 混响时间（ｓ）

电影院、会议厅 １０～１２

立体声宽银幕电影院 ０８～１０

演讲、戏剧、话剧 １０～１４

歌剧、音乐厅 １５～１８

多功能厅、排练室 １３～１５

声乐、器乐练习室 ０３～０４５

厅 堂 用 途 混响时间（ｓ）

电影同期录音摄影棚 ０８～０９

语言录音（播音） ０４～０５

音乐录音（播音） １２～１５

电话会议、同声传译室 ～０４

多功能体育馆 ＜２

电视、演播室、室内音乐 ０８～１

Ｈ０２　从功放设备输出端至线路最远的用户扬声器的线路缆线

规格可按式（Ｈ０２）计算：

ｑ＝００３５（１００－ｎ）Ｌ
·Ｗ·Ｕ２
ｎ

（Ｈ０２）

式中　ｑ———缆线截面积（ｍｍ２）；

Ｌ———从功率放大器到扬声器的缆线长度（ｍ）；

Ｗ———输入到扬声器的电功率（Ｗ）；

Ｕ———扩音机的输出电压（Ｖ）；

ｎ———缆线上的电压降，用功率放大器输出电压百分率表

示（％）。
当线路衰耗不大于０５ｄＢ时，缆线规格可按表Ｈ０２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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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Ｈ０２　广播馈送回路缆线规格选择一览表

缆线规格 不同扬声器总功率允许的最大距离（ｍ）

二线制 三线制 ３０Ｗ ６０Ｗ １２０Ｗ ２４０Ｗ

２×０５ｍｍ２ ３×０５ｍｍ２ ４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５０

２×０７５ｍｍ２ ３×０７５ｍｍ２ ６００ ３００ １５０ ７５

２×１０ｍｍ２ ３×１０ｍｍ２ ８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２×１５ｍｍ２ ３×１５ｍｍ２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５０ １２５

２×２０ｍｍ２ ３×２０ｍｍ２ １２００ ６００ ３００ 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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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Ｌ　综合布线系统信道及永久
链路的各项指标

Ｌ０１　回波损耗（ＲＬ）只在布线系统中的Ｃ、Ｄ、Ｅ、Ｆ级采用，
在布线的两端均应符合回波损耗值的要求，布线系统的最小回波

损耗值应符合表Ｌ０１的规定。

表Ｌ０１　最小回波损耗值

频率

（ＭＨｚ）

最小回波损耗（ｄＢ）

信　　道 永久链路

Ｃ级 Ｄ级 Ｅ级 Ｆ级 Ｃ级 Ｄ级 Ｅ级 Ｆ级

１ １５０ １７０ １９０ １９０ １５０ １９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１６ １５０ １７０ １８０ １８０ １５０ １９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２０ — １２０ １４０ １４０

２５０ — — ８０ ８０ — — １００ １００

６００ — — — ８０ — — — １００

Ｌ０２　布线 系 统 的 最 大 插 入 损 耗（ＩＬ）值 应 符 合 表Ｌ０２的

规定。

表Ｌ０２　最大插入损耗值

频率

（ＭＨｚ）

最大插入损耗（ｄＢ）

信　　道 永久链路

Ａ级 Ｂ级 Ｃ级 Ｄ级 Ｅ级 Ｆ级 Ａ级 Ｂ级 Ｃ级 Ｄ级 Ｅ级 Ｆ级

０１ １６０５５ — — — — １６０５５ — — — —

１ — ５８ ４２ ４０ ４０ ４０ — ５８ ４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１６ — — １４４９１ ８３ ８１ — — １２２７７ ７１ ６９

１００ — — — ２４０２１７２０８ — — — ２０４１８５１７７

２５０ — — — — ３５９３３８ — — — — ３０７２８８

６００ — — — — — ５４６ — — — — — ４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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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０３　线对与线对之间的近端串音（ＮＥＸＴ）在布线的两端均应

符合表Ｌ０３布线系统的最小近端串音值的规定。

表Ｌ０３　最小近端串音值

频率

（ＭＨｚ）

最小近端串音（ｄＢ）

信　　道 永久链路

Ａ级 Ｂ级 Ｃ级 Ｄ级 Ｅ级 Ｆ级 Ａ级 Ｂ级 Ｃ级 Ｄ级 Ｅ级 Ｆ级

０１ ２７０４００ — — — — ２７０４００ — — — —

１ — ２５０３９１６００６５０６５０ — ２５０４０１６００６５０６５０

１６ — — １９４４３６５３２６５０ — — ２１１４５２５４６６５０

１００ — — — ３０１３９９６２９ — — — ３２３４１８６５０

２５０ — — — — ３３１５６９ — — — — ３５３６０４

６００ — — — — — ５１２ — — — — — ５４７

Ｌ０４　近端串音功率和（ＰＳＮＥＸＴ）只应用于Ｄ、Ｅ、Ｆ级布线

系统，在 布 线 的 两 端 均 应 符 合 表 Ｌ０４布 线 系 统 的 最 小

ＰＳＮＥＸＴ值的规定。

表Ｌ０４　最小ＰＳＮＥＸＴ值

频率

（ＭＨｚ）

最小ＰＳＮＥＸＴ（ｄＢ）

信　　道 永久链路

Ｄ级 Ｅ级 Ｆ级 Ｄ级 Ｅ级 Ｆ级

１ ５７０ ６２０ ６２０ ５７０ ６２０ ６２０

１６ ４０６ ５０６ ６２０ ４２２ ５２２ ６２０

１００ ２７１ ３７１ ５９９ ２９３ ３９３ ６２０

２５０ － ３０２ ５３９ － ３２７ ５７４

６００ － － ４８２ － － ４１７

Ｌ０５　线对与线对之间的衰减串音比（ＡＣＲ）只应用于布线系统

Ｄ、Ｅ、Ｆ级，ＡＣＲ值是ＮＥＸＴ与插入损耗分贝值之间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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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线的两端均应符合表Ｌ０５布线系统的最小ＡＣＲ值应的

规定。

表Ｌ０５　最小ＡＣＲ值

频率

（ＭＨｚ）

最小ＡＣＲ（ｄＢ）

信　　道 永久链路

Ｄ级 Ｅ级 Ｆ级 Ｄ级 Ｅ级 Ｆ级

１ ５６０ ６１０ ６１０ ５６０ ６１０ ６１０

１６ ３４５ ４４９ ５６９ ３７５ ４７５ ５８１

１００ ６１ １８２ ４２１ １１９ ２３３ ４７３

２５０ － －２８ ２３１ － ４７ ３１６

６００ － － －３４ － － ８１

Ｌ０６　布线系统的ＡＣＲ功率和（ＰＳＡＣＲ）为表Ｌ０４ＰＳＮＥＸＴ
值与表Ｌ０２最大插入损耗值的差值，布线系统的最小ＰＳＡＣＲ
值应符合表Ｌ０６的规定。

表Ｌ０６　最小ＰＳＡＣＲ值

频率

（ＭＨｚ）

最小ＰＳＡＣＲ（ｄＢ）

信　　道 永久链路

Ｄ级 Ｅ级 Ｆ级 Ｄ级 Ｅ级 Ｆ级

１ ５３０ ５８０ ５８０ ５３０ ５８０ ５８０

１６ ３１５ ４２３ ５３９ ３４５ ４５１ ５５１

１００ ３１ １５４ ３９１ ８９ ２０８ ４４３

２５０ — －５８ ２０１ — ２０ ２８６

６００ — — －６４ — — ５１

Ｌ０７　布线系统的线对与线对之间最小等电平远端串音（ＥＬＦ
ＥＸＴ）应符合表Ｌ０７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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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Ｌ０７　最小ＥＬＦＥＸＴ值

频率

（ＭＨｚ）

最小ＥＬＦＥＸＴ（ｄＢ）

信　　道 永久链路

Ｄ级 Ｅ级 Ｆ级 Ｄ级 Ｅ级 Ｆ级

１ ５７４ ６３３ ６５０ ５８６ ６４２ ６５０

１６ ３３３ ３９２ ５７５ ３４５ ４０１ ５９３

１００ １７４ ２３３ ４４４ １８６ ２４２ ４６０

２５０ － １５３ ３７８ － １６２ ３９２

６００ － － ３１３ － － ３２６

Ｌ０８　布线系统的最小等电平远端串音功率和（ＰＳＥＬＦＥＸＴ）应
符合表Ｌ０８的规定。

表Ｌ０８　最小ＰＳＥＬＦＥＸＴ值

频率

（ＭＨｚ）

最小ＰＳＥＬＦＥＸＴ（ｄＢ）

信　　道 永久链路

Ｄ级 Ｅ级 Ｆ级 Ｄ级 Ｅ级 Ｆ级

１ ５４４ ６０３ ６２０ ５５６ ６１２ ６２０

１６ ３０３ ３６２ ５４５ ３１５ ３７１ ５６３

１００ １４４ ２０３ ４１４ １５６ ２１２ ４３０

２５０ － １２３ ３４８ － １３２ ３６２

６００ － － ２８３ － － ２９６

Ｌ０９　布线系统的最大直流环路电阻应符合表Ｌ０９的规定。

表Ｌ０９　最大直流环路电阻

最大直流环路电阻 （Ω）

信　　道 永久链路

Ａ级 Ｂ级 Ｃ级 Ｄ级 Ｅ级 Ｆ级 Ａ级 Ｂ级 Ｃ级 Ｄ级 Ｅ级 Ｆ级

５６０ １７０ ４０ ２５ ２５ ２５ ５３０ １４０ ３４ ２１ ２１ ２１

Ｌ０１０　布线系统的最大传播时延值应符合表Ｌ０１０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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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Ｌ０１０　最大传播时延值

频率

ＭＨｚ

最大传播时延 （μｓ）

信　　道 永久链路

Ａ级 Ｂ级 Ｃ级 Ｄ级 Ｅ级 Ｆ级 Ａ级 Ｂ级 Ｃ级 Ｄ级 Ｅ级 Ｆ级

０１ ２００００５０００ — — — — １９４００４４００ — — — —

１ — ５００００５８００５８００５８００５８０ — ４４０００５２１０５２１０５２１０５２１

１６ — — ０５５３０５５３０５５３０５５３ — — ０４９６０４９６０４９６０４９６

１００ — — — ０５４８０５４８０５４８ — — — ０４９１０４９１０４９１

２５０ — — — — ０５４６０５４６ — — — — ０４９００４９０

６００ — — — — — ０５４５ — — — — — ０４８９

Ｌ０１１　布 线 系 统 的 最 大 传 播 时 延 偏 差 应 符 合 表Ｌ０１１的

规定。

表Ｌ０１１　最大传播时延偏差

等　　级 频率（ＭＨｚ）
最大时延偏差 （μｓ）

信　　道 永久链路

Ａ ｆ＝０１ — —

Ｂ ０１≤ｆ≤１ — —

Ｃ １≤ｆ≤１６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４

Ｄ １≤ｆ≤１０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４

Ｅ １≤ｆ≤２５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４

Ｆ １≤ｆ≤６０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６

Ｌ０１２　在布线的两端均应符合不平衡衰减的要求。一个信道

的不平 衡 衰 减［纵 向 对 差 分 转 换 损 耗（ＬＣＬ）或 横 向 转 换 损 耗

（ＴＣＬ）］应符合表Ｌ０１２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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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Ｌ０１２　信道最大不平衡衰减值

等　　级 频率（ＭＨｚ） 最大不平衡衰减（ｄＢ）

Ａ ｆ＝０１ ３０

Ｂ ｆ＝０１和１ 在０１ＭＨｚ时为４５；１ＭＨｚ时为２０

Ｃ １≤ｆ≤１６ ３０－５ｌｇ（ｆ）ｆｆｓ

Ｄ １≤ｆ≤１００ ４０－１０ｌｇ（ｆ）ｆｆｓ

Ｅ １≤ｆ≤２５０ ４０－１０ｌｇ（ｆ）ｆｆｓ

Ｆ １≤ｆ≤６００ ４０－１０ｌｇ（ｆ）ｆｆ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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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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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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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２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

规定”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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