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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经有关部门会审 批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编号为 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本标准由建设部负责管理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 集团 有限公

司负责具体解释工作 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

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 年七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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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建设部建标 号文件 一九九八年工程建设标准

定额制订修订计划 和建设部勘察设计司 建设技字第 号文

件 关于成立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编写工作领导小组和编写工作

组的通知 的要求 本标准编制组认真总结实践经验 并参考国内

外有关的标准 充分征求意见 集各地之长 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

制定了本标准

本标准以功能需求为出发点 作为推荐性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为 总则 术语和符号 通信网络系统 办公

自动化系统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安全防范系

统 综合布线系统 智能化系统集成 电源与接地 环境 住宅智能

化

本标准由上海现代建筑设计 集团 有限公司负责具体解释工

作 在应用过程中如有需要修改与补充之处 请将意见和有关资

料寄送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 上海市汉口路 号 邮政编码

电话 传真 以供修订时参

考

本标准主编单位 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主 编 单 位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 集团 有限公司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

副主编单位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

建设部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专家委员会

参 编 单 位 建设部建筑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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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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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

公安部科技局

主要起草人员 温伯银 沈育祥 徐钟芳 瞿二澜 赵济安

成红文 邵民杰 陈众励 洪元颐 章纽惠

徐兴声 刘希清 濮容生 陈崇光 吴艳芳

黄与群 薛颂石 郭锡坤 张文才 潘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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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了规范智能建筑工程设计 提高智能建筑的设计质量

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智能办公楼 综合楼 住宅楼的新建 扩建

改建工程 其他工程项目也可参照使用

智能建筑中各智能化系统应根据使用功能 管理要求和建

设投资等划分为甲 乙 丙三级 住宅除外 且各级均有可扩性 开

放性和灵活性 智能建筑的等级按有关评定标准确定

智能建筑设计 必须遵循国家有关方针 做到技术先进 经

济合理 实用可靠

智能建筑工程设计 除应执行本标准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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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和符号

智能建筑

它是以建筑为平台 兼备建筑设备 办公自动化及通信网络系

统 集结构 系统 服务 管理及它们之间的最优化组合 向人们提

供一个安全 高效 舒适 便利的建筑环境

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

将建筑物或建筑群内的电力 照明 空调 给排水 防灾 保安

车库管理等设备或系统 以集中监视 控制和管理为目的 构成综

合系统

通信网络系统

它是楼内的语音 数据 图像传输的基础 同时与外部通信网

络 如公用电话网 综合业务数字网 计算机互联网 数据通信网及

卫星通信网等 相联 确保信息畅通

办公自动化系统

办公自动化系统是应用计算机技术 通信技术 多媒体技术和

行为科学等先进技术 使人们的部分办公业务借助于各种办公设

备 并由这些办公设备与办公人员构成服务于某种办公目标的人

机信息系统

综合布线系统

综合布线系统是建筑物或建筑群内部之间的传输网络

它能使建筑物或建筑群内部的语音 数据通信设备 信息交换设

备 建筑物物业管理及建筑物自动化管理设备等系统之间彼此相

联 也能使建筑物内通信网络设备与外部的通信网络相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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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集成

它是将智能建筑内不同功能的智能化子系统在物理上 逻辑

上和功能上连接在一起 以实现信息综合 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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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网络系统

一 般 规 定

通信网络系统应能为建筑物或建筑群的拥有者 管理者

及建筑物内的各个使用者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

通信网络系统应能对来自建筑物或建筑群内外的各种信

息予以接收 存贮 处理 交换 传输并提供决策支持的能力

通信网络系统提供的各类业务及其业务接口 应能通过建

筑物内布线系统引至各个用户终端

设 计 要 素

应将公用通信网上光缆 铜缆线路系统或光缆数字传输系

统引入建筑物内 并可根据建筑物内使用者的需求 将光缆延伸至

用户的工作区

应设置数字化 宽带化 综合化 智能化的用户接入网设

备

建筑物内宜在底层或地下一层 当建筑物有地下多层时

设置通信设备间

应根据建筑物自身的类型和用户接入公用通信网的条件

适度超前地配置相应的通信系统 其接口应符合通信行业的有关

规定

建筑物内或建筑群区域内可设置微小蜂窝数字区域无绳

电话系统 在系统覆盖的范围内提供双向通信

建筑物地下层及上部其他区域由于屏蔽效应出现移动通

信盲区时 在行业主管部门的同意下 设置移动通信中继系统

建筑物相关对应部位应设置或预留 卫星通信系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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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与室外单元设备安装的空间及通信设备机房的位置

建筑物内应设置有线电视系统 含闭路电视系统 及广播

电视卫星系统 电视系统的设计应按电视图像双向传输的方式

并可采用光纤和同轴电缆混合网 组网

建筑物内应根据实际需求设置或预留会议电视室 可配置

双向传输的会议电视系统 并提供与公用或专用会议电视网连接

的通信路由

根据实际需求 建筑物内可设置多功能会议室 可选择

配置多语种同声传译扩音系统或桌面会议型扩声系统 并配置带

有与计算机互联接口的大屏幕投影电视系统

建筑物内设置的公共广播系统 应与大楼紧急广播系统

相连

建筑物底层大厅及公共部位应设置多部公用的直线电话

和内线电话

建筑物内应设置综合布线系统 向使用者提供宽带信息

传输的物理链路

建筑物内所设置的通信设备 除能向用户提供模拟话机

接口外 还应提供传送速率为

以及 以上的传输信道

设 计 标 准

甲级标准应符合下列条件

将公用通信网上光缆线路系统或光缆数字传输系统引入

建筑物内 并可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 将光缆延伸至用户的工作

区

光缆宜从两个不同的路由进入建筑物

接入网及其配置的通信系统对于光缆数字传输系统设备

容量的需求应满足承载各种信息业务所需的数字电路 专用电路

及其传输线路 并以 端口的通路数确定 设计时应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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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插口的信息插座配置一个 传输速率的一次群接

口

应根据用户的需求和实际情况 选择配置相对应的通信设

施

建筑物内电话用户线对数的配置应满足实际需求 并预留

足够的裕量

建筑物中微小蜂窝数字无绳电话系统 应在建筑物内设置

一定数量的收发基站 确保用户在任何地点进行双向通信

建筑物地下层及上部其他区域由于屏蔽效应出现移动通

信盲区时 应设置移动通信中继收发通信设备 供楼内各层移动通

信用户与外界进行通信

卫星通信系统在满足用户业务需求的情况下 可设

置多个端站和设备机房 或预留端站天线安装的空间和设备机房

位置 供用户接收和传输单向或双向的数据和话音业务

有线电视系统 含闭路电视系统 应向收看用户提供当地

多套开路电视和多套自制电视节目 并可与广播电视卫星系统连

通 向用户提供卫星电视节目 同时预留与当地有线电视网互联的

接口

建筑物内有线电视系统应采用电视图像双向传输的方

式

建筑物内应设置一间会议电视室 配置双向传输的会议

电视系统设备

建筑物内应设置一间或一间以上的多功能会议室和多间

商务会议室 相应地选配多语种同声传译扩音系统 桌面型会议扩

声系统及带有与计算机接口互联的大屏幕投影电视系统

公共广播系统应设置独立的 多音源的播音柜 向建筑物

内公共场所提供音乐节目和公共广播信息 并应和紧急广播系统

相连

底层大厅等公共部位 应设置多部公用的直线电话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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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电话

应设置综合布线系统

乙级标准应符合下列条件

将公用通信网上光缆 铜缆线路系统或光缆数字传输系统

引入建筑物内 并可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 将光缆延伸至用户的

工作区

光缆 铜缆宜从两个不同的路由进入建筑物

接入网及其配置的通信系统对于光缆数字传输系统设备

容量的需求 应满足承载各种信息业务所需的数字电路 专用电路

及其传输线路 并以 端口的通路数确定 设计时应按

个插口的信息插座配置一个 传输速率的一次群接

口

应根据用户的需求和实际情况 选配相对应的通信设施

建筑物内电话用户线对数的配置应满足实际需求 并预留

足够的裕量

建筑物地下层及上部其他区域由于屏蔽效应出现移动通

信盲区时 应设置移动通信中继收发通信设备 供楼内各层移动通

信用户与外界进行通信

卫星通信系统在满足用户业务需求的情况下 可设

置多个端站和提供设备机房 或预留端站天线安装的空间和设备

机房位置 供用户接收和传输单向或双向的数据和话音业务

有线电视系统 含闭路电视系统 应向收看用户提供当地

多套开路电视和多套自制电视节目 并可与广播电视卫星系统连

通 以向用户提供卫星电视节目 同时预留与当地有线电视网互联

的接口

建筑物内有线电视系统宜采用电视图像双向传输的方式

建筑物内应设置一间多功能会议室和多间商务会议室

相应地选择配置多语种同声传译扩音系统 桌面型会议扩声系统

及带有与电脑接口互联的大屏幕投影电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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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广播系统应设置独立的 多音源的播音柜 向建筑物

内公共场所提供音乐节目和公共广播信息 并应和紧急广播系统

相连

底层大厅等公共部位 应设置多部公用的直线电话和内

线电话

应设置综合布线系统

丙级标准应符合下列条件

将公用通信网上光缆 铜缆线路系统或光缆数字传输系统

引入建筑物内

光缆 铜缆可从一个路由进入建筑物

接入网及其配置的通信系统对于光缆数字传输系统设备

容量的需求 应满足承载各种信息业务所需的数字电路 专用电路

及其传输线路 并以 端口的通路数确定 设计时应按

个插口的信息插座配置一个 传输速率的一次群接

口

应根据用户的需求和实际情况 选配相对应的通信设施

建筑物内电话用户线对数的配置应满足实际需求

预留多个 卫星通信系统接收天线的基底及安装的

空间 供日后发展使用

有线电视系统应向收看用户提供当地多套开路电视节目

同时预留与当地有线电视网互联的接口

建筑物内宜设置多功能会议室 选配会议扩声系统及带有

与电脑接口互联的大屏幕投影电视系统

应设置公共广播系统 可兼作紧急广播系统

底层大厅等公共部位 应设置公用的直线电话和内线电

话

应设置综合布线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办公自动化系统

一 般 规 定

办公自动化系统应能为建筑物的拥有者 管理者 及建筑

物内的使用者 创造良好的信息环境并提供快捷有效的办公信息

服务

办公自动化系统应能对来自建筑物内外的各类信息 予以

收集 处理 存储 检索等综合处理 并提供人们进行办公事务决策

和支持的功能

设 计 要 素

根据各类建筑物的使用功能需求 建立通用办公自动化系

统和专用办公自动化系统 通用办公自动化系统应具有以下功

能 建筑物的物业管理营运信息 电子账务 电子邮件 信息发布

信息检索 导引 电子会议以及文字处理 文档等的管理 对于专

业型办公建筑 其办公自动化系统除具有上述功能外 还应按其特

定的业务需求 建立专用办公自动化系统 对于智能建筑办公自

动化系统的设计 将以满足通用办公自动化的要求 又能为专用办

公自动化系统打下基础作为设计的主要内容

办公自动化系统应建立在计算机网络基础上 实现信息资

源共享 同时应具有广域网连接的能力 实现与国际互联网的连

接

办公自动化系统 应具有良好的系统安全防范措施

办公自动化系统应实现以下主要功能

物业管理营运信息子系统 应能对建筑物内各类设施的资

料管理 运行状况及维护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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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和服务管理子系统应具有进行文字处理 文档管理

各类公共服务的计费管理 电子账务 人员管理等功能

信息服务子系统应具有共用信息库 向建筑物内公众提供

信息采集 装库 检索 查询 发布 导引等功能

智能卡管理子系统应能识别身份 门钥 信息系统密钥等

并进行各类计费

应设立计算机网络管理系统 对计算机网络进行维护和监

控 及时排除网络故障

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基础设施的信息环境条件应符合本标

准第 章的要求

设 计 标 准

甲级标准应符合下列条件

办公自动化系统服务器 应能作为公共信息库 网页服务

器 电子邮件服务器等的载体

建立传输速率在 以上的计算机主干网络系统

且宜与国际互联网连接

在建立与建筑物外网络连接时 应有功能完善的各种系统

安全防护措施

办公自动化系统应具有建筑物的物业管理营运信息子系

统 办公管理子系统 服务管理子系统 智能卡管理子系统 共用信

息库管理子系统和电子会议 电子公告信息服务等子系统

乙级标准应符合下列条件

办公自动化系统服务器 应能作为公共信息库 网页服务

器 电子邮件服务器等的载体

建立传输速率不小于 的计算机主干网络系统

且宜与国际互联网连接

在建立与建筑物外网络连接时 应有对非法入侵有防止功

能的各种系统安全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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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自动化系统应具有建筑物的物业管理营运信息子系

统 办公管理子系统和共用信息库管理等子系统

丙级标准应符合下列条件

办公自动化系统服务器 应能作为公共信息库 网页服务

器 电子邮件服务器等的载体

建立传输速率为 以上的计算机局域网络系统 具

有与广域网连接的能力

应有必要的信息安全防护措施

办公自动化系统应具有建筑物的物业管理营运信息子系

统及办公管理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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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一 般 规 定

对建筑物内各类设备的监视 控制 测量 应做到运行安

全 可靠 节省能源 节省人力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网络结构模式应采用集散或分布式

控制的方式 由管理层网络与监控层网络组成 实现对设备运行状

态的监视和控制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应实时采集 记录设备运行的有关数

据 并进行分析处理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应满足管理的需要

设 计 要 素

对空调系统设备 通风设备及环境监测系统等运行工况的

监视 控制 测量 记录

对供配电系统 变配电设备 应急 备用 电源设备 直流电

源设备 大容量不停电电源设备监视 测量 记录

对动力设备和照明设备进行监视和控制

对给排水系统的给排水设备 饮水设备及污水处理设备等

运行工况的监视 控制 测量 记录

对热力系统的热源设备等运行工况的监视 控制 测量 记

录

对公共安全防范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与消防联动控制系统

运行工况进行必要的监视及联动控制

对电梯及自动扶梯的运行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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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计 标 准

甲级标准应符合下列条件

压缩式制冷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启停控制和运行状态显示

冷冻水进出口温度 压力测量

冷却水进出口温度 压力测量

过载报警

水流量测量及冷量记录

运行时间和启动次数记录

制冷系统启停控制程序的设定

冷冻水旁通阀压差控制

冷冻水温度再设定

台数控制

制冷系统的控制系统应留有通信接口

吸收式制冷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启停控制与运行状态显示

运行模式 设定值的显示

蒸发器 冷凝器进出口水温测量

制冷剂 溶液蒸发器和冷凝器的温度及压力测量

溶液温度压力 溶液浓度值及结晶温度测量

启动次数 运行时间显示

水流 水温 结晶保护

故障报警

台数控制

制冷系统的控制系统应留有通信接口

注 仅限于制冷系统控制器能与 系统以通信方式交换信息时实现

蓄冰制冷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运行模式 主机供冷 溶冰供冷与优化控制 参数设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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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模式的自动转换

蓄冰设备溶冰速度控制 主机供冷量调节 主机与蓄冷设

备供冷能力的协调控制

蓄冰设备蓄冰量显示 各设备启停控制与顺序启停控制

热力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蒸汽 热水出口压力 温度 流量显示

锅炉汽泡水位显示及报警

运行状态显示

顺序启停控制

油压 气压显示

安全保护信号显示

设备故障信号显示

燃料耗量统计记录

锅炉 运行 台数控制

锅炉房可燃物 有害物质浓度监测报警

烟气含氧量监测及燃烧系统自动调节

热交换器能按设定出水温度自动控制进汽或水量

热交换器进汽或水阀与热水循环泵联锁控制

热力系统的控制系统应留有通信接口

冷冻水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水流状态显示

水泵过载报警

水泵启停控制及运行状态显示

冷却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水流状态显示

冷却水泵过载报警

冷却水泵启停控制及运行状态显示

冷却塔风机运行状态显示

进出口水温测量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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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温再设定

冷却塔风机启停控制

冷却塔风机过载报警

空气处理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风机状态显示

送回风温度测量

室内温 湿度测量

过滤器状态显示及报警

风道风压测量

启停控制

过载报警

冷热水流量调节

加湿控制

风门控制

风机转速控制

风机 风门 调节阀之间的联锁控制

室内 浓度监测

寒冷地区换热器防冻控制

送回风机与消防系统的联动控制

变风量 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系统总风量调节

最小风量控制

最小新风量控制

再加热控制

变风量 系统的控制装置应有通信接口

排风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风机状态显示

启停控制

过载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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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盘管应具有下列控制功能

室内温度测量

冷 热水阀开关控制

风机变速与启停控制

整体式空调机应具有下列功能

室内温 湿度测量

启停控制

给水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水泵运行状态显示

水流状态显示

水泵启停控制

水泵过载报警

水箱高低液位显示及报警

排水及污水处理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水泵运行状态显示

水泵启停控制

污水处理池高低液位显示及报警

水泵过载报警

污水处理系统留有通信接口

供配电设备监视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变配电设备各高低压主开关运行状况监视及故障警报

电源及主供电回路电流值显示

电源电压值显示

功率因数测量

电能计量

变压器超温报警

应急电源供电电流 电压及频率监视

电力系统计算机辅助监控系统应留有通信接口

照明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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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园灯控制

泛光照明控制

门厅 楼梯及走道照明控制

停车场照明控制

航空障碍灯状态显示 故障报警

重要场所可设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应对电梯 自动扶梯的运行状态进行监视

应留有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公共安全防范系统和车库

管理系统通信接口

乙级标准应符合下列条件

压缩式制冷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启停控制和运行状态显示

冷冻水进出口温度 压力测量

冷却水进出口温度 压力测量

过载报警

水流量测量

运行时间和启动次数记录

制冷系统启停控制程序的设定

冷冻水旁通阀压差控制

制冷系统的控制系统应留有通信接口

吸收式制冷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启停控制与运行状态显示

运行模式 设定值的显示

蒸发器 冷凝器进出口水温测量

制冷剂或溶液蒸发器和冷凝器的温度和压力测量

溶液温度压力 溶液浓度值及结晶温度测量

启动次数 运行时间显示

水流 水温 结晶保护

故障报警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制冷系统的控制系统应留有通信接口

注 仅限于制冷系统控制器能与 系统以通信方式交换信息时实现

蓄冰制冷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运行模式 主机供冷 溶冰供冷与优化控制 参数设置及

运行模式的自动转换

蓄冰设备溶冰速度控制 主机供冷量调节 主机与蓄冷设

备供冷能力的协调控制

蓄冰设备蓄冰量显示 各设备启停控制与顺序启停控制

热力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蒸汽 热水出口压力 温度 流量显示

锅炉汽泡水位显示

运行状态显示

顺序启停控制

油压 气压显示

安全保护信号显示

设备故障信号显示

热交换器能按设定出水温度自动控制进汽或水量

热力系统的控制系统应留有通信接口

冷冻水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水泵过载报警

水泵启停控制及运行状态显示

冷却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冷却水泵过载报警

冷却水泵启停控制及运行状态显示

冷却塔风机运行状态显示

进出口水温测量及控制

冷却塔风机启停控制

冷却塔风机过载报警

空气处理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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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状态显示

送回风温度测量

室内温 湿度测量

过滤器状态显示

风道风压测量

启停控制

过载报警

冷热水流量调节

加湿控制

风门控制

风机转速控制

风机 风门 调节阀之间的联锁控制

寒冷地区换热器防冻控制

送回风机与消防系统的联动控制

变风量 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系统总风量调节

最小风量控制

最小新风量控制

再加热控制

变风量 系统的控制装置应有通信接口

排风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风机状态显示

启停控制

过载报警

给水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水泵运行状态显示

水泵启停控制

水泵过载报警

水箱高低液位显示及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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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配电设备监视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变配电设备各高低压主开关运行状况监视及故障报警

电源及主供电回路电流值显示

电源电压值显示

功率因数测量

电能计量

变压器超温报警

应急电源供电电流 电压及频率监视

电力系统计算机辅助监控系统应留有通信接口

应留有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公共安全防范系统和车库

管理系统通信接口

丙级标准应符合下列条件

压缩式制冷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启停控制和运行状态显示

冷冻水进出口温度 压力测量

冷却水进出口温度 压力测量

过载报警

水流量测量

运行时间和启动次数记录

制冷系统启停控制程序的设定

冷冻水旁通阀压差控制

吸收式制冷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启停控制与运行状态显示

运行模式 设定值的显示

蒸发器 冷凝器进出口水温测量

启动次数 运行时间显示

故障报警

热力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蒸汽 热水出口压力 温度 流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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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汽泡水位显示

运行状态显示

顺序启停控制

油压 气压显示

安全保护信号显示

设备故障信号显示

热交换器能按设定出水温度自动控制进汽或水量

冷冻水系统应具有水泵启停控制及运行状态显示功能

冷却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冷却水泵启停控制及运行状态显示

冷却塔风机运行状态显示

进出口水温测量及控制

冷却塔风机启停控制

空气处理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风机状态显示

送回风温度测量

室内温 湿度测量

过滤器状态显示

启停控制

冷热水流量调节

加湿控制

风门控制

风机 风门 调节阀之间的联锁控制

寒冷地区换热器防冻控制

送回风机与消防系统的联动控制

给水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水泵运行状态显示

水泵启停控制

水箱高低液位显示及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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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配电设备监视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变配电设备各高低压主开关运行状况监视及故障报警

电源及主供电回路电流值显示

电源电压值显示

功率因数测量

电能计量

应急电源供电电流 电压及频率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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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智能建筑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置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等的有关规定执行

智能建筑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及消防联动系统的设计 应按

现行国家标准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的有关规

定执行

消防控制室的照明灯具宜采用无眩光荧光灯具 照明线路

应接在应急电源回路上 室内环境应按智能建筑环境要求设计

消防控制室可单独设置 当与 系统合用控制室时

有关设备在室内应占有独立的区域 且相互间不会产生干扰 火

灾报警控制系统主机及控制盘应设在消防控制室内

智能建筑的重要场所宜选择智能型火灾探测器 在采用

单一型火灾探测器不能有效探测火灾的场所 可采用复合型火灾

探测器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设置带有汉化操作的界面 可利用汉

化的 显示和中文屏幕菜单直接对消防联动设备进行操作

消防控制室在确认火灾后 宜向 系统及时传输 显示

火灾报警信息 且能接收必要的其他信息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具有电磁兼容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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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范系统

一 般 规 定

安全防范系统的设计应根据建筑物的使用功能 建设标准

及安全防范管理的需要 综合运用电子信息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

术 安全防范技术等 构成先进 可靠 经济 配套的安全技术防范

体系

安全防范系统的系统设计及其各子系统的配置须遵照国

家相关安全防范技术规程并符合先进 可靠 合理 适用的原则

系统的集成应以结构化 模块化 规范化的方式来实现 应能适应

工程建设发展和技术发展的需要

设 计 要 素

安全防范系统的设计应根据被保护对象的风险等级 确定

相应的防护级别 满足整体纵深防护和局部纵深防护的设计要求

以达到所要求的安全防范水平

安全防范系统的结构模式有

集成式安全防范系统

综合式安全防范系统

组合式安全防范系统

上述各种模式构成的安全防范系统 均应设置紧急报警装置

并留有与外部公安 报警中心联网的通信接口

安全防范系统的主要子系统有

入侵报警系统 系统应能根据建筑物的安全技术防范管

理的需要 对设防区域的非法入侵 盗窃 破坏和抢劫等 进行实时

有效的探测和报警 并应有报警复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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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监控系统 系统应能根据建筑物安全技术防范管理

的需要 对必须进行监控的场所 部位 通道等进行实时 有效的视

频探测 视频监视 视频传输 显示和记录 并应具有报警和图像复

核功能

出入口控制系统 系统能根据建筑物安全技术防范管理

的需要 对需要控制的各类出入口 按各种不同的通行对象及其准

入级别 对其进 出实施实时控制与管理 并应具有报警功能 系

统应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

巡更系统 系统应能根据建筑物安全技术防范管理的需

要 按照预先编制的保安人员巡更软件程序 通过读卡器或其他方

式对保安人员巡逻的工作状态 是否准时 是否遵守顺序等 进行

监督 记录 并能对意外情况及时报警

汽车库 场 管理系统 系统应能根据各类建筑物的管理

要求 对车库 场 的车辆通行道口实施出入控制 监视 行车信号

指示 停车计费及汽车防盗报警等综合管理

其他子系统 应根据各类建筑物不同的安全防范管理要求

和建筑物内特殊部位的防护要求 设置其他安全防范子系统 如专

用的高安全实体防护系统 防爆安全检查系统 安全信息广播系

统 重要仓储库安全防范系统等 这些子系统均应遵照国家安全

技术防范行业和相关行业的技术规范及管理法规进行设计 本标

准对这些子系统的设计标准暂不分级

设 计 标 准

甲级标准应符合下列条件

集成式安全防范系统

应设置安全防范系统中央监控室 应能通过统一的通信

平台和管理软件将中央监控室设备与各子系统设备联

网 实现由中央控制室对全系统进行信息集成的自动化

管理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应能对各子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和控制 应能对系

统运行状况和报警信息数据等进行记录和显示 应设置

必要的数据库

应建立以有线传输为主 无线传输为辅的信息传输系统

中央监控室应能对信息传输系统进行检测 并能与所有

重要部位进行无线通信联络 应设置紧急报警装置

应留有多个数据输入 输出接口 应能连接各安全防范子

系统管理计算机 应留有向外部公安报警中心联网的通

信接口 应能连接上位管理计算机 以实现更大规模的

系统集成

入侵报警系统

应根据各类建筑安全防范部位的具体要求和环境条件

可分别或综合设置周界防护 建筑物内区域或空间防护

重点实物目标防护系统

应自成网络 可独立运行 有输出接口 可用手动 自动方

式以有线或无线系统向外报警 系统除应能本地报警

外 还应能异地报警 系统应能与电视监控系统 出入口

控制系统联动 应能与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中央监控室

联网 满足中央监控室对入侵报警系统的集中管理和集

中监控

系统的前端应按需要选择 安装各类入侵探测设备 构成

点 面 立体或组合的综合防护系统

应能按时间 区域 部位任意编程设防或撤防

应能对设备运行状态和信号传输线路进行检测 能及时

发出故障报警并指示故障位置

应具有防破坏功能 当探测器被拆或线路被切断时 系统

能发出报警

应能显示和记录报警部位和有关警情数据 并能提供与

其他子系统联动的控制接口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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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要区域和重要部位发出报警的同时 应能对报警现

场的声音进行核实

电视监控系统

应根据各类建筑物安全技术防范管理的需要 对建筑物

内的主要公共活动场所 通道 电梯及重要部位和场所等

进行视频探测的画面再现 图像的有效监视和记录 对

重要部门和设施的特殊部位 应能进行长时间录像 应

设置视频报警装置

系统的画面显示应能任意编程 能自动或手动切换 在画

面上应有摄像机的编号 部位 地址和时间 日期显示

应自成网络 可独立运行 应能与入侵报警系统 出入口

控制系统联动 当报警发生时 能自动对报警现场的图

像和声音进行复核 能将现场图像自动切换到指定的监

视器上显示并自动录像

应能与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中央监控室联网 实现中央

监控室对电视监控系统的集中管理和集中监控

出入口控制系统

应根据建筑物安全技术防范的要求 对楼内 外 通行门

出入口 通道 重要办公室门等处设置出入口控制装置

系统应对被设防区域的位置 通过对象及通过时间等进

行实时控制和设定多级程序控制 系统应有报警功能

出入口识别装置和执行机构应保证操作的有效性

系统的信息处理装置应能对系统中的有关信息自动记

录 打印 贮存 并有防篡改和防销毁等措施

出入口控制系统应自成网络 独立运行 应与电视监控

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联动 系统应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

动

应能与安全技术防范系统中央监控室联网 实现中央监

控室对出入口进行多级控制和集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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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更系统

应编制保安人员巡查软件 应能在预先设定的巡查图中

用通行卡读出器或其他方式 对保安人员的巡查运动状

态进行监督和记录 并能在发生意外情况时及时报警

系统可独立设置 也可与出入口控制系统或入侵报警系

统联合设置 独立设置的保安人员巡更系统应能与安全

技术防范系统的中央监控室联网 实现中央监控室对该

系统的集中管理与集中监控

汽车库 场 管理系统

应具有如下功能

入口处车位显示

出入口及场内通道的行车指示

车牌和车型的自动识别

自动控制出入栅栏门

自动计费与收费金额显示

多个出入口组的联网与监控管理

整体停车场收费的统计与管理

分层的车辆统计与在车位显示

意外情况发生时向外报警

应在汽车库 场 的入口区设置出票机

应在汽车库 场 的出口区设置验票机

应自成网络 独立运行 可在停车场内设置独立的电视监

视系统或报警系统 也可与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电视监

控系统或入侵报警系统联动

应能与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中央监控室联网 实现中央

监控室对该系统的集中管理与集中监控

乙级标准应符合下列条件

综合式安全防范系统

应设置安全防范系统中央监控室 应能通过统一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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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和管理软件将中央监控室设备与各子系统设备联

网 实现由中央控制室对全系统进行信息集成的集中管

理和控制

应能对各子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和控制 应能对系

统运行状况和报警信息数据等进行记录和显示

应建立以有线传输为主 无线传输为辅的信息传输系统

中央监控室应能对信息传输系统进行检测 并能与所有

重要部位进行无线通信联络 系统应设置紧急报警装置

应留有多个数据输入 输出接口 应能连接各安全技术防

范子系统管理计算机 系统应留有向外部公安报警中心

联网的通信接口

入侵报警系统

应根据各类建筑安全技术防范管理的具体要求和环境条

件 分别或综合设置周界防护 建筑物内区域或空间防

护 重点实物目标防护系统

应自成网络 独立运行 有输出接口 可用手动 自动方式

以有线或无线系统向外报警 系统除应能本地报警外

还应能异地报警 系统应能与电视监控系统 出入口控

制系统联动 应能与安全防范系统的中央监控室联网 满

足中央监控室对入侵报警系统进行集中管理和控制的有

关要求

系统的前端应按需要选择 安装各类入侵探测设备 构成

点 面 立体或组合的综合防护系统

应能按时间 区域 部位任意编程设防或撤防

应能对设备运行状态和信号传输线路进行检测 能及时

发出故障报警并指示故障位置

应具有防破坏功能 当探测器被拆或线路被切断时 系统

能发出报警

应能显示和记录报警部位和有关警情数据 并能提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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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子系统联动的控制接口信号

在重要区域和重要部位发出报警的同时 还应能对报警

现场的声音进行核实

电视监控系统

应根据各类建筑物安全技术防范管理的需要 对建筑物

内的主要公共活动场所 重要部位等进行视频探测的画

面再现 图像的有效监视和记录 对重要部门和设施的

特殊部位 应能进行长时间录像 系统应设置视频报警

或其他报警装置

系统的画面显示应能任意编程 能自动或手动切换 在画

面上应有摄像机的编号 地址 时间和日期显示

应自成网络 独立运行 应能与入侵报警系统 出入口控

制系统联动 当报警发生时 能自动对报警现场的图像

和声音进行复核 能将现场图像自动切换到指定的监视

器上显示并自动录像

应能与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中央监控室联网 满足中央

监控室对电视监控系统的集中管理和控制的有关要求

出入口控制系统

应根据建筑物安全技术防范管理的要求 对楼内 外 通

行门 出入口 通道 重要办公室门等处设置出入口控制

系统 系统应对被设防区域的位置 通过对象及通过时

间等进行实时控制和设定多级程序控制 系统应有报警

功能

出入口识别装置和执行机构应保证操作的有效性

系统的信息处理装置应能对系统中的有关信息自动记

录 打印 贮存 并有防篡改和防销毁等措施

出入口控制系统应自成网络 独立运行 应能与电视监

控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联动 系统应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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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能与安全技术防范系统中央监控室联网 满足中央监

控室对出入口控制系统进行集中管理和控制的有关要

求

巡更系统

应编制保安人员巡查软件 应能在预先设定的巡查图中

应用读卡器或其他方式 对保安人员的巡查运动状态进

行监督和记录 并能在发生意外情况时及时报警

可独立设置 也可与出入口控制系统或入侵报警系统联

合设置 独立设置的保安人员巡更系统应能与安全技术

防范系统的中央监控室联网 满足中央监控室对该系统

进行集中管理与控制的有关要求

汽车库 场 管理系统

应具有如下功能

入口处车位显示

出入口及场内通道的行车指示

自动控制出入栅栏门

自动计费与收费金额显示

多个出入口组的联网与监控管理

整体停车场收费的统计与管理

意外情况发生时向外报警

应在汽车库 场 的入口区设置出票机

应在汽车库 场 的出口区设置验票机

应自成网络 独立运行 也可与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电视

监控系统和入侵报警系统联动

应能与安全防范系统的中央监控室联网 满足中央监控

室对该系统进行集中管理与控制的有关要求

丙级标准应符合下列条件

组合式安全防范系统

应设置安全技术防范管理中心 值班室 各子系统分别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单独设置 统一管理

各子系统应能单独对运行状况进行监测和控制 并能提

供可靠的监测数据和报警信息

各子系统应能对系统运行状况和重要报警信息进行记

录 并能向管理中心提供决策所需的主要信息

应设置紧急报警装置 应留有向外部公安报警中心报警

的通信接口

入侵报警系统

应根据各类建筑安全技术防范管理的需要和环境条件

分别或综合设置周界防护 建筑物内区域或空间防护 重

点实物目标防护系统

应自成网络 独立运行 有输出接口 可用手动 自动方式

以有线或无线系统向外报警 系统除应能本地报警外

还应能异地报警 并能向管理中心提供决策所需的主要

信息

系统的前端应按需要选择 安装各类入侵探测设备 构成

点 面 立体或组合的综合防护系统

应能按时间 区域 部位任意编程设防或撤防

应能对设备运行状态和信号传输线路进行检测 能及时

发出故障报警并指示故障位置

应具有防破坏功能 当探测器被拆或线路被切断时 系统

能发出报警

应能显示和记录报警部位和有关警情数据 并能提供与

电视监控子系统联动的控制接口信号

在重要区域和重要部位发出报警的同时 系统应能对报

警现场的声音进行核实

电视监控系统

应根据各类建筑物安全技术防范管理的需要 对建筑物

内的主要公共活动场所 重要部位等进行视频探测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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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再现 图像的有效监视和记录 对重要或要害部门和

设施的特殊部位 应能进行长时间录像 系统应设置报

警装置

系统的画面显示应能任意编程 能自动或手动切换 在画

面上应有摄像机的编号 地址 时间和日期显示

应能与入侵报警系统联动 当报警发生时 能自动对报

警现场的图像和声音进行核实 能将现场图像自动切换

到指定的监视器上显示并记录报警前后数幅图像

应能向管理中心提供决策所需的主要信息

出入口控制系统

应根据建筑物安全防范的总体要求 对楼内 外 通行门

出入口 通道 重要办公室门等设置出入口控制系统 系

统应对被设防区域的位置 通过对象及通过时间等进行

实时控制和设定多级程序控制 系统应有报警功能

出入口识别装置和执行机构应保证操作的有效性

系统信息处理装置应能对系统中的有关信息自动记录

打印 贮存 并有防篡改和防销毁等措施

出入口控制系统应能与入侵报警系统联动 系统应与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

应能向管理中心提供决策所需的主要信息

巡更系统

应编制保安人员巡查软件 应能在预先设定的巡查图中

应用适当方式对保安人员的巡查运动状态进行监督和记

录 并能在发生意外情况时及时报警

应能向管理中心提供决策所需的主要信息

汽车库 场 管理系统

应具有如下功能

入口处车位显示

出入口及场内通道的行车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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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控制出入栅栏门

自动计费与收费金额显示

整体停车场收费的统计与管理

意外情况发生时向外报警

应在汽车库 场 的入口区设置出票机

应在汽车库 场 的出口区设置验票机

应自成网络 独立运行

应能向管理中心提供决策所需的主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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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布线系统

一 般 规 定

综合布线系统的设计应满足建筑物或建筑群内信息通信

网络的布线要求 应能支持语音 数据 图像等业务信息传输的要

求

综合布线系统是建筑物或建筑群内信息通信网络的基础

传输通道 设计时 应根据各建筑物项目的性质 使用功能 环境

安全条件以及按用户近期的实际使用和中远期发展的需求 进行

合理的系统布局和管线设计

综合布线系统的设计应具有开放性 灵活性 可扩展性 实

用性 安全可靠性和经济性

设 计 要 素

综合布线系统可划分为以下子系统

建筑群主干布线子系统

建筑物主干布线子系统

水平布线子系统

工作区布线 一般属非永久性的

在布线系统中 所有信息插座上信息插口个数的总和 构

成布线系统总的信息点数

综合布线系统中各子系统的相互连接应能支持通信网络

和计算机网络的应用

综合布线系统的网络结构和各子系统内的铜芯对绞电缆

光缆最大长度应按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进行设计

水平布线子系统中 布线电缆可采用 对 芯 非屏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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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电缆 或采用 对 芯 屏蔽对绞电缆 也可采用多模或单模光

缆以及对绞电缆与光缆组合的混合型线缆 楼层配线架与信息插

座之间水平对绞电缆或水平光缆的长度不应超过 当能保证

链路性能时 水平光缆距离可适当延长

水平布线子系统中 每根 对 芯 非屏蔽或屏蔽对绞电

缆必须终接在一个非屏蔽或屏蔽的 位模块式通用插座上 每根

光缆应终接在光缆连接插座上

水平布线子系统中对绞电缆 光缆一般直接连接到信息插

座的信息插口上 必要时 子系统中楼层配线架和信息插座之间

允许有一个转接点 该转接点 具有 配置的通信特性 应为永

久性连接 不作配线用 对大开间办公室内有多个办公工作区 且

工作区划分有可能调整时 允许在大开间内适当部位设置集合点

或设置多用户信息插座

工作区布线应提供工作区线缆适配器及相关接插器件 使

用户终端设备连接到水平布线子系统中信息插座的信息插口上

工作区布线一般属于非永久性

综合布线系统的设计可分别按综合配置 基本配置 最低

配置方式进行设计 或可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 对不同的配置加以

组合

综合布线系统采用铜芯对绞电缆 其布线链路的类别支

持不同等级传输频率的应用 类对绞电缆布线链路支持 级

类对绞电缆布线链路支持 级

综合布线系统的设计 应根据语音 数据以及图像等弱电

信号的传输速率和传输标准要求适度超前地进行综合考虑 并应

以语音 数据信号传输为主

综合布线系统中同一布线链路所配置的线缆 连接硬件

接插软线或跳线等应选择相同类别的器件 如同一布线链路中使

用了不同类别的器件时 该链路的传输性能等级应由最低类别的

器件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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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布线系统中一条布线链路内 不应混用标称特性阻

抗不同对绞的电缆 也不应混用不同芯径的光缆

综合布线系统应根据周边环境条件进行合理的设计 并

可根据用户的需求选用相对应的布线线缆和配线设备或采取抗电

磁干扰防护措施

当设计屏蔽的布线系统时 应符合下列要求

屏蔽布线系统中 各个布线链路的屏蔽层在整个布线链路

上必须是连续的 不应有间断

屏蔽布线系统中所选用的信息插座 对绞电缆 连接硬件

接插软线或跳线等布线器件应具有良好的屏蔽特性 无明显的电

磁泄漏

工作区布线中连接用户终端设备的线缆以及用户终端设

备上接口的接插器件也应具有良好的屏蔽特性 并满足屏蔽连续

的要求

综合布线系统应有良好的接地

综合布线系统中大楼配线设备和楼层配线设备端必须可

靠接地 布线系统的接地应汇接在同一接地体上 若布线接地系

统中存在两个不同的接地体时 其接地电位差不应大于

电压有效值

采用屏蔽布线系统时 应保持各子系统中屏蔽层的连续

性 以满足系统各端接地的可靠性 用户 终端设备 端视具体情

况宜接地

综合布线系统中各线缆宜敷设在金属线槽或钢管内 金

属线槽或钢管应保持接地连续性 线槽或钢管两端均应接地

应根据建筑物的防火等级和对布线系统材料的耐火要

求 采用相对应的护套线缆和阻燃型配线设备

综合布线系统的总配线间宜处于建筑物或建筑物群的中

心位置 楼层配线间亦宜处于建筑平面的中心位置 总配线间和

楼层配线间 弱电间 的所在位置应避开附近电磁源的干扰 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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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配线间内预留日后敷设网络设备专用电源线的安装管道和良

好的接地装置

综合布线系统应设置完整的文档管理系统 应能表示出

包括所有硬件及其位置的总配线间和楼层配线间 弱电间 的平面

图 并应表示出水平布线子系统和主干布线子系统的元件位置

建筑物内语音 数据以及图像业务与外部通信的连接是

在公用通信网络接口界面处实现的 布线系统应与建筑物内当地

信息通信部门的公用通信网络接口相连 如建筑物内公用通信网

络接口未能直接连到综合布线系统的接口时 设计时应将这段对

绞电缆或光缆以及连接器件的特性考虑在内 同时应考虑在接口

处采取过压过流的保护措施

设 计 标 准

甲级标准应能满足传输高质量 高速率信息的要求 并应

符合下列条件

每 办公工作区内应设置双孔及以上的五类及以

上等级的信息插座 并根据需求可在办公工作区内采用多孔的光

纤信息插座

水平布线线缆和配线器件应采用五类及以上等级的布线

器件 并根据需求可采用光缆的布线器件

主干线布线线缆和配线器件在支持语音业务信息传输时

应采用五类等级的布线器件 在支持数据 图像业务信息传输时

应采用光缆布线器件

布线系统宜按综合配置设计方法配置 每个办公工作区内

每双孔信息插座的语音主干线 即楼层配线架至本建筑物内总配

线架 宜配置 对对绞线 并适度预留日后发展的裕量

建筑物进线间或总配线间内 当地信息通信部门应在公用

通信网络设备接口处 配置自身所需并与大楼内布线系统相匹配

的高质量布线器件 使建筑物内外构成一个完整优良的信息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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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

布线系统中信息插座的平面布置 应根据各类建筑物各层

不同使用功能要求进行适度超前的合理布局 系统应以支持语

音 数据 图像业务信息传输为主 同时也可根据实际需求支持各

相关弱电系统中信息的传输

乙级标准应能满足传输高质量 较高速率信息的要求 并

应符合下列条件

每 办公工作区内应设置双孔及以上的五类等级

的信息插座 有特殊要求的办公工作区可按用户要求布局设置

水平布线电缆和配线器件应采用五类或五类等级以上的

布线器件

主干线布线线缆和配线器件在支持语音业务信息传输时

应采用三类等级或三类等级以上的布线器件 在支持数据 图像业

务信息传输时 应采用光缆布线器件或采用五类等级的布线器件

布线系统宜按基本配置设计方法配置 每个办公工作区内

每个双孔信息插座的语音主干线 即楼层配线架至本建筑物内总

配线架 宜配置 对对绞线 并适度预留日后发展的裕量

建筑物进线间或总配线间内 当地信息通信部门应在公用

通信网络设备接口处 配置自身所需并与大楼内布线系统相匹配

的高质量布线器件 使建筑物内外构成一个完整优良的信息传输

通道

布线系统中通信的信息插座平面布置 应根据各类建筑物

各层不同使用功能要求进行适度超前的合理布局 并可适度超前

地在建筑平面图适当合理的位置预留管道和信息插座盒 空盒

系统应以支持语音 数据信号传输为主

丙级标准应能满足传输高质量 较低速率信息的要求 并

应符合下列条件

每 办公工作区内应设置双孔五类等级的信息插

座 有特殊要求的办公工作区可按用户要求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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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布线电缆和配线器件应采用五类等级的布线器件

主干线布线线缆和配线器件在支持语音业务信息传输时

可采用三类等级的布线器件 在支持数据等业务信息传输时 应采

用五类等级的布线器件

布线系统可按最低配置设计方法配置 每个办公工作区内

每个双孔信息插座的语音主干线 即楼层配线架至本建筑物内总

配线架 宜配置 对对绞线 并可适度预留日后发展的裕量

布线系统中通信的信息插座的平面布置 应根据各类建筑

物各层不同使用功能要求进行合理地布局 并可适度超前地在建

筑平面图适当合理的位置预留管道和信息插座盒 空盒 系统应

以支持语音 数据信号传输为主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智能化系统集成

一 般 规 定

为满足智能建筑物功能 管理和信息共享的要求 可根据

建筑物的规模对智能化系统进行不同程度的集成

设 计 要 素

系统集成应汇集建筑物内外各种信息

系统应能对建筑物内的各个智能化子系统进行综合管理

信息管理系统应具有相应的信息处理能力

对智能化系统的集成 设备的通信协议和接口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系统集成管理系统应具有可靠性 容错性和可维护性

设 计 标 准

甲级标准应符合下列条件

应设置建筑设备综合管理系统

系统集成应汇集建筑物内外各有关信息

建筑物内的各种网络系统 应具有较强的信息处理及数据

通信能力

对智能化系统的集成 设备的通信协议和接口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系统集成管理系统应具有可靠性 容错性和可维护性

乙级标准应符合下列条件

宜设置建筑设备综合管理系统

建筑物内的各种网络系统 应具有较强的信息处理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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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能力

对智能化系统的集成 设备的通信协议和接口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系统集成管理系统应具有可靠性 容错性和可维护性

丙级标准应符合下列条件

各智能化子系统进行各自的联网集成管理

对智能化系统的集成 设备的通信协议和接口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各子系统的集成管理系统应具有可靠性 容错性和可维护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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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与接地

一 般 规 定

智能化系统设备的供电与接地应做到安全可靠 经济合

理 技术先进

设 计 要 素

应对智能化系统设备进行分类 根据分类配置相应的电

源设备

为满足将来扩容的需要 电源设备机房应留有裕量

供电电源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规范和产品使用的技

术条件的规定

根据智能化系统的规模大小 设备分布及对电源需求等

因素 采取 分散供电方式或 集中供电方式

电力系统与弱电系统的线路应分开敷设

应采用总等电位联结 各楼层的智能化系统设备机房 楼

层弱电间 楼层配电间等的接地应采用局部等电位联结 接地极

当采用联合接地体时 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当采用单独接地体

时 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智能化系统设备的供电系统应采取过电压保护等保护措

施

在智能化系统设备和电气设备的选择及线路敷设时应考

虑电磁兼容问题

设 计 标 准

甲级标准应符合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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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两路独立电源供电 并在末端自动切换

重要的设备应配备 电源装置

电源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稳态电压偏移不大于

稳态频率偏移不大于

电压波形畸变率不大于

允许断电持续时间为

当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时 采用稳频稳压及不间断供电等措施

重要设备应采用放射式专用回路供电 其他设备可采用树

干式或链式供电

电力干线与弱电干线应分别设置独立的楼层配电间和楼

层弱电间 配电间和弱电间的大小及水平出线位置应留有裕量 其

地坪宜高出本层地坪

智能化系统的总控制室 主机房 应设置专用配电箱 该专

用配电箱的配出回路应留有裕量

每层或每个承租单元内应设置专用的用户配电箱 从该用

户配电箱引出的电源线路应与弱电线路分开敷设

地面配线可采用架空地板配线方式或网络地板配线方式

吊顶内应设线槽或穿管敷设

电源插座

容量 办公室宜按 以上考虑

数量 办公室宜按 个 以上设置 每个插座宜按

计算

类型 插座必须带有接地极的扁圆孔多用插座

乙级标准应符合下列条件

应有两路独立电源供电 并在末端自动切换

重要设备可配备 电源装置

供电电源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稳态电压偏移不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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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态频率偏移不大于

电压波形畸变率不大于

允许断电持续时间为

当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时 采用稳频稳压及不间断供电等措施

重要设备应采用放射式专用回路供电 其他设备可采用树

干式或链式供电

电力干线与弱电干线应分别设置独立的楼层配电间和楼

层弱电间 配电间和弱电间的大小及水平出线位置应留有裕量 其

地坪宜高出本层地坪

智能化系统的总控制室 主机房 内应设置专用配电箱 该

专用配电箱的配出回路应留有裕量

每层或每个承租单元内应设置专用的用户配电箱 从该专

用配电箱的配出回路应留有裕量

地面配线可采用网络地板 地板线槽 地板配管等敷线方

式

吊顶内宜设线槽或穿管敷设

电源插座

容量 办公室宜按 以上考虑

数量 办公室宜按 个 以上设置 每个插座宜按

计算

类型 插座必须带有接地极的扁圆孔多用插座

丙级标准应符合下列条件

宜由两路电源供电 并在末端自动切换

重要设备宜配备 电源装置

供电电源质量应满足产品的使用要求

智能化系统设备宜采用专用回路供电

电力干线与弱电干线宜分别设置独立的楼层配电间和楼

层弱电间 配电间和弱电间的大小及水平出线位置应留有裕量 其

地坪宜高出本层地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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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系统的总控制室 主机房 内宜设置专用配电箱 该

专用配电箱的配出回路应留有裕量

每层或每个承租单元的用户配电箱应集中设置在公共空

间内 从该用户配电箱的配出回路应留有裕量

地面配线可采用地板线槽 地板配管等敷线方式

吊顶内应预留一定的空间供将来配线使用

电源插座

容量 办公室宜按 以上考虑

数量 办公室宜按 个 以上设置 每个插座宜按

计算

类型 插座必须带有接地极的扁圆孔多用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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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一 般 规 定

智能建筑的环境设计应向人们提供舒适 高效的工作环

境

可视环境和不可视环境都应满足人们的舒适要求

设计必须考虑节约投资和节约能源 并采用绿色照明

设 计 要 素

建筑物的空间应有高度的适应性 灵活性及空间的开敞

性

可视环境中的建筑造型 色彩 室内装饰及家具等应协

调 不可视环境中的音 温湿度及心理环境应舒适

室内空调应能符合环境舒适性要求

视觉照明应能满足人们的美感 确保人们生理和心理舒

适和保护视力的要求

设 计 标 准

甲级标准应符合下列条件

建筑物的空间环境

天花板高度不应小于

应铺设架空地板 地面线槽 网络地板 为地下配线提供

方便

应为智能化系统的网络布线留有足够的配线间

室内宜铺设防静电 防尘地毯 静电泄漏电阻应在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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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装饰应对色彩进行合理组合

应采用必要措施降低噪声 防止噪声扩散

室内空调环境

空调设计应达到的主要指标

含量率

含量率

温度 冬天 夏天

湿度 冬天 夏天

气流

对上述指标应实现自动调节和控制

视觉照明环境

水平面照度不应小于

灯具布置应模数化

灯具应选用无眩光的灯具

乙级标准应符合下列条件

建筑物的空间环境

天花板高度不应小于

应铺设架空地板 网络地板或地面线槽

应为智能化系统的网络布线留有足够的配线间

室内宜铺设防静电 防尘地毯 静电泄漏电阻应在

之间

室内装饰应对色彩进行合理组合

应采用必要措施降低噪声 防止噪声扩散

室内空调环境

空调设计应达到的主要指标

温度 冬天 夏天

湿度 冬天 夏天

对上述指标应实现自动调节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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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照明环境

水平面照度不宜小于

灯具布置无方向性 宜结合室内家具和工作台进行布置

应以间接照明为主 直接照明为辅

灯具宜选用眩光指数为 级或无眩光的灯具

丙级标准应符合下列条件

建筑物的空间环境

天花板高度不应小于

楼板应满足预埋地下线槽 管

应为智能化系统的网络布线留有足够的配线间

室内空调环境

空调设计应达到的主要指标

温度 冬天 夏天

湿度 夏天

对上述指标应实现自动调节和控制

视觉照明环境

水平面照度不宜小于

灯具布置以线型为主

灯具选用眩光指数为 级的灯具 应以直接照明为主 间

接照明为辅

照明控制要灵活 操作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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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智能化

一 般 规 定

本章适用于住宅智能化系统设计

住宅智能化系统设计应体现 以人为本 的原则 做到安

全 舒适 方便

设 计 要 素

住宅智能化系统设计和设备的选用 应考虑技术的先进

性 设备的标准化 网络的开放性 系统的可扩性及可靠性

住宅楼的消防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规范的规

定

基 本 要 求

住户

应在卧室 客厅等房间设置有线电视插座

应在卧室 书房 客厅等房间设置信息插座

应设置访客对讲和大楼出入口门锁控制装置

应在厨房内设置燃气报警装置

宜设置紧急呼叫求救按钮

宜设置水表 电表 燃气表 暖气 有采暖地区 的自动计量

远传装置

住宅小区

根据住宅小区的规模 档次及管理要求 可选设下列安全

防范系统

小区周边防范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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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访客对讲系统

报警装置

电视监控系统

门禁及小区巡更系统

根据小区服务要求 可选设下列信息服务系统

有线电视系统

卫星接收系统

语音和数据传输网络

网上电子信息服务系统

根据小区管理要求 可选设下列物业管理系统

水表 电表 燃气表 暖气 有采暖地区 的远程自动计量

系统

停车库管理系统

小区的背景音乐系统

电梯运行状态监视系统

小区公共照明 给排水等设备的自动控制系统

住户管理 设备维护管理等物业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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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 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采用 可

规范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 规范执行时 写法为 应

符合 规定 或 应按 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