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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 778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的公告

现批准《智能建筑设计标准》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 50314-

2015 ，自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4. 6. 6 、 4.7.6 条为强

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原《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jT 50314 

2006 同时废止。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5 年 3 月 8 日



前言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11 年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 )) (建标 (2011J 17 号)的要求，由上海现代

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会间有关单位编制完成。

在编制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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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 50314-2006 进行了修订。

本标准共分 18 章，主要技术内容是:总则、术语、工程架构、设

计要素、住宅建筑、办公建筑、旅馆建筑、文化建筑、博物馆建筑、观

演建筑、会展建筑、教育建筑、金融建筑、交通建筑、医疗建筑、体育

建筑、商店建筑、通用工业建筑。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根据智能建筑工程设计的需要，增加了第 3 章工程架构;

(2)对智能建筑的分类作了相应调整;

(3)对其他各章内容进行了适时的技术提升、补充完善和必要

的修改。

本标准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解释，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土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

限公司(地址:上海市石门二路 258 号，邮政编码 :20004 1)。

本标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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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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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规范智能建筑工程设计，提高智能建筑工程设计质量，

制定本标准。

1. O. 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住宅、办公、旅馆、文化、

博物馆、观演、会展、教育、金融、交通、医疗、体育、商店等民用建筑

及通用工业建筑的智能化系统t程设计，以及多功能组合的综合

体建筑智能化系统t程设计。

1. O. 3 智能建筑士程设计应以建设绿色建筑为目标，做到功能实

用、技术适时、安全高效、运营规范和经济合理。

1. O. 4 智能建筑工程设计应增强建筑物的科技功能和提升智能

化系统的技术功效，具有适用性、开放性、可维护性和可扩展性。

1. O. 5 智能建筑工程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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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智能建筑 intelligent building 

以建筑物为平台，基于对各类智能化信息的综合应用，集架

构、系统、应用、管理及优化组合为一体，具有感知、传输、记忆、推

理、判断和决策的综合智慧能力，形成以人、建筑、环境互为协调的

整合体，为人们提供安全、高效、便利及可持续发展功能环境的

建筑。

2.0.2 工程架构 engineering architecture 

以建筑物的应用需求为依据，通过对智能化系统工程的设施、

业务及管理等应用功能作层次化结构规划，从而构成由若干智能

化设施组合而成的架构形式。

2.0.3 信息化应用系统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system 

以信息设施系统和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等智能化系统为基础，

为满足建筑物的各类专业化业务、规范化运营及管理的需要，由多

种类信息设施、操作程序和相关应用设备等组合而成的系统。

2.0.4 智能化集成系统 intelligent integration system 

为实现建筑物的运营及管理目标，基于统一的信息平台，以多

种类智能化信息集成方式，形成的具有信息汇聚、资源共享、协同

运行、优化管理等综合应用功能的系统。

2.0.5 信息设施系统 information facility system 

为满足建筑物的应用与管理对信息通信的需求，将各类具有

接收、交换、传输、处理、存储和匾示等功能的信息系统整合，形成

建筑物公共通信服务综合基础条件的系统。

2.0.6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building management system 

对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和公共安全系统等实施综合管理的



系统。

2.0.7 公共安全系统 public security system 

为维护公共安全，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具有以应对危害社会安

全的各类突发事件而构建的综合技术防范或安全保障体系综合功

能的系统。

2.0.8 应急响应系统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 

为应对各类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提高应急响应速度和决策指

挥能力，有效预防、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危害，具有应

急技术体系和响应处置功能的应急响应保障机制或履行协调指挥

职能的系统。

2.0.9 机房工程 engineering of electronic equipment plant 

为提供机房内各智能化系统设备及装置的安置和运行条件，

以确保各智能化系统安全、可靠和高效地运行与便于维护的建筑

功能环境而实施的综合工程。

• 3 • 



3 工程架构

3.1 一般规定

3. 1. 1 智能化系统工程架构的设计应包括设计等级、架构规划、

系统配置等。

3. 1. 2 智能化系统王程的设计等级应根据建筑的建设目标、功能

类别、地域状况、运营及管理要求、投资规模等综合因素确立。

3. 1. 3 智能化系统工程的架构规划应根据建筑的功能需求、基础

条件和应用方式等作层次化结构的搭建设计，并构成由若干智能

化设施组合的架构形式。

3. 1. 4 智能化系统工程的系统配置应根据智能化系统工程的设

计等级和架构规划，选择配置相关的智能化系统。

3.2 设计等级

3.2.1 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等级的确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实现建筑的建设目标;

2 应适应工程建设的基础状况;

3 应符合建筑物运营及管理的信息化功能;

4 应为建筑智能化系统的运行维护提供服务条件和支撑

保障;

5 应保证工程建设投资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3.2.2 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等级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与建筑自身的规模或设计等级相对应;

2 应以增强智能化综合技术功效作为设计标准等级提升

依据;

3 应采用适时和可行的智能化技术;

• 4 • 



4 宜为智能化系统技术扩展及满足应用功能提升创造条件。

3.2.3 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等级的系统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以智能化系统工程的设计等级为依据，选择配置相应的

智能化系统;

2 符合建筑基本功能的轩能化系统配置应作为应配置项目;

3 以应配置项目为基础，为实现建筑增强功能的智能化系统

配置应作为宜配置项目;

4 以应配置项目和宜配置项目的组合为基础，为完善建筑保

障功能的智能化系统配置应作为可配置项目。

3.3 架构规划

3.3.1 智能化系统工程的架构规划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满足建筑物的信息化应用需求;

2 应支持各智能化系统的信息关联和功能汇聚;

3 应顺应智能化系统了程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4 应适应智能化系统综合技术功效的不断完善;

5 综合体建筑的智能化系统工程应适应多功能类别组合建

筑物态的形式，并应满足综合体建筑整体实施业务运营及管理模

式的信息化应用需求。

3.3.2 智能化系统工程的设施架构搭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建设建筑信息化应用的基础设施层;

2 应建立具有满足运营和管理应用等综合支撑功能的信息

服务设施层:

3 应形成展现信息应用和协同效应的信息化应用设施层。

3.3.3 智能化系统工程的架构规划分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架构规划分项应按工程架构整体的层次化结构形式，分别

以基础设施、信息服务设施及信息化应用设施展开;

2 基础设施应为公共环境设施和机房设施，其分项宜包括信

息通信基础设施、建筑设备管理设施、公共安全设施、机房环境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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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机房管理设施等;

3 信息服务设施应为应用信息服务设施的信息应用支撑设

施部分，其分项宜包括语音应用支撑设施、数据应用支撑设施、多

媒体应用支撑设施等;

4 信息化应用设施应为应用信息服务设施的应用设施部分，

其分项宜包括公共应用设施、管理应用设施、业务应用设施、智能

信息集成设施等。

3.4 系统配置

3.4.1 智能化系统工程的系统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以设计等级为依据;

2 应与架构规划相对应;

3 应保障智能化系统综合技术功效;

4 宜适应按专业化分项实施的方式;

5 应按建筑基本条件和功能需求配置基础设施层的智能化

系统;

6 应以基础设施层的智能化系统为支撑条件，按建筑功能类

别配置信息服务设施层和信息化应用设施层的智能化系统。

3.4.2 智能化系统工程的系统配置分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系统配置分项应分别以信息化应用系统、智能化集成系

统、信息设施系统、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公共安全系统、机房工程等

设计要素展开;

2 应与基础设施层相对应，且基础设施的智能化系统分Jffj宜

包括信息接入系统、布线系统、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卫星

通信系统、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建筑能效监管系统、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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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对讲系统、停车库(场)管理系统、安全防范综合管理

(平台)系统、应急响应系统及相配套的智能化系统机房工程;

3 应与信息服务设施层相对应，且信息服务设施的智能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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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分项宜包括用户电话交换系统、无线对讲系统、信息网络系统、

有线电视系统、卫星电视接收系统、公共广播系统、会议系统、信息、

导引及发布系统、时钟系统等;

4 应与信息化应用设施层相对应，且信息化应用设施的智能

化系统分项宜包括公共服务系统、智能卡系统、物业管理系统、信

息设施运行管理系统、信息安全管理系统、通用业务系统、专业业

务系统、智能化信息集成(平台)系统、集成信息应用系统。

3.4.3 综合体建筑智能化工程的系统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以综合体建筑的业态形式、设计等级和架构规划为

依据;

2 应按综合体建筑整体功能需求配置基础设施的智能化

系统;

3 应以基础设施的智能化系统为支撑条件，配置满足不同功

能类别单体或局部建筑的信息服务设施和信息化应用设施的智能

化系统;

4 应以各单体或局部建筑的基础设施和信息服务设施整合

为条件，配置满足综合体建筑实施整体运营和全局性管理模式需

求的信息化应用设施的智能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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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要素

4.1 -般规定

4. 1. 1 智能化系统工程的设计要素应按智能化系统工程的设汁

等级、架构规划及系统配置等下‘程架构确定。

4. 1. 2 智能化系统t程的设计要素宜包括信息化应用系统、智能

化集成系统、信息设施系统、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公共安全系统、机

房工程等。

4. 1. 3 智能化系统t程的设计要素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16 、《安全防范 T 程技术规范 ))GB

50348 和《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等的有关规定。

4.2 信息化应用系统

4.2.1 信息化应用系统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满足建筑物运行和管理的信息化需要;

2 应提供建筑业务运营的支撑和保障。

4.2.2 信息化应用系统宜包括公共服务、智能卡应用、物业管理、

信息设施运行管理、信息安全管理、通用业务和专业业务等信息化

应用系统。

4.2.3 公共服务系统应具有访客接待管理和公共服务信息发布

等功能，并宜具有将各类公共服务事务纳入规范运行程序的管理

功能。

4.2.4 智能卡应用系统应具有身份识别等功能，并宜具有消费、

计费、票务管理、资料借阅、物品寄存、会议签到等管理功能，且应

具有适应不同安全等级的应用模式。

4.2.5 物业管理系统应具有对建筑的物业经营、运行维护进行管



理的功能。

4.2.6 信息设施运行管理系统应具有对建筑物信息设施的运行

状态、资源配置、技术性能等进行监测、分析、处理和维护的功能。

4.2.7 信息安全管理系统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信息安全等级保

护标准的规定。

4.2.8 通用业务系统应满足建筑基本业务运行的需求。

4.2.9 专业业务系统应以建筑通用业务系统为基础，满足专业业

务运行的需求。

4.3 智能化集成系统

4.3.1 智能化集成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以实现绿色建筑为目标，应满足建筑的业务功能、物业

运营及管理模式的应用需求;

2 应采用智能化信息资源共享和协同运行的架构形式;

3 应具有实用、规范和高效的监管功能;

4 宜适应信息化综合应用功能的延伸及增强。

4.3.2 智能化集成系统构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系统应包括智能化信息集成(平台)系统与集成信息应用

系统;

2 智能化信息集成(平台)系统宜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集

成系统平台应用程序、各纳入集成管理的智能化设施系统与集成

互为关联的各类信息通信接口等;

3 集成信息应用系统宜由通用业务基础功能模块和专业业

务运营功能模块等组成;

4 宜具有虚拟化、分布式应用、统一安全管理等整体平台的

支撑能力;

5 宜顺应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慧城市等信息交互多元

化和新应用的发展。

4.3.3 智能化集成系统通信互联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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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具有标准化通信方式和信息交互的支持能力;

2 应符合国际通用的接口、协议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4.3.4 智能化集成系统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适应标准化信息集成平台的技术发展方向;

2 应形成对智能化相关信息采集、数据通信、分析处理等支

持能力;

3 宜满足对智能化实时信息及历史数据分析、可视化展现的

要求;

4 宜满足远程及移动应用的扩展需要;

5 应符合实施规范化的管理方式和专业化的业务运行程序;

6 应具有安全性、可用性、可维护性和可扩展牲。

4.4 信息设施系统

4.4.1 信息设施系统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具有对建筑内外相关的语音、数据、图像和多媒体等形

式的信息予以接受、交换、传输、处理、存储、检索和显示等功能;

2 宜融合信息化所需的各类信息设施，并为建筑的使用者及

管理者提供信息化应用的基础条件。

4.4.2 信息设施系统宜包括信息接入系统、布线系统、移动通信

室内信号覆盖系统、卫星通信系统、用户电话交换系统、无线对讲

系统、信息网络系统、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接收系统、公共广播系

统、会议系统、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时钟系统等信息设施系统。

4.4.3 信息接入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满足建筑物内各类用户对信息通信的需求，并应将各类

公共信息网和专用信息网引人建筑物内;

2 应支持建筑物内各类用户所需的信息通信业务;

3 宜建立以该建筑为基础的物理单元载体，并应具有对接智

慧城市的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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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息接入机房应统筹规划配置，并应具有多种类信息业务

经营者平等接入的条件;

5 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有线接入网设备安装工程

设计规范 ))YD/T 5139 等的有关规定。

4.4.4 布线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满足建筑物内语音、数据、图像和多媒体等信息传输的

需求;

2 应根据建筑物的业务性质、使用功能、管理维护、环境安全

条件和使用需求等，进行系统布局、设备配置和缆线设计;

3 应遵循集约化建设的原则，并应统一规划、兼顾差异、路由

便捷、维护方便;

4 应适应智能化系统的数字化技术发展和网络化融合趋向，

并应成为建筑内整合各智能化系统信息传递的通道:

5 应根据缆线敷设方式和安全保密的要求，选择满足相应安

全等级的信息缆线;

6 应根据缆线敷设方式和防火的要求，选择相应阻燃及耐火

等级的缆线;

7 应配置相应的信息安全管理保障技术措施;

8 应具有灵活性、适应性、可扩展性和可管理性;

9 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

范 ))GB 50311 的有关规定。

4.4.5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确保建筑物内部与外界的通信接续;

2 应适应移动通信业务的综合性发展;

3 对于室内需屏蔽移动通信信号的局部区域，应配置室内区

域屏蔽系统;

4 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 

的有关规定。

4.4.6 卫星通信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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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按建筑的业务需求进行配置;

2 应满足语音、数据、图像及多媒体等信息的传输要求;

3 卫星通信系统天线、室外单元设备安装空间和天线基座基

础、室外馈线引人的管线及卫星通信机房等应设置在满足卫星通

信要求的位置。

4.4.7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适应建筑物的业务性质、使用功能、安全条件，并应满足

建筑内语音、传真、数据等通信需求;

2 系统的容量、出入中继线数量及中继方式等应按使用需求

和话务量确定，并应留有富裕量;

3 应具有拓展电话交换系统与建筑内业务相关的其他增值

应用的功能;

4 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户电话交换系统工程设

计规范 ))GB/T 50622 的有关规定。

4.4.8 元线对讲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满足建筑内管理人员互相通信联络的需求;

2 应根据建筑的环境状况，设置天线位置、选择天线形式、确

定天线输出功率;

3 应利用基站信号，配置室内天馈线和系统元源器件;

4 信号覆盖应均匀分布;

5 应具有远程控制和集中管理功能，并应具有对系统语音和

数据的管理能力;

6 语音呼叫应支持个呼、组呼、全呼和紧急呼叫等功能;

7 宜具有支持文本信息收发、GPS 定位、遥测、对讲机检查、

远程监昕、呼叫提示、激活等功能;

8 应具有先进性、开放性、可扩展性和可管理性。

4.4.9 信息网络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建筑的运营模式、业务性质、应用功能、环境安全条

件及使用需求，进行系统组网的架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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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建立各类用户完整的公用和专用的信息通信链路，支撑

建筑内多种类智能化信息的端到端传输，并应成为建筑内各类信

息通信完全传递的通道;

3 应保证建筑内信息传输与交换的高速、稳定和安全;

4 应适应数字化技术发展和网络化传输趋向;对智能化系统

的信息传输，应按信息类别的功能性区分、信息承载的负载量分

析、应用架构形式优化等要求进行处理，并应满足建筑智能化信息

网络实现的统一性要求;

5 网络拓扑架构应满足建筑使用功能的构成状况、业务需求

及信息传输的要求;

6 应根据信息接入方式和网络子网划分等配置路由设备，并

应根据用户t作业务特性、运行信息流量、服务质量要求和网络拓

扑架构形式等，配置服务器、网络交换设备、信息通信链路、信息端

口及信息网络系统等;

7 应配置相应的信息安全保障设备和网络管理系统，建筑物

内信息网络系统与建筑物外部的相关信息网互联时，应设置有效

抵御干扰和入侵的防火墙等安全措施;

8 宜采用专业化、模块化、结构化的系统架构形式;

9 应具有灵活性、可扩展性和可管理性。

4.4.10 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接收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向收视用户提供多种类电视节目源;

2 应根据建筑使用功能的需要，配置卫星广播电视接收及传

输系统;

3 卫星广播电视系统接收天线、室外单元设备安装空间和天

线基座基础、室外馈线引人的管线等应设置在满足接收要求的

部位;

4 宜拓展其他相应增值应用功能;

5 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有线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

范 ))GB 50200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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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1 公共广播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包括业务广播、背景广播和紧急广播;

2 业务广播应根据工作业务及建筑物业管理的需要，按业务

区域设置音源信号，分区控制呼叫及设定播放程序。业务广播宜

播发的信息包括通知、新闻、信息、语音文件、寻呼、报时等;

3 背景广播应向建筑内各功能区播送渲染环境气氛的音摞

信号。背景广播宜播发的信息包括背景音乐和背景音响等;

4 紧急广播应满足应急管理的要求，紧急广播应播发的信息

为依据相应安全区域划分规定的专用应急广播信令。紧急广播应

优先于业务广播、背景广播;

5 应适应数字化处理技术、网络化播控方式的应用发展;

6 宜配置标准时间校正功能;

7 声场效果应满足使用要求及声学指标的要求;

8 宜拓展公共广播系统相应智能化应用功能;

9 系统设汁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广播系统工程技术规

琅 ))GB 50526 的有关规定。

4.4.12 会议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按使用和管理等需求对会议场所进行分类，并分别按会

议(报告)厅、多功能会议室和普通会议室等类别组合配置相应的

功能。会议系统的功能宜包括音频扩声、罔像信息显示、多媒体信

号处理、会议讨论、会议信息录播、会议设施集中控制、会议信息发

布等;

2 会议(报告)厅宜根据使用功能，配置舞台机械及场景控制

及其他相关配套功能等;

3 具有远程视频信息交互功能需求的会议场所，应配置视频

会议系统终端(含内置多点控制单元) ; 

4 当系统具有集中控制播放信息和集成运行交互功能要求

时，宜采取会议设备集约化控制方式，对设备运行状况进行信息化

交互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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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适应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并应采用能满足视频图像清晰

度要求的投射及显示技术和满足音频声场效果要求的传声及播放

技术;

6 宜采用网络化互联、多媒体场效互动及设备综合控制等信

息集成化管理工作模式，并宜采用数字化系统技术和设备;

7 宜拓展会议系统相应智能化应用功能;

8 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子会议系统工程设计规

范))GB 50799、《厅堂扩声系统设计规范 ))GB 50371 、《视频显示系

统工程技术规范))GB 50464 和《会议电视会场系统工程设计规戒》

GB 50635 的有关规定。

4.4.13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具有公共业务信息的接入、采集、分类和汇总的数据资

源库，并在建筑公共区域向公众提供信息告示、标识导引及信息查

询等多媒体信息发布功能;

2 宜由信息播控巾心、传输网络、信息发布显示屏或信息标

识牌、信息导引设施或查询终端等组成，并应根据应用需要进行设

备的配置及组合;

3 应根据建筑物的管理需要，布置信息发布显示屏或信息导

引标识屏、信息查询终端等，并应根据公共区域空间环境条件，选

择信息显示屏和信息查询终端的技术规格、几何形态及安装方

式等;

4 播控中心宜设置专用的服务器和控制器，并宜配置信号采

集和制作设备及相配套的应用软件:应支持多通道显示、多画面显

示、多列表播放和支持多种格式的图像、视频、文件显示，并应支持

同时控制多台显示端设备。

4.4.14 时钟系统应符合下列功能:

1 应按建筑使用功能需求配置时钟系统;

2 应具有高精度标准校时功能，并应具备与当地标准时钟同

步校准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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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于统一建筑公共环境时间的时钟系统，宜采用母钟、子

钟的组网方式，且系统母钟应具有多形式系统对时的接口选择;

4 应具有故障告警等管理功能。

4.5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4.5.1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功能应符合 F列规定:

1 应具有建筑设备运行监控信息互为美联和共辜的功能;

2 宜具有建筑设备能耗监测的功能;

3 应实现对节约资源、优化环境质量管理的功能;

4 宜与公共安全系统等其他关联构建建筑设备综合管理

模式。

4.5.2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宜包括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建筑能效监

管系统，以及需纳入管理的其他业务设施系统等。

4.5.3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应符合 F列规定:

1 监控的设备范围宜包括冷热源、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给

水排水、供配电、照明、电梯等，并宜包括以自成控制体系方式纳入

管理的专项设备监控系统等;

2 采集的信息宜包括温度、湿度、流量、压力、压差、液位、照

度、气体浓度、电量、冷热量等建筑设备运行基础状态信息;

3 监控模式应与建筑设备的运行工艺相适应，并应满足对实

时状况监控、管理方式及管理策略等进行优化的要求;

4 应适应相关的管理需求与公共安全系统信息关联;

5 宜具有向建筑内相关集成系统提供建筑设备运行、维护管

理状态等信息的条件。

4.5.4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应符合 F列规定:

1 能超监测的范围宜包括冷热源、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给

水排水、供配电、照明、电梯等建筑设备，且计量数据应准确，并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能耗计量的分项及类别宜包括电量、水量、燃气量、集中供



热耗热量、集中供冷耗冷量等使用状态信息;

3 根据建筑物业管理的要求及基于对建筑设备运行能耗信

息化监管的需求，应能对建筑的用能环节进行相应适度调控及供

能配置适时调整;

4 应通过对纳入能效监管系统的分项计量及监测数据统计

分析和处理，提升建筑设备协调运行和优化建筑综合性能。

4.5.5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对支撑绿色建筑功效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于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对可再生能源实施有效利用和

管理;

2 以建筑能效监管系统为基础，确保在建筑全生命期内对建

筑设备运行具有辅助支撑的功能。

4.5.6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满足建筑物整体管理需求，系统宜纳
入智能化集成系统。

4.5.7 系统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工程技
术规范 ))]G]/T 334 和《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 的有关

规定。

4.6 公共安全系统

4.6.1 公共安全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有效地应对建筑内火灾、非法侵入、自然灾害、重大安全

事故等危害人们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各种突发事件，并应建立应急

及长效的技术防范保障体系 z

2 应以人为本、主动防范、应急响应、严实可靠。

4.6.2 公共安全系统宜包括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安全技术防范系
统和应急响应系统等。

4.6.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安全适用、运行可靠、维护便利;

2 应具有与建筑设备管理系统互联的信息通信接口;

3 宜与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实现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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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作为应急响应系统的基础系统之一;

5 宜纳入智能化集成系统;

6 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

范 ))GB 50116 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的有关规定。

4.6.4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防护对象的防护等级、安全防范管理等要求，以建

筑物自身物理防护为基础，运用电子信息技术、信息网络技术和安

全防范技术等进行构建;

2 宜包括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和入侵报警、视频安防监

控、出人口控制、电子巡查、访客对讲、停车库(场)管理系统等;

3 应适应数字化、网络化、平台化的发展，建立结构化架构及

网络化体系;

4 应拓展和优化公共安全管理的应用功能;

5 应作为应急响应系统的基础系统之-;

6 宜纳入智能化集成系统;

7 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48、《入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94 、《视频安防监

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95 和《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

范 ))GB 50396 的有关规定。

4.6.5 应急响应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以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安全技术防范系统为基础。

2 应具有下列功能:

1)对各类危及公共安全的事件进行就地实时报警;

2)采取多种通信方式对自然灾害、重大安全事故、公共卫生

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实现就地报警和异地报警;

3)管辖范围内的应急指挥调度;

4)紧急疏散与逃生紧急呼叫和导引;

5)事故现场应急处置等。

3 宜具有下列功能:



1)接收上级应急指挥系统各类指令信息;

2)采集事故现场信息;

3)多媒体信息显示;

的建立各类安全事件应急处理预案。

4 应配置下列设施:

1)有线/无线通信、指挥和调度系统;

2)紧急报警系统;

3)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与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联动设施;

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与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的联动设施;

S)紧急广播系统与信息发布与疏散导引系统的联动设施。

5 宜配置下列设施 z

1)基于建筑信息模型 (BIM) 的分析决策支持系统;

2)视频会议系统;

3)信息发布系统等。

6 应急响应中心宜配置总控室、决策会议室、操作室、维护室

和设备间等工作用房。

7 应纳入建筑物所在区域的应急管理体系。

4.6.6 总建筑面积大于 20000旷的公共建筑或建筑高度超过

100m 的建筑所设置的应急晌应系统，必须配置与上一级应急晌

应系统信息互联的通信接口。

4.7 机房工程

4.7.1 智能化系统机房宜包括信息接人机房、有线电视前端机

房、信息设施系统总配线机房、智能化总控室、信息网络机房、用户

电话交换机房、消防控制室、安防监控中心、应急响应中心和智能

化设备间(弱电间、电信间)等，并可根据工程具体情况独立配置或

组合配置。

4.7.2 机房工程的建筑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信息接人机房宜设置在便于外部信息管线引人建筑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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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

2 信息设施系统总配线机房宜设于建筑的中心区域位置，并

应与信息接入机房、智能化总控室、信息网络机房及用户电话交换

机房等同步设计和建设;

3 智能化总控室、信息网络机房、用户电话交换机房等应按

智能化设施的机房设计等级及设备的工艺要求进行设计;

4 当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建筑设备管理

系统、公共广播系统等的中央控制设备集中设在智能化总控室内

时，各系统应有独立工作区;

5 智能化设备间(弱电间、电信间)宜独立设置，且在满足信

息传输要求情况下，设备间(弱电间、电信间)宜设置于工作区域相

对中部的位置;对于以建筑物楼层为区域划分的智能化设备间(弱

电间、电信间) ，上下位置宜垂直对齐;

6 机房面积应满足设备机柜(架)的布局要求，并应预留发展

空间;

7 信息设施系统总配线机房、智能化总控室、信息网络机房、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机房等不应与变配电室及电梯机房贴邻布置;

8 机房不应设在水泵房、厕所和浴室等潮湿场所的贴邻

位置;

9 设备机房不宜贴邻建筑物的外墙;

10 与机房无关的管线不应从机房内穿越;

11 机房各功能区的净空高度及地面承重力应满足设备的安

装要求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2 机房应采取防水、降噪、隔音、抗震等措施。

4.7.3 机房工程的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机房主体结构宜采用大空间及大跨度柱网结构体系;

2 机房主体结构应具有防火、避免温度变形和抗不均匀沉降

的性能，机房不应穿过变形缝和伸缩缝;

3 对于安置主机和存放数据存储设备的机房，主体结构抗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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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宜比该建筑物整体抗震等级提高一级;

4 对于改建或扩建的机房，应在对原建筑物进行结构检测和

抗震鉴定后进行抗震设计。

4.7.4 机房工程的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机房内的温度、湿度等应满足设备的使用要求;

2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机房设计的等级标准;

3 当机房设置专用空气调节系统时，应设置具有可自动调节

方式的控制装置，并应预留室外机组的安装位置;

4 宜为纳入机房综合管理系统预留条件。

4.7.5 机房工程的供配电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满足机房设计等级及设备用电负荷等级的要求;

2 电源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和所配置设备

的要求;

3 设备的电源输入端应设防雷击电磁脉冲 CLEMP) 的保护

装置;

4 宜为纳入机房综合管理系统预留条件。

4.7.6 机房工程紧急广播系统备用电源的连续供电时间，必须与

消防疏散指示标志照明备用电源的连续供电时间一致。

4.7.7 机房工程的照明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满足各工作区照度标准值的要求;

2 照明灯具应采用无眩光荧光灯具及节能灯具;

3 宜具有自动调节方式的控制装置;

4 宜为纳入机房综合管理系统预留条件。

4.7.8 机房工程接地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机房采用建筑物共用接地装置时，接地电阻值应按接入

设备中要求的最小值确定;

2 当机房采用独立接地时，接地电阻值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和所配置设备的要求;

3 机房内应设专用局部等电位联结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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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 机房工程的防静电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机房的主机房和辅助工作区的地板或地面应设置具有静

电泄放的接地装置;

2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内所有设备的金属外壳、各类金属管

(槽)和构件等应进行等电位联结并接地。

4.7.10 机房工程的安全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与机房安全管理相配套的火灾自动报警和安全技

术防范设施;

2 应满足机房设计等级要求，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3 宜为纳入机房综合管理系统预留条件。

4.7.11 信息网络机房、应急响应中心等机房宜根据建筑功能、机

房规模、设备状况及机房的建设要求等，配置机房综合管理系统，

并宜具备机房基础设施运行监控、环境设施综合管理、信息设施服

务管理等功能。机房综合管理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满足机房设计等级的要求，对机房内能源、安全、环境等

基础设施进行监控;

2 应满足机房运营及管理的要求，对机房内各类设施的能耗

及环堤状态信息予以采集、分析等监管;

3 应满足建筑业务专业功能的需求，并应对机房信息设施系

统的运行进行监管等。

4.7. 12 机房工程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子信息系统机房

设计规范 ))GB 50174 ，((建筑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术规范 ))GB 50343 、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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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住宅建筑

5.0.1 住宅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适应生态、环保、健康的绿色居住需求;

2 应营造以人为本，安全、便利的家居环境;

3 应满足住宅建筑物业的规范化运营管理要求。

5.0.2 住宅建筑智能化系统应按表 5.0.2 的规定配置，并应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住宅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242 的有关规定。

表 5.0.2 住宅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表

智能化系统
非超高层 超高层

住宅建筑 住宅建筑

公共服务系统 ① ① 

信息化
智能卡应用系统 ① ① 

应用系统

物业管理系统 ① • 
智能化 智能化信息集成(平台)系统 ① ① 

集成系统 集成信息应用系统 ① ① 

信息接入系统 • • 
布线系统 • •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 • • 

信息设施 元线对讲系统 ① ① 

系统 信息网络系统 • • 
有线电视系统 • • 
公共广播系统 ① ①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①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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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0.2

智能化系镜
非超高层 超离!三

H:宅建筑 住宅建筑

建筑设备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① C;) 
γ一一__- 卜一-

管理系统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 。 f、二飞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按 1甘家现斗t有关标准进
公共安全

IH 入 r-l控制系统 行配置
安全技术

系统
←一~防范系统 电子巡查系统

访客对讲系统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 ① ① 

信息接入机房 • • 
有线电视前端机房 • • 
信息设施系统总配线机房 • • 

机房

工程
智能化总控室 • • 
消防控制窒 ① • 
安防监控中心 • • 
智能化设备间(弱电间) • • 

注: 1 超高层住宅建筑 z建筑高度为 100m 或 35 层及以上的住宅建筑。

2 • 应配置，①一宜配置;0 可配置。

5.0.3 住宅建筑信息化应用系统的配置应满足住宅建筑物业管

理的信息化应用需求。

5.0.4 住宅建筑智能化集成系统宜为住宅物业提供完善的服务

功能。

5.0.5 住宅建筑信息接入系统应采用光纤到户的方式，每套住户

应配置家居配线箱。

5.0.6 当住宅小区或超高层住宅建筑设有物业管理系统时，宜配



置无线对讲系统。

5.0.7 越高层住宅建筑应设置消防应急广播，消防应急广播可与

公共广播系统合用，但应满足消防应急广播的要求。

5.0.8 当住宅建筑设有物业管理系统时，宜配置建筑设备管理

系统。

5.0.9 超高层住宅建筑的消防控制室可与物业管理室合用，但应

有独立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工作区域。

5.0.10 升住宅建筑设有停车库(场)时，宜设置停车库(场)管理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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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办公建筑

6.1 一般规定

6. 1. 1 办公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满足办公业务信息化的应用需求;

2 应具有高效办公环境的基础保障;

3 应满足办公建筑物业规范化运营管理的需要。

6.2 通用办公建筑

6.2.1 通用办公建筑智能化系统应按表 6.2.1 的规定配置。

表 6.2.1 通用办公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表

智能化系统
普通 商务

办公建筑 办公建筑

公共服务系统 • • 
智能卡应用系统 • • 
物业管理系统 • • 

信息化
信息设施运行管理系统 ① • 应用系统

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① • 
通用业务系统 基本业务办公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

专业业务系统 专用办公系统 行配置

智能化 智能化信息集成(平台〉系统 ① • 
集成系统 集成信息应用系统 ① • 

信息接人系统 • • 
信息设施

布线系统 • • 系统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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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2.1

智能化系统
普通 商务

办公建筑 办公建筑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① 8 

无线对讲系统 ① ① 

信息网络系统 • • 
有线电视系统 • • 

信息设施
卫星电视接收系统

系统
。 ① 

公共广播系统 • • 
会议系统 • •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 • 
时钟系统 。 ① 

建筑设备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 • 
管理系统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 ① ① 

火灾臼动报警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 l

安全技术 出入口控制系统 行配置

公共安全
防范系统 电子巡查系统

系统

访客对讲系统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 ① •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系统 ① • 
$_急响应系统 。 ① 

信息接入机房 • • 
机房 有线电视前端机房 • • 
工程 信息设施系统总配线机房 • • 

智能化总控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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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2.1

智能化系统
普通 商务

办公建筑 办公建筑

信息网络机房 ① • 
用户电话交换机房 ① ① 

消防控制室 • • 
机房 安防监控中心 • • 
工程 应急响应中心 。 ① 

智能化设备间(弱电间) • • 
机房安全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配置

机房综合管理系统

注:.一应配置 s ①一宜配置;0一可配置。

6.2.2 信息化应用系统的配置应满足通用办公建筑办公业务运

行和物业管理的信息化应用需求。

6.2.3 信息接入系统宜将各类公共信息网引人至建筑物办公区

域或办公单元内，并应适应多家运营商接人的需求。

6.2.4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应做到公共区域元盲区。

6.2.5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应满足通用办公建筑内部语音通信的

需求。

6.2.6 信息网络系统，当用于建筑物业管理系统时，宜独立配置;

当用于出租或出售办公单元时，宜满足承租者或入驻用户的使用

需求。

6.2.7 有线电视系统应向建筑内用户提供本地区有线电视节目

源，可根据需要配置卫星电视接收系统。

6.2.8 会议系统应适应通用办公建筑的需要，宜适应会议室或会

议设备的租赁使用及管理，并宜按会议场所的功能需求组合配置

相关设备。

6.2.9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应根据建筑物业管理的需要，在公共



区域提供信息告示、标识导引及信息查询等服务。

6.2.10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满足通用办公建筑使用及管理的

需求。

6.3 行政办公建筑

6.3.1 行政办公建筑智能化系统应按表 6.3.1 的规定配置。

表 6.3.1 行政办公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表

其他 地市级 省部级及

智能化系统 职级职能 职能 以上职能

办公建筑 办公建筑 办公建筑

公共服务系统 ① • • 
智能卡应用系统 • • • 
物业管理系统 ① • • 

信息化
信息设施运行管理系统 ① • • 应用系统
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 • • 
通用业务系统 基本业务办公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

专业业务系统 行政工作业务系统 配置

智能化 智能化信息集成(平台)系统 。 ① • 
集成系统 集成信息应用系统 。 ① • 

信息接人系统 • • • 
布线系统 • • •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 • • •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① • • 

信息设施 尤线对讲系统 ① • • 
系统 信息网络系统 • • • 

有线电视系统 • • • 
公共广播系统 • • • 
会议系统 • • •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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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3.1

其他 地市级 省部级及

智能化系统 职级职能 职能 以上职能

办公建筑 办公建筑 办公建筑

建筑设备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① • • 
管理系统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 ① • •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配置

安全技术 出入口控制系统
公共安全

防范系统
系统

电子巡查系统

访客对讲系统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 ① • •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系统 ① • • 
应急响应系统 ① • • 
信息接人机房 • • • 
有线电视前端机房 • • • 
信息设施系统总配线机房 • • • 
智能化总控室 • • • 
信息网络机房 ① • • 

机房 用户电话交换机房 ① • • 
工程 消防控制室 • • • 

安防监控中心 • • • 
应急响应中心 ① • • 
智能化设备间(弱电间) • • • 
机房安全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配置

机房综合管理系统 ① • • 
注:. 应配置;①一宜配置 ;0一可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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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信息化应用系统的配置应满足行政办公建筑办公业务运

行和物业管理的信息化应用需求。

6.3.3 信息接入系统应根据办公业务的需要，将公共信息网及行

政办公专用信息网引人行政办公建筑内。

6.3.4 行政办公建筑内应根据信息安全要求或其业务要求，建立

区域移动通信信号覆盖或移动通信信号屏蔽系统。

6.3.5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应满足行政办公建筑内部的电话通信

需求。

6.3.6 信息网络系统应满足行政办公业务信息传输安全、可靠、

保密的要求，并应根据办公业务和办公人员的岗位职能需要，配置

相应的信息端口。

6.3.7 有线电视系统应向会议、接待等功能区域提供本地区电视

节目源。

6.3.8 会议系统应根据所确定的功能配置相关设备，并应满足安

全保密要求。

6.3.9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满足行政办公建筑使用及管理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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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旅馆建筑

7.0.1 旅馆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满足旅馆业务经营的需求;

2 应提升旅馆经营及服务的质量;

3 应满足旅馆建筑物业规范化运营管理的需要。

7.0.2 旅馆建筑智能化系统应按表 7.0.2 的规定配置。

表 7. O. 2 旅馆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表

其他 兰屋及四 五星级及!

智能化系统 服务等级 星级服务 以上服务

旅馆 等级旅馆 等级旅馆

公共服务系统 ① • • 
智能卡应用系统 • • • 
物业管理系统 ① • • 

{;'i息化
信息设施运行管理系统 。 ① • JiÎjJ+l系统

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① • • 
通用业务系统 基本旅馆经营管理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配置
专业业务系统 星级酒店经营管理系统

智能化 智能化信息集成(平台)系统 ① • • 
集成系统 集成信息应用系统 ① • • 

信息接人系统 • • • 
布线系统 • • • 

信息设施

系统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 • • •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 • • 
元线对讲系统 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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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袭 7.0.2

其他 三星及四 五星级及

智能化系统 服务等级 星级服务 以上服务

旅馆 等级旅馆 等级旅馆

信息网络系统 • • • 
有线电视系统 • • • 
卫星电视接收系统 。 ① • 

信息设施

系统
公共广播系统 • • • 
会议系统 。 ① • 
信息等 11 及发布系统 ① • • 
时钟系统 。 ① •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① • • 

建筑设备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 • • ① 

管理系统

客房集控系统 ① • • 
火灾臼动报警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配置
安全技术

出入 u控制系统公共安全
防范系统

系统 电子巡查系统

停车Pf.(场)管理系统 ⑦ • •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系统 。 ① • 
时1急响应系统 。 ① • 
信息接人机房 • • • 
有线电视前端机房 • • • 
信息设施系统总配线机房 • • • 机房工程
智能化总控室 • • • 
信息网络机房 ① • • 
用户电话交换机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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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O. 2 

其他 三星及四 五星级及

智能化系统 服务等级 星级服务 以上服务

旅馆 等级旅馆 等级旅馆

消防控制室 • • • 
安防监控中心 • • • 
应急响应中心 。 ① • 机房王程
智能化设备间(弱电间) • • • 
机房安全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配置

机房综合管理系统 。 ① • 
注:.应配置;① 宜配置;0一可配置。

7.0.3 信息化应用系统的配置应满足旅馆建筑业务运行和物业

管理的信息化应用需求。

7.0.4 客房内应配置豆联网的信息端口，并宜提供无线接人。公

共区域、会议室、餐饮和供宾客休闲的场所等应提供无线接人。

7.0.5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应具有旅馆管理的功能。

7.0.6 旅馆经营业务信息网络系统宜独立设暨。

7.0.7 餐厅、咖啡茶座等公共区域宜配置具有独立音源和控制装

置的背景音响。

7.0.8 旅馆的会议中心、中小型会议室等场所宜根据不同使用需

要配置相应的会议系统。

7.0.9 旅馆的公共区域、各楼层电梯厅等场所宜配置信息发布显

示终端。旅馆的大厅、公共场所宜配置信息查询导引显示终端，并

应满足元障碍的要求。

7.0.10 窑房集控系统应根据经营服务的等级进行配置。

7.0.11 客房内宜配置视频点播装置。

7.0.12 智能卡应用系统应与旅馆信息管理系统联网。旅馆建筑

内进入客房区的电梯宜配置电梯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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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文化建筑

8.1 一般规定

8. 1. 1 文化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满足文献资料信息的采集、加工、利用和安全防护等

要求;

Z 应具有为读者、公众提供文化学习和文化服务的能力;

3 应满足文化建筑物业规范化运营管理的需要。

8.2 图书馆

8.2.1 罔书馆智能化系统应按表 8.2. 1 的规定配置。

表 8.2.1 图书馆智能化系统配置表

专门 科研
高等

公共
智能化系统 学校

图书馆 图书馆 图书馆
图书馆

公共服务系统 ① • • • 
智能卡应用系统 • • • • 
物业管理系统 ① ø • • 

信息化

应用系统
信息设施运行管理系统 ① • • • 
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 • • • 
通JtJ业务系统 基本业务办公系统

按相关管理等级要求配置

专业业务系统 图书馆数字化管理系统

智能化 智能化信息集成(平台)系统 。 ① • • 
集成系统 集成信息应用系统 。 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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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2.1

专门 科研
高等

公共
智能化系统 学校

图书馆 图书馆
图书馆

图书馆

信息接人系统 • • • • 
布线系统 • • • •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 • • • •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① • • • 

信息设施 无线对讲系统 ① ① • • 
系统 信息网络系统 • • • • 

有线电视系统 • • • • 
公共广播系统 • • • • 
会议系统 ① ① • •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 • • • 

建筑设备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① ① • • 
管理系统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 ① ① • •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人侵报警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

公共安全 安全技术 出人口控制系统 配置

系统 防范系统 电子巡查系统

安全检查系统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 ① ① • •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系统 。 ① • • 
信息接入机房 • • • • 

机房工程 有线电视前端机房 • • • • 
信息设施系统总配线机房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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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2.1

专门 科研
高等

公共
智能化系统 学校

图书馆 图书馆
图书馆

图书馆

智能化总控室 • • • • I 

信息网络机房 ① • • • 
用户电话交换机房 ① • • • 
消防控制室 • • • • 机房工程 一
安防监控中心 • • • • 
智能化设备问(弱电问) • • • • 
机房安全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自己置

机房综合管理系统 。 @ • • 
注:.-应配置;①-宜配置; C) 可配置。

8.2.2 图书馆信息化应用系统的配置应满足图书馆业务运行和

物业管理的信息化应用需求。

8.2.3 信息网络系统应满足图书阅览和借阅的需求，业务工作

区、阅览室、公众服务区应设置信息端口，公共区域应配置公用电

话和无障碍专用的公用电话。图书馆应设置借阅信息查询终端和

无障碍信息查询终端。

8.2.4 会议系统应满足文化交流的需求，且具有国际交流活动需

求的会议室或报告厅宜配置同声传译系统。

8.2.5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满足图书储藏库的通风、除尘过滤、

温湿度等环境参数的监控要求。

8.2.6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按图书馆的阅览、藏书、管理办公等

划分不同防护区域，并应确定不同技术防植等级。

8.3 档案馆

8.3.1 档案馆智能化系统应按表 8.3. 1 的规定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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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1 档案馆智能化系统配置表

表 D. O. 2 档案馆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表智能化系统
乙级 甲级 特级

档案馆 档案馆 档案馆

公共服务系统 ① • • 
智能卡应用系统 ① • • 
物业管理系统 。 8 • 

信息化
信息设施运行管理系统 u • ⑦ 

应用系统

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① ① • 
通用业务系统 基本业务办公系统

专业业务系统 档案工作业务系统 楼相关管理等级要求配置

智能化 智能化信息集成(平台)系统

集成系统 集成信息应用系统 o ① • 
信息接入系统 • • • 
布线系统 • • •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 • • •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① • • 

信息设施 无线对讲系统 ① • • 
系统 信息网络系统 • • • 

有线电视系统 • • • 
公共广播系统 • • • 
会议系统 。 ① •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 ① • 

建筑设备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① • • 
管理系统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 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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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3.1

表 D. O. 2 档案馆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表智能化系统
乙级 甲级 特级

档案馆 档案馆 档案馆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

公共安全 安全技术 tH入口控制系统 配置

系统 防范系统 电子巡查系统

安全检查系统

停有库(场)管理系统 ① • •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系统 。 ① • 
信息按人机房 • • • 
1'1 ~~ 1 [1.午~ FJÎj端机房 • • • 

←一一一一一 • 

信):J、民 11也系统总配线机房 • • • 
智能化总控室 • • • 
信息网络机房 ① • • 

机房工程 用户电话交换机房 ① • • 
消防控制室 • • • 
安防监控'1-'心 • • • 

卜一-一

智能化设备间(弱电间) • • • 
机房安全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配置

机房综合管理系统 。 ① • 
注:.一应配置;① 宜配置; O-~nT配置。

8.3.2 信息化应用系统的配置应满足档案馆业务运行和物业管

理的信息化应用需求。

8.3.3 信息网络系统应满足档案馆管理的需求，并应满足安全、

保密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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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满足档案资料防护的要求。

8.3.5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根据档案馆的级别，采取相应的人

防、技防配套措施。

8.4 文化馆

8.4.1 文化馆智能化系统应按表 8.4.1 的规定配置。

表 8.4.1 文化馆智能化系统配置表

智能化系统
小型 中型 大型

文化馆 文化馆 文化馆

公共服务系统 ① • • 
智能卡应用系统 ① • • 
物业管理系统 。 ① • 

信息化
信息设施运行管理系统 。 ① • 

应用系统

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① ① • 
通用业务系统 基本业务办公系统

按相关管理等级要求配置

专业业务系统 文化馆信息化管理系统

智能化 智能化信息集成(平台)系统 。 ① • 
集成系统 集成信息应用系统 。 ① • 

信息接入系统 • • • 
布线系统 • • •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 • • •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① • • 

信息设施 元线对讲系统 ① • • 
系统 信息网络系统 • • • 

有线电视系统 • • • 
公共广播系统 • • • 
会议系统 ① • •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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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4.1

智能化系统
小型 中理j 大型

文化馆 文化馆 立化馆

建筑设备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8 ① • 
管理系统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 ① ① •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入侵报管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

公共安全 安全技术 出入门控制系统 配置

系统 防范系统 电子巡查系统

安全检查系统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 。 ① •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系统 lJ 、 ① • 
信息接人机房 • • • 
有线电视前端机房 • • • 
信息设施系统总配线机房 • • • 
智能化总控室 • • • 
信息网络机房 ① • • 

机房主科 用户电话交换机房 ① • • 
消防控制室 • • • 
安防监控中心 • • • 
智能化设备间(弱电间) • • • 
机房安全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配置

机房综合管理系统 。 ① • 
注:.一应配置;① 宜配置;υ一可配置。

8.4.2 信息化应用系统的配置应满足文化馆业务运行和物业管
理的信息化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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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信息网络系统应适应文化馆内各活动功能区布局的需求，

且公共活动区域宜提供无线接人。

8.4.4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宜适应文化馆功能区局部使用及区域

管理的需要，并宜按独立使用、配套管理、整体服务的运营方式

配置。

8.4.5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采取合理的人防、技防配套措施，并

宜设置防暴安全检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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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博物馆建筑

9.0.1 博物馆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适应对文献和文物的展示、查阅、陈列、学研等应用

需求;

2 应适应博览物品向公众展示信息化的发展;

3 应满足博物馆建筑物业规范化运营管理的需要。

9.0.2 博物馆智能化系统应按表 9.0.2 的规定配置。

表 9.0.2 博物馆智能化系统配置表

智能化系统
小型 中型 大型

博物馆 博物馆 博物馆

公共服务系统 ① • • 
智能卡应用系统 ① • • 
物业管理系统 。 ① • 

信息化
信息设施运行管理系统 。 ① • 应用系统

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 ① • 
通用业务系统 基本业务办公系统

按相关管理等级要求配置
专业业务系统 博物馆业务信息化系统

智能化 智能化信息集成(平台)系统 。 ① • 
集成系统 集成信息应用系统 。 ① • 

信息接入系统 • • • 
布线系统 • • • 

信息设施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 • • • 系统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① • • 
无线对讲系统 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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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0.2

智能化系统
小型 中型 大型

博物馆 博物馆 博物馆

信息网络系统 • • • 
有线电视系统 • • • 信息设施
公共广播系统 ① • • 系统
会议系统 ① • •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① • • 

建筑设备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① • • 
管理系统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 ① • •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

公共安全 安全技术 出入口控制系统 配置

系统 防范系统 电子巡查系统

安全检查系统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 ① ① •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系统 。 ① • 
信息接入机房 • • • 
有线电视前端机房 • • • 
信息设施系统总配线机房 • • • 
智能化总控室 • • • 
信息网络机房 。 • • 

机房工程 用户电话交换机房 ① • • 
消防控制室 • • • 
安防监控中心 • • • 
智能化设备问(弱电间) • • • 
机房安全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配置

机房综合管理系统 ? • 
注:.一应配置;①一宜配置正→可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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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3 信息化应用系统的配置应满足博物馆建筑业务运行和物

业管理的信息化应用需求。

9.0.4 博物馆的公共服务系统宜配置触摸屏、多媒体播放屏、语

音导览、多媒体导览器等设备，并宜配置于持式多媒体导览器。

9.0.5 博物馆的主要出入口和需控制人流密度的场所宜设置客

流分析系统。

9.0.6 信息接入系统应满足博物馆管理人员远程及异地访问授

权服务器的需要。

9.0.7 信息网络系统应满足博物馆内布展灵活、可扩展的需求。

各业务工作区、陈列展览区、公众服务区应设置信息点，并宜满足

远程信息接入与发布的需要。

9.0.8 博物馆宜根据展品成列状况配置视频显示终端。

9.0.9 当博物馆的会议系统具有国际交流功能时，应配置同声传

译系统。

9.0.10 陈列展览区、公共服务区等场所宜设置信息查询终端和

无障碍信息查询终端。

9.0.11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满足文物保存区环境的监控要求。

9.0.12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9.0.13 博物馆的观众主入口处宜设置安全检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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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观演建筑

10.1 一般规定

10. 1. 1 观演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应符合 F列规定:

1 应适应观演业务信息化运行的需求;

2 应具备现演建筑业务设施基础保障的条件;

3 应满足观演建筑物业规范化运营管理的需要。

10.2 剧场

10.2.1 剧场智能化系统应按表 10. 2. 1 的规定配置。

表 10.2.1 剧场智能化系统配置表

智能化系统
小型 中型 大型 特大型!
剧场 剧场 剧场 剧场|

公共服务系统 ① • • • 
智能卡应用系统 • • • • 
物业管理系统 ① ① • • 
信息设施运行管理系统 。 ① • • 

信息化 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 ① • • 
应用系统 通用业务系统 基本业务办公系统

舞台监督通信指挥系统

舞台监视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

专业业务系统 配置

票务管理系统

自助寄存系统

智能化 智能化信息集成(平台)系统 。 ① • • 
集成系统 集成信息应用系统 。 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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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衰 10.2.1

智能化系统
小型 中型 大型 特大型

剧场 剧场 剧场 剧场

信息接入系统 • • • • 
布线系统 • • • •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 • • • •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 ① • • 

信息设施 无线对讲系统 。 ① • • 
系统 信息网络系统 • • • • 

有线电视系统 ① ① • • 
公共广播系统 • • • • 
会议系统 ① ① • •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① • • • 

建筑设备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 @ • • 
管理系统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 。 ① • •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

公共安全 安全技术 出人口控制系统 配置

系统 防范系统 电子巡查系统

安全检查系统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 。 ① • •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系统 。 ① • • 
信息接入机房 • • • • 
有线电视前端机房 • • • 机房工程
信息设施系统总配线机房 • • • 
智能化总控室 • • • 

• 47 • 



续表 10.2.1

|小 中理 大型 特大型
有i能化系统

剧场 剧场 剧场 剧场
一户一一一一

信息网络机房 f斗 • • • 
用户电讯交换机房 ① • • 
消防控制室 • • • • 

和L房主程 安防 l监控中心 • • • • 
智能化设备问(弱电 IËj] ) ü飞 • • • 
机房安全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配置

机房综合管理系统 。 ① • • 
注 :.-)iÎl配置;①→宜配置 ;0二可配置。

10.2.2 信息化应用系统的配置应满足剧场业务运行和物业管理

的信息化应用需求。

10.2.3 剧场的出入口、贵宾出入口以及化妆室等宜设置自助寄

存系统，且系统应具有友好的操作界面，并宜具有语音提示功能。

10.2.4 剧场的公共区域应设置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现

演厅宜设置移动通信信号屏蔽系统，并应具有根据实际需要进行

控制和管理的功能。

10.2.5 信息网络系统应满足剧场的信息传输要求和大型音视频

信号转播的需要，并应预留相应音视频信号与外部互联的接口。

10.2.6 有线电视系统应满足数字电视信号传输发展的需求，并

可将剧场的节目以及现场采访的实况信息传输至电视前端室或节

目制播机房。

10.2.7 候场室、化妆区等候场区城应设置信息显示系统，并应显

示剧场、演播室的演播实况，且应具有演出信息播放、排片、票务、

广告信息的发布等功能。

10.2.8 剧场宜预留音视频信号传输接口，并应满足现场音视频

传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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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满足剧(影)院的军内宅气质量、温

湿度、革开风量等环境参数的监控要求，并应满足公共区的照明、室

外环境照明、泛光照明、演播室、舞台、观众席、会议室等的管理

要求 v

10.2.10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但在剧场内、放映室、候场区和售票

处等场所设置撞像机。

10.3 电影院

10.3.1 电影院智能化系统应按表 10. 3. 1 的规定配置。

表 10.3.1 电影院智能化系统配置表

智能化系统
小型 中型 大型 特太型

电影院 电影院 电影院 电影院

公共服务系统 ① • • • 
智能卡庇片j系统 • • • • 
物业管理系统 ① • • • 

信息化

应用系统
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 ① • • 
通用业务系统 基本业务办公系统

票务管理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

专业业务系统 配置

自助寄存系统

智能化 智能化信息集成(平台)系统 。 @ • • 
集成系统 集成信息应用系统 。 ① • • 

信息接人系统 • • • • I 

布线系统 • • • • 
信息设施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 • • • • 
系统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 ① • • 

无线对讲系统 。 ① • • 
信息网络系统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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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0.3.1

智能化系统
小型 中型 大型 特大型

电影院 电影院 电影院 电影院

有线电视系统 • • • • 
信息设施

公共广播系统 ① ① • • 系统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 • • • 
建筑设备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 ① • • 
管理系统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 。 ① • •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按国家…标准进行配置
公共安全 安全技术 出人口控制系统

系统 防范系统 电子巡查系统

安全检查系统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 。 ① • •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系统 。 ① • • 
信息接入机房 • • • • 
有线电视前端机房 • • • • 
信息设施系统总配线机房 • • • • 
智能化总控室 • • • • 
信息网络机房 ① • • • 

机}jJ r:程 用户电话交换机房 。 ① • • 
消防控制案 • • • • 
安防监控中心 • • • • 
智能化设备间(弱电间) • • • • 
机房安全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配置

机房综合管理系统 。 1 ① I • I • 
注:. 应配置$① 宜配置 ;C一可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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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信息化应用系统的配置应满足电影院业务运行和物业管

理的信息化应用需求。

10.3.3 电影院的公共区域应设置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

现演厅宜设置移动通信信号屏敲系统，并应具有根据实际需要进

行控制和管理的功能。

10.3.4 信息网络系统应满足电影院建筑对信息传输的应用

要求。

10.3.5 有线电视系统应满足数字电视信号传输发展的需求。

10.3.6 候场区域应设置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的显示终端，并应

具有电影院信息播放、排片、票务、广告信息等发布等功能。

10.3.7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满足电影院的室内空气质量、温湿

度、新风量等环境参数的监控要求，并应满足公共区的照明、室外

环境照明、泛光照明、放映室、观看厅等的管理要求。

10.3.8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应在电影院的观看厅和放映室、候场

区和售票处等场所设置摄像机。

10.4 广播电视业务建筑

10.4.1 广播电视业务建筑智能化系统应按表 10.4. 1 的规定

配置。

表 10.4.1 广播电视业务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表

区、县级 地、市级 省部级反

智能化系统 广电业务 广电业务 以上广电

建筑 建筑 业务建筑

公共服务系统 ① • • 
智能卡应用系统 • • • 

信息化
物业管理系统 ① • • 应用系统

信息设施运行管理系统 。 ① • 
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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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0.4.1

区、县级 地、市级 省部级及

智能化系统 广电业务 j" 电业务 以上广电

建筑 建筑 业务建筑

通用业务系统 基本业务办公系统

广播、电视业务信息化

信息化
系统

按 l咱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配置
应用系统 专业业务系统 演播室内部通话系统

演播室内部监视系统

演播室内部监昕系统

智能化 智能化信息集成(平台)系统 ① • • 
集成系统 集成信息服用系统 (') • • 

信息接入系统 • • • 
布线系统 • • •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 • • •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① • • 
无线对讲系统 • • • 

信息设施 信息网络系统 • • • 
系统 有线电视系统 • • • 

卫星电视接收系统 ① • • 
公共广播系统 ① • • 
会议系统 • • •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① • • 
时钟系统 ① • • 

建筑设备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① • • 
管理系统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 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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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0.4.1

区、县级 地、市级 省部级及

智能化系统 广电业务 广电业务 以上广电

建筑 建筑 业务建筑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

公共安全 安全技术 出入口控制系统 配置

系统 防范系统 电子巡查系统

访客对讲系统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 u ① •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系统 。 ① • 
信息接入机房 • • • 
有线电视前端机房 • • • 
信息设施系统总配线机房 • • • 
智能化总控室 • • • 
f言怠网络机房 • • • 
用户电话交换机房 ① • • 机房工程
消防控制室 • • • 
安防监控中心 • • • 
应急响应中心 。 ① • 
智能化设备间(弱电间) • • • 
机房安全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配置

机房综合管理系统 二J ①
注:. 应配置;① 宜配置 ;0一可配置。

10.4.2 信息化应用系统的配置应满足广播电视业务建筑的业务

运行和物业管理的信息化应用需求。

10.4.3 信息接入系统除应提供公用信息网接人的电缆、光缆外，



还应预留接至电视发射信号传输的光缆，并宜预留接至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等的传输光缆接口。

10.4.4 公共区域应设置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演播室、

直播室、录音室、配音室等业务用房宜设置移动通信信号屏蔽系

统，并应具有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控制和管理的功能。

10.4.5 信息网络系统宜在演播室、演员和导演休息厅、侯播区、

大开间办公区域、贵宾室、大会议室、阅览室和休息区域等处提供

元线接入。

10.4.6 有线电视系统应满足数字电视信号传输发展的需求，系

统应能将建筑内演播室的节目以及现场采访情况的实时信息传输

至电视前端控制室或节目制播机房。系统应提供多种电视信号节

目惊。

10.4.7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应具有公共信息发布、提示通知、形

象宣传、客流疏导、广告发布等业务信息发布和内部交通导航的

功能。

10.4.8 时钟系统宜以母钟为基准信号，在导控室、音控室、灯光

控制室、演播区、设备机房等处设置数字显承子钟，系统时钟显示

器可显示标准时间、正计时、倒计时，并可由人工设定。

10.4.9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应在演播室、开放式演播室、播出中心

机房、导控室、主控机房、传输机房、候播区和资料库等处设置摄

像机。

10.4.10 首层电梯出入口处宜设置速通门以及临时访客的发卡

设备，应与出入口控制系统智能卡兼容。在导控室、演播室、传输

机房、制作机房、新闻播出机房、主控机房、分控机房、通信中心机

房、数据中心机房和节目库等处，宜设置与智能卡系统兼容的出人

口控制系统。

10.4.11 应设置独立的广播电视士艺缆线的竖井，按功能分别预

留垂直和水平的工艺线槽，制作和播控等技术用房内缆线直采用

地板下布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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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会展建筑

11.0.1 会展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适应对展区和展物的布设及展示、会务及交流等的

需求;

2 应适应信息化综合服务功能的发展;

3 应满足会展建筑物业规范化运营管理的需要。

11. O. 2 会展建筑智能化系统应按表 1 1. O. 2 的规定配置，并应符

合现行行业标准《会展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G] 333 的有关规定。

表 1 1. O. 2 会展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表

小型 中型 大型 特大型

智能化系统 会展 会展 会展 会展

中心 中心 中心 中心

公共服务系统 ① • • • 
智能卡应用系统 • • • • 
物业管理系统 ① • • • 
信息设施运行管理系统 ① • • • 

信息化
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① • • • 应用

系统
通用业务系统 基本业务办公系统

会展建筑业务运营

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

专业业务系统 配置

售检票系统

自助寄存系统

智能化 智能化信息集成(平台)系统 ① • • • 
集成系统 集成信息应用系统 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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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1. O. 2 

小型 中型 大型 特大型

智能化系统 会展 会展 会展 会展

中心 中心 中心 中心

信息接人系统 • • • • I 

布线系统 • • • • I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 • • • • I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9 • • • 
无线对讲系统 • • • • 

信息设施
信息网络系统 • • • • 系统

有线电视系统 • • • • 
公共广播系统 • • • • 
会议系统 ① • • •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 • • • 
时钟系统 。 ① • • 

建筑设备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① • • • 
管理系统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 ① • • •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

安全技术 出人口控制系统 配置

公共安全
防范系统 电子巡查系统

系统
安全检查系统

停斗库(场)管理系统 。 ① • •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系统 〔主) • • • 
应急晌应系统 。 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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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1. O. 2 

小型 中型 大型 特大型

智能化系统 会展 会展 会展 会展

中心 中心 中心 中心

信息接入机房 • • • • 
有线电视前端机房 • • • • 
信息设施系统总配线机房 • • • • 
智能化总控室 • • • • 
信息网络机房 • • • • 
用户电话交换机房 ① • • • 

机房工程

消防控制室 • • • • 
安防监控中心 • • • • 
应急响应中心 。 ① • • 
智能化设备间(弱电间) • • • • 
机房安全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配置

机房综合管理系统 。 ① • • 
注:.一应配置 s ① 宜配置 ;0一叮配置。

11. O. 3 信息化应用系统的配置应满足会展建筑业务运行和物业

管理的信息化应用需求。

11. O. 4 公共区域应配置公用电话和无障碍专用的公用电话。

11. O. 5 信息网络系统应适应灵活布展的需求，并宜根据展位分

布情况配置信息端口。公共区域宜提供无线接人。

11. O. 6 宜根据展位分布情况配置有线电视终端。

11. O. 7 展厅的公共广播系统应根据面积、空间高度、扬声器的布

局等，选择扬声器的类型及功率。

11. O. 8 对于有多种语言讲解需求的会展建筑，宜设置电子语音

或多媒体信息导览系统。

11. O. 9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具有检测会展建筑的空气质量和调



节新风量的功能。展厅宜设置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并应具有分区

域就地控制、中央集中控制等方式。

11. 0.10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根据会展中心建筑客流大、展位多

且展品开放式陈列的特点，采取人防与技术防范相配套的措施，并

宜设置防暴安检和检票等系统。

11. 0.1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适应展厅建筑面积大、空间高的结

构特点，采取合适的火灾探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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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育建筑

12.1 一般规定

12. 1. 1 教育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应符合F列规定:

1 应适应教育建筑教学业务的需求;

2 应适应教学和科研的信息化发展;

3 应满足教育建筑物业规范化运营管理的需求。

12.2 高等学校

12.2.1 高等学校智能化系统应按表 12.2.1 的规定配置，并应符

合现行行业标准《教育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 310 的有关规定。

表 12.2.1 高等学校智能化系统配置表

智能化系统
高等专科 综合性

学校 大学

公共服务系统 ① • 
校园智能卡应用系统 • • 
校园物业管理系统 ① • 
信息设施运行管理系统 ① • 
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 • 

信息化 通用业务系统 基本业务办公系统

应用系统 校务数字化管理系统

多媒体教学系统

教学评估音视频观察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

专业业务系统 行配置
多媒体制作与播放系统

语音教学系鳞

图书馆管理系统

• 59 • 



续表 12.2.1

智能化系统
高等专科 综合性

学校 大学

智能化 智能化信息集成(平台)系统 ① • 
集成系统 集成信息应用系统 ① • 

信息接入系统 • • 
布线系统 • •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 • •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 • 

信息设施 无线对讲系统 • • 
系统 信息网络系统 • • 

有线电视系统 • • 
公共广播系统 • • 
会议系统 • •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 • 

建筑设备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① • 
管理系统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 ① •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

公共安全 安全技术
行配置

系统 防范系统
出人口控制系统

电子巡查系统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 ① •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系统 • 
信息接入机房 • • 

机房工程 有线电视前端机房 • • 
信息设施系统总配线机房 • • 

」一一L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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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2.2.1

智能化系统
高等专科 综合性

学校 大学

智能化总控室 • • 
信息网络机房 • • 
用户电话交换机房 • • 
消防控制室 • • 

机房工程 安防监控中心 • • 
智能化设备间(弱电网) • • 
机房安全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

行配置

机房综合管理系统 。 • 
注:.→应配置，①一宜配置，。一可配置。

12.2.2 信息化应用系统的配置应满足高等学校教学业务运行和

物业管理的信息化应用需求。

J2.2.3 信息接入系统应将校园外部的公共信息网和教育信息专

网引入校园内。

12.2.4 信息网络系统应满足数字化多媒体教学、学校办公和管

理的需求。

12.2.5 公共广播系统应满足学校内各单体建筑塞内和塞外不同

播音内容的需要。

12.2.6 会议中心(厅)、大中会议室、重要接待室和报告厅等有关

场所应配置会议系统。

12.2.7 多功能教室宜配置多媒体教学系统。

12.2.8 专业演播室或虚拟演播室内应配置电视摄录编辑及多媒

体制作与播放系统。

12.2.9 学校的校门口处、教学楼、行政管理楼、图书馆、会议中心

(厅)、体育场(馆)、游泳馆、学校宾馆或招待所等应配置信息导引



及发布系统。

12.3 高级中学

12.3.1 高级中学智能化系统应按表 12.3.1 的规定配置，并应符

合现行行业标准《教育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310 的有关规定。

表 12.3.1 高级中学智能化系统配置表

智能化系统 职业学校 普通高级中学

公共服务系统 。 ① 

校园智能卡应用系统 • • 
校园物业管理系统 ① • 
信息设施运行管理系统 。 ① 

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① • 
信息化 通用业务系统 基本业务办公系统

应用系统 校务数字化管理系统

多媒体教学系统

教学评估音视频观察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

专业业务系统 行配置

多媒体制作与播放系统

语音教学系统

罔书馆管理系统

智能化 智能化信息集成(平台)系统 ① • 
集成系统 集成信息应用系统 ① • 

信息接入系统 • • 
布线系统 • • 

信息设施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 • • 
系统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① • 

无线对讲系统 ① ① 

信息网络系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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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2.3.1

智能化系统 职业学校 普通高级中学

有线电视系统 • • 
信息设施 公共广播系统 • • 
系统 会议系统 • •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 • 
建筑设备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① • 
管理系统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 ø •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援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

公共安全 安全技术
行配置

系统 防范系统 出入口控制系统

电子巡查系统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系统 ① • 
有线电视系统 • • 
公共广播系统 • • 
信息设施系统总配线机房 • • 
智能化总控室 • • 
信息网络机房 • • 
用户电话交换机房 ø • 机房工程
消防控制室 • • 
安防!世控中心 • • 
智能化设备间(弱电问) • • 
机房安全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

行配置

机房综合管理系统 。 @ 

注:. 应配置;① 宜自己置 ;0 口I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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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 信息化应用系统的配置应满足高级中学教学业务运行和

物业管理的信息化应用需求。

12.3.3 信息接入系统应将校园外部的公共信息网和教育信息专

网引入校园内。

12.3.4 信息网络系统应满足数字化多媒体教学、学校办公和管

理的需求。

12.3.5 公共广播系统应满足学校单体建筑室内和室外不同播音

内容的需求，且公共广播系统在室外公用操场播音时，应具有远距

离控制播放进程的功能。

12.3.6 餐厅、体育场(馆)等有关场所内宜配置独立的音响扩音

系统，并应与楼内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关联。

12.3.7 教室内应配置教室教学扩声系统。

12.3.8 会议室、报告厅等场所应配置会议系统。

12.3.9 教室宜根据需要配置多媒体教学终端系统，并可在学校

的专业演播室内配置远程电视教学接入、控制、播放等配套设备。

12.3.10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应与学校信息发布网络管理和学

校有线电视系统互联。

12.4 初级中学和小学

12.4.1 初级中学和小学智能化系统应按表 12.4.1 的规定配置，

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教育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310 的有关

规定。

表 12.4.1 初级中学和小学智能化系统配置表

智能化系统 小学 初级中学

公共服务系统 ① ① 

f言息化 校园智能卡应用系统 ① • 
应用系统 校园物业管理系统 。 ① 

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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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2.4.1

智能化系统 小学 初级中学

通用业务系统 基本业务办公系统

信息化 多媒体教学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

应用系统 专业业务系统 教学评估音视频观察系统 行配置

语音教学系统

智能化 智能化信息集成(平台)系统 。 ① 

集成系统 集成信息应用系统 。 ① 

信息接入系统 • • 
布线系统 • •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 • • 

←一一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 ① 

信息设施 尤线对讲系统 。 ① 

系统 f言息网络系统 • • 
有线电视系统 • • 
公共广播系统 • • 
会议系统 。 ① 

信息导寻l及发布系统 ① • 
建筑设备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 ① 

管理系统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 。 ①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入侵披警系统

视频支，防监拉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

公共安全 安全技术
配置

系统 防范系统 tU人口控制系统
卜一千

电子巡查系统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系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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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2.4.1

智能化系统 小学 初级中学

信息接入机房 • • 
有线电视前端机房 • • 
信息设施系统总配线机房 • • 
智能化总控室 • • 

机房工程 信息网络机房 。 ① 

用户电话交换机房 。 ① 

消防控制室 • • 
安防监控中心 • • 
智能化设备间(弱电间) • • 

注:.一应配置;①一宜配置，C一可配置。

12.4.2 信息化应用系统的配置应满足初级中学和小学教学业务

运行和物业管理的信息化应用需求。

12.4.3 信息接入系统应将校回外部的公共信息网和教育信息专

网引人校园内。

12.4.4 信息网络系统应满足学校数字化多媒体教学、办公和管

理的需求。

12.4.5 公共广播系统应满足学校单体建筑室内和校园塞外不同

播音内容的需求，系统在室外公用操场播音时，应具有远距离控制

播放进程的管理功能。

12.4.6 教室内宜配置用于教学的元线扩卢系统。

12.4.7 会议室等宜配置会议系统。

12.4.8 教室内宜根据需要配置多媒体教学终端系统，并在学校

的电视演播室内配置远程电视教学接人、控制、播放等配套设备。

12.4.9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应与学校信息发布网络管理和学校

有线电视系统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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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金融建筑

13.0.1 金融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适应金融业务的需求;

2 应为金融业务运行提供基础保障;

3 应满足金融建筑物业规范化运营管理的需求。

13.0.2 金融建筑智能化系统应按表 13.0.3 的规定配置，并应符

合现行行业标准《金融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284 的有关规定。

表 13.0.2 金融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表

智能化系统
基本金融 综合金融

业务建筑 业务建筑

公共服务系统 • • 
智能卡应用系统 • • 
物业管理系统 ① • 

信息化
信息设施运行管理系统 • • 应用系统

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 • 
通用业务系统 基本业务办公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

专业业务系统 金融业务系统 行配置

智能化 智能化信息集成(平台)系统 ① • 
集成系统 集成信息应用系统 ① • 

信息接入系统 • • 
布线系统 • • 

信息设施

系统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 • • 
卫星通信系统 。 ①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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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3.0.2

智能化系统
基本金融 综合金融

业务建筑 业务建筑

无线对讲系统 • • 
信息网络系统 • • 

信息设施 有线电视系统 • • 
系统 公共广播系统 • • 

会议系统 ① • 
信息导弓|及发布系统 • • 

建筑设备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① • 
管理系统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 ① •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

公共安全 安全技术 出入口控制系绕 行配置

系统 防范系统 电子巡查系统

安全检查系统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 @ •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系统 ① • 
信息接入机房 • • 
有线电视前端机房 • • 
信息设施系统总配线机房 • • 
智能化总控室 • • 

机房工程
信息网络机房 ① • 
用户电话交换机房 • • 
消防控制室 • • 
安防监控中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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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3. O. 2 

智能化系统
基本金融 综合金融

业务建筑 业务建筑

智能化设备问(弱电问) • • 
机房 E程 机房安全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配置

机房综合管理系统 ① • 
注:.一应配置;①一宜配置;υ-nf配置。

13.0.3 信息化应用系统的配置应满足金融建筑业务运行和物业

管理的信息化应用需求。

13.0.4 信息接入系统应根据业务的需要，将公共通信或金融业

务专用信息网引入金融建筑内。金融业务专用信息网的接入宜采

用双路由方式。

13. O. 5 卫星通信系统应满足金融业务专用通信的信息实时性的

需求。

13. O. 6 信息网络系统应符合各类金融网络业务信息安全性和可

靠性的要求。

13.0.7 设备管理系统应满足金融建筑的运行与管理需求。

13.0.8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面范工程

技术规范 ))GB 50348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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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交通建筑

14.1 一般规定

14. 1. 1 交通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适应交通业务的应用需求;

2 应为交通运营业务环境设施提供基础保障;

3 应满足现代交通建筑物业规范化运营管理的需求。

14.2 民用机场航站楼

14.2.1 民用机场航站楼智能化系统应按表 14.2. 1 的规定配置，

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交通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lGJ 243 的有关

规定。

表 14.2.1 民用机场航站楼智能化系统配置表

支线 国际
智能化系统

航t占楼 航站楼

公共服务系统 • • 
智能卡应用系统 • • 
物业管理系统 • • 
信息、设施运行管理系统 • • 
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 • 

信息化
通用业务系统 基本业务办公系统

应用系统
航站业务信息化管理系统

航班信息综合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

专业业务系统 离港系统 行配置

售检票系统

泊位引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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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4.2.1

智能化系统
支线 国际

航站楼 航站楼

智能化 智能化信息集成(平台〉系统 ① • 
集成系统 集成信息应用系统 ① • 

信息接入系统 • • 
布线系统 • •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 • •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 • 
元线对讲系统 • • 

信息设施

系统
信息网络系统 • • 
有线电视系统 • • 
公共广播系统 • • 
会议系统 ① • 
信息导寻|及发布系统 • • 
时钟系统 • • 

建筑设备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 • 
管理系统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 • •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

安全技术 出人口控制系统 行配置

公共安全 防范系统 电子巡查系统
系统

安全检查系统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 ① •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系统 • • 
应急响应系统 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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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4.2.1

智能化系统
支线

航站楼 航站楼

信息接入机房 • • 
有线电视前端机房 • • 
信息设施系统总配线机房 • • 
智能化总控窒 • • 
信息网络机房 • • 

机房 用户电话交换机房 • • 
[丰♀ 消防控制实 • • 

安防监控中心 • • 
应急响应中心 ① • 
智能化设备问(弱电 ra] ) • • 
机房安全系统 按网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配置

机房综合管理系统 ① • 
注:.--)也配置;① 宜配置;。一可配置。

14.2.2 信息化应用系统的配置应满足各等级民用机场航站楼业

务运行和物业管理的信息化应用需求。

14.2.3 信息接入系统应满足机场航站楼业务及海关、边防、检验

检疫、公安、安全等进驻单位的信息通信需求。

14.2.4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应包含机场内集群通信等应

用功能。

14.2.5 布线系统应支持电话、内通、离港、航恩、网络、商业、安检

信息、数字视频、泊位引导、行李控制等应用系统，并宜支持时钟、

门禁、登机桥监测、电梯、自动扶梯及自动步梯监测、建筑设备管理

等系统的信息传输。

14.2.6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宜采用建筑物归属地虚拟交换网方式

或自建用户交换系统的方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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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具备业务调度指挥功能，满足航站楼内各运营岗位、现

场值班室和调度岗位等有线调度对讲的需要;

2 应满足机场调度通信和候机楼设备维护管理使用的需求;

3 应满足海关、边防、检验检疫、候机楼管理、物业管理、公

安、安全和航空公司等驻场单位的语音、数据通信需求。

14.2.7 用于离港系统、安全检查系统以及公安、海关、边防的信

息网络系统，应采用专用网络系统。规模较大的视频安防监控系

统宜采用专用网络系统。办票大厅、候机区、在机口、行李分拣厅、

近机位、贵宾室、餐饮、商业区等场所宜提供无线接人。

14.2.8 有线电视接收系统节口源应包含航班动态显示信息。

14.2.9 公共广播系统应播放航班动态信息。

14.2.10 时钟系统应采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校时，主机应采用一

主-备的热备份方式，并宜采用母钟、二级母钟、子钟三级组网方

式。母钟和二级母钟应向其他有时基要求的系镜提供同步校时信

号。航站楼内值机大厅、候机大厅、到达大厅、到达行李提取大厅

应安装同步校时的子钟。航站楼内贵宾休息室、商场、餐厅和娱乐

等处宜安装同步校时的子钟。

14.2.11 安检信息系统应对检查交运行李、超规定交运行李、团

体交运行李和旅客手提行李所查验的图像提供本地辨识和中心控

制机房辨识，且应摄录贮存旅客肖像信息并传送至离港系统。

14.2.12 值机大厅应设置离港终端，满足旅客自助值机和行李交

运业务的需要。

14.2.13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具有对电梯、自动扶梯、自动步道

工作状态进行监视，故障报警记录的功能。应对电梯、白动扶梯、

自动步道运行参数进行统计报表分析。

14.2.14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符合机场航站楼的运行及管理需求。

14.3 铁路客运站

14.3.1 铁路客运站智能化系统应按表 14.3.1 的规定配置，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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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交通建筑电气设计规范))]G] 243 的有关规定。

表 14.3.1 铁路客运站智能化系统配置表

铁路客运
铁路客运

铁路客运
智能化系统

三等站
一等站、

特等站
二等站

公共服务系统 • • • 
智能卡应用系统 • • • 
物业管理系统 ① • • 
信息设施运行管理系统 ① • • 

信息化 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 • • 
应用系统 通用业务系统 基本业务办公系统

公共信息委询系统
按同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

旅客引导显示系统
专业业务系统 配置

售检票系统

旅客行包管理系统

智能化 智能化信息集成(平台)系统 ① • • 
集成系统 集成信息应用系统 ① • • 

信息接入系统 • • • 
用户电话交换机房 • • • 
布线系统 • • •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 • • •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 • • 

信息设施 元线对讲系统 • • • 
系统 信息网络系统 • • • 

有线电视系统 • • • 
公共广播系统 • • • 
会议系统 8 巳) • 
信息导弓|及发布系统 • • • 
时钟系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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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4.3.1

铁路客运
铁路客运

铁路客运
智能化系统

气等站
一等站、

特等站
二等站

建筑设备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① • • 
管理系统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 ① • •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衬

安全技术 出人口控制系统 配置

公共安全
防范系统 电子巡查系统

系统
安全检查系统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 ① • •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系统 ① • • 
应急响应系统 ① • • 
信息接入机房 • • • 
有线电视前端机房 • • • 
信息设施系统总配线机房 • • • 
智能化总控室 • • • 
信息网络机房 • • • 
用户电话交换机房 • • • 机房工程
消防控制室 • • • 
安防监控中心 • • • 
应急响应中心 ① • • 
智能化设备间(弱电间) • • • 
机房安全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配置

机房综合管理系统 ① • • 
注:. 应配置;① 宜配置;。 可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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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2 信息化应用系统的配置应满足各等级铁路客运站业务运

行和物业管理的信息化应用需求。

14.3.3 信息接入系统应满足公共信息网和铁路专用信息网的接

人要求。

14.3.4 信息网络系统应支持列车到发通告系统、售票及检票系

统、旅客行包管理系统、旅客引导显示系统、车站应用服务系统等

的运行，并应能满足车站各作业点、旅客候车区对信息通信的

需求。

14.3.5 有线电视接收系统的节目源应能屉示列车发送/到达动

态信息。

14.3.6 公共广播系统应满足铁路客运业务的应用需求。

14.3.7 时钟系统应满足车站作业、旅客候车的需要，并应提供与

智能化集成系统的接口。

14.3.8 公共查询系统应能查询列车到发信息、旅客行包信息、车

站各种服务设施的信息。

14.3.9 电话问询系统应具有互动式语音功能，满足查询、咨询等

需求，并应具有自动话务分配的功能，且接入中继线和客服座席数

量应满足旅客信息查询服务的要求。

14.3.10 旅客引导显示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为旅客提供综合信息显示服务;

2 宜作为客运站内客运组织作业的辅助显示设施;

3 应在进站、候车厅、检票口、站台、出站、天桥、廊道等设置

、哇示相关业务信息的显示屏;

4 应在客运站运行过程中需要接收列车到发通告信息的场

所配置接收终端;

5 系统主机应预留与上一级行车指挥信息系统联网的接口

条件。

14.3.11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根据车辆运行时段，监控空调、照

明、信息盟示等设施。



14.3.12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防范丁>l"!'

技术规范 ))GB 50348 的有关规定。

14.4 城市轨道交通站

14.4.1 城市轨道交通站智能化系统应按表 14.4.1 的规定配置，

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交通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243 的有关

规定。

褒 14.4.1 城市轨道交通站智能化系统配置表

智能化系统
一般 ~jR I 

轨道交通站 轨道交通站

公共服务系统 ① • 
智能卡应用系统 • • 
物业管理系统 ① • 

信息化 信息设施运行管理系统 • • 
应用系统 通用业务系统 基本业务办公系统

公共信息查询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

专业业务系统 旅客引导显示系统 行配置

售检票系统

智能化 智能化信息集成(平台)系统 ① • 
集成系统 集成信息应用系统 ① • 

信息接人系统 • • 
布线系统 • •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 • • 

信息设施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① • 系统

无线对讲系统 • • 
信息网络系统 • • 
有线电视系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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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4.4.1

智能化系统
一般 枢纽

轨道交通站 轨道交通站

公共广播系统 • • 
信息设施 会议系统 ① • 
系统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 • 

时钟系统 ① • 
建筑设备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 • 
管理系统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 • •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

安全技术 出人口控制系统 行配置

公共安全
防范系统 电子巡查系统

系统

安全检查系统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 ① •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系统 • • 
应急响应系统 ① • 
信息接入机房 • • 
有线电视前端机房 • • 
信息设施系统总配线机房 • • 
智能化总控室 • • 

机房工程 信息网络机房 ① • 
用户电话交换机房 ① • 
消防控制窒 • • 
安防监控中心 • • 
应急响应中心 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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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4.4.1

智能化系统
一般 枢纽

轨道交通站 轨道交通站

智能化设备间(弱电间) • • 
机房工程 机房安全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配置

机房综合管理系统 ① • 
注:. 应配置;① 宜配置。

14.4.2 信息化应用系统的配置应满足各等级城市轨道交通站业

务运行和物业管理的信息化应用需求。

14.4.3 公务与专用电话系统应与分组交换网、无线集群系统、公

用市话网互联，应具有移动通信接入功能和无线接口，并应能与无

线集群交换机相联。

14.4.4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应为独立或与轨道交通专用公务电话

系统合设的专用调度电话系统，并应具有单呼、组呼、全呼、紧急呼

叫和录音等功能。

14.4.5 信息网络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满足列车运行、运营管理、时钟同步、无线通信、公务联

系和信息交换与传输等业务的需要;

2 应具备中央级控制中心与车站及车辆段之间、车站与车站

之间的信息传递和交换的功能;

3 应能迅速可靠地传输语音、数据和图像等信息;

4 应具有网络扩充和管理能力。

14.4.6 公共广播系统应保证控制中心调度员和车站值班员向乘

客通告列车运行以及安全向导等服务信息，并应能向工作人员发

布作业命令和通知。

14.4.7 时钟系统应为车站提供统一的标准时间信息，应为其他

系统提供统一的基准时间，并应提供与智能化集成系统的接口。

14.4.8 信息发布系统应提供列车班次、换乘信息、路面交通、紧

急通知、政府公告、紧急灾难等即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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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9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站内的空气质量对通风和空调进行控制，且当空气

质量持续恶化时，系统应发出报警信号;

2 应根据列萃的运行时间、室内照度等进行照明监控，并应

监控室内标识、广告照明。

14.4.10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能接收火灾信息，并执行车站防烟和排烟模式控制;

2 应能接收列车区间停车位置信号，并应根据列车火灾部位

信息，执行隧道防烟和排烟模式控制;

3 应能接收列车区间阻隔信息，执行阻塞通风模式;

4 应配备车控室紧急控制盘，作为火灾工况自动控制的后备

措施。

14.5 汽车害运站

14.5.1 汽车客运站智能化系统应按表 14. 5. 1 的规定配置，并应

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交通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 243 的有关规定。

表 14.5.1 汽车客运站智能化系统配置表

四级 二级 二级 一级

智能化系统 汽车 汽车 汽车 汽车

客运站 客运站 客运站 客运站

公共服务系统 ① ① • • 
智能卡应用系统 。 ① • • 
物业管理系统 "、飞/ ① • • 

信息化 信息设施运行管理系统 。 ① • • I 

应用系统 公共信息盒询系统 ① ① • • 
通用业务系统 基本业务办公系统

旅客引导显示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

专业业务系统 配置
售检票系统

• 80 • 



续表 14.5.1

四级 三级 二级 一级

智能化系统 汽车 汽车 汽车 汽车

客运站 客运站 客运站 客运站

智能化 智能化信息集成(平台)系统 。 ① ① • 
集成系统 集成信息应用系统 。 ① ① • 

信息接入系统 ① • • • 
布线系统 • • • •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 • • • •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 ① • • 

信息设施 元线对讲系统 。 ① • • 
系统 信息网络系统 • • • • 

有线电视系统 。 ① • • 
公共广播系统 ① • • • 
会议系统 。 ① • •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 ① • • 

建筑设备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 ① • • 
管理系统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 。 。 ① • 

火灾向动报警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

安全技术 出人口控制系统 配置

公共安全
防范系统 电子巡查系统

系统

安全检查系统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 ① ① • •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系统 。 ① • • 
应急响应系统 。 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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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4.5.1

四级 三级 二级 一级

智能化系统 汽车 汽车 汽车 汽车

客运站 客运站 客运站 客运站

信息接人机房 ① • • • 
有线电视前端机房 。 ① • • 
信息设施系统总配线机房 ① • • • 
智能化总控室 。 ① • • 
信息网络机房 。 ① • • 
用户电话交换机房 。 ① • • 机房工程
消防控制室 。 ① • • 
安防监控中心 。 ① • • 
应急响应中心 。 ① • • 
智能化设备间(弱电间) 。 ① • • 
机房安全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配置

机房综合管理系统
o I ( I • I • 

注:.一应配置;①一宜配置 ;0一可配置.

14.5.2 信息化应用系统的配置应满足各等级汽车客运站业务运

行和物业管理的信息化应用需求。

14.5.3 旅客引导显示系统应在客运站的进站、候车厅、检票口等

设置显示营运业务需要的信息显示屏，并应在客运站的广播室、客

运值班室、售票室、客运计划室、检票口等处配置信息显示屏。

14.5.4 公共信息查询系统应具有多处问询亭同时占用时排队等

待处理功能，其电话问询值班台应能对现场任一问询亭进行人工

或半自动应答作业。

14.5.5 公共广播系统应具有接发车、旅客乘降及候车等全部客

运作业广播的语音合成功能，并应按候车厅、站前广场、售票厅以

及客运值班室等划分广播区域的语音分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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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医疗建筑

15.1 一般规定

15. 1. 1 医疗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适应医疗业务的信息化需求;

2 应向医患者提供就医环境的技术保障;

3 应满足医疗建筑物业规范化运营管理的需求。

15.2 综合医院

15.2.1 综合医院智能化系统应按表 15.2. 1 的规定配置，并应符

合现行行业标准《医疗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312 的有关规定。

表 15.2.1 综合医院智能化系统配置表

一级 二级 士气级
智能化系统

医院 医院 医院

公共服务系统 ① • • 
智能卡应用系统 ① • • 
物业管理系统 ① • • 
信息设施运行管理系统 。 • • 
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① • • 

信息化
通用业务系统 基本业务办公系统

应用系统
医疗业务信息化系统

病房探视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

专业业务系统 视频示教系统 配置

候诊呼叫信号系统

护理呼应信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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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5.2.1

智能化系统
一级 二级 三级

医院 医院 医院

智能化 智能化信息集成(平台)系统 。 ① • 
集成系统 集成信息应用系统 。 ① • 

{言息接人系统 • • • 
布线系统 • • •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 • • •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① • • 

信息设施 无线对讲系统 • • • 
系统 信息网络系统 • • • 

有线电视系统 • • • 
公共广播系统 • • • 
会议系统 ① • • 
信息导弓|及发布系统 • • • 

建筑设备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① • • 
管理系统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 。 ① •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

安全技术 配置

公共安全
防范系统

出人口控制系统

系统 电子巡查系统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 。 ① •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系统 。 ① • 
应急响应系统 。 ① • 
信息接入机房 • • • 机房工程
有线电视前端机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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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5.2.1

一级 一二级 三级
智能化系统

医院 医院 医院

信息设施系统总配线机房 • • • 
智能化总控室 • • • 
信息网络机房 ① • • 
用户电话交换机，房 ① • • 
消防控制室 • • • 机房工程
安防监控中心 • • • 
智能化设备间(弱电间) • • • 
应急响应中心 。 ① • 
机房安全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配置

机房综合管理系统 ① • • 
注:.一应配置;① 宜配雪，0 日J配置。

15.2.2 信息化应用系统的配置应满足综合医院业务运行和物业

管理的信息化应用需求。

15.2.3 信息接入系统应满足医疗业务信息应用的需求。

15.2.4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的覆盖范围和信号功率应保

证医疗设备的正常使用和患者的人身安全。

15.2.5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宜根据医院的业务需求，配置相应的

无线寻呼系统或其他组群式的寻呼系统。

15.2.6 信息网络系统应为医疗业务信息化应用系统提供稳定、

实用和安全的支撑条件，并应具备高宽带、大容量和高速率，宜具

备系统升级的条件。

15.2.7 有线电视系统应提供本地有线电视节目或卫星电视及自

制电视节目。

15.2.8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应在民院大厅、挂号及药物收费处、

门急诊候诊厅等公共场所配置发布各类医疗服务信息的显示屏和



供患者查询的多媒体信息查询端机，并应与医院信息管理系统

互联。

15.2.9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满足医院建筑的运行管理需求，并

应根据医疗工艺要求，提供对医疗业务环境设施的管理功能。

15.2.10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满足医院安全防范管理的要求。

15.3 疗养院

15.3.1 疗养院智能化系统应按表 15.3. 1 的规定配置，并应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医疗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312 的有关规定。

表 15.3.1 疗养院智能化系统配置表

智能化系统
专科 综合性

疗养院 疗养院

公共服务系统 ① • 
智能卡应用系统 • • 
物业管理系统 ① • 
信息设施运行管理系统 ① ① 

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① • 
信息化

通用业务系统 基本业务办公系统
应用系统

医疗业务信息化系统

医用探视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

行配置

专业业务系统 视频示教系统

候诊排队叫号系统

护理呼应信号系统

智能化 智能化信息集成(平台)系统 。 ① 

集成系统 集成信息应用系统 。 ① 

信息设施 信息接入系统 • • 
系统 布线系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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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衰 15.3.1

智能化系统
专科 综合性

疗养院 疗养院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 • •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① • 
无线对讲系统 ① • 

信息设施 信息网络系统 • • 
系统 有线电视系统 • • 

公共广播系统 • • 
会议系统 ① ①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 • 
建筑设备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① • 
管理系统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 。 ① 

火灾白动报警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

安全技术 行配置

公共安全
防范系统

出入口控制系统

系统 电子巡查系统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 。 ①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系统 。 ① 

应急响应系统 。 。

信息接入机房 • • 
有线电视前端机房 • • 
信息设施系统总配线机房 • • 机房工程
智能化总控室 • • 
信息网络机房 ① • 
用户电话交换机房 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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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5.3.1

智能化系统
专科 综合性

疗养院 疗养院

消防控制室 • • 
安防监控中心 • • 
应急响应中心 。 。

机房工程
智能化设备间(弱电间) • • 
机房安全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配置

机房综合管理系统 。 ① 

注:. 应配置 z ① 宜配置;。 可配置。

15.3.2 信息化应用系统的配置应满足疗养院业务运行和物业管

理的信息化应用需求。

15.3.3 疗养院建筑智能化系统应满足疗养院智能化应用功能的

要求，各单项医疗科别或护理区域等可按本标准第 15. 2 节的相关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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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体育建筑

16.0.1 体育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适应体育赛事业务信息化的需求;

2 应具备体育赛事和其他多功能使用环境设施的基础保障;

3 应满足体育建筑物业规范化运营管理的需求。

16.0.2 体育建筑智能化系统应按表 16.0.2 的规定配置，并应符

合现行行业标准《体育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351 的有关规定。

表 16. O. 2 体育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表

丙级 乙级 甲级 特级

智能化系统 体育 体育 体育 体育

建筑 建筑 建筑 建筑 i

公共服务系统 ① • • • 
智能卡应用系统 • • • • 
物业管理系统 ① • • • 
信息设施运行管理系统 。 • • • 
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① ① • • 

信息化 通用业务系统 基本业务办公系统

应用系统 计时记分系统

现场成绩处理系统

售验票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

专业业务系统 配置

电视转播和现场评论

系统

升旗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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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6. O. 2 

丙级 乙级 甲级

智能化系统 体育 体育 体育 体育

建筑 建筑 建筑 建筑

智能化 智能化信息集成(平台)系统 。 ① • • 
集成系统 集成信息应用系统 。 ① • • 

信息接入系统 • • • • 
布线系统 • • • •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 • • • •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 ① • • 

信息设施 元线对讲系统 。 ① • • 
系统 信息网络系统 • • • • 

有线电视系统 • • • • 
公共广播系统 • • • • 
会议系统 • • • •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 • • • 

建筑设备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① • • • 
管理系统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 ① • • •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

安全技术 出人口控制系统 配置

公共安全
防范系统 电子巡查系统

系统

安全检查系统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 ① • • •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系统 。 ① • • 
应急响应系统 。 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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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6. O. 2 

丙级 乙级 甲级 特级

智能化系统 体育 体育 体育 体育

建筑 建筑 建筑 建筑

信息接人机房 • • • • 
有线电视前端机房 • • • • 
信息设施系统总配线机房 • • • • 
智能化总控室 • • • • 
信息网络机房 • • • • 
用户电话交换机房 。 ① • • 

机房王程
消防授如l室 • • • • 
安防监控中心 • • • • 
应急响应中心 。 ① • • 
智能化设备间(弱也!可〉 • • • • 
相Lf.最安全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配置

机房综合管理系统 。 ① • • 
注:.→应配置 ;8一一宜配置 ;0 吁配置。

16.0.3 信息化应用系统的配置应满足体育建筑业务运行和物业

管理的信息化应用需求。

16.0.4 信息接入系统应满足体育建筑各类信息通信业务的

需求。

16.0.5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应满足体育赛事和其他应用功能对通

信的需求，并应为观众、运动员、体育赛事主办者、新闻媒体等提供

便捷、高效、可靠的通信服务。

16.0.6 信息网络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为体育赛事组委会、新闻媒体和场馆运营管理者等提供

安全、有效的信息服务;

2 应满足体育建筑内信息通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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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兼顾场(馆)赛事期间使用和场(馆)赛后多功能应用的

需求，并为场(馆)信息系统的发展创造条件。

16.0.7 有线电视系统应为体育赛事功能的电视转播、现场影像

采集及回放、赛事统计等应用系统预留互联接口。

16.0.8 公共广播系统应在比赛场地和观众看台区外的公共区域

和工作区等区域配置，宜与比赛场地和观众看台区的赛事扩声系

统互相独立配置，公共广播系统与赛事扩声系统之间应实现互联，

并可在需要时实现同步播音。

16.0.9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对报警区域和探测区域的划分应满足

体育赛事和其他活动功能分区的需要。

16.0.10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与体育建筑的等级、规模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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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商店建筑

17.0.1 商店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适应商店业务经营及服务的需求;

2 应满足商业经营及服务质量的需求;

3 应满足商店建筑物业规范化运营管理的需求。

17.0.2 商店建筑智能化系统应按表 17. O. 2 的规定配置。

表 17.0.2 商店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表

智能化系统 小型商店 中型商店 大型商店

公共服务系统 ① • • 
智能卡应用系统 • • • 
物业管理系统 ① • • 

信息化
信息设施运行管理系统 • 。 ① 

应用系统

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① • • 
通用业务系统 基本业务办公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

专业业务系统 商店经营业务系统 配置

智能化 智能化信息集成(平台)系统 。 ① • 
集成系统 集成信息应用系统 。 ① • 

信息接入系统 • • • 
布线系统 • • •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 • • • 信息设施

系统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① • • 
无线对讲系统 ① • • 
信息网络系统 • • • 
有线电视系统 • • • 

• 93 • 



续表 17. O. 2 

智能化系统 小型商店 中型商店 大型商店

公共广播系统 • • • 
信息设施

会议系统 • 。 ① 
系统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 • • 
建筑设备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① • • 
管理系统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 。 ① •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

安全技术
配置

公共安全
防范系统

出人口控制系统

系统 电子巡查系统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 ① ① •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系统 。 ① • 
应急响应系统 。 ① • 
信息接入机房 • • • 
有线电视前端机房 • • • 
信息设施系统总配线机房 • • • 
智能化总控室 • • • 
信息网络机房 ① • • 
用户电话交换机房 ① • • 机房工程
消防控制室 • • • 
安防监控中心 • • • 
应急响应中心 。 ① • 
智能化设备间(弱电间) • • • 
机房安全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配置

机房综合管理系统 。 ① • 
注:.一应配置;①一宜配置 ;0一可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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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 信息化应用系统的配置应满足商店建筑业务运行和物业

管理的信息化应用需求。

17.0.4 信息接入系统宜将各类公共通信网引入建筑内。

17.0.5 公共活动区域和供顾客体闲场所等处宜配置宽带无线接

入网。

17.0.6 宜按商业经营模式和管理的需求配置用户电话交换

系统。

17.0.7 经营业务信息网络系统宜独立设置。

17.0.8 有线电视系统应满足商业经营和顾客的收视需求。

17.0.9 餐厅、咖啡茶座等公共活动区域宜配置具有独立音源和

控制装置的背景音乐系统。

17.0.10 公共区域宜配置信息发布显示屏，大厅及公共场所宜配

置信息查询导引显示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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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通用工业建筑

18.0.1 通用工业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满足通用工业建筑实现安全、节能、环保和降低生产成

本的目标需求;

2 应向生产组织、业务管理等提供保障业务信息化流程所需

的基础条件;

3 应实施对通用要求能源供给、作业环境支撑设施的智能化

监控及建筑物业的规范化运营管理。

18.0.2 通用工业建筑智能化系统应按表 18.0.2 的规定配置。

表 18.0.2 通用工业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表

智能化系统
辅助型作业 加工生产型

环境 作业环境

公共服务系统 ① • 
智能卡应用系统 ① • 

信息化 物业管理系统 ① • 
应用系统 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① • 

通用业务系统 基本业务办公系统 • • 
专业业务系统 企业信息化管理系统 ① • 

智能化 智能化信息集成(平台)系统 。 ① 

集成系统 集成信息应用系统 。 ① 

信息接人系统 • • 
信息设施 布线系统 • • 
系统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 • •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①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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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 O. 2 

智能化系统
辅助型作业 加工生产塑

环境 作业环境

无线对讲系统 • • 
信息网络系统 • • 信息设施
有线电视系统 • • 系统

公共广播系绕 • •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 ① 

建筑设备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 • 
管理系统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 ① • 

火灾自动恨警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按闰家现行有关标准进

公共安全 安全技术 行配置

系统 防范系统
出入口控制系统

电子巡查系统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 ① ①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系统 。 ① 

信息接入机房 • • 
有线电视前端机房 • • 
信息设施系统总配线机房 • • 
智能化总控室 • • 
信息网络机房 ① • 

机房工程 用户电话交换机房 ① ① 

消防控制室 • • 
安防监控中心 • • 
智能化设备间(弱电间) • • 
机房安全系统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配置

机房综合管理系统 。 ① 

注:. 应配置，① 宜配置 ;C一可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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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3 信息化应用系统的配置应满足通用工业建筑生产及管理

的信息化应用要求。

18.0.4 智能化集成系统应根据实际生产及管理的需要，实现对

各智能化子系统的协同控制租对设施资糠的综合管理。

18.0.5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宜采用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手段，满

足生产指挥调度和经营、管理的需要。

18.0.6 信息网络系统应满足通用工业建筑生产管理信息安全、

可靠传输的要求，并应根据工位布局、现场环境条件等特点，选择

配置网络设备、缆线及机柜等配套设备。

18.0.7 公共广播系统应根据生产车间环境噪声、面积、空间高度

等选择扬声器的类型、功率，满足扩声效果。

18.0.8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满足对生产、办公、生活所需的各种电源、热源、水源、气

(汽〉源等能源供应系统的监控和管理要求;

2 应满足能源供应品质和节能要求;

3 应满足对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给水排水和照明等建筑基

础环境的监控和管理要求;

4 应满足生产环境、职业安全与劳动保护的环境控制与运行

可靠性要求;

5 对生产废水、废气、废渣排放处理等环境保护系统的监控

和管理应满足三废排放指标控制要求。

18.0.9 安全技术防植系统应满足通用工业生产区域人流和物流

的受控范围和防护级别的要求。

18.0.10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根据生产厂房面积大、空间和结构

复杂性等特点，采取合适的火灾探测方式及有效的灭火措施。

18. 0.11 机房工程宜包括生产设备控制管理机房租企业网络及

综合管理中心机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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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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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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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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 50314 - 2015 

条文说明



修订说明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 50314一2015 ，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5 年 3 月 8 日以第 778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是在《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T 50314~2006 的基础

上修订而成的，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现代设计集

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现代设计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副主编单位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国电子工

程设计院，参编单位是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

究院、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京移通信

设计院有限公司、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公安部科技局、广州复且

奥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太极计算机

股份有限公司、霍尼韦尔自动化控制系统集团、上海国际商业机器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江森自控有限公司、西门子楼宇科技(天

津)有限公司、美国康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主要起草人是温伯银、

赵济安、邵民杰、吴文芳、瞿二澜、王小安、林海雄、成红文、陈众励、

钱克文、徐钟芳、戴建国、李军、章文英、洪元颐、谢卫、张文才、李雪

佩、孙兰、刘希清、郭晓岩、张宜、陆伟良、朱甫泉。

本次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工程架构、设计要

素、住宅建筑、办公建筑、旅馆建筑、文化建筑、博物馆建筑、现演建

筑、会展建筑、教育建筑、金融建筑、交通建筑、医疗建筑、体育建

筑、商店建筑、通用工业建筑。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对上一版标准执行情况的

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工程建设智能建筑专业领域近年来的实践

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法规和标准。根据智能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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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的需要，增加了第 3 章工程架构;按照建筑电气设计标准体

系，对智能建筑的分类作相应调整;对其他各章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进行了补充、完善和必要的修改。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

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智能建筑设计标准》编制组

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

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还着重对强制性条

文的强制性理由做了解释。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

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 106 • 



目次

1 总 则…………………………………………………(刊的

2 术语…………………………………………………(111)

3 工程架构

3.1 一般规定

3.2 设计等级

3.3 架构规划

(1 14) 

(1 15) 

(1 15) 

3.4 系统配置 ………...……………………………………(117) 

4 设计要素 ………………………………........……·……(122) 

4. 1 一般规定 ………………………………………………(122) 

4.2 信息化应用系统…………………………………………(122)

4.3 智能化集成系统…………………………………………(125)

4.4 信息设施系统……………………………………………(128)

4.5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132)

4.6 公共安全系统……………………………………………(133)

4.7 机房工程 ………………………………………………(135) 

5 住宅建筑 …………………………………………………。39)

6 办公建筑 …………………………………………………(140) 

6.2 通用办公建筑……………………………………………(140)

6. 3 行政办公建筑……………………………………………。 40)

7 旅馆建筑 …………………………………………………(1 41) 

8 文化建筑 …………………………………………………(142) 

8.2 图书馆…………………………………………………(142)

8. 3 档案馆…………………………………………………(142)

8. 4 文化馆…………………………………………………(143)

107 



的

5

日

5
6
7
8
8
8

引

0
1
1
3
4
6
7
7

们

9
1

时
』

A
牟

4
A
A

哇

4
A
A
A
A
A
4
ι
A

吐

A

吐

A

哇

F
U
F
b
F
U
F
U
F
K
D
R
U
R
υ
F
U

「
}
R
U

民
U
P
h

筑建
…
…
…
…
学
…
…
楼
…
站

务

υ

…

u
u

小

υ

…
站
.
通

业
…
…
川
口
和
…
…
航
站
交
站
…

u

…
…
…
筑

t
u
u
u

视

H
U

校
学
学

H

…
场
运
道
运
…
院

u
u
·

建

步

u

院
电
筑
筑
学
中
中
筑
筑
机
客
轨
客
筑
医
院
筑
筑
业

建
建
场
影
播
建
建
等
级
级
建
建
用
路
市
车
建
合
养
建
建
工

棚
演
剧
电
广
展
育
高
高
初
融
通
民
铁
城
汽
疗
综

F

育
店
用

叫
树
观
J
J
J

会
教

J
J
4
.

金
交

J
J
J
J

医

J
J

体
商
通

L
t
r
n
u
n
u
n
υ

。
，"
?
"
9
μ
A

哇

A

哇

A

吐

A

哇
「

D
P

气
υ

n
u
-
-
O
I
H
n
J
A

王

E
D

内
h
U

哼
t
Q
U

nyti--'It--i 

108 • 



1 总则

1. 0.1 为适应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发展和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

建设的需要，使本标准具有适时性、适用性和可指导性，对本标准

上一版进行了修订工作。本标准所定义的"智能建筑"术语，是延

用了本标准上一版的提法，该提法已被行业认可。因智能建筑工

程是以建筑物为对象展开的，因此根据本标准所涵盖"智能建筑"

的实际具体内容，本次修订更清晰地明确了"智能建筑"的具体内

容，即以智能化技术与建筑技术融合的"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

1. O. 2 为实现各类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建设目标，本标准展示了

各类建筑所应具有的智能化功能、设计标准等级和所需配置的智

能化系统，增强了本标准实施的可操作性。在实际工程建设中，往

往较多的是以多功能类别组合的综合体建筑物或以多单体建筑合

成的群体建筑物等工程项目业态形式，该类形式的项目应分别以

单项功能建筑(或同一建筑物内的单项功能区域)的设计标准配置

为基础，按照多功能合成的整体建筑物运营及管理的特征及要求

合成配置进行实施，在本次修订工作中，均按建筑电气设计标准体

系及已列入编制计划的分类，对本标准上一版中各建筑的功能类

别及排列顺序进行相应调整。

1. O. 3 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主题的绿色建筑是国家对建筑工

程建设要求的基本导向，本标准规定了智能建筑建设应围绕这一

目标，通过智能化技术与建筑技术的融合，有效提升建筑综合性

能，同时，在本标准中，具体明确以应用功能为依据、运营规范为目

标、技术适时为前提、经济合理为基础的智能化系统工程建设技术

路线要求。

1. O. 4 本标准规定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应注重以智能化的



科技功能与智能化系统工程的综合技术功效互为对应，突现以科

学、务实的技术理念指导工程设计行为的必要性和树立以可实现

的智能化技术功效印证智能化应用功能的目标性，从而规避确立

智能化功能前提模糊、制订工程技术方案雷同或照搬的盲目性和

简单化倾向，倡导以现代科技持续对应用现状推进导向的主动性，

引导行业提升智能化系统工程技术的发展前景和拓展智能化系统

的应用空间。本条中的可维护性，是明确要求在智能化系统工程

建设完成后交付的使用期内，对建筑生命周期内不断提升智能化

综合技术功效的持续完善和使之发挥更有效支撑作用的不断

挖掘。

1. O. 5 本标准所引用的国家现行相关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的设

计标准，是本标准在实施中应遵守的基础技术依据。在本标准中

未注明该标准发布年号所被使用的标准，应是该标准实施中的有

效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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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在信息科技发展的推动下，以建筑物为载体，以数字化、

网络化等信息化应用为显著技术特征的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集

架构、系统、应用、管理及其优化组合，有效提升了各类智能化信息

的综合应用功能，使建筑物逐步形成以人、建筑、环境互为协调的

整合体，从而构成具有感知、传输、记忆、推理、判断和决策的物类

化生命体综合效应的智慧能力，更贴切地适应并满足人们对工作

和生活环境的建筑物具有安全、高效、便利、生态及可持续发展的

现代功能需求，因此，对智能建筑Jii注入适时的内涵和提出新的建

设要求。在本标准修订中，对智能建筑设计，突现以各类智能化信

息的深度挖掘、资源集聚和综合应用为前提，推导以信息网络统一

化的工程架构规划程序，注重以信息集成平台的搭建和实施运行、

运营及运维等信息化应用模式，以满足营造良好建筑功能环境和

适应更优良功能空间拓展的需求，并创造可持续完善的基础条件。

2.0.2 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建设，是在建筑环境中以各类业务应

用和设施运营及物业管理等功能验证要求和以相关信息流运动的

网络化应用过程，是体现了建筑智能工程中内在的以信息形式关

联的系统工程整体设施化的层次化结构和逻辑性分项展开的规

律，本标准规定的智能化系统工程整体架构规划，是基于建筑本体

物理组态的状况和对其实施功能的目标，以及提升建筑的"智能"

以信息传递为导向的技术主线而渐进展开的，从而形成由若干智

能化设施(系统)组合的工程架构形式。

2.0.5 信息设施系统包括:信息接入系统、布线系统、移动通信室

内信号覆盖系统、卫星通信系统、用户电话交换系统、无线对讲系

统、信息网络系统、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接收系统、公共广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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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系统、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时钟系统及其他相关的信息设施

系统等，各系统在智能化系统工程中分别具有的应用意义如下:

(1)信息接入系统:由外部信息引人建筑物并与建筑物内的信

息设施系统进行信息关联和对接的电子信息系统。

(2)布线系统:能够支持智能化系统的信息电子设备相连的各

种缆线、跳线、接插、软线和连接器件组成的系统，并对建筑物内信

息传输系统以集约化方式整合为统一及融合的共享信息传输的物

理层。

(3)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由移动通信信号的接受、发

射及传输等设施组成的移动通信基站在室内设置形式的电子

系统。

(4)卫星通信系统:以卫星作为中继站转发微波信号在多个地

面站之间通信，实现对地面完整覆盖的微波通信系统。

(5)用户电话交换系统:供用户自建专用通信网和建筑内通信

业务中使用，并与公网连接的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6)无线对讲系统:独立的以放射式的双频双向自动交互方式

通信的系统，实现克服因使用通信范围或建筑结构等因素引起的

通信信号无法覆盖盲区，确保畅通的对讲通信功能。

(7)信息网络系统:通过通信介质，由操作者、计算机及其他外

围设备等组成且实现信息收集、传递、存贮、加工、维护和使用的

系统。

(8)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接收系统:由外部有线电视信息引人

建筑物，用射频电缆、光缆、多路微波或其组合实现建筑物内传输、

分配和交换声音、图像及数据信号的电视系统，前端信号并按需要

可包括卫星电视信息前端接收装置。

(9)公共广播系统:为公共广播覆盖区服务的集公共广播设

备、设施及公共广播覆盖区的声学环境所形成的电子系统。

(1 0)会议系统:集音频、通信、控制、多媒体等技术的整合实现

会议应用功能的电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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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应用网络实现远程多点分布式信

息播放和集中管理控制的系统。

(1 2)时钟系统:应用网络实现以设定基准值的时钟，为纳入同

一范围内智能化系统的统一基准时间同步的电子系统。

2.0.7 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的公共安全系统应包括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和应急响应系统。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宜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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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对讲系统、停车库(场)管

理系统，各系统在智能化系统工程中分别具有的应用意义解析

如下:

(1)入侵报警系统:应用传感技术和电子信息技术探测并指示

非法进入或试图非法进入设防区域的行为、处理报警信息、发出报

警信息的电子系统。

(2)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应用视频探测技术监视设防区域并实

时显示、记录现场图像的电子系统。

(3) 出入口控制系统:应用自定义符识别或/和模式识别技术

对出入口目标进行识别并控制出入口执行机构启闭的电子系统。

(4) 电子巡查系统:对保安巡查人员的巡查路线、方式及过程

进行管理和控制的电子系统。

(5)访客对讲系统:应用网络实现建筑内用户与外部来访者间

互为通话和互为可视功能的电子系统。

(6)停车库(场)管理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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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的电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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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架构

3.1 一般规定

3. 1. 1 工程架构设计是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的基础工作环节，本

标准对智能化系统功能架构的设计等级、架构规划、系统配置分别

提出了规定，突现智能化系统工程的整体性、系统性、结构性、基础

性等技术特征。

3. 1. 2 因建筑的类别、地域、业务、运吉、投资等均有差异，因此，

为满足本标准使用者在工程设计中适应不同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

的需要，并且在实施本标准时更具有可指导性，本标准分别按照建

筑整体设计等级的划分方式，对各同功能类别建筑物，从智能化系

统配置的综合技术功效，分别以不同选配组合方式列在各项建筑

类别的系统配置表中。本标准为使用者提供了智能化系统丁，程设

计等级定位的比照依据。

3. 1. 3 智能化系统工程之核心，是在建筑环境 I卡，调配以各类

业务应用和各类建筑设施运营及管理等为功能承载对象，以作

共性规律运动的智能化信息流按网络化路径传递的应用过程，

是体现建筑智能工程中完善内在信息关联的系统工程整体化架

构造搭建，该体系架构应由基础设施条件、信息采集及关联、专

业业务和运营及管理模式等智能化设施构成。本标准中规定的

智能化系统E程整体架构规划的若干要点，是基于建筑本体物

理组态的状况和实施运营及管理模式的功能目标，以及确立以

提升建筑物智能功效以信息传导为导向的系统工程重要基础内

涵。智能化系统工程整体架构的规划应以此为技术主线而渐进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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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设计等级

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等级的确立应成为智能化系统工程建设

目标合理技术标准定位的基础依据之一，是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

的首要技术要点之一。在T.程建设中，为克服设计者常出现偏向

较高设计等级靠的倾向，本标准从设计等级的确立、设计等级的划

分、各等级的系统配置界定等规定，具体明确了各类建筑应分别对

应于各单项建筑设计规范(其中包括国家现行标准《住宅设计规

范 ))GB 50096 、《办公建筑设计规范 ))JGJ 67 、《旅馆建筑设计规范》

JGJ 62 、《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 ))JGJ 38 、《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

JGJ 25 、《文化馆建筑设计规范 ))JGJ 4L ((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

JGJ 66 、《剧场建筑设计规范 ))JGJ 57、《电影院建筑设计规范》

JGJ 58 、《展览建筑设计规范 ))JGJ 218 、《交通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243、《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 ))JGJ 49 、《疗养院建筑设计规

植 ))JGJ 40 、《体育建筑设计规范 ))JGJ 31 、《商店建筑设计规范》

JGJ 48等)中对各类建筑物整体分类和设计等级设档的规定，智能

化系统工程设计标准需以智能化系统合成配置的综合功效划分等

级，设计等级需与各业务领域对建筑的应用功能、运营及管理模式

相适应，因此，本标准要求使用者应全面理解和领会本标准的技术

内涵，在智能建筑设计中有效地把握工程整体建设目标，合理地确

立智能化系统工程的设计的技术等级定位。

3.3 架构规划

3.3.1 智能化系统工程的架构规划应成为开展建筑智能化系

统工程整体技术行为的顶层设计。智能建筑建设已经进入了信

息化体系的发展时期，智能化系统工程正在形成网络化、服务

化、配套化的发展形态，并逐步向泛在化、协同化的智能功效方

向演进，由此，应把握信息化体系建设的基本规律，以科学的顶

层设计方式，梳理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信息化体系的理论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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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等系列问题。

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的顶层设计，是以建筑的应用功能为起

点，"由顶向 F"并墓于建筑物理形态和信息交互主线融合的整体

设计，不仅是王程建设的系统化技术过程的依据，从而更清晰表达

了基于工程建设日标的正向逻辑程序，而且是工程建设意图和项

目实施之间的"基础蓝图"。因此，本标准中对智能化系统工程架

构规划，系统地提出了属智能化系统工程建设顶层设计范畴的系

统工程架构原则、系统工程设施架构形式、系统工程优化配置组合

等具体要求，对实施本标准具有指导意义。

3.3.2 以建筑(单体或综合体〉整体为对象，对智能化信息传递

系统的全过程完整分析，适用于对智能化系统 E程信息链路和

过程的描述，从而引出建筑具有整体性和物类化的智能概念，是

对建筑进行信息化管理和对各类基础信息使用能力和利用状况

的综合性体现，该过程涵盖了智能化信息的采集和汇聚、分析和

处理、交换和共享。智能化系统T.程应基于应用目标的智能信

息传递神经网络，并作为信息设施重要配置之一的信息通信网

络系统，因此，应适应信息资源网络化集成之去计算方式需求趋

向，有效地实现柯能建筑的信息协同工作和信息资源共享，提升

为建筑综合信息集成提供完善的数据信息资源共享的环境，从

而实现建筑智能化信息一体化集成功能和提高建筑全局事件的

监控和处理能力，以达到具有科壁、综合、全面的智能化应用

功效。

智能化系统工程的架构规划分项应按设施架构整体层次化的

结构形式，分别以基础设施、信息服务设施及信息化应用设施为设

施分项展开。与基础设施层相对应，基础设施为公共环境设施和

机房设施;与信息服务层相对应，信息服务设施为应用信息服务设

施的信息应用支撑设施部分;与信息化应用设施层相对应，信息化

应用设施为应用信息服务设施的应用设施部分。

智能化系统工程设施架构图见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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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工程设施架构图

3.4 系统配置

智能化系统工程的系统配置应以设计等级和架构规划为依

据，形成以智能化系统工程应用为工程设计主导目标的各智能化

系统的分项配置及整体构建的方式，并展现智能化系统丁.程从基

础条件系统开始，"由底向上"的信息服务盈信息化应届功能系统

由前至后的逐渐完全的建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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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信息设施架构相对应，智能化系统工程系统配置分项宜分

别以信息化应用系统、智能化集成系缆、信息设施系统、建筑设备

管理系统、公共安全系统、机房工程为系统技术专业划分方式和设

施建设模式进行展开，并作为后续设计要素分别作出技术要求的

规定，智能化系统工程系统配置分项为:

(1)信息化应用系统，系统配置分项宜包括公共服务系统、智

能卡系统、物业管理系统、信息设施运行管理系统、信息安全管理

系统、通用业务系统、专业业务系统、满足相关应用功能的其他信

息化应用系统等;

(2)智能化集成系统，系统配置分项宜包括智能化信息集成

(平台)系统、集成信息应用系统;

(3)信息设施系统，系统配置分项宜包括信息接人系统、布线

系统、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卫星通信系统、用户电话交换

系统、无线对讲系统、信息网络系统、有线电视系统、卫星电视接收

系统、公共广播系统、会议系统、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时钟系统、

满足需要的其他信息设施系统等;

(4)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系统配置分项宜包括建筑设备监控系

统、建筑能效监管系统等;

(5)公共安全系统，系统配置分项宜包括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电子巡在系

统、访客对讲系统、停车库(场)管理系统、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

台)、应急响应系统、其他特殊要求的技术防范系统等;

(6)机房了丰程，智能化系统机房工程配置分项宜包括信息接入

机房、有线电视前端机房、信息设施系统总配线机房、智能化总控

室、信息网络机房、用户电话交换机房、消防控制室、安防监控中

心、应急响应中心和智能化设备间(弱电问)、其他所需的智能化设

备机房等。

与信息设施架构相对应，智能化系统工程的系统配置分项展

开详见表 1 。



表 1 智能化系统工程配置分项展开表

公共服务系统

公共应用设施

智能卡应用系统

物业管理系统

管理应川设施
信息化

信息设施运行管理系统
信息化 应用系统

应用 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设施
通用业务系统

业务应用设施
专业业务系统

应用 智能信息 智能化 智能化信息集成(平台)系统

信息 集成设施 集成系统 集成信息应用系统
服务

设施 语音应用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支撑设施 无线对讲系统

数据应用支撑设施 信息网络系统

信息
有线电视系统

服务 卫星电视接收系统

设施
公共广播系统多媒体应用

支撑设施
信息设施

系统
会议系统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时钟系统

信息接入系统

信息通信 布线系统

基础
公共 基础设施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

设施
环境

设施
卫星通信系统

建筑设备 建筑设备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管理系统 管理系统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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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火灾1'1 动报警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安全

公共 公共 技术 出人口控制系统

环境
公共安全

安全 防范 电子巡查系统
管理设施

系统设施 系统
访客对讲系统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系统

应急响Nl系统

信息接入机房

基础
有线咆视前端机房

设施

信息设施系统总配线机房

智能化总控寄

机房 信息网络机房

环境设施 机房
用户电话交换机房

机房 工程

设施 消防监控室

安防监控中心

智能化设备间(弱电间)

应急响应中心

机房
机房安全系统

管理设施 机房综合管理系统

智能化系统工程的设计标准，按建筑类别和以智能化系统配

置的综合技术功效对各类建筑系统配置的选项予以区分的规定，

因此，在本标准第 5 章~第 18 章中，按建筑功能类别列出了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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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系统配置表，为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提供了系统配置的比照依

据，其中业务应用各分项系统在现行各类专项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戎相关行业及业务管理中已有规定，均作为本标准执行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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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要素

4. 1 一般规定

4. 1. 2 本标准完整地罗列了进行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中具有统

一性、通用性、规范性、基础性的若干设计要素，适用于各类别功能

建筑或多功能类别组合的综合体建筑的智能化系统E程设计需

求，可作为使用者在进行具体工程设计时的基础性依据。

4.2 信息化应用系统

4.2.1 信息化应用系统应成为满足轩能化系统工程应用需求及

丁，程建设的主导目标。建立以实现信息化应用为有型导向的建筑

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程序，能有效杜绝工程建设的盲目性和提升

智能化功效的客观性，也具体地体现了工程实施后应交付或展示

应达到的应用印证成果。

4.2.2 基于日前信息化应用系统的状况，本标准罗列 f较普及并

具有通用意义的若干信息化应用系统，随着信息科技的不断发展

和信息化应用的持续挖掘的深入，将会研发和涌现出更多且日益

完善的信息化新功能应用系统并被人们认识和采用，为人们开创

出智能化系统工程更为优良的功能前景。

4.2.4 采用生物识别技术，是满足智能卡应用系统不同安全等级

应用模式的主要技术方式之一，生物识别技术主要类型为指纹识

别、掌纹识别、人脸识别、手指静脉识别等，均由于其特有的高仿伪

特性已被高安全等级应用采纳。

4.2.6 为满足对建筑信息设施的规范化高效管理，信息设施运行

管理系统应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层、系统运行服务层、应用管理层及

系统整体标准规范体系和安全保障体系等。

• 122 • 



(1)设施层，是由基础硬件支撑平台(网络、服务器、存储备份等)

和基础软件支撑平台(操作系统、中间件、数据库等)信息设施组成;

(2)服务层，是由信息设施运行综合分析数据库和若干相应的

系统运行支撑服务模块组成:

①信息设施运行综合分析数据库涵盖应用系统信息点标识、

交换机配置与端口信息、服务器配置运行信息和操作系统、中间

件、数据库应用状态等配置信息及相互通讯状态信息;

②系统运行支撑服务模块宜包括资源配置、预警定位、系统巡

检、风险控制、事态管理、统计分析、角色管理、权限验证等其他应用

服务程序，为设施维护管理、系统运行管理及主管协调管理人员提

供快速的信息系统运行监管的操作，对信息化基础设施中软、硬件

资源的关键参数进行实时监测，监测包括网络链路、网络设备、服务

器主机、存储备份设备、安全监控设备、操作系统、中间件、数据库系

统、www 服务、各类应用服务等。当出现故障或故障隐患时，通过

语音、数字通信等方式及时通知相关运行维护人员，并且可以根据

预先设置程序对故障进行迅速定位及原因分析、建议解决办法。

(3)应用层，是由设施维护管理、系统运行管理及主管协调管

理人员，通过职能分t、权限分配规定等，提供系统面向业务的全

面保障。

(4) 系统整体标准规范和服务保障体系宜包括标准规范体系、

安全管理体系:

①标准规范体系，是整个系统建设的技术依据，遵循国家相关

技术标准及规范(lTIL) ，形成一套完整、统一的标准规范体系;

②安全管理体系，是整个系统建设的重要支柱，贯穿于整个体

系架构各层的建设过程中。

该系统是支撑各类信息设施应用的有效保障，随着信息化应用功

能的不断为人们所利用及对智能化系统运行安全性的强烈依赖，应实

施对建筑信息设施的信息化高效管理。该系统所起到的支撑各类信

息化系统应用的有效保障作用，将在更广泛的推行中被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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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设施运行管理系统架构图见图 2。在丁-程设计中宜根据

项目实际状况采用合理的架构形式和配置相应的应用程序及应用

软件模块。

管理层

〔设施维护管理) (系统运行管理)… [ 主管协调管理)

安
全
管
理

F亟豆〕日蚕!J~坠量J[!亟豆〕陆自
哑*~ J (~@~~J (~~~~J 面显~ l:~ 

「一一 信息时运行生扭扭主支撑平台 ) 

[ MJð ìi.且(M~ìU~ 1面1*ìiliffi J面E 画E

图 2 信息设施运行管理一系统架构

4.2.7 根据公安部《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公通宇(2007J

43 号)的要求，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等级分为 F列五级:

第一级，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会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

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但不损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第二级，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会对公民、法人和骂他组织的

合法权益产生严重损害，或者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造成损害，但

不损害国家安全。

第二级，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会对杠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造成

严重损害，或者对国家安全造成损害。

第四级，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会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造成

特别严重损害，或者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损害。

第五级，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会对国家安全造成特别严重

损害。



在智能建筑的信息系统建设过程中，需按国家现行标准《计算

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 >>GB 17859 、《信息安全技术信

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2239 , ((信息安全技术信

息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 ))GB/T 20271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基

础安全技术要求 ))GB/T 20270 、《信息安全技术操作系统安全技

术要求 ))GB/T 20272 、《信息安全技术数据库管理系统安全技术

要求 ))GB/T 20273 、《信息安全技术服务器技术要求))GB/T 21028 

和《信息安全技术终端计算机系统安全等级技术要求 ))GA/T 671 

等同步建设符合等级要求的信息安全设施。

4.2.8 通用业务系统是以符合该类建筑主体业务通用运行功能

的应用系统，它运行在信息网络上，实现各类基本业务处理办公方

式的信息化，具有存储信息、交换信息、加工信息及形成基于信息

的科学决策条件等基本功能，并显现该类建筑物普遍具备基础运

行条件的功能特征，它通常是以满足该类建筑物整体通用性业务

条件状况功能的基本业务办公系统。

4.2.9 专业业务系统以该类建筑通用业务应用系统为基础(基本

业务办公系统) ，实现该建筑物的专业业务的运营、服务和符合相

关业务管理规定的设计标准等级，叠加配置若干支撑专业业务功

能的应用系统。它通常是以各种类信息设备、操作程序和相关应

用设施等组合具有特定功能的应用系统。其系统配置应符合相关

的规范、管理的规定或满足相关应用的需要。

4.3 智能化集成系统

4.3.1 智能化集成系统应成为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展现智能化

信息合成应用和具有优化综合功效的支撑设施。智能化集成系统

功能的要求应以绿色建筑目标及建筑物自身使用功能为依据，满

足建筑业务需求与实现智能化综合服务平台应用功效，确保信息

资拥共享和优化管理及实施综合管理功能等。本标准明确了对智

能化集成系统清晰和具体的内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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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关于智能化集成系统架构要求，应以满足第 4.3. 1 条的要

求为墓础，采用合理的系统架构形式和配置相应的平台应用程序

及应用软件模块，实现智能化系统信息集成平台和信息化应用程

序运行的建设目标，智能化集成系统架构从以下展开:

(1)集成系统平台，包括设施层、通信层、支撑层:

①设施层:包括各纳入集成管理的智能系统设施及相应运行

程序等;

②通信层:包括采取标准化、非标准化、专用协议的数据库接

口，用于与基础设施或集成系统的数据通信;

③支撑层:提供应用支撑框架和底层通用服务，包括:数据管

理基础设施(实时数据库、历史数据库、资产数据库)、数据服务(统

一资源管理服务、访问控制服务、应用服务)、基础应用服务(数据

访问服务、报警事件服务、信息访问门户服务等人基础应用(集成

开发工具、数据分析和展现等)。

(2)集成信息应用系统，包括应用层、用户层:

①应用层:是以应用支撑平台和基础应用构件为基础，向最终

用户提供通用业务处理功能的基础应用系统，包括信息集中监视、

事件处理、控制策略、数据集中存储、图表查询分析、权限验证、统

一管理等。管理模块具有通用性、标准化的统一监测、存储、统计、

分析及优化等应用功能，例如:电子地图(可按系统类型、地理空间

细分)、报警管理、事件管理、联动管理、信息管理、安全管理、短信

报警管理、系统资源管理等。

②用户层:以应用支撑平台和通用业务应用构件为基础，具有

满足建筑主体业务专业需求功能及符合规范化运营及管理应用功

能，一般包括:综合管理、公共服务、应急管理、设备管理、物业管

理、运维管理、能源管理等，例如:面向公共安全的安防综合管理系

统、面向运维的设备管理系统、面向办公服务的信息发布系统、决

策分析系统等，面向企业经营的 ERP 业务监管系统等。

(3)系统整体标准规范和服务保障体系，包括标准规范体系、



安全管理体系:

①标准规范体系，是整个系统建设的技术依据;

②安全管理体系，是整个系统建设的重要支柱，贯穿于整个体

系架构各层的建设过程中，该体系包含权限、应用、数据、设备、网

络、环境和制度等。运维管理系统包含组织/人员、流程、制度和工

具平台等层面的内容。

智能化集成系统架构图见图 3。在工程设计中宜根据项目实际

状况采用合理的架构形式和配置相应的应用程序及应用软件模块。

EE Z EE 

(信息集中监视) ( 同时 )( 权限验证 J r;J 
(历史时 )[ 事件Jttijl .j ( 控制策略 ) 严J

规

范

体

降雨可(酬础施忡系树 3 ) . . (酬系师n ) 

图 3 智能化集成系统架构图

管

理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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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关于智能化集成系统通信互联的要求，应以满足第 4.3.2

条的要求为基础，确保纳入集成的多种类智能化系统按集成确定

的内容和接口类型提供标准化和准确的数据通信接口，实现智能

化系统信息集成平台和信息化应用的整体建设口标。通信接口程

序可包括实时监控数据接口、数据库互联数据接口、视频图像数据

接口等类别，实时监控数据接口应支持 RS232/485 、 TCP/IP 、 A町

等通信形式，支持 BACNet 、 OPC 、 Modbus ， SNMP 等同际通用通

信协议，数据库互联数据接口应支持 ODBC 、 API 等通信形式;视

频图像数据接口应支持 API、控件等通信形式，支持 HAS 、 RTSP/

RTP 、 HLS 等流媒体协议。当采用专用接口协议时，接 υ 界面的

各项技术指标均应符合相关要求，由智能化集成系统进行接口协

议转换以实现统→集成。通信内容应满足智能化集成系统的业务

管理需求，包括实施对建筑设备各项重要运行参数以及故障报警

的监视和相应控制，对信息系统定时数据汇集和积累，对视频系统

实时监视和控制与录像回放等。

4.3.4 关于智能化集成系统的架构规划、信息集成、数据分析和

功能展示方式等，应以智能化集成系统功能的要求为依据，以智能

化集成系统构建和智能化集成系统接口的要求为基础，确定技术

架构、应用功能和性能指标规定，实现智能化系统信息集成平台和

信息化应用程序的具体目标。

4.4 信息设施系统

4.4.1 信息设施系统应为建筑轩能化系统工程提供信息资调整

合，并庇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基础支撑设施。依据现有信息设施

的技术状况，本标准对建筑内的各类信息化应用功能需要的信息

设施所涵盖的系统做了罗列，并以柯能化系统T;f呈设计标准、架构

规划、系统配置为依据，分别从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信息接人系统、

布线系统、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卫星通信系统)、语音应用

支撑设施(用户电话交换系统、无线对讲系统)、数据应用支撑设施

• 128 • 



(信息网络系统)、多媒体应用支撑设施(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接收

系统、公共广播系统、会议系统、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时钟系统)

等，对各系统提出满足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所需的要求。各

系统应适应数字技术发展及网络化传输的必然趋向，推行以信息

网络融合及资源集聚共享的方式作全局性统一性规划和系统

建设。

在本标准第 5 章~第 18 章的各类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表中

的信息设施系统，均按照信息接入系统、布线系统、移动通信室内

信号覆盖系统、卫星通信系统、用户电话交换系缆、无线对讲系缆、

信息网络系统、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接收系统、公共广播系统、会

议系统、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时钟系统、满足需要的其他信息设

施系统的排序方式进行展开。

4.4.3 物联网以信息的统一、网络的融合、资源的共享、应用的互

通以及终端的互兼等方式，实现相关的信息服务融合在一起。信

息接入系统是外部信息引入建筑物及建筑内的信息融入建筑外部

更大信息环境的前端结合环节，本标准对信息接入系统满足信息

通信的功能及采用有线和无线的接入方式等提出了要求，同时规

定应以建筑物(或群体建筑)作为基础物理单元载体，并应具有对

接智慧城市信息架构的技术条件，并适应发挥信息资源更大化功

效的云计算方式等，这是符合现代智能技术应用发展的趋向要求。

4.4.4 综合布线系统宜配置相应的管理系统。

4.4.8 无线对讲系统应防止信号泄露和防植外界信号干扰。

4.4.9 本条说明如下:

1 信息网络系统是遍及于智能建筑自身体内传递各类智能

化信息的神经系统，本标准对该系统设计提出了为实现智能化系

统工程新的应用功能，应适应智能化技术数字化发展和网络化传

输趋向的要求，并需对建筑内各智能化系统信息传输作各信息类

别的功能性厌分、信息承载负载量的分析、符合应用合理构建形式

的优化等综合处理的规定，同时，宜注重对各类智能化系统网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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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的统→性规划等。

2 智能化系统E程的信息网络系统，根据承载业务的需要

一般划分为业务信息网和智能化设施信息网，其中智能化设施

信息网用于承载公共广播、信息引导及发布、视频安防监控、出

人口控制、建筑设备监控等智能化系统设施信息，该信息网可采

用单独组网或统一组网的系统架构.并根据各系统的业务流量

状况等，通过 VLA:;\I、 QoS 等保障策略提供可靠、实时和安全的

传输承载服务。

信息网络系统应包括物理线缆层、链路交换层、网络交换层、

安全及安全管理系统、运行维护管理系统五个部分的设计及其部

署实施。系统应支持建筑内语音、数据、图像等多种类信息的端到

端传输， :11:确保安全管理、服务质量 CQoS) 管理、系统的运行维护

管理等。

各类建筑或综合体建筑，核心设备应设置在中心机房;汇聚和

接入设备宜设置在弱电(电信)间，核心、汇聚(若有人接入等设备

之间宜采用光纤布线。终端设备可以采用有线、无线或泪合方式

连接。

信息网络系统外联到其他系统，出口位置宜采用具有安全防

护功能和路由功能的设备。系统网络拓扑架构应满足各类别建筑

使用功能的构成状况、业务需求特征及信息传输要求。系统 lþ 的

IP 相关设备应同时支持 IPv4 和 IPv6 协议。系统中的 IP 相关设

备应支持通过标准协议将自身的各种运行信息传送到信息设施管

理系统。系统参考模型见图 4 。

3-6 各类业务信息网涉及等级保护的要求，设计时需根据

系统应用的等级规定，严格遵照现行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信

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2239 相应等级的网络安

全要求。

7 现代建筑的业务运行、运营及管理等与信息化管理核心设

施的安全密切相关，如运行信息、不能及时流通，或者被篡改、增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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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或窃用等造成的信息丢失、通信中断、业务瘫痪等，将会带来

无法弥补的业务重大危害和巨大的经济损失等。而对于政府、金

融等建筑，当今业务运行与信息化设施的不可分割的依赖性而愈

加显现，因此，加强网络安全建设的意义甚至关系到政府办公职能

的信息安全、国家和人民的金融秩序等，对此应高度重视及严格管

理。由此，在进行建筑智能化系统与建筑物外部城市信息网互联

时，必须设置防御屏障，确保信息设施系统安全、稳定和可靠。

叫
凹

棉
田

州
曰

阳
曰网络层
(三层交换机，
支持IPV的

链路层
(二层交换机)

物理层
(线路)

网络层
(飞层交换机，
支持IPV6)

链路层
(二层交换机)

物理层
(线路)

阁 4 信息网络系统模型图

9 系统应支持通过标准协议将自身运行信息纳入信息设施

运行管理系统。

4.4.11 公共广播系统已成为各类建筑应用信息服务设施建设的

基本配置，系统提高技术性能的相关功能包括:分区播放、分区语

音寻呼、分区及全区紧急广播、消防信号联动、多级音源优先级设

定的功能，还包括:系统功放热备份、开放通信协议、网络化音频信

号和控制信号的传输、音频网络化传输及控制、图形化操作界面、

集中控制与分散控制相兼容、分区音频信号处理、可编程多音源播



放列表，还可包括:多路分区并行总线能力、远程监控、时钟协议同

步、自动生成日志文件、环境噪声监测及自动音量补偿、中心音源

与本地音源可路由调配、设备故障报警等功能。

消防应急广播是紧急广播中的一种形式。

4.4.12 会议系统的功能包括:音频扩声、会议讨论、视频显示等，

还包括会议表决、摄像跟踪、集中控制、电子白板、视频会议、灯光

辅助等，还可包括会议录播、同声传译、会议签到等功能。

4.4.13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视频显

示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 50464 的有关规定。

4.5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4.5.1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是确保建筑设备运行稳定、安全及满足

物业管理的需求，实现对建筑设备运行优化管理及提升建筑用能

功效，并且达到绿色建筑的建设目标。系统应成为建筑智能化系

统工程营造建筑物运营条件的基础保障设施。本标准所指建筑设

备均与建筑智能化系统相关，包括采取信息技术方式实现管理的

纳入信息化应用施围的业务设施。任何不纳入建筑设备监控范围

的建筑设备或不归入信息化业务的设备或装置，均不属于本标准

建筑设备规定范畴的对象。

4.5.3 建筑内的冷热源、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给水排水、供配

电、照明、电梯等建筑设备以及可再生能源系统等其他建筑设备，

当采用自成独立体系的专业化监控系统形式时，应以标准化通信

方式纳入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4.5.4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共建筑能

耗远程监测系统技术规程 ))]G]/T 285 的有夭规定。

4.5.5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实现建筑绿色环境综合功效的若干要

点说明如下:

(1)基于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信息平台苟实现对建筑进行综合

能效监管，提升建筑设备系统协调运行和优化建筑综合性能，为实



现绿色建筑提供辅助保障。

(2)基于建筑内测控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对建筑设备系统运

行信息进行积累，并基于对历史数据规律及趋势进行分析，使设备

系统在优化的管理策略下运行，以形成在更优良品质的信息化环

境测控体系调控下，具有获取、处理、再生等运用建筑内外环境信

息的综合智能，建立绿色建筑高效、便利和安全的功能条件。

(3)通过对能耗系统分项计量及监测数据统计分析和研究，对

系统能量负荷平衡进行优化核算及运行趋势预测，从而建立科学

有效的节能运行模式与优化策略方案，为达到绿色建筑综合目标

提供技术途径。

(4)通过对可再生能源利用的管理，为实现低碳经济下的绿已

环保建筑提供有效支撑。

4.6 公共安全系统

4.6.1 公共安全系统应成为确保智能化系统工程建立建筑物安

全运营环境整体化、系统化、专项化的重要防护设施。

4.6.4 本条说明如下:

2 公共安全系统应以建筑内平面布局区域面、安全管理层次

化、防范方式合成，构造立体化等体系化主动安防监管策略，对报

警信息、视频罔像、控制反馈等各类公共安全环境状态基础信息的

获取，宜采用多种感应技术互为合成的技术方式或智能型集成装

置，突现与相关安全技术防范设施信息互为关联的综合技术防范

功效。系统应具有形成与建筑物自身物理防范整合为一体化的安

全技术防范保障。

3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所包括的入侵报警系统、视频安防监控

系统、出人口控制系统、电子巡查系统、访客对讲系统、停车库(场)

管理系统及各类建筑安全管理所需的其他特殊要求的安全技术防

范系统等，构成具有安全技术防起整体功效的设施系统，应适应各

分项系统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趋向，宜采用网络化信息采集、平台化



信息汇聚、数字化信息存储及实施专业程序化综合监管的整体解

决方案。

4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系统应以安防信息集约化监管为集成

平台，对各种类技术防范设施及不同形式的安全基础信息互为主

动关联共享，实现信息资源价值的深度挖掘应用，以实施公共安全

防植整体化、系统化的技术防范系列化策略。

4.6.5 应急响应系统应成为公共建筑、综合体建筑、具有承担地

域性安全管理职能的各类管理机构有效地应对各种安全突发事件

的综合防范保障。应急响应中心是应急指挥体系处置公共安全事

件的核心，在处置公共安全应急事件时，应急响应中心的机房设施

需向在指挥场所内参与指挥的指挥者与专家提供多种方式的通信

与信息服务，监测并分析预测事件进展，为决策提供依据和支持。

按照国家有关规划，应急响应指挥系统节点将拓展至县级行政系

统，建立必要的移动应急指挥平台，以实现对各级各类突发公共事

件应急管理的统一协调指挥，实现公共安全应急数据及时准确、信

息资源共享、指挥决策高效。同时，随着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

公共安全事件应急响应指挥系统作为重要的公共安全业务应用系

统，将在与各地区域信息平台互联，实现与上一级信息系统、监督

信息系统、人防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等方面发挥重要

的作用。因此，应急响应系统是对消防、安防等建筑智能化系统基

础信息关联、资源整合共享、功能互动合成，形成更有效的提升各

类建筑安全防范功效和强化系统化安全管理的技术方式之一，已

被具有高安全性环境要求和实施高标准运营及管理模式的智能建

筑中采用。

以统一的指挥方式和采用专业化预案(丰富的相关数据资源

支撑)的应急指挥系统，是目前在大中城市和大型公共建筑建设中

需建立的项目，本标准列举了基本功能的系统配置，设计者宜根据

工程项目的建筑类别、建设规模、使用性质及管理要求等实际情

况，确定选择配置应急响应系统相关的功能及相应的辅助系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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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使用的需要。

4.6.6 本条与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G日

50348-2001 ql 的强制性条文第 3.13.1 条相对应。

《安全荫施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18-2004 第 3.13. 1 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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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络的通讯于段，并应设置紧急报警装置和留有向 t一级接处警

中心报警的通信接口。"

由于总建筑面积大于 20000旷的公共建筑，人员密集、社会影

响回大、公共灾害受威胁突出;建筑高度超过 100m 的超高层建

筑，在紧急状态下不使人流及时疏散，因此，为适应建筑物公共安

全的实际需求现状和强化管理措施落实，有效防范威胁民生的恶

性突发事件对人们生命财-产造成重大危害和巨大经济损失，木条

以第 4.6.5 条为基础提出规定:总建筑面积大于 20000旷的公共

建筑或建筑高度扭过 100m 的建筑所设置的应急响应系统，必须

配置与建筑物相应属地的上一级应急响应体系机构的信息互联通

信接口，确保该建筑内所设置的应急响应系统实时、完整、准确地

与上一级应急响应系统全局性可靠地对接，提升当危及建筑|与人

员生命遇到重大风险时及时预警发布和有序引导疏散的应急抵御

能力，由此避免重大人员伤害或缓解危及生命祸害、减少经济损

失，同时，使建筑物属地的与国家和地方应急指挥体系相配套的地

震检测机构、防灾救灾指库中心监测到的自然灾害、重大安全事

故、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其他各类重大、突发事件的预报

及预期警示信息.通过城市应急响应体系信息通信网络可靠地下

达，起到启动处置预案更迅速的响应保障。

4.7 机房工程

4.7. 1 机房王程应成为智能化系统工程中向各类智能化系统设

备及装置提供安全、可靠和高效地运行及便于维护的基础条件设

施。本标准依据建筑智能化系统的应用状况，对在建筑物内各智

• 135 • 



能化系统的监控、管理室或设备装置机房提出所包括的具体范围，

一般包括信息接入机房、有线电视前端机房、信息设施系统总配线

机房、智能化总控室、信息网络机房、用户电话交换设备机房、消防

控制室、安防监控中心、应急响应中心、智能化设备间(弱电间、电

信间)等其他所需的智能化系统设备机房等。本标准提出该类机

房设施可根据在工程中具体情况独立配置或组合配置，符合建筑

智能化系统集约化建设和管理及建筑空间有效利用的原则。

智能化设备间(弱电间)是指建筑物内区域或楼层智能化设备

安装间，智能化设备安装间内包括各智能化系统的分部设备或信

息传输设备及缆线系统等。

机房工程设计包括建筑(包括室内装饰)、结构、机房通风和空

调、配电、照明、接地、防静电、安全、机房综合管理系统等。

4.7.2 信息接入(含移动通信室内覆盖接入)机房宜设在建筑首

层，当该建筑物有地下层时，可设在地下一层。卫星通信(包括卫

星电视)天线等安装于建筑物顶部的接入机房，宜设在便于信息收

发及信息缆线接入的合理部位。

4.7.3 机房工程主体结构的柱网布局等应综合规划设计，适应建

筑平面布局和空间划分的灵活性要求。

4.7.4 现行国家标准《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 ))GB 50174 对

机房工程确定了设计等级的规定，机房工程的通风和空气调节系

统设计均应满足相应设计等级的规定。

4.7.5 机房设备电源输入端防雷击电磁脉冲 CLEMP) 的保护宜

采取智能型监控系统的保护技术方式。

4.7.6 紧急广播系统是建筑物中最基本的紧急疏散设施之一，是

建筑物中各类安全信息指令发布和传播最直接、最广泛、最有效的

重要技术方式之一。为了确保紧急广播系统在大规模、超高层的

建筑中可靠运行，本条提出了强化安全性能的规定。对该类建筑

与公共安全相配套的紧急广播系统(包括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相

配套的应急广播系统) ，要求其备用电源的连续供电时间必须与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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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疏散指示标志照明备用电源的连续供电时间 A致，有效地健全

建筑公共安全系统的配套设施，提高建筑物自身抵御灾害的能力。

4.7.11 机房综合管理系统应作为机房工程设计中保障高技术性

能的重要配置选项之一。其中符合机房运行技术等级的建设要

求，是确立机房工程设汁标准首要依据之一，是实现高功效能源条

件、高性能环境质量、高可靠安全保障等机房基础设施而进行监控

及管理策略展开的出发点，从而确保各类设施系统建设的安全性、

可靠性和可维护性;其次是设定对机房整体运营及管理的目标，是

衡量机房使用状况的重要依据，现行相关的技术规范均对机房运

营和管理提出了具体要求，在机房工程设计中，应响应机房运营和

管理的设定目标，采取相应的技术方式，其中包括合理机房的功能

布局、优化的用能体系、实施有效的绿色环境能效监管方式等，确

保使该机房综合性能指标符合相应的规定值。

本标准对机房综合管理系统提出架构要求，系统宜包括设施

层、支撑层、服务层、应用层、用户层及系统整体标准规范体系和安

全保障体系等。

设施层宜包括机房内的空调和配电等能摞设施、照明设施(满

足机房不间断可视性)和安全设施(技术防程和消防系统满足机房

安全运行需求)等环境设施、 IT 基础设施。T 业务持续运营的包

括服务器、网络设备、存储设备、机架和对外管理的相关信息关联

设备)等。

支撑层宜采用标准化的现场总线等通信方式传输数据，应支

持标准、非标准和专用通信协议，并具备基础数据的管理。

服务层宜包括平台服务、应用服务、事件处理和分发、配置服

务、报表服务、权限验证和应用程序接口 CAPD 。

应用层是建立于服务层基础之上，根据机房管理对象特征和

应用场合可分为设施运行监控、环境设施综合管理和信息设施服

务管理。设施运行管理宜包括配电系统、空调系统、照明系统和安

全系统，对机房动力和环境基础设施进行远程实时数据监测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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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控制，实时监管各个设备和子系统的运行状态。环境质量综合

管理宜包括资产管理、变更管理、能效管理、容量管理、供电管理、

热管理、告警管理、远程访问等。

用户层是机房综合管理系统的显示和操作层，定义用户交互

界面和系统应用程序接口，其终端用户通常包括 Web 用户、桌面

用户、移动用户、云计算用户等。

机房综合管理系统架构图见图 5。在丁-程设计中宜根据丁.程

项目的实际状况采用合理的系统架构形式和配置相应的平台应用

程序及应用软件模块。

F户层 (WEBfflP) C~lIii fflP) (3ii1Jmf') (zdUJJIlr') 

固国固国
国固圆圆

(---、
l 信息设施 l
l 服务Hf哩 l 川安

、---'
lC @ffl.~.~ (.ê~.) (Øffl~.) (.~~~) 
l Cjl!ßIlßIl.)c!歪!Ð ('&~(H~ìïE) (tt~t~W~) 

【设备接口管理) (~iiIJ~~) (~.*.) (~.9~) 
U旦旦) (;;1I:Jt!l#fìlI) (n.l:m) (wrbì'X~~) 

设施层

图 5 机房综合管理系统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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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住宅建筑

5.0.2 住宅建筑轩能化系统配置除应符合本标准去 5. O. 2 的规

定外，还271要根据丁汗早规模、建筑标准、配套设施、住户需求、维护

管理条件等实际情况综合确定。现行行业标准《住宅建筑电气设

ì 1-规跑 ))JGJ 212 对住宅建筑智能化系统的设计做出了明确规定，

配置时也需要遵守。

5.0.5 现行国家标准《住宅国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

程设计规他 ))GB 50846 对住宅光纤到户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新建

住宅建筑的通信设施设计需遵照执行。采用光纤到户建设方式前

提是，公用电{;'j网络已经实现了光纤传输到所建住宅建筑的区县。

每套住宅配置家用配线箱是确保电话、电视、信息网络等系统功

能、规范作户内线路敷设的重要措施。住宅内配置的信息端口类

别和数址需根据丁，程项目实际情况确定。

5.0.6 对于无线对讲系统的配置，本标准表 5. O. 2 规定的是"宜

配置"，木条是对"宜配置"的前提条件进一步明确，即设有物业管

理系统。

5.0.7 紧急广播(包括消防应急广播)需按消防应急广播的要求

进行设置。

5. O. 8 ill筑设备管理系统通常监控公共照明系统、给排水系统。

水哀、电表、燃气哀、热能(有供暖地区)表一般具有计量、抄收及远

传功能，通常采用兼容通信接口与公用事业管理部门系统联网。

5.0.9 多栋超高层住宅建筑可根据实际工程情况，合建一个消防

控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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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办公建筑

6.2 通用办公建筑

6.2.1 通用办公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除应符合表 6.2.1 的规定

外，其中业务应用系统和其他各智能化系统配置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6.3 行政办公建筑

6.3.1 行政办公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除应符合表 6.3.1 的规定

外，其中业务应用系统和其他各智能化系统配置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6.3.2 信息化应用系统应形成有效支撑各级行政机关办公业务

所需的高效、快捷和完善的业务运行功能。

6.3.5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应根据办公建筑中各工作部门的管理

职能和工作业务实际需求配置，并预留裕量。

6.3.6 各级行政机关中特殊信息网端口配置应符合国家对岗位

业务职能及相关管理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网络系统，应符

合《涉及国家秘密的通信、办公自动化和计算机信息系统审批和暂

行办法的通知以中保办(1998)6 号)的规定，并应严格按照现行各

项报批程序及管理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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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旅馆建筑

7.0.2 旅馆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除应符合表 7. O. 2 的规定外，

其中业务应用系统和其他智能化系统配置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

7.0.5 应在旅馆内总服务台、办公管理区域和会议区域处配置内

线电话和直线电话，客房、客人电梯厅、商场、餐饮、机电设备机房

等区域处宜配置内线电话，在底层大厅等公共场所部位应配置公

用直线和内线电话及无障碍使用方式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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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文化建筑

8.2 图书馆

8.2.1 图书馆智能化系统配置，除应符合表 8.2.1 的规定外，其

中业务应用系统和其他各智能化系统配置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

图书馆智能化系统工程应根据图书馆建筑设计分类及建设标

准.选配相关的智能化系统。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图书馆建筑设计

规范))JGJ 38 的规定及设计标准，图书馆分为公共图书馆、高等学

校图书馆、科学研究图书馆及各类专门图书馆。公共图书馆是指

具备收藏、管理、流通等一整套使用空间和技术设备用房，面向社

会大众服务的各级图书馆;高等学校图书馆是指为教学和科研服

务，具有服务性和学术性强的大专院校和专科学校以及成人高等

学校的图书馆;科研图书馆是指具有馆藏专业性强，信息、敏感程度

高，采用开架的管理方式和广泛使用计算机租网络技术等先进的

服务手段的各类科学研究院、所的图书馆。专门罔 i~馆是指专门

收藏某一学科4某一类文献资料，为专业人员服务的图书馆。

8.2.5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满足对图书资料保存的需求，应具有

对善本书库、珍藏书库、古籍书库、音像制品、光盘库房等场所温湿

度及空气质量的监控功能。

8.3 档案馆

8.3.1 档案馆智能化系统配置，除应符合表 8.3.1 的规定外，其

中业务应用系统和其他各智能化系统配置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

档案馆智能化系统工程应根据问案馆建筑设计分级及设计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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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选配相关的智能化系统。按照现行行业标准《档案馆建筑设计

规范 ))J叫 25 的规定及设计标准，档案馆可分为特级、甲级、乙级。

特级为中央级档案馆，甲级为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

省级 rlT档案馆.乙级为地(市)及县(市)级档案馆。

8.4 文化馆

8.4.1 文化馆智能化系统配置，除应符合表 8.4.1 的规定外，其

中业务应用系统和其他各智能化系统配置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

按照现行行业标准《文化馆建筑设计规范))Jω41 的规定及

设计标准，文化馆建筑根据其建筑面积规模划分为大型馆、中型馆

和小型馆 3 种类型。大型馆:建筑面积大子或等于 6000旷的文

化馆; rþ 型馆:建筑面积大于或等于 4000m2 且小子 6000m2 的文

化馆;小型馆:建筑面积大于或等于 800m2 且小于 4000旷的文

化馆。

8.4.5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技文化馆客流大的特点进行配置，确

保良好公共秩序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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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博物馆建筑

9.0.2 博物馆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除应符合表 9. O. 2 的规定

外，其中业务应用系统和其他各智能化系统配置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博物馆智能化系统主程应根据博物馆建筑设计分类及设计标

准，选配相关的智能化系统，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博物馆建筑设计

规范 ))JGJ 66 的规定及设计标准。博物馆建筑根据其建筑面积规

模划分为大型馆、中型馆和小型馆三种类型。大型馆:建筑规模大

于 10000m2 •适用于中央各部委直属博物馆和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博物馆;中型馆:建筑规模为 4000m2 ~ 10000m2 .适用于各系统

的省厅(局)直属博物馆和省辖市(地)博物馆;小型馆:建筑规模

小于 4000m2 • 适用于各系统的市(地)、县(县级市)局直属博物馆

和县(县级市)博物馆。

9.0.7 博物馆信息网络系统应满足考古人员在外作业期间，可通

过有线或无线网络与博物馆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虚拟专用网络

获得博物馆信息库中的相关资料，同时通过信息网络系统将现场

的资料和信息发送到博物馆。

9.0.11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对文物熏蒸、清洗、干燥等处理、文

物修复等工作区的各种有害气体浓度实时监控，避免腐蚀性物质、

CO2 、温度、温度、风化、光照和灰尘等对文物的影响。应确保对展

品的保护，减少照明系统各种光辐射的损害。

9.0.12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GB 50348-

2004 第 4. 2 节和《文物系统博物馆安全防范工程设计规范 ))GB/T

16571 的有美规定。系统应按照博物馆的特点，将建筑内区域划

分为库区、展厅、公众活动区和办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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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观演建筑

10.2 剧场

10.2.1 剧(影)智能化系统配置，除应符合表 10. 2. 1 的规定外，

其中业务应用系统租其他各智能化系统配置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剧场建筑设计规范 ))JGJ 57 的规定及设

计标准，剧场可根据使用性质及观演条件、建筑规模、观众容量分

为特大型、大型、中型和小型。特大型 :1601 座以上;大型 :1201

座 ~1600 座;中型 :801 座 ~1200 座;小型 :300 座~800 座。

10.2.5 信息网络系统系统应在舞台、舞台监督、声控室、灯控室、

放映室、资料室、各类技术用房、化妆间、票务室和售票处等处设置

信息端口。

10.2.7 信息显示系统的终端宜设置在人口大堂、售票处和等

候区。

10.2.9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宜具有多种场景控制方式，包括就地

控制、遥控、中央管理室的集中控制，根据光线的变化、现场模式需

求及客流情况的自动控制等控制方式。

10.3 电影院

10.3.1 电影院的智能化系统配置，除应符合表 10.3. 1 的规定

外，其中业务应用系统和其他智能化系统配置还应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走。

按照现行行业标准《电影院建筑设计规范 ))JGJ 58 的规定及

设计标准，电影院建筑根据其建筑面积规模划分为特大型、大型、

中型和小型。特大型:总座位数应大于 1800 个，观众厅不宜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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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个;大型:忌、座位数宜为 1201 个 ~1800 个，观众厅宜为 8 个~

10 个;中型:总座位数宜为 701 个 ~1200 个，观众厅宜为 5 个~7

个;小型:总座位数宜小于或等于 700 个，观众厅不宜少于 4 个。

10.4 广播电视业务建筑

10.4.1 广播电视业务建筑轩能化系统配置，除应符合表 10.4. 1 

的规定外，其中业务应用系统和其他各智能化系统配置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0.4.5 信息网络系统应在演播室、导控室、音控室、配音间、灯光

控制室、立柜机房、主控机房、播出机房、制作机房、传输机房、录音

棚、化妆室、资料室和微波机房等技术用房处设置信息端口。

10.4.6 有线电视系统的卫星电视节目应取自播出机房。有线电

视系统应在演播室、导控室、音控室、配音间、主控机房、播出机房、

制作机房、传输机房、录音棚、化妆室、资料室和候播区等技术用房

处设置电视终端。

10.4.7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信息显示终端宜设置在入口大堂、

底层电梯厅、电梯转换层、候播区和参观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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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会展建筑

11. O. 2 会展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除应符合表 1 1. O. 2 的规定

外，其中业务应用系统和其他各智能化系统配置尚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会展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333 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展览建筑设计规范 ))JGJ 218 的规定及设

计标准，展览建筑规模可按基地以内的总展览面积划分为特大型、

大型、中型和小型。特大型馆:总展览面积大于 lOOOOOm2 ;大型

馆:总展览面积 30000m2 ~ lOOOOOm2 ;中型馆:总展览面积

10000m2 ~30000m2 ;小型馆:总展览面积小于 10000m2 。

11. 0.11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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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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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育建筑

12.2 高等学校

12.2.1 高等学校智能化系统配置，除应符合表 12. 2. 1 的规定

外，其中业务应用系统和其他各智能化系统配置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2.2.3 学校教学楼、行政管理楼、图文信息中心、会议中心(厅)、

体育场(馆)、学生宿舍、餐厅、校园休闲和流动人员较密集的公共

区域等有关场所处，应配置与公用互联网或学校信息网络相联的

宽带无线网络接入设备，应满足信息设备信号数字化传输质量和

管理的要求，后勤物业管理系统宜运行在学校信息专用网络上。

12.2.5 在学校的餐厅、招待所等有关场所内，应配置独立的背景

音乐设备，以满足各场所对背景音乐和公共广播的需求。

12.2.9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用于远程视频会议的专用会议室内

时，应配置远程电视会议接入、视频显示\音频扩声、控制等配套

设备。

12.3 高级中学

12.3.1 高级中学智能化系统配置，除应符合麦 12. 3. 1 的规定

外，其中业务应用系统和其他各智能化系统配置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2.3.3 学校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行政办公用房、图文信息中

心、会议接待室、体育场(馆)和校园室内外休闲场所等处，宜配置

与学校信息网络或公用互联网相联的宽带无线网络接入设备。

12.3.10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端口宜设置在学校的大门口处、各

教学楼、行政办公楼、图文信息中心、体育场(馆)、游泳馆、会议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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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室、餐厅、教师或学生宿舍等单体建筑室内。

12.4 初级中学和小学

12.4.1 初级中学和小学智能化系统配置，除应符合表 12.4.1 的

规定外，其中业务应用系统和其他各智能化系统配置尚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夭标准的规定。

12.4.9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系统端口宜设置在学校的大门口

处、各教学楼、行政办公楼、图书阅览室、室外操场、室内体育馆、游

泳馆、餐厅、教师或学生宿舍等单体建筑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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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金融建筑

13.0.2 金融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除应符合表 13. O. 2 的规定

外，其中业务应用系统相其他各智能化系统配置尚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金融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284 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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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交通建筑

14.2 民用机场航站楼

14.2.1 民用机场航站楼智能化系统配置，除应符合表 14.2. 1 的

规定外，其中业务应用系统和其他各智能化系统配置尚应符合现

行行业标准《交通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L 243 和国家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

14.2.2 航班信息综合系统应完成季度航班计划、短期航班计划、

次日航班计划。向需获得航班计划的系统发布送信息，应搜时发

布次日航班计划信息。及时修正日航班计划并即时发布修正信

息。统计、存储、查询日航班计划数据并形成报表。具有机位桥/

登机门分配、到达行李转盘分配、值机柜台分配与出发行李分检转

盘分配功能。

的帆大厅应设置能提供引导旅客值机的航班动态信息显示

屏 d在帆柜台上方应设置能提供值机航班信息的显示屏;中转柜台

应设且能提供中转航班动态信息的显示屏;登机口柜台上方应设

置能提供壁机航班信息的显示屏;候机大厅应设置能提供出发候

机航班动态信息的显示屏;餐饮、商业区宜设置能提供进出港航班

动态信息的显示屏;到达行李提取厅应设置能提供引导行李转盘

航班动态信息的显示屏;行李转盘应设置能提供本转盘到达行李

的航班信息显示屏;行李分拣大厅每条出发行李转盘上应设置能

提供在本转盘出发的行李航班信息的思示屏;行李分拣大厅每条

到达行李转盘上应设置能提供在本转盘到达的行李航班信息显示

屏;到达接客大厅应设置能提供到达航班动态信息的显示屏;联检

区域应设置信息公告显示屏等。

14.2.3 信息接入系统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有线接入网设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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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工程设计规范))YD/丁 5139 的有关规定。

14.2.4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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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务;系统宜采

用合路的方式，将多家移动通信业务运营商和机场内集群通信等

的频段信号纳入一套系统中;航站楼中应在海关、边防、公安、安全

和行李分拣等场所设置无线集群通信系统。

14.2.5 布线系统应在航站楼内旅客活动区域安装公用电话、无

障碍公用电话或语音求助终端。

14.2.6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应支持 ITU → T G. 722 标准要求;终

端音频(包括终端语音和中继语音)应满足宽带话音要求，音频带

宽应达到 300Hz~10kHz; 有线调度对讲系统应支持与广播系统

的互联，实现本地的广播功能。

14.2.8 有线电视接收系统在候机厅、贵宾厅、公务机厅、办公室、

值班室等处宜设置有线电视终端。

14.2.9 公共广播系统宜采用自动广播为主、本地广播为辅的设

置原则，本地广播优先级应高于自动广播，且广播系统宜具备自由

文本转换语音功能及存储转发功能。国内航班应采用普通话与英

语两种语言播放信息。国际航班应采用三种语言以上(含三种语

言)播放信息，宜采用普通话、英语和目的地国的语言播放信息。

广播区域划分宜按最小本地广播区域划分。宜配置背景噪声监测

设备。广播系统的功率放大器应按 N十 1 的方式进行热备用，且

系统应具有功放自动检测倒换功能。

14.2.11 旅客的值机信息应传送至安检信息系统。旅客的交运

行李信息应传送至行李控制系统。在候机大厅应能通过离港闸口

整机牌阅读机对旅客登机牌进行赞机确认;宜采取离港工作站调

用安检信息系统的方式，在安检验证柜台对采集的旅客肖像信息

进行旅客身份确认。在值机柜台离港终端和登机口柜台应能触

发航班信息显示和广播。国内离港系统应具有本地备份离港信

息的功能。离港系统宜支持网上值机和子机值机等新兴值机模



式，并应支持二维条码的使用。系统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民用

航空运输机场安全检壁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MH/T 7010 的

规定。

14.2.13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结合航站楼内办票厅、候机厅、

到达厅等不同区域的专间及空调特点，选择合适的控制技术。

根据不同区域空调的送风形式及风量调节方式进行送风控制，

同时要针对公共区域客流量变化大的特点，特别重视根据空气

质量进行新回风比例控制，提高室内综合空气品质，体现人性化

服务质量。

应根据建筑及相应公共服务区域的采光特点、室内照度、室内

标识、广告照明进行监控。应能接收航班信息，并根据航班时间实

现对相关场所的培调、照明等的控制。

应对行李传输系统的运行进行监测，对航班显示、时钟系统电

源、安全检查系统电源、 400Hz 机用电源、机用空调机电源、飞机

引导系统电源状态等进行监测，对航站楼内各租用单元进行电能

计量。

应对停机坪高杆照明灯进行监控;当设有单独机坪照明灯监

控系统时，所有系统的监控信息应实时传入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应根据公共服务区域的采光特点、室内外照度及航班运行时

间进行照明监控，对室内标识、广告照明进行监控;当设有单独照

明管理系统时，可由照明管理系统实施。

14.2.14 安全技术防范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民用航空运输机场

安全保卫设施建设标准))MH/T 7003 的相关规定。

14.3 铁路害运站

14.3.1 铁路客运站智能化系统配置，除应符合表 14.3.1 的规定

外，其中业务应用系统和其他各智能化系统配置尚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交通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L 243 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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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6 公共广播系统应满足铁路旅客车站客运广播的要求，并

应满足紧急情况下紧急广播的功能需求。应与铁路客运作业需求

相一致，在候车厅、进站大厅、站台、站前广场、行包房、出站厅、售

票厅以及客运值班室等不同功能区进行系统分区划分。系统的语

音合成设备应完成发车接客、旅客乘降及候车的全部客运技术作

业广播。系统应具有接入旅客引导显示系统、列车到发通告系统

等通告显示网的接口条件。

14.3.8 公共信息查询系统宜包括多媒体查询、电话问询和 Web

网站查询等。系统应在进站大厅、各候车厅、售票厅、各行包房等

场所设置旅客查询终端，并应设置元障碍旅客查询终端。

14.3.10 旅客引导显示系统的显示屏应设于进站大厅、出站大

厅、车站商场和餐厅等旅客集中活动场所。应具有动态信息显示

的功能，应能显示列车发车、列车到达、客票票务及其他多媒体等

信息。进站集中显示屏应明确显示列车车次、始发站、终到站、到

发时刻、候车地点、列车停靠站台、晚点变更、检票状态等信息。候

车厅显示屏应显示列车车次、开往站、到发时刻、列车停靠站台、晚

点变更和检票状态等信息。检票口牌应显示列车车次、检票状态

和发车时刻等信息。站台牌应显示列车车次、到发线路、到发时

刻、开往地点和晚点变更等信息。出站台牌应显示列车车次、始发

站、到发时刻、列车停靠站台和晚点变更等信息。天桥、廊道显示

屏应显示列车车次和列车停靠站台等信息。

14.3.12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结合铁路旅客车站管理的特点，采

取各种有效的技术防范手段，满足铁路作业、旅客运转的安全机制

的要求。铁路旅客车站的旅客主要进站口、行包托运厅等应设置

探测设备。

14.4 城市轨道交通站

14.4.1 城市轨道交通站楼智能化系统配置，除应符合表 14.4.1

的规定外，其中业务应用系统和其他各智能化系统配置尚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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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行业标准《交通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L 243 和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

14.4.4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应满足车站(车辆段)值班员与本站

(段)其他有关人员直接通话的要求。值班员可任意实现单呼、组

呼和全呼方式。站内分机应能直接呼叫本站值班员。邻车站值班

员间及车辆段值班员与相邻车站值班员间应能通过站间行车电话

进行直接通话。站间电话应能直接呼叫上行或下行车站值班员，

具有紧急呼叫及邻站呼入显示功能，不应出现占线或通道被其他

用户占用等情况。隧道区间及道岔区段的有关作业人员应能通过

轨旁电话与相邻站车站值班员通话，并可采用切换方式与公务电

话用户通信。

车站的控制室应设置行车调度分机、防灾中心与设备监控调

度分机，各变电所的主控制室和低压配电室应设置电力调度分机，

警务室应设置公安调度分机。系统建设时宜配置有线调度对讲分

系统，各车控室、旅客服务中心、值班员室、半自动售票机室、站长

室、票据室、环控室、电控室及警务室等处，直设调度对讲终端，并

应在自动售票机旁设置旅客求助终端。中央级控制中心各调度员

与各站值班员之间应能直接(无阻塞)通话。控制中心各调度员之

间应能直接通话。

14.4.6 公共广播系统的车站广播控制台应对本站管区内进行选

路广播，负荷区宜按站台层、站厅层、出人口和与行车直接有关的

办公区域等进行划分，广播语言宜为中文和英语。

14.4.7 时钟系统应为各线、各车站提供统一的标准时间信息，并

为其他各系统提供统一的基准时间。站厅层、站台层、车控室、环

控室、电控室、站长室、警务室及其他与行车直接有关的办公室等

处所应设置子钟;当站厅层、站台层等处设有乘客信息系统 CPIS)

系统显示终端时，子钟宜与 PIS 系统显示终端合并设置。

11.4.10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采取中央总站级和分车站级的二

级监控方式，对公共轨道交通全线进行火灾探测和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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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汽车客运站

14.5.1 汽车客运站楼智能化系统配置，除应符合表 14.5. 1 的规

定外，其中业务应用系统和其他各智能化系统配置尚应符合现行

行业标准《交通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L 243 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

按照《交通客运站建筑设计规泡 ))JGJ/T 60-2012 的规定及

设计标准，汽车客运站建筑等级可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分

别按发车位和年平均日旅客发送量(人次)划分。一级 :20 车位~

24 车位(10000 人次~25000 人次h二级 :13 车位~19 车位 (5000

人次~9999 人次) ;三级 :7 车位 ~12 车位(1000 人次 ~4999 人

次h 四级 :6 车位以下(1000 人次以下)。

14.5.3 旅客引导显示系统的进站集中显示牌应明确显示汽车车

次、始发站、终到站、到发时刻、候车地点、汽车停靠站台、晚点变

更、检票状态等信息。候车厅应显示汽车车次、开往站、到发时刻、

汽车停靠站台、晚点变更和检票状态等信息。检票口牌应显示汽

车车次、检票状态和发车时刻等信息。

应在客运站运行过程中需要汽车到发通告信息的场所配置接

收终端或联网工作站。汽车到发通告系统应在广播室、客运值班

室、售票室、客运计划室、检票口及其他必要的相关处所配置接收

终端或联网工作站。汽车到发通告系统主机应预留与上一级车辆

运行指挥信息系统联网的接口条件。检票终端应有脱网后独立工

作的功能。

14.5.4 大型汽车客运站旅客公共场所宜设置多媒体自助查询系

统，问询亭侧宜采用触摸屏式旅客自助查询机，且多媒体自助查询

系统应接入公共信息查询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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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医疗建筑

15.2 综合医院

15.2.1 综合性医院智能化系统配置，除应符合表 15.2.1 的规定

外，其中业务应用系统和其他各智能化系统配置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综合医院的技术等级，按一级至三级进行智能化系统配置的

技术标准定位展开。基层医院，如街道和村镇级医院，因规模较

小，可选择部分内容或适当降低配置标准。专科医院，如儿科、妇

产科、胸科、骨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皮肤科医院等，特殊病

院;如传染病院、精神病院、结核病院、肿瘤医院等，均按规模参照

同等级使用。

15.2.2 信息化应用系统包括医院信息系统(HIS) 、临床信息系

统 (CIS) 、医学影像系统 (PACS) 、放射信息系统 (RIS) 、远程医疗

系统等医院其他信息化应用系统，因此，信息网络系统应具备高宽

带、大容量和高速率，并具备适应将来扩容和带宽升级的条件。

15.2.8 有线电视系统应向需收看电视节目的病员、医护人员提

供本地有线电视节目或医院自制电视节目，应能在部分患者收看

时不影响其他患者的休息。

15.2.10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宜根据医疗工艺要求配置，系统的监

控功能包括:对氧气、笑气、氮气、压缩空气、真空吸引等医疗用气

的使用进行监视和控制;对医院污水处理的各项指标进行监视，并

对其工艺流程进行控制和管理;对有空气污染源的区域的通风系

统进行监视和负压控制。

15.2.11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符合医院建筑的业务特征及安全

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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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入侵报警系统:

①宜在医院计算机机房、实验室、财务室、现金结算处、药库、

医疗纠纷会议室、同位素室及同位素物料区、太平间等贵重物品存

放处及其他重要场所配置于动报警按钮或其他入侵探测装置;

②报警装置应与视频探测摄像机和照明系统联动，在发生报

警时同步进行图像记录。

(2) 出入口控制系统:

①应根据医疗工艺对区域划分的要求，在行政办公区域、财务

室、计算机机房、医技区、实验室、药库、血库、各放射治疗区、同位

素室及同位素物料区以及传染病院的清洁区、半污染区和污染区

等处配置出入口控制系统。

②系统应有可靠的电源以确保系统的正常使用;应与消防报

警系统联动，当发生火灾时应确保开启相应区域的疏散门和通道;

宜采用非接触式智能卡。

(3) 电子巡查系统宜结合出入口控制系统进行配置。

(4) 医疗纠纷会谈室宜配置独立的图像监控、语音录音系统。

系统宜具有视频、音频信息的显示和存储、图像信息与时间和字符

叠加的功能。

(5) 医院的消防安全保卫控制室内，宜建立应急联动指挥的功

能模块，以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

15.3 疗养院

15.3.1 疗养院智能化系统配置，除应符合表 15. 3. 1 的规定外，其

中业务应用系统和其他各智能化系统配置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医疗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 312 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按照现行行业标准《疗养院建筑设计规范 ))JGJ 40 的规定及

设计标准，疗养院建筑可分为综合性疗养院和专科疗养院。疗养

院主要包括疗养、理疗、医技等业务区域;养员活动室，营养食

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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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体育建筑

16.0.1 体育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应统筹规划、综合利用，充

分兼顾体育建筑赛后的多功能使用和满足体育建筑运营发展，因

此，在满足体育竞赛业务信息化应用和体育建筑的信息化管理的

需要同时，应具备其他多功能使用环境设施的基础保障。

16.0.2 体育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除应符合表 16. O. 2 的规定

外，其中业务应用系统和其他各智能化系统配置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体育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应根据体育建筑设计等级及设计标

准，选配相关的智能化系统。按照现行行业标准《体育建筑设计规

范 >>JGJ 31 的规定及设计标准，体育建筑可分为特级、甲级、乙级、

丙级。特级:举办国际级综合赛事;甲级:举办全国性和单项国际

赛事;乙级:举办地区性和全国单项赛事;丙级:举办地方性、群众

性赛事。

16.0.8 公共广播系统应根据功能分区、防火分区、赛事信息广播

控制、应急广播控制和广播线路路由等因素确定系统的输出分路。

应根据体育建筑的功能、规模、形状和i昆响时间要求等，合理布置

扬声器，确保竞赛内场、观众席的音响效果达到有关规定的要求。

16.0.9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对报警区域和探测区域的划分应结合

体育场(馆)赛事期间功能分区，对于高大空间的竞赛、训练场

(馆)、新闻发布厅等不同的空间特点，选用不同的、行之有效的火

灾探测方式，确保其安全可靠性。系统应采取声光报警方式。

16.0.10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配置安防信息综合管理、安防专用

通信、入侵报警、视频安防监控、出人口控制、停车库(场)管理和电

子巡查管理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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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商店建筑

17.0.2 商店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除应符合表 17. O. 2 的规定

外，其中业务应用系统和其他各智能化系统配置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商店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应根据商店建筑设计分类及设计标

准，选配相关的智能化系统。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商店建筑设计规

范 ))JGJ 48-2014 的规定及设计标准，可根据其使用类别、建筑面

积分为大、中、小型。其中百货店、购物 Jp心，大型:建筑面积大于

15000m2 ;中型:建筑面积为 3000m2 ~ 15000时;小型:建筑面积小

于 3000m2 0 本标准以百货店、购物中心为示范案例作出智能化配

置选项表。其他超级市场、菜市场、专业店均可对应分类参照

施行。

17.0.6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应在商店建筑内总服务台、办公管理

区域和各商业经营席位宜配置内线电话和直线电话，在公共区域

的适当部位应配置公用直线和内线电话及无障碍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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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通用工业建筑

18.0.2 本章对满足通用工业建筑的通用性生产业务运营需要的

智能化系统建设做出规定，通用工业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除应符

合表 18.0.2 的规定外，其中业务应用系统和其他各智能化系统配

置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8.0.8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确保生产所需的各种能源供应的品

质和可靠性，提高产品质量及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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