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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标准的重要性和类别

    2.1.1  标准的重要性
GB/T20000.1《标准化工作指南第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

》国家标准中，对于标准的定义为

“通过标准化活动，按照规定的程序经协商一致制定，为各种活动或其

结果提供规则、指南或特性，供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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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纸等设计文件中使用的图形符号，一般按照相关国家标准和设计图册的

规定使用统一的图形符号，设计图纸是给建筑单位、业主和技术人员阅读的

技术文件，必须让大家能够看懂，这点非常重要。

    “图纸是工程师的语言”，“工程标准就是工程图纸的语法”，“设计图册就是

典型语句”。一个合格的设计师应该非常熟悉这些标准和图册，也必须能够

熟练应用这些标准和图册。

《综合布线工程实用技术》第3版

西元 ��写标准�做规范�建工坊�促融合3



2.1.2  标准的分类

中国综合布线系统工程常用的技术标准分为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技术白皮书、设计图册等技术文件。

近年来，我国非常重视国家标准的编写和发布，在网络技术领域和综合

布线系统行业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国家标准体系，有与国际标准对应的国

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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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GB50311-2016《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简介

现在执行的国家标准为GB 50311-2016《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该标准在2016年8月26日发布，2017年4月1日开始实施。

该标准共分为9章，具体内容包括：

第1章总则；第2章术语和缩略语；第3章系统设计；第4章光纤到用户单

元通信设施；第5章系统配置设计；第6章性能指标；第7章安装工艺要求；

第8章电气防护及接地；第9章防火；附录A、B、C。

图2-1为该标准封面和发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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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GB 50311-2016《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封面和发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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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总则

1.本标准的制定，规范了建筑与建筑群的语音、数据、图像及多媒体业

务综合网络建设。

2.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

3.综合布线系统设施的建设，应纳入建筑与建筑群相应的规划设计之中。

根据工程项目的性质、功能、环境条件和近、远期用户需求进行设计，应考

虑施工和维护方便，确保综合布线系统工程的质量和安全，做到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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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综合布线系统宜与信息网络系统、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建筑设备监控

系统等的配线做统筹规划，同步设计，并应按照各系统对信息的传输要求，

做到合理优化设计。

《综合布线工程实用技术》第3版

西元 ��写标准�做规范�建工坊�促融合8



2.2.2  综合布线系统设计

1.综合布线系统构成

1）综合布线系统应为开放式网络拓扑结构，应能支持语音、数据、图

像、多媒体等业务信息传递的应用。

2）综合布线系统的构成应符合下列规定：

 （1）综合布线系统的基本构成应包括

建筑群子系统、干线子系统和配线子系统，如图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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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综合布线系统基本构成

在工程设计中，配线子系统中不允许设置集合点（CP），在安装施工阶

段因管路不通时，可以设置集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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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FD 之间可建立直达路由，BD 之间可建立直达路由

（2）综合布线各子系统中，也可以建立下列直达路由：

① 如图2-3中虚线所示，

建筑物内楼层配线设备（FD

）之间可建立直达路由。

② 如图2-3中虚线所示，

不同建筑物的建筑物配线设

备(BD)之间可建立直达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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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综合布线子系统构成

③ 如图2-4所示，工作区信息插座(TO) 可以直接连接至建筑物配线

设备(BD)，可不经过楼层配线设备(FD)。

④ 楼层配线设备(FD)也可不经过建筑物配线设备(BD)直接与建筑群

配线设备(CD)互连，如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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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综合布线系统引入部分构成

（3）如图2-5所示，综合布线系统入口设施连接外部网络和其他建筑

物的引入缆线，应通过缆线和BD 或CD 进行互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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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综合布线系统应用典型连接与组成

（4）如图2-6所示，综合布线系统典型应用中，配线子系统信道应由

4 对对绞电缆和电缆连接器件构成，干线子系统信道和建筑群子系统信道

应由光缆和光连接器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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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一个独立的需要设置终端设备(TE)的区域，宜划分为一个工作区。

工作区应包括信息插座模块(TO)、终端设备处的连接缆线及适配器。

（2）配线子系统应由工作区内的信息插座模块、信息插座模块至电信

间配线设备(FD)的水平缆线、电信间的配线设备及设备缆线和跳线等组成。

（3）干线子系统应由设备间至电信间的主干缆线、安装在设备间的建

筑物配线设备(BD)及设备缆线和跳线组成。

（4）建筑群子系统应由连接多个建筑物之间的主干缆线、建筑群配线

设备(CD)及设备缆线和跳线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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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设备间应为在每栋建筑物的适当地点进行配线管理、网络管理和

信息交换的场地。

（6）进线间应为建筑物外部信息通信网络管线的入口部位，并可作为

入口设施的安装场地。

（7）管理应对工作区、电信间、设备间、进线间，布线路径环境中的

配线设备、缆线、信息插座模块等设施按一定的模式进行标识、记录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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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分级与组成

1）综合布线电缆布线系统的分级与类别划分，应符合表2-1的规定，并

且5、6、6A、7、7A类布线系统应能支持向下兼容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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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图2-7所示，布线系统信道应由长度不大于90 m的水平缆线、10 m

的跳线和设备缆线段，以及最多4个连接器件组成。

永久链路则应由长度不大于90 m水平缆线，以及最多3个连接器件组成。

图2-7 布线系统信道、永久链路、CP 链路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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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光纤信道应分为OF-300、OF-500 和OF-2000 三个等级，

各等级光纤信道应支持的应用长度不应小于300 m、500 m 及2 000 m。

图2-7 布线系统信道、永久链路、CP 链路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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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系统应用

（1）综合布线等级与类别的选用，应符合表2-2要求。

表2-2 布线系统等级与类别的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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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一布线信道及链路的缆线、跳线和连接器件应保持系统等级与

阻抗的一致性。

（3）综合布线系统光纤信道应采用

标称波长为850nm和1300nm的多模光纤(OM1、OM2、OM3、OM4)，

标称波长为1310nm和1550nm(OS1)，

          1310nm、1383nm和1550nm(OS2)的单模光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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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模和多模光缆的选用应符合网络的构成方式、业务的互联方式、

以太网交换机端口类型及网络规定的光纤应用传输距离。

（5）配线设备之间互连的跳线宜选用产业化制造的产品，跳线的类别

应符合综合布线系统的等级要求。在应用电话业务时宜选用双芯对绞电缆。

（6）工作区信息点为电端口时应采用8位模块通用插座，

光端口应采用SC或LC光纤连接器件及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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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FD、BD、CD配线设备应根据支持的应用业务、布线的等级、产

品的性能指标选用。

（8）CP集合点安装的连接器件应选用卡接式配线模块或8位模块通用

插座或各类光纤连接器件和适配器。

（9）综合布线系统产品的选用应考虑缆线与器件的类型、规格、尺寸

对安装设计与施工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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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屏蔽布线系统

1）屏蔽布线系统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综合布线区域内存在的电磁干扰场强高于3V/m时。

（2）用户对电磁兼容性有电磁干扰和防信息泄漏等较高的要求时，或

有网络安全保密的需要时。

（3）安装现场条件无法满足对绞电缆的间距要求时。

（4）当布线环境温度影响到非屏蔽布线系统的传输距离时。

2）屏蔽布线系统应选用相互适应的屏蔽电缆和连接器件，采用的电缆、

连接器件、跳线、设备电缆都应是屏蔽的，并应保持信道屏蔽层的连续性与

导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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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综合布线在弱电系统中的应用

1）综合布线系统应支持具有TCP/IP通信协议的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停车库（场）管理系统、访客对

讲系统、智能卡应用系统、建筑设备管理系统、能耗计量及数据远传系统、

公共广播系统、信息导引（标识）及发布系统等弱电系统的信息传输。

2） 综合布线系统支持弱电各子系统应用时，应满足各子系统提出的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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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系统配置设计

1．工作区

1）工作区适配器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不同的插座与插头之间互通时应加装适配器。

（2）在连接使用信号的数模转换、光电转换、数据传输速率转换等相

应的装置时，应采用适配器。

（3）对于网络规程的兼容，应采用协议转换适配器。

（4）各种不同的终端设备或适配器均应安装在工作区的适当位置，并

应考虑现场的电源与接地。

2）每个工作区的服务面积应按不同的应用功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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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干线子系统

1）干线子系统所需要的对绞电缆根数，大对数电缆总对数及光缆光纤

总芯数，应满足工程的实际需求与缆线的规格，并应留有备份容量。

2）干线子系统主干缆线宜设置电缆或光缆备份及电缆与光缆互为备份

的路由。

3）当电话交换机和计算机设备设置在建筑物内不同的设备间时，宜采

用不同的主干缆线来分别满足语音和数据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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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建筑物若干设备间之间，设备间与进线间及同一层或各层电信间

之间宜设置干线路由。

5）主干电缆和光缆所需的容量要求及配置应符合相关规定。

6）设备间配线设备(BD)所需的容量要求及配置应符合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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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筑群子系统

1）建筑群配线设备(CD)内线侧的容量，应与各建筑物引入的建筑群主

干缆线容量一致。

2）建筑群配线设备(CD)外线侧的容量，应与建筑群外部引入的缆线的

容量一致。

3）建筑群配线设备各类设备缆线和跳线的配置，应符合电信间FD采用

的设备缆线和各类跳线宜根据计算机网络设备的使用端口容量和电话交换系

统的安装容量、业务的实际需求或信息点总数的比例进行配置，比例范围宜

为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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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入口设施

1）建筑群主干电缆和光缆、公用网和专用网电缆、光缆等室外缆线进

入建筑物时，应在进线间由器件成端转换成室内电缆、光缆。

2）综合布线系统和电信业务经营者设置的入口设施内线侧配线模块，

应与建筑物配线设备(BD)或建筑群配线设备(CD)之间敷设的缆线类型和容量

相匹配。

3）进线间的缆线引入管道管孔数量，应满足建筑物之间、外部接入各

类信息通信业务、建筑智能化业务及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缆线接入的需求，

并应留有不少于4孔的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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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管理系统

1）对设备间、电信间、进线间和工作区的配线设备、缆线、信息点等

设施，应按一定的模式进行标识和记录，并且符合相应规定。

2）所有标签应保持清晰，并应满足使用环境要求。

3）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规模较大，以及用户有提高布线系统维护水平和

网络安全的需要时，宜采用智能配线系统对配线设备的端口进行实时管理，

显示和记录配线设备的连接、使用及变更状况，并具备相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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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综合布线系统相关设施的工作状态信息，应包括：

设备和缆线的用途、使用部门、组成局域网的拓扑结构、传输信息速率、

终端设备配置状况、占用器件编号、色标、链路与信道的功能和各项主要指

标参数及完好状况、故障记录等信息，还应包括设备位置和缆线走向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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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性能指标

1.缆线与连接器件性能指标

1）D级、E级、F级的对绞电缆布线信道器件的标称阻抗应为100Ω，A、B、

C级可为100Ω或120Ω。

2）对绞电缆基本电气特性应符合下列规定：

（1）信道每个线对中的两个导体之间的d.c．环路电阻不平衡度对所有

类别不应超过3%。

（2）电缆在所有的温度下应用时，D、E、EA、F、FA级信道每一导体最

小载流量应为0. 175A(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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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布线系统在工作环境温度下，D、E、EA、F、FA级信道应支持任意

导体之间72V(d.c.)的工作电压。

（4）布线系统在工作环境温度下，D、E、EA、F、FA级信道每个线对应

支持承载l0W的功率。

（5）对绞电缆的性能指标参数应包括衰减、等电平远端串音衰减、等电

平远端串音衰减功率和、衰减远端串音比、衰减远端串音比功率和、耦合衰

减、转移阻抗、不平衡衰减（近端），近端串音功率和、外部串音(EA、FA)。

（6）2m、5m对绞电缆跳线的指标参数值应包括回波损耗、近端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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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绞电缆连接器件基本电气特性应符合下列规定：

（1）配线设备模块工作环境的温度应为-10℃～+60℃。

（2）应具有唯一的标记或颜色。

（3）连接器件应支持0.4mm～0.8mm线径导体的连接。

（4）连接器件的插拔率不应小于500次。

（5）器件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RJ45的8位模块通用插座，可按568A或568B的方式进行连接。

4对对绞电缆与非RJ45模块终接时，应按线序号和组成的线对进行卡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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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连接器件的性能指标参数，应包括

回波损耗、插入损耗、近端串音、近端串音功率和、远端串音、远端串

音功率和、输入阻抗、不平衡输入阻抗、 直流回路电流、时延、时延偏差、

横向转换损耗、横向转换转移损耗、耦合衰减（屏蔽布线）、转移阻抗（屏

蔽布线）、绝缘电阻、外部近端串音功率和、外部远端串音功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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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性能指标

1）对绞电缆布线系统永久链路、CP链路及信道的性能指标参数的规定值，

应符合GB50311附录A的规定。

2）在工程的安装设计中，应考虑综合布线系统产品的缆线结构，直径、

材料、承受拉力、弯曲半径等机械性能指标。

3）光纤布线系统OF-300、OF-500、OF-2000各等级的光纤信道衰减值应

符合GB50311附录A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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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安装工艺要求 

1．工作区

1）工作区信息插座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暗装在地面上的信息插座盒，应满足防水和抗压要求。

（2）工业环境中的信息插座可带有保护壳体。

（3）暗装或明装在墙体或柱子上，距地高度宜为300mm。

（4）安装在工作台侧隔板面及临近墙面上，距地高度宜为1.0m。

（5）宜采用标准86系列面板安装，安装光纤模块的底盒深度不应小于6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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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区的电源应符合下列规定：

（1）每个工作区宜配置不少于2个单相交流220V/10A电源插座盒。

（2）电源插座应选用带保护接地的单相电源插座。

（3）工作区电源插座宜嵌墙暗装，高度应与信息插座一致。

3）CP集合点箱体，多用户信息插座箱体宜安装在导管的引入侧，以及便

于维护的柱子及承重墙上等处，箱体底边距地高度宜为500mm。

当在墙体、柱子的上部或吊顶内安装时，距地高度不宜小于1800mm。

4）每个用户单元信息配线箱附近水平70mm～150mm处，宜预留设置2

个单相交流220V/10A电源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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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备间

（1）设备间设置位置应根据设备数量、规模、网络构成等因素综合考虑。

（2）每栋建筑物内应设置不小于1个设备间。

（3）设备间内的空间应满足布线系统配线设备的安装需要，其使用面积

不应小于10 m2。

（4）设备间的设计应符合相关设计规定。

（5）设备间应防止有害气体侵入，并应有良好的防尘措施。

（6）设备间应设置不少于2 个单相交流220 V/10 A 电源插座盒，每个电

源插座的配电线路均应装设保护器。设备供电电源应另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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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线间

1）进线间内应设置管道入口，入口的尺寸应满足不少于3家电信业务经营

者，通信业务接入及建筑群布线系统和其他弱电子系统的引入管道管孔容量的

需求。

2）在单栋建筑物或由连体的多栋建筑物构成的建筑群体内应设置不少于1

个进线间。

3）进线间应满足室外引入缆线的敷设与成端位置及数量、缆线的盘长空

间和缆线的弯曲半径等要求，并应提供安装综合布线系统及不少于3家电信业

务经营者入口设施的使用空间及面积。进线间面积不宜小于1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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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线间宜设置在建筑物地下一层临近外墙、便于管线引入的位置，

其设计应符合相关规定。

5）与进线间安装的设备无关的管道不应在室内通过。

6）进线间安装信息通信系统设施应符合设备安装设计的要求。

7）综合布线系统进线间不应与数据中心使用的进线间合设，建筑物内

各进线间之间应设置互通的管槽。

8）进线间应设置不少于2个单相交流220V/10A电源插座盒，每个电源

插座的配电线路均应装设保护器。设备供电电源应另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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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导管与桥架安装  

1）布线导管或桥架的材质、性能、规格及安装方式的选择应考虑敷设

场所的环境以及自身性能等因素对布线的影响，并应符合安装要求。

2）缆线敷设在建筑物的吊顶内时，应采用金属导管或槽盒。

3）布线导管或槽盒在穿越防火分区楼板、墙壁、天花板、隔墙等建筑

构件时，其空隙或空闲的部位应按等同于建筑构件耐火等级的规定封堵。

4）布线导管或桥架在穿越建筑结构伸缩缝、沉降缝、抗震缝时，应采

取补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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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布线导管或槽盒暗敷设于楼板时不应穿越机电设备基础。

6）暗敷设在钢筋混凝土现浇楼板内的布线导管或槽盒最大外径宜为楼板

厚的1/4～1/3。

7）建筑物室外引入管道设计应符合建筑结构地下室外墙的防水要求。

8）建筑物内采用导管敷设缆线时，导管选用应符合相关规定。

9）槽盒的直线连接、转角、分支及终端处宜采用专用附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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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明装槽盒的路由中设置吊架或支架，宜设置在下列位置：

（1）直线段不大于3m及接头处；

（2）首尾端及进出接线盒0.5m处；

（3）转角处。

11）布线路由中每根暗管的转弯角不应多于2个，且弯曲角度应大于90°。

12）过线盒宜设置于导管或槽盒的直线部分。

13）导管管口伸出地面部分应为25mm～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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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缆线布放

1）建筑物内缆线的敷设方式应根据

建筑物构造、环境特征、使用要求、需求分布以及所选用导体与缆线的类

型、外形尺寸及结构等因素综合确定。 

2）建筑群之间的缆线宜采用地下管道或电缆沟方式敷设。

3）明敷缆线应符合室内或室外敷设场所环境特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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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综合布线系统管线的弯曲半径应符合表2-3的规定。

 表2-3管线敷设弯曲半径

《综合布线工程实用技术》第3版

西元 ��写标准�做规范�建工坊�促融合47



5）缆线布放在导管与槽盒内的管径与截面利用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1）管径利用率和截面利用率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管径利用率＝d/D

（2）弯导管的管径利用率应为40%～50%。

（3）导管内穿放大对数电缆或4芯以上光缆时，直线管路的管径利用率

应为50%～60%。

（4）导管内穿放4对对绞电缆或4芯及以下光缆时，截面利用率应为25%

～30%。

（5）槽盒内的截面利用率应为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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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用户光缆敷设与接续应符合下列规定：

（1）用户光缆光纤接续宜采用熔接方式。

（2）在用户接入点配线设备及信息配线箱内宜采用熔接尾纤方式终接，

不具备熔接条件时可采用现场组装光纤连接器件终接。

（3）每一光纤链路中宜采用相同类型的光纤连接器件。

（4）采用金属加强芯的光缆，金属构件应接地。

（5）室内光缆预留长度应符合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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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光缆敷设安装的最小静态弯曲半径宜符合表2-4的
                       表2-4光缆敷设安装的最小静态弯曲半径

7）缆线布放的路由中不应有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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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设备安装设计

1）综合布线系统宜采用标准19英寸机柜。

2）在公共场所安装配线箱时，暗装箱体底边距地面不宜小于1.5m。

明装式箱体底面距地面不宜小于1.8m。

3）机柜、机架、配线箱等设备的安装宜采用螺栓固定。

在抗震设防地区，设备安装应采取减震措施，并应进行基础抗震加固。

《综合布线工程实用技术》第3版

西元 ��写标准�做规范�建工坊�促融合51



7.电气防护及接地

1）综合布线电缆与附近可能产生高电平电磁干扰的电动机、电力变压器、

射频应用设备等电器设备之间应保持间距，与电力电缆的间距应符合标准规定。

2）综合布线系统应远离高温和电磁干扰的场地，根据环境条件选用相应

的缆线和配线设备或采取防护措施，并符合相应规定。

3）在建筑物电信间、设备间、进线间及各楼层信息通信竖井内均应设置

局部等电位联结端子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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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综合布线系统应采用建筑物共用接地的接地系统。当必须单独设置系

统接地体时，其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当布线系统的接地系统中存在两个不

同的接地体时，其接地电位差不应大于1Vr.m.s。

5）配线柜接地端子板应采用两根不等长度，且截面不小于6mm2绝缘铜

导线接至就近的等电位联结端子板。

6）屏蔽布线系统的屏蔽层应保持可靠连接、全程屏蔽，在屏蔽配线设备

安装的位置应就近与等电位联结端子板可靠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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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综合布线的电缆采用金属管槽敷设时，管槽应保持连续的电气连接，

并应有不少于两点的良好接地。

8）当缆线从建筑物外引入建筑物时，电缆、光缆的金属护套或金属构件

应在入口处就近与等电位联结端子板连接。

9）当电缆从建筑物外面进入建筑物时，应选用适配的信号线路浪涌保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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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防火

1）根据建筑物的防火等级对缆线材料燃烧性能的要求，综合布线系统的

缆线选用和布放方式及安装的场地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2）综合布线工程设计选用的电缆、光缆应从建筑物的高度、面积、功能、

重要性等方面加以综合考虑，选用相应等级的阻燃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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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GB/T50312《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国家标准简介

GB/T50312-2016《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在2016年颁布。该

标准共分为10章，第1章总则，第2章缩略语，第3章环境检查，第4章器材及

测试仪表工具检查，第5章设备安装检验，第6章缆线的敷设和保护方式检验，

第7章缆线终接，第8章工程电气测试，第9章管理系统验收，第10章工程验

收。更多内容详见单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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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信息技术 住宅通用布缆》简介

GB/T 29269-2012/ISO/IEC 15018:2004《信息技术 住宅通用布缆》，

在2012年12月31日发布，2013年6月1日起开始实施。

该标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起草单位有西安

开元电子实业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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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规定了住宅通用布缆的设计和配置等要求，共分11章，5个附录。

第1章范围，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第3章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第4章符合性，第5章支持ICT/BCT应用的通用布缆系统结构，

第6章支持CCCB应用的布缆，第7章性能，第8章参考实现，

第9章线缆要求，第10章连接硬件，第11安全性要求和屏蔽实践。

附录A BCT信道等级，附录B 链路性能，附录C BCT等级：信道和链路性

能及实现，附录D应用及相关布缆，附录E电视、广播应用的参考实现-平衡-

不平衡阻抗变换器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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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用以规范支持以下三种应用的住宅通用布缆：

1.信息和通信技术（ICT）；

2.广播和通信技术（BCT）；

3.建筑物内的指令、控制和通信（CCCB）。

住宅通用布缆概况如图2-11所示，用于指导在新建筑及翻新建筑中布缆

的安装。该标准设计涵盖了这三种应用，因此在确定所选择的特定应用之前

就可以提前进行布缆安装。该标准所指的住宅可能由一栋或多栋建筑组成，

也可能一栋建筑中包含多个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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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住宅通用布缆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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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此标准，通用布缆可实现：

1.无需对固定的布缆基础设施做改动，即可实现广泛的应用部署；

2.提供支持连通性移动、增加、变化的平台。

该标准可以：

1.向用户提供具有支持广泛应用能力的独立的布缆系统；

2.向用户提供灵活的布缆方案，使修改方便、经济；

3.指导建筑界专业人士（如建筑师）在了解确切要求前，如在制定新建

或翻新设计之初，进行布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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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工业和应用标准组织（如ITU-T、ISO/IEC JTC1/SC 6、ISO/IEC 

JTC1/SC 25/WG 1、IEC TC 100）提供支持现有产品的布缆系统并为今后

住宅电子领域产品的开发提供一个基准；

5.为有针对性应用的布缆系统的使用者、设计者和制作者提供了通用布

缆的接口建议；

6.为布缆组件供应商和布缆安装人员提出相关的要求；

7.为服务商提供支持其服务的配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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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综合布线系统相关标准简介
2.5.1 综合布线相关中国国家标准

1.GB/T 5095.3 电子设备用机电元件 基本试验规程及测量方法 第3部分：

载流容量试验。

2.GB/T 11313 射频连接器 第1部分：总规范 一般要求和试验方法。

3.GB/T 11313.2 射频连接器 第2部分：9.52型射频同轴连接器分规范。

4.GB/T 11327.1 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低频通信电缆电线 第1部分:

一般试验和测量方法。

《综合布线工程实用技术》第3版

西元 ��写标准�做规范�建工坊�促融合63



5.GB/T 15157.7 频率低于3 MHz的印制板连接器 第7部分：有质量评

定的具有通用插合特性的8位固定和自由连接器详细规范 。

6.GB 16895.21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4-41部分:安全防护  电击防护。

7.GB/T 17045 电击防护  装置和设备的通用部分。

8.GB/T 17737 （所有部分） 射频电缆[IEC 61196（所有部分）] 

9.GB/T 17738.1 射频同轴电缆组件 第1部分：总规范 一般要求和试验

方法。

10.GB/T 18015.1 数字通信用对绞或星绞多芯对称电缆 第1部分：总规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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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GB/T 18015.5 数字通信用对绞或星绞多芯对称电缆 第5部分：具有

600MHz及以下传输特性的对绞或星绞对称电缆 水平层布线电缆 分规范。

12.GB/T 18233 信息技术 用户建筑群的通用布缆 。

13.GB/T 18290.3 无焊连接 第3部分:可接触无焊绝缘位移连接 一般要求、

试验方法和使用导则。

14.GB/T 18290.4 无焊连接 第4部分:不可接触无焊绝缘位移连接 一般要

求、试验方法和使用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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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综合布线相关国际组织标准

1.IEC 60352-6 无焊连接 第6部分:绝缘刺破连接 一般要求、试验方法和

使用指南。

2.IEC 60512-2 电子设备用机电元件 基本试验规程及测量方法 第2部分:

一般检查、电连续性和接触电阻测试、绝缘试验和电压应力试验

3.IEC 60512-25-1电子设备用连接器 试验和测量 第25-1部分：试验25a 

串扰比

4.IEC 60512-25-2 电子设备用连接器 试验和测量 第25-2部分：试验25b 

衰减(插入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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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IEC 60512-25-4 电子设备用连接器 试验和测量 第25-4部分：试验25d 

传播时延

6.IEC 60512-25-5 电子设备用连接器 试验和测量 第25-5部分：试验25e 

回波损耗

7.IEC 60603-7-1:2002 电子设备用连接器 第7-1部分：质量经过评定的

具有通用匹配特征的8路无屏蔽固定连接器的详细规范

8.IEC 60603-7-2 电子设备用连接器 第7-2部分：最大频率为100MHz数

据传输用8路非屏蔽的活动和固定连接器的详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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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IEC 60603-7-3 电子设备用连接器 第7-3部分：频率＜100MHz的数据

传输用8道非屏蔽和固定式连接器的详细规范

10.IEC 60603-7-4 电子设备连接器 第7-4部分：数据传输频率250MHZ

及以下的8位非屏蔽自由和固定连接器的详细规范（6类，非屏蔽）

11.IEC 60603-7-5  电子设备用连接器  第7-5部分：最大频率为250MHz

数据传输用8路屏蔽的活动和固定连接器的详细规范（6类，屏蔽）

12.IEC 60603-7-7:2002 电子设备用连接器 第7-7部分：有最大频率为

600MHz的(7类屏蔽)数据传输用8路屏蔽的固定和自由连接器的详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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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IEC 60728（所有部分） 电视和声音信号用电缆分布系统

14.IEC 60966-2-4 射频和同轴电缆组件 第2-4部分：无线电和电视接收

机的电缆组件用详细规范频率范围为0MHz-3000MHz的IEC 61169-2连接器

15.IEC 60966-2-5 射频和同轴电缆组件 第2-5部分：无线电和电视接收

机的电缆组件用详细规范频率范围为0MHz-1000MHz的IEC 61169-2连接器

16.IEC 60966-2-6 射频和同轴电缆组件 第2-6部分：无线电和电视接收

机的电缆组件用详细规范 频率范围为0-3000MHZ的IEC60169 -24连接器

17.IEC 61024系列 建筑物的雷电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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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IEC 61076-3-104 电器设备连接器 第3-104部分：矩形连接器 频率

为600 MHz以下的数据传输用活动和固定式无屏蔽8路连接器详细规范 

19.IEC 61156（所有部分） 数字通信用对绞/星绞多芯对称电缆 

20.IEC 61156-6 数字通信用对绞/星绞多芯对称电缆 第6部分：不高于

600MHz的有传输特性的对绞/星绞对称电缆 工作场所布线 分规范

21.IEC 61156-7 数字通信用对绞/星绞多芯对称电缆 第7部分：

1200MHz及以下传输特性的对绞对称电缆 数字和模拟通信电缆的分规范

22.IEC 61169-24 射频连接器 第24部分：分规范 螺纹连接射频同轴连

接器 典型的用于75Ω电缆分配系统(F型)

《综合布线工程实用技术》第3版

西元 ��写标准�做规范�建工坊�促融合70



23.IEC 61935-1:2000 通用布线系统 根据ISO/IEC 11801对对称通信布

线进行检验的规范 第1部分:电缆敷设 修正案（2002）

24.ISO/IEC 14763-1 信息技术 用户建筑群布缆的实现和操作 第1部分：

管理 

25.ISO/IEC TR 14763-2 信息技术 用户建筑群布缆的实施和操作 第2部

分：铜缆敷设的规划和安装

26.EN 50289-1-14 通信电缆 试验方法规范 第1-14部分：连接硬件的耦

合衰减或屏蔽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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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智能建筑相关标准

智能建筑主要国家标准如下：

1. GB 50314-2015《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2. GB 50606-2010《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规范》

3. GB 50339-2013《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4. GB 50348-2018《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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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GB 50314-2015《智能建筑设计标准》简介

GB 50314-2015《智能建筑设计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2015年3月8日公告，公告

号为778号，从2015年11月1日起开始实施。

该标准是为了规范智能建筑工程设计，提高和保证设计质量专门制定，适

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民用建筑及通用工业建筑等的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

民用建筑包括住宅、办公、教育、医疗等。

图2-12为该标准的封面，图2-13为标准的公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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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标准封面                       图2-13标准公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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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GB 50606-2010《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规范》简介

GB 50606-2010《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2010年7月15日公

告，公告号为668号，从2011年2月1日起开始实施。

该标准是为了加强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过程的管理，提高和保证施工质量

专门制定，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中的智能建筑工程施工。

如图2-14为该标准的封面，图2-15所示为标准的公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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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标准封面                           图2-15标准公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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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GB 50339-2013《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简介

GB 50339-2013《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2013年6月26

日公告，公告号为83号，从2014年2月1日起开始实施。

该标准是为了加强智能建筑工程质量管理，规范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

保证工程质量专门制定，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中的智能建筑工程的

质量验收。

如图2-16为该标准的封面，图2-17为该标准的公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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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6标准封面                         图2-17标准公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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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GB 50348-2018《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简介

GB 50348-2018《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2018年5月14日公

告，公告号为84号，从2018年12月1日起开始实施。

本标准是智能建筑安全防范工程建设的基础性通用标准，其属性为强制

性国家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12章：总则、术语、基本规定、规划、工程建设

程序、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监理、工程检验、工程验收、系统运行与

维护、咨询服务。如图2-18为该标准的封面，图2-19为标准的公告页。

《综合布线工程实用技术》第3版

西元 ��写标准�做规范�建工坊�促融合79



    图2-18标准封面                         图2-19标准公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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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Power over Ethernet）指的是在现有的以太网Cat.5布线基础架构

不作任何改动的情况下，在为一些基于IP的终端（如IP电话、无线AP、网络

摄像机等）传输数据信号的同时，还能为此类设备提供直流供电的技术。

一个完整的PoE系统包括供电端设备（PSE，Power Sourcing 

Equipment）和受电端设备（PD，Powered Device）两部分。PSE设备是为

以太网客户端设备供电的设备，同时也是整个PoE以太网供电过程的管理者，

如PoE交换机。PD设备是接受供电的PSE负载，即PoE系统的客户端设备，

如网络摄像机、无线AP、IP PHONE等。

1.PoE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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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设备在接入PSE系统时，其获取电源的流程如图2-20所示。

图2-20 供电流程

《综合布线工程实用技术》第3版

西元 ��写标准�做规范�建工坊�促融合82



在上述过程中，主要涉及以下几个过程：

1）信号检测阶段：

PSE检测PD是否存在。PSE通过检测电源输出线对之间的阻容值来判断

PD是否存在，只有检测到PD，PSE才会进行下一步操作。

2）分级阶段：

PSE确定PD功耗。PSE通过检测电源输出电流来确定PD功率等级。

3）供电阶段：

PSE给PD稳定供电。当检测到端口下挂设备属于合法的PD设备时，并且

PSE完成对此PD的分类，PSE开始对该设备进行供电，输出48V的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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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监测阶段：

实时监控，电源管理。供电期间，PSE还要对每个端口的供电情况进行

监视，提供欠压和过流保护。

5）断电阶段：

PSE检测PD是否断开，PSE会通过特定的检测方法判断PD是否断开。

PD断开，PSE将关闭端口输出电压，端口状态返回到信号检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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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2-5所示为IEEE国际标准参数表。

2.PoE供电标准

表2-5  IEEE国际标准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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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发布的国际标准IEEE802.3af要求：

PSE能达到15.4W的输出功率，而到达受电设备的功率是12.95W。

2009年发布的国际标准IEEE802.3at要求：

PSE能达到30W的输出功率，到达受电设备的功率是25.5W。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种标准的功率已经不能满足现在新的更大功率的PD

的供电要求。因此2018年最新的国际标准IEEE802.3bt推出了两种要求：

第一种：要求PSE能达到60W的输出功率，到达受电设备的功率是51W-

60W。

第二种：要求PSE能达到90W的输出功率，到达受电设备的功率是71W-

9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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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点

（1）简单，方便。

PoE只需要安装和支持一条电缆，简单且节省空间，并且设备可随意移动。

（2）节约成本。

许多带电设备，例如视频监视摄像机等，都需要安装在难以部署AC电源的

地方，PoE使其不再需要昂贵电源和安装电源所耗费的时间，节省了费用和时间，

同时减少了电力线的物料成本和人工布线成本。

（3）实时监控。

像数据传输一样，PoE可以通过简单网管协议（SNMP）来监督和控制该设

备。

3. PoE供电技术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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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全性。

PoE供电端设备只会为需要供电的设备供电，只有连接了需要供电的设

备，以太网电缆才会有电压存在，因而消除了线路上漏电的风险。

（5）集中供电。

一个单一的UPS就可以提供相关所有设备在断电时的供电。

（6）兼容性。

用户可以自动、安全地在网络上混用原有设备和PoE设备，这些设备能

够与现有以太网电缆共存。

《综合布线工程实用技术》第3版

西元 ��写标准�做规范�建工坊�促融合88



2）缺点

（1）传输距离有限。

PoE交换机最大传输距离主要取决于数据传输距离，当传输距离超过100

米时可能会发生数据延迟、丢包等现象。因此在实际施工过程中传输距离最

好不超过100米。

（2）“不稳定性”。

在实际施工和应用中，经常会出现PoE交换机不能供电或者供电不稳定

的情况，事实上，PoE技术发展多年，目前已经处于非常成熟的阶段，标准

PoE供电足够稳定安全。大多数状况是由于选用的非标准PoE交换机或者线材

品质过于低劣，再或者方案设计本身不合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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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风险过于集中。

通常来说，一台PoE交换机同时会给多个前端设备进行供电，交换机的

PoE供电模块任何故障都会导致所有的摄像机无法工作，风险过于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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