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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红印

2023年3月.昆明

包括：住建部发布实施全文强规《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GB55024-2022等关键条款解读

三

四

智能化与电梯工程典型多发质量问题案例分析与应对

建筑电气工程、智能建筑工程与电梯工程精良细致工艺分享

二 建筑电气工程典型多发质量问题案例分析与应对

一 建筑电气工程、智能建筑工程、电梯工程现场核查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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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电气分部工程核查相关要求

1.建筑电气分部工程核查与评价的主要相关依据

序号 核查依据但不限于以下文件、现行的标 准与规范名称 标准代号与顺序号
1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国家优质工程奖实体质量核查要点

（建筑工程实体质量评分细则）》
——  ——

2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3 《2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B 50053
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4
5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7
6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GB 50150
7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68
8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03
9 《1kv及以下配线工程施工与验收规范》 GB 50575
10 《建筑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GB 50601
11 《建筑电气照明装置施工与验收规范》 GB 50617
12 《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GB 50981
13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等 GB5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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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进行检查且不限于以下场所

序号 应进行检查且不限于检查的场所 备 注

1 屋面（明敷设槽盒、导管等的支架应与屋面结构构件采取固定措施）

2 电气井道及分配电房

3 管道井

4 电梯机房

5 各类建筑设备用房

6 各主要使用功能区域

7 专用变电所（高压室、变压器室）及主配电房（低压配电房）

8 备用柴油发电机房

9 EPS间

10 UPS间

11 其他需要检查的部位、场所等（结合每个工程的设计实际情况确定）

3.应进行检查且不限于检查的项目

序号 应进行检查且不限于检查的项目【强制性条文、使用安全与功能军营符合设计与规范要求】

1 屋面防雷系统的设计、安装（接闪器、引下线、防雷等电位联结）的正
确性及可靠性。

2 TN、TT低压配电系统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点接地（TN-S系统多电源中性
点一点接地）做法的正确性。

3 IT低压配电系统中性点接地做法的正确性及系统绝缘监测的可靠性。
（IT中性点做法的正确性）

4 配电箱柜安装及箱柜内导线端子压接的正确性（构成回路的PE线与N线
从PE与N汇流排连接时，连接根数应符合规范规定）。

5 I类电器装置外露可导电接地保护的有效性及可靠性。
6 开关、插座接线的正确性。
7 软包墙面、木饰板墙面上开关、插座安装及其后部导线安装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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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进行检查且不限于检查的项目
序号 应进行检查且不限于检查的项目【强制性条文、使用安全与功能等应符合设计与规范要求】

8

等电位联结中总等电位联结（MEB）做法与设计要求的符合性及可靠性，
机房、厕浴间等部位的辅助等电位联结（SEB）做法与设计要求的符合性
及可靠性，总等电位联结端子箱设置，从室外地面以下与屋面进、出建
筑物金属管道的总等电位联结等。

9 金属桥架（槽盒）的首、末端与保护导体的连接及可靠性。
19 备用柴油发电机中性点接地与设计要求的符合性及可靠性。
11 UPS中性点接地做法与设计要求的符合性及可靠性。
12 接地电阻测试点做法的规范性、易用性、耐久性。

13 接地电阻、绝缘电阻、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接地故障回路阻抗、等电
位联结导通性等主要功能性、安全性测试方法及记录内容的正确性。

14 槽盒穿越防火分区墙体、楼板、盘壳等部位的防火封堵措施。
15 规划红线范围内安装于室外地面的照明、景观灯具的安全性。

4.应进行检查且不限于检查的档案文件-1

序号 应进行检查且不限于检查的档案文件

1 原材料、半成品、成品及设备的质量证明文件、性能检验报告、强制认
证证明、进场检验记录及进场复验报告。

2 隐蔽验收记录。
3 成套箱、盘、柜二次回路交接试验记录。
4 接地电阻测试记录及测试仪表校验合格证书。
5 绝缘电阻测试记录及测试仪表校验合格证书。
6 接地故障回路阻抗测试记录及测试仪表校验合格证书。
7 剩余电流保护器模拟动作试验记录及测试仪表校验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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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进行检查且不限于检查的档案文件-2

序号 应进行检查且不限于检查的档案文件
8 电气设备空载试运行和负荷试运行记录。
9 EPS持续供电时间测试记录。

10 质量大于10kg灯具的固定及悬吊装置荷载试验记录。
11 等电位联结导通性测试记录及测试仪表校验合格证。
11 建筑物照明通电试运行记录（公共建筑24小时、住宅8小时）。
13 接闪带支架拉力试验记录。
14 其他档案资料。根据设计实际要求与现行规范、标准规定增加。

（二）智能建筑分部工程核查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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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能建筑分部工程核查与评价的主要相关依据
序号 依据但不限于以下文件、现行的标 准、规范名称 标准代号与顺序号

1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 ——  ——

2 《国家优质工程奖实体质量核查要点（建筑工程实体质量评分细则）》 ——  ——

3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093

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16

5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66

6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 GB 50174

7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11

8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 GB/T 50312

9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 50314

10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39

11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 50343

12 《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规范》 GB 50606

13 《电子工程防静电设计规范》等 GB 50611

2.应进行检查且不限于以下场所

序号 应进行检查且不限于检查的场所 备   注
1 消防控制中心

2 安防监控中心

3 网络机房

3 智能建筑各系统井道

4 屋面（明敷设槽盒、导管等的支架应与屋面结构构件采取固
定措施）

5 各主要使用功能区域

6 楼层吊顶内部

7 其他需要检查的部位等（根据工程设计实际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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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进行检查且不限于检查的项目

序号 应进行检查且不限于检查的项目

1 点型火灾探测器的安装位置（与空调送风口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1.5m，
距多孔送风顶棚孔口的距离不应小于0.5m）。

2 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的明敷导管。
3 智能建筑系统的明敷导管、线槽及其支吊架安装。
4 屋面天线安装及防直击雷措施，屋面智能建筑系统防雷击电磁感应措施。
5 井道内设备安装、导管及槽盒安装、等电位联结、防火封堵措施。
6 吊顶内敷设的导管、槽盒、线缆。
7 中心机房设备安装、等电位联结。
8 智能建筑系统运行稳定性。

4.应进行检查且不限于检查的档案文件-1

序号 应进行检查且不限于检查的档案文件

1 原材料、半成品、成品及设备的质量证明文件、性能检验报告、强制认
证证明、进场检验记录及进场复验报告。

2 绝缘电阻测试记录及测试仪表校验证。
3 火灾探测器报警功能逐只测试记录及检测仪器校验证。

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调试记录包括且不限于：报警控制器、报警按钮、消
防联动控制器、区域显示器、可燃气体探测器、消防电话、消防应急广
播设备、备用电源、消防设备应急电源、消防控制中心图形显示装置、
气体灭火控制器、防火卷帘控制器等相关调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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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进行检查且不限于检查的档案文件-2

序号 应进行检查且不限于检查的档案文件
5 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调试记录（施工单位）。
6 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检测报告（检测单位）。
7 智能建筑各系统调试记录。
8 智能建筑各系统试运行记录、检测报告。
9 中控室值班记录。

（三）电梯分部工程核查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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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梯分部工程核查与评价的主要相关依据

序号 依据但不限于以下文件、现行的标 准、规范名称 标准代号与顺序号
1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 ——  ——
2 《国家优质工程奖实体质量核查要点（建筑工程实体质

量评分细则）》
——  ——

3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 16899
4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7588

5 《电梯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10

6 《电梯安装验收规范》等 GB 10060

2.应进行检查且不限于以下部位及项目-1

序号 应进行检查且不限于
检查的部位及项目 检查要求

1
电梯

当申报工程有多部电梯时可随机抽查，
，但每一类均应进行核查如曳引式电梯、强制式
电梯、液压电梯、自动步道（水平、倾斜）、自
动扶梯。

2 电梯机房

1）当申报工程有三个及以下的机房时，可抽查一
个；

2）当申报工程有四个及以上的机房时，应至少抽
查二个；

3）应核查机房内电气、设备的安装质量。



2023-3-8

10

2.应进行检查且不限于以下部位及项目-2

序号 应进行检查且不限于
检查的部位及项目 检查要求

3 垂直电梯轿厢

1）启停平稳程度；
2）运行平稳程度；
3）平层准确程度；
4）轿厢门光幕反应灵敏度；
5）特种设备使用标志的张贴及真实性、有效期。

4 自动步道及自动扶梯
1）步道踏板或扶梯踏步板运行平稳度；
2）自动启动步道、扶梯的启动平稳性；
3）扶手带移动与踏步移动速度的一致性（0～+2%）。

3.应进行检查且不限于检查的档案文件-1

序号 应进行检查且不限于检查的档案文件

1 原材料、半成品、成品及设备的质量证明文件、性能检验报告、强制认
证证明、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证书、进场检验记录及进场复验报告。

2 隐蔽验收记录。
3 土建交接测量记录。
4 设备开箱检查记录。
5 电梯电气装置检查记录。
6 设备、器具安装记录。
7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电气装置检查记录。
8 绝缘电阻测试记录及计量器具检定证书的有效性与真实性。
9 接地电阻测试记录及计量器具检定证书的有效性与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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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进行检查且不限于检查的档案文件-2

序号 应进行检查且不限于检查的档案文件
9 轿厢平层准确度测量记录。

10 电梯安全装置检测记录。
11 电梯电气安全装置检测记录。
12 电梯整机功能检测记录。
13 电梯主要功能检测记录。
14 电梯负荷运行试验记录。
15 电梯噪声测试记录。
16 安装、调试、试运行记录。
17 技术监督局检测报告、特种设备检测机构出具的安全使用标志等。

三

四

智能化与电梯工程典型多发质量问题案例分析与应对

建筑电气工程、智能建筑工程与电梯工程精良细致工艺分享

二 建筑电气工程典型多发质量问题案例分析与应对

一 建筑电气工程、智能建筑工程、电梯工程现场核查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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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变配电设备安装~电气装置用房~电缆沟、电缆夹层、电缆室典型案例

应对：建议在图纸会审时与设计协商后解决
■违规设计■应对措施：1、电缆沟一端设置集水坑。

设计部分之规定
3.2电气装置用房

GB51348-2019,非强条

■应对措施：2、电缆沟最低点设置地漏+集水坑。

GB55024-2022,强条，新增强条，非强条变成强条

管道敷设在盘柜上方 盘柜上方增设了挡水罩，
误导项目当成了“亮点”

1.变配电设备安装~管道不得通过盘柜正上方的典型案例分析

无病呻吟：盘上方及吊顶
内无管道，也设置挡水罩

GB55024-2022,强条，新增强条，非强条变成强条 GB55024-2022,强条，新增强条，非强条变成强条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2015
  5.2.5 ………….柜、台、箱、盘应安装牢固，且不应设
置在水管的正下方。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
   8.1.5 给排水管道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避免在配电柜上方通过。

设
备
用
房
内
典
型
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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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策略2：水泵房、冷冻站等设备房间内，依据规范在设备用房内设置电气装置用房，如下设计案例：

建议1：设计设置电气控制室

1.变配电设备安装~管道不得通过盘柜正上方的应对策略

■应对策略1：图纸会审时与设计人员依据规范沟通出现的问题，发挥BIM作用把管道与电气设备分开布置。

电
气
控
制
装
置
室

建议2：优化设计避开管道

或

1.变配电设备安装~配电箱（柜）不同回路N线与PE线的固定连接案例

■应对策略：建议在实施配电盘柜招标前，附加技术条件，把每台盘柜N与PE回路数清楚，
同时考虑非回路PE的数量，并考虑各预留1~2个端子

■违规做法，整改难度大

施工部分之规定
8.4配电箱柜安装

8.4.4 挡配电箱（柜）内设有中性导体（N）与保护导体
（PE）母排或端子板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3不同回路的N线或PE线不应连接在母排或端子板同一
孔上。
                                   

解读：GB55024-2022,强条，新增强条，非强
条变成强条，且应用范围由照明配电箱扩充到
所有配电箱柜。

解读：GB50303-2015,强条，非强条变成强条

案   

例
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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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门线接地线需要端子
■ 金属导管接地线需要端
子■ 金属桥架接地线需要端
子■ 金属型钢底座、金属型
钢支架等接地线需要端子

1.变配电设备安装~盘柜系统图案例分析+应对策略

■应对策略：签订分供合同时应注明端子规格与数量以及预留数量。

1.变配电设备安装~配电与控制柜内SPD安装典型案例分析+应对策略

●应对策略：在签订控制箱柜、配电箱柜分供合同时增设质量要求
■违规做法，整改难度大 ■SPD接地线符合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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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管跨越建筑变形缝时补偿措施正确
导管穿过建筑变形缝未做补偿措施案例

注：

1.伸缩沉降装置使用的接线箱、盒规格应与钢管、

导线的规格、数量相适应。  

2.接线盒之间连接采用包塑软管连接。

接线盒

包塑软管

伸缩沉降缝
钢管

2.配电线路敷设~导管过变形缝的补偿措施案例分析与应对策略

由非强条提升为新增强条，保证母线槽、电缆桥架、导管等安全的措施

温馨提示

应对策略

建筑变形缝位置需结构设计图纸确认

2.配电线路敷设~屋面电缆桥架（槽盒、托盘等）安装案例分析与应对策略

解读：GB55024-2022,新增强条，非强条中的1
款，上升为强条

GB50303-2015,非强条中的第5款

8.7.2室外的电缆桥架进入室内或配电箱柜时，应有

防雨水进入的措施，电缆槽盒地不应有泄水孔。

11.2.3当设计无要求时，梯架、托盘、槽盒及支架安装应符

合下列规定：

5 对于敷设在室外的梯架、托盘和槽盒，当进入室内或配

电箱(柜)时应有防雨水措施，槽盒底部应有泄水孔。

进入室内处为“Z”字形
末端封堵板未
做成人字形

专用附件

底部
的泄
水孔

应对策略

堵头
不匹
配

盖板
固定
措施

人字
形盖
板

应对 人字形堵头

堵头
匹配

应采用
人字形
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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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栓爪形垫片、防松措施等齐全可靠应对
策略

电气连通
不可靠案例分析

安装顺序：
爪形垫片-端子-平垫片-防
松螺母（弹簧垫圈、螺母）

接地标识，黄/绿热缩管取

代绝缘胶布，不宜开胶

2.配电线路敷设~非镀锌金属电缆桥架保护接地案例分析与应对策略

提示 槽盒加工时焊接接地螺栓或预留可靠金属层

电气
连通
不可
靠

2.配电线路敷设~室外导管管口防水保护措施规范解读

GB55024-2022,新增强条，图纸会审时
机电与土建共同审查设计

等效采纳GB50303-
2015第12.1.2强条，
直接执行

新增强条。规范规定
的柔性软管不是可弯
曲软管

新增强条
GB50303-2015第
12.2.5第2款提
升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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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场所垂直导管管口应采用防雨弯头或
防水接线盒

应对
策略

防液
可弯
曲导
管

2.配电线路敷设~室外导管管口防水保护措施案例分析与应对策略

接线箱
接线箱

防液柔
性金属
软管

不推荐

推荐

案例
分析

室内场所垂直导管管
口不应采用防雨弯头

室内不应
采用防雨

弯头

2.配电线路敷设~导线连接要求的新规解读

原强条直接执行

新增强条，由
GB50303-2015第
17.2.3条非强条
提升而来，建议
积极采用住建部
倡导的2017版建
筑业新技术新技
术，即导线连接
器，可靠高效

新增强条，由GB50303-2015第17.2.7条非
强条提升而来，降容连接影响电路安全

新增强条，由
GB50303-2015第
17.2.2条非强条
提升而来，保证
连接强度、减少
连接电阻，避免
连接部位电流热
效应带来的电气
火灾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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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
反
强
条

符
合
规
范

2.配电线路敷设~导线连接的规定~细导线连接器

2.配电线路敷设~导线连接的规定~导线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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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种
型
号
与
两
种
操
作
工
艺

操作更快，效率更高 相对操作慢，验收检查不可视
材料透明，验收可视

2.配电线路敷设~导线连接的规定~导线连接器

连接器特点：操作与检查方便、工效高、成本低

导
线
连
接
器
与
缠
绕
搪
锡
对
比

2.配电线路敷设~导线连接的规定~导线连接器

未搪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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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电线路敷设~电线、电缆标识要求的规范解读~标识的重要性

新增，电力规范
条文提升为强条

新增强条，由
GB50303-2015、
GB0168-2018非
强条提升为强条，
是运维与安全的
保障

新增强条，由GB50303-2015、非强条
提升为强条，是运维与安全的保障

温馨提示：标识工作已经上升为强制性条文

2.配电线路敷设~明装导管采用配套附件要求的力学原理与案例分析

由于接线盒敲落孔做地处与盒底存在空间，导管直接固定在墙面上时，
导管有反向应变，长期使得固定胀栓处于拔出应力之下，存在胀栓被
反向应力拔出的风险

力学原理与案例分析

明
敷
设
导
管
未
采
用
配
套
附
件

形成反
向应力

存
在
空
隙

紧固件
被拔出

原理：消除了应
力作用的空间

质量风险：导管坠
落、坠断线缆等



2023-3-8

21

2.配电线路敷设~明装导管采用配套附件要求的应对策略

沿墙面敷设导管的管卡、管
托、明装接线盒等配件齐全

应对策略

配套
专用
固定
卡子

配套
接线
盒

2.配电线路敷设~JDG导管配套附件要求的规范解读

紧固件型式与淘汰的规范、产品均不同规范解读 淘汰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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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电器具、设备安装~灯具安装要求的规范解读

原强条直接执行

原强条直接执行

由非强条提升
为强条的新增
强条，电线部
的裸露为了用
电安全与检修
安全；每个回
路灯具为并联
电路关系，每
个灯具导线截
面不必与干线
一致

案例分析：厂家在Ι类灯具内未增设PE端子 

3.灯具接地~Ι类灯具内未增设PE端子的案例分析与应对策略

应对策略：签订分供合同时，增加设置接地
端子的技术要求要款，且进场验收需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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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入灯具导线截面~从接线盒进入每个灯具的导线截面案例与规范

从接线盒引入灯具导线截面规
格与回路干线截面规格一致。

厂家配
置的灯
具内导
线截面

从接线盒引
入灯具的设
计导线截面

案例分析
规范规定

3.进入灯具导线截面~从接线盒进入每个灯具的导线截面原理分析与应对

应对策略 图纸会审时应有设计确定截面

电路原理~并联电路

等效并联电路

某工程照明设计系统图设计案例

照明回路线路
设计导线截面

接线盒内导
线并联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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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防雷、接地、等电位~建筑物接闪器的条款解读

新增强条，保证
接闪器的安全性
与牢固性

多联机的室外机、冷却塔（高差、上表面积、上
层表面长度）

非金属管道与接
闪器高差

4. 接闪装置安装工程~屋面孤立机电设施防雷措施问题案例



2023-3-8

25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2010
4.5.7 对第二类和第三类防雷建筑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没有得到接闪器保护的屋顶孤立金属物的尺寸不超过下列数值时，可不
要求附加的保护措施：
 1）高出屋顶平屋面不超过0.3m；
2）上层表面总面积不超过1.0平方米；
3）上层表面的长度不超过2.0m。
2 不处在接闪器保护范围内的非导电屋顶物体，当它没有突出由接闪器形
成的平面0.5m以上时，可不要求附加增设接闪器的保护措施。

4. 接闪装置安装工程~对屋面孤立机电设施防雷措施的规范解读

4.防雷接闪装置的安装~屋面孤立机电设施防雷措施应对策略

屋面孤立机电设施安装在二类、三类防雷建筑物屋面上防雷装置的设置
应对
措施

接闪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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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防雷、接地、等电位~引入总接地端子接地干线数量要求的规范解读

设计规范非
强条上升为
强条，保证
接地、等电
位联结可靠

引入总等电位联结（MEB）
端子箱内的接地干线为2根应对策略 从接地装置引至总等电位

的接地干线不应为1根案例分析

4.防雷、接地、等电位~引入总接地端子接地干线数量案例分析与应对

温馨提示 应在图纸会审时解决

从建筑物
基础接地
装置引来

的接地线，
不少于2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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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防雷、接地、等电位~接地干线保护措施的规定

新增强条，由GB50303-2015第23.2.3非强条提升为强条，
保护方式只允许采用金属导管，保证了防护的可靠性。

4.防雷、接地、等电位~接地线搭接焊的规范解读与案例分析

新增强条，由GB50303-2015第 
22.2.2条提升而来，保证连接可靠

案例分析：此种搭接方式
焊接工艺     无法符合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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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防雷、接地、等电位~等电位连接要求规范解读

原有强条与新
增内容形成的
新强条，保证
防雷等电位连
接的可靠性

GB50601-2010从屋面进出建筑物时，防雷等电位规定同上

4.进出建筑物金属管道防雷等电位安装应对措施

进出建筑物的金属管道的总等电位联结，截面应符合设计要求应对策略

地下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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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筑庭院灯、路灯金属TT接地系统设计实例与系统接地型式原理

TT系统的接地型式原理图

电源接地装置

保护接地
装置接地

单相路灯配电箱内设计回
路设计应该L+N两根线

某工程设计实例

4.建筑庭院灯、路灯金属TT接地系统的典型设计不足案例与应对策略

単相回路应该是2根线，不应三
根线，第3根线是从单独接地装
置引来的接地线

应对策略

TT系统的单相路灯设
计配电回路不应为三
根线（L、N、PE），
应为2根线

设计问题
案例分析

TT系统的単相回路应该是2
根线；三根线是TN-S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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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检验与验收~计量器具检验检测有效性要求的规范解读

新增强条，计量器具应及时检定，保证精
度等级，使用时应在检定有效期范围内

5.检验与验收~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接地故障阻抗测试与验收的规定

新增强条，由
GB50303-2015非
强条经过总结提
炼后提升为强条，
动作时间与动作
电流均需要测试

新增强条，由GB50303-2015非强条提升为强条，动作
时间限值要求就是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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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检验与验收~灯具固定装置与悬吊装置试验要求的规范解读

原强条修正后形成，由GB50303-2015第18.1.1条第3款
强条修正而成，保证灯具安装的安全与可靠性规定

三

四

智能化与电梯工程典型多发质量问题案例分析与应对

建筑电气工程、智能建筑工程与电梯工程精良细致工艺分享

二 建筑电气工程典型多发质量问题案例分析与应对

一 建筑电气工程、智能建筑工程、电梯工程现场核查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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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能化系统等电位接地要求的规范解读与案例分析

设计规范非强条上
升为强条，保证接
地阻抗尽量小，同
时减少电磁干扰

2.检验与验收~智能建筑设备预埋件安全性检查要求的规范解读

新增强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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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能化设备安装~智能化设备固定要求的规范解读、案例分析与应对

温馨提示：在编制施工方案与进行技术交底时注意
■智能化设备未固定 ■架空地板下支架安装牢固

施工部分之规定
8.6智能化设备安装

案例分析 应对策略

GB55024-2022,新增强条

支架与结构构
件固定牢固

4.电梯控制柜的安装要求案例分析与应对

6.3.2.1 （5.1.2.3）机房应有足够的尺寸，
以允许人员安全和容易地对有关设备进行
作业，尤其是对电气设备的作业。
特别是工作区域的净高不应小于2m，且：
a)在控制屏和控制柜前有一块净空面积，
该面积：
1)深度：从屏、柜的外表面测量时不小于
0.70m；
2)宽度：为0.50m或屏、柜的全宽，取两
者中的大者。

规范规定与防控措施 事前控制有待加强：设计质量风险
未有效防控，图纸会审工作需加强

电梯控制柜前
方净空面积不
满足要求；安
装位置不符合

规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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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智能化与电梯工程典型多发质量问题案例分析与应对

建筑电气工程、智能建筑工程与电梯工程精良细致工艺分享

二 建筑电气工程典型多发质量问题案例分析与应对

一 建筑电气工程、智能建筑工程、电梯工程现场核查相关内容

电缆沟电缆排放整齐、无交叉、固定牢固，弯曲半径符合要求，
标识正确

分享

1.配电线路敷设~电缆沟内电缆排列、标识、支架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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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示意图 策划：导管排列均匀、支架均匀，导管标识清晰美观

2.配电线路敷设~明装导管排列

3.配电线路敷设~电气竖井内电缆耐久性固定措施

竖井内电缆固定牢固措施应可考虑安全性、耐久性分享

（超）高层
建筑竖井内
电缆固定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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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配电线路敷设~槽盒穿越楼板时，盖板高度利于维修

槽盒盖板位置利于电缆增容分享

槽盒盖板
位置合理

槽盒盖板过高，不利电缆
增容与恢复防火封堵

不足

5.机柜安装~精良细致配线工艺分享

机柜内的线缆排列整齐、绑扎成束、间距均匀，工艺美观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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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具安装位置正确，照度符合设计要求效果

6. 照明工程~变配电室内灯具安装位置措施~线槽灯工艺与绝缘垫颜色

结构阶段预留照明电源管，设备安装后安装线槽灯，接通电源方法

7.防雷工程接闪带安装工程~接闪带过建筑物变形缝的支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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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总等电位联结、局部等电位联结标识不足案例与分享

等电位联结分享
不足
案例

等电位标识
与规范不符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
GB/T5465.2  第二部分

起重吊环标识清晰分享

9.电梯起重吊环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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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讲座在制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国

施工企业管理协会领导与资深专家的

精心指导，同时得到了行业内广大专

家、学者的悉心指教，在此表示衷心

的感谢！

       本讲座有待持续改进、提升之处，

请各位领导、专家、同事批评指正。

感谢您的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