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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电气设计中的常见问题及处理措施

程� 丹*

汉中鼎汉建勘设计院有限公司��陕西�汉中��723000

摘� 要：我们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电气工程渐渐趋向了多样化、复杂化。随着我国电气行业的不断发

展，电气设计必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与此同时，它也给电气工程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动力。但是在电气

设计的过程中，仍然有一些问题和缺点，文章以电气设计的常见问题为基础，并提出了针对常见问题的具体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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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电气设计的原则

建筑物中的电气设计和电气安装一定要严格执行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建筑物中的电气设计和与施工一定要严格

贯彻执行我国相关的政策与法律，设计文件的编制内容需要全部符合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标准、设计规范以及制图

标准，严格遵守设计工作工序���。

电气设计主要就是以兼顾远期为发展原则，以近期发展形式为主，还需要同时适当的考虑近期扩建的衔接，就能

有助于宏观节约投资。

电气设计工作中需要和有关的建筑结构、给排水、暖通设施、动力装置与工艺等各种工种密切协调与配合。

需要依据国家规范标准规定的用电负荷标准以及建筑物的实际电量来确定配电室的电力变压器的具体数量、配电

的方式以及变压器的具体额定容量等。

建筑物中的电气设计一定要考虑其自身的经济效益、成本核算、用户的满意程度、商品的流通环节是否能够保证

通畅、扩大再生产的能力等因素���。

电气设计过程中对电气安全、节约、环保、能源保护等各个重要问题一定要运行，切实有效的解决措施，对于电

气设备的布置也需要便于工程的施工和维护管理，电气设备以及材料的选择必须要综合的考虑。

需依据安全可靠的投资数额，最终确定出适当的电气设计标准。例如，灯光的设计标准规范中仅仅给了最低的要

求和标准，而电气设备的档次（例如灯具的豪华程度、装修等级）都取决于实际工程的投资数额，本着多少钱办多少

事的设计原则。

2��建筑物中电气设计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措施

关于建筑中配电箱的设置位置的问题。建筑中的配电箱不应设置在比较靠近潮湿房间的墙体之上，因为潮湿房间

中的水分很容易透过墙体而进一步渗入到配电箱之类。特别是住宅中的浴室，浴室通常被称之为电气设计和安装中的

特殊场所，因此在浴室发生相关电击危害事故的危险概率就特别大。因为潮湿的人体及其本身接触电阻是非常小的，

那么即使是非常小的接触电压也会引发比较严重的电击事故以及居民的死亡事故���。所以在建筑内的配电箱设计工作

中，除了需要标明配电箱内的电器元件，如断路器、隔离开关等具体型号，同时还需要标明该配电箱自身的型式。所

以选用的配电箱应适用于住宅建筑物内。若是配电箱内的元器件数目较多，还有很多管线敷设，配电箱的体积也就比

较大，因此，在设计时应对该位置的确定全面考虑。

合理的选择每套住宅的用电指标。《住宅建筑电气设计规范》-�-��������表�����中的用电负荷量及相对应的电能

表规格是为每套住宅规定的最小值，如某些地区或住宅需求大功率家用电器，如大功率电热水器、电炊具、带烘干的

洗衣机、空调等，应考虑实际家用电器的使用负荷容量���。空调的用电量不仅与面积、套型的间数有关，也与住宅所

处地区的地理环境、发达程度、住户的经济水平有关。每套住宅的用电负荷量，全国各地供电部门的规定不同，各省

市的地方住宅规范亦有较大的不同。设计人员在确定每套住宅用电负荷量时除了依据相应的国家规范标准，还应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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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实际情况，合理的选择用电负荷。

建筑照明回路设计与问题，在建筑中的照明设计回路方面需要全面地考虑。卫生间是属于比较潮湿的地方，其房

间内的照明回路宜与其他的照明回路分开设置，并依据现行的规范具体予以进行配线，以确保后期的安全使用。常用

的设计做法有两种，方法一是卫生间内的照明灯具与客厅、卧室的照明同回路，在配电箱照明出处设置带剩余电流动

作的保护断路器���。方法二是卫生间内的照明回路与卫生间内的电源插座采用同一回路，配电箱处设置带剩余电流动

作的保护断路器，漏电电流��P��动作时间不大于���V。

建筑中消防设备的保护断路器选择，在设计中对于消防负荷的保护断路器设置了过负荷保护装置，从而出线切断

电源的情况。例如消防水泵、防排烟风机等的配电线路，这些设备安装在水泵房、地下室防排烟机房等潮湿场所，又

经常不运行，如果发生电动机轴封锈蚀，启动时间过长，启动电流过大，断路器的过负荷保护可能跳闸，火灾时不能

灭火，会造成更大损失，故该线路不应设置过负荷保护，当设置时只能动作于报警。因此对于突然断电比过负荷造成

的损失更大的线路，其负荷供电回路只设置电磁脱扣器，需要故障报警应在电动机控制回路设置热继电器报警而不是

切断电路。在消防负荷的配电电路器及热继电器，应依据规范要求选择正确的型号���。

应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所，合理的选择火灾探测。一般说来，感温火灾探测器对火灾的探测不如感烟火灾探测器灵

敏，它们对阴燃火不可能响应，只有当火焰达到一定程度时，感温火灾探测器才能响应。因此感温火灾探测器不适宜

保护可能由小火造成不能允许损失的场所。我们在绝大多数场所使用的火灾探测器都是普通的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

这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火灾发生初期均有大量的烟产生，最普遍使用的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都能及时探测到火灾，

报警后，都有足够的疏散时间。虽然有些火灾探测器可能比普通的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更早发现火灾，但由于点型感

烟火灾探测器在一般场所完全能满足及时报警的需求，加上其性能稳定、物美价廉、维护方便等因素，使其理所当然

地成为应用最广泛的火灾探测器。一般情况下说的早期火灾探测，都是指感烟火灾探测器对火灾的探测。因此在设计

中，火灾探测器的选择首先应对设置部位的功能用途进行分析，以确定最合适的方案。

建筑物吊顶内线路的敷设方式。在二次装修带吊顶的建筑物中，通常在吊顶内敷设照明及插座线路穿39�管进行

保护，低压配电线路因使用时间长绝缘老化，产生短路着火或因接触电阻大而发热不散。过去发生在有可燃物的闷顶

（吊顶屋盖或上部楼板之间的空间）或吊顶内的电气火灾，大多因未采取穿金属导管保护，电线使用年限长、绝缘

老化，产生漏电着火或电线过负荷运行发热着火等情况而引起���。因此在有可燃物的闷顶和封闭吊顶内明敷的配电线

路，应采用金属导管或金属槽盒布线。

应急照明灯具的选择。以前老规范设计的应急照明采用���Y电源供电，距地面���P及以下的高度为正常情况下人

体可能直接接触到的高度范围，火灾发生时，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消火栓系统等水灭火系统产生的水灭火介质很容易

导致灯具的外壳发生导电现象，为了避免人员在疏散过程中触及灯具外壳而发生电击事故，要求设置在此高度范围内

的灯具采用电压等级为安全电压的�型灯具；当地面上设置的灯具的防护结构因安装或维护不当造成破损时，地面上

因管线跑冒滴漏、卫生清扫等原因产生的积水很容易侵蚀灯具内设置的蓄电池，从而释放出可燃性气体在灯具腔体内

聚集，灯具腔体内聚集的可燃气体在达到一定浓度时容易引发爆炸事故，因此，地面上设置的灯具不应采用自带电源

型灯具；火灾扑救过程中，灭火救援人员一般使用消火栓实施灭火，由于灭火用的水介质均具有一定的导电性，这样

就会通过消火栓及其水柱形成导电通路，为了避免在火灾扑救过程中发生电击事故，综合考虑现有系统产品的技术水

平和工程应用情况等因素，要求距地面���P至�P高度范围内设置的灯具也应采用电压等级为安全电压的�型灯具；采

用自带电源型灯具的非集中控制型系统中，在发生火灾时，需要切断自带电源型灯具的主电源，灯具自动转入自带蓄

电池供电，而灯具自带蓄电池的工作电压均低于����9，属于安全电压范畴，不会对人体产生电击危险，因此，未设

置消防控制室的住宅建筑的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场所可选择自带电源�型灯具。在应急照明设计中应严格依据《消防

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规范，根据建筑物的使用性质，合理的选择应急照明灯具的电压等

级及供电方式���。

3��结束语

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建筑居住环境及电气工程设计的要求不断提高，同时建筑电气设计也日益复杂

化。相关设计人员应严格根据国家相关规范，从安全适用、技术先进、能源节约、经济合理和保护环境等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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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建筑电气设计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使电气功能更加完备，更具安全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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