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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电气智能化弱电的施工改造

严鑫厚
大连市富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辽宁�大连�116000

摘�要：智能化弱电系统是建筑工程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人居环境改善与提升的技术支撑，常见的智能化弱电系

统包括智能照明系统、网络通信系统、智能楼宇管理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等。相较于土建工程、暖通工程等而言，

智能化弱电系统安装工艺繁杂、技术要求较高 ，若是安装施工工序或技术标准不符合规范要求，会导致建筑内的弱电

电器设备出现损毁现象，不利于建筑居住安全的有效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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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能化建筑弱电系统设计要求

智能的控制技术应具备先进性和实用性.在弱电系统
设计和使用中，应该与建筑物的消防、办公、生活和生

活等多项功能相适应，注重整个系统的兼容性和可扩充

性，从而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智能系统要根据工程的

具体特点来设计，并且根据建筑物的性能和功能来设计

具有更高的实用性的智能弱电系统建筑物。在进行智能

建筑的设计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要想为

顾客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在进行智能化设计的时

候，不仅要对建筑物的实际功能进行全面的考量，也要

对业主的生活习惯进行全面的考量，这样才能让设计出

来的弱电系统变得更具人性化。

2��建筑弱电智能化安装施工的原则

2.1  可靠性。建筑弱电智能化系统包括若干面向不同
应用的子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独立，经由中央管

理器统一调度与自动化控制，弱电智能化系统的安装施

工涉及诸多设备设施，如传感器、摄像头、路由器等，

这些设备设施的可靠性直接关系到建筑弱电智能化安装

施工的质量以及后期的故障率。在建筑弱电智能化安装

施工过程中，要遵循可靠性这一原则，仔细核验所有进

场的设备设施出厂证书与合格证书，确保合格的设备设

施安装并投入使用。

2.2  实用性。建筑弱电智能化安装施工强调设备设施
布设、施工技术应用的实用性。以施工技术为例，建筑

弱电智能化安装施工涉及PLC技术、故障诊断技术、综合
布线安装施工技术等，需要结合实际的弱电智能化安装

施工，选择合理的施工技术，确保符合建筑智能化管控

需要。同时，建筑弱电智能化系统涉及若干子系统，安

装施工应做好子系统并联调试工作，以免子系统之间相

互干扰，影响系统的使用。

2.3  标准性。建筑弱电智能化安装施工有着明确的标

准规范，安装施工前需对照标准规范设计科学的施工方

案，从安装流程、验收过程等方面把控相关规范标准，

提高建筑弱电智能化安装施工的质量。

2.4  扩展性。建筑弱电智能化安装施工应统筹考量
后续电控设备安装接入的扩展性，通过合理的综合布线

与电控设备布设，为后续建筑弱电智能化设备设施安装

预留位置与空间。如在综合布线时应建立多种类型电缆

线、连接器，在网络拓扑结构、布线距离、操作界面、

电缆线规格、连接器性能等方面也应当注重后续的扩展

性，以免布线过于紧凑或规格标准设计不高而无法支持

后续的电控设备扩容与改造。

3��建筑电气智能化弱电的施工改造

3.1  布线安装施工要点。综合布线是在建筑内搭建
通信网络，实现数据传输与信息交互。对于建筑弱电智

能化系统而言，其综合布线包括建筑内的物业管理网络

以及建筑安防监控网络，物业管理网络多为内网，用于

实现出入口控制系统、楼宇对讲系统、广播音箱系统等

的网络通信与信息传输；建筑安防监控网络多为专网，

与物业管理网络相互独立，用于防盗报警系统、消防报

警系统等的网络通信与信息传输。此外，综合布线系统

根据不同的应用对象又可分为工作区子系统、水平布

线子系统、管理间子系统、垂直干线子系统、设备间子

系统、建筑群子系统等，各个子系统涉及的线缆种类不

同、规格参数不同、用量不同，且各个子系统之间存在

一定的网络通信要求，需要在布线安装施工之前合理设

计施工方案，规划计算机网络结构，科学核算布线用

工，精细化设计管桥架路由，同时综合布线安装施工需

充分结合建筑结构、功能特点、通信需求、后续扩展需

要等优选适宜的网络拓扑结构与电缆线规格，设计合理

的布线距离，选择一定性能的连接器。

3.2  电缆铺设安装要点。电缆铺设是弱电安装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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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环节，在铺设之前，须根据建筑弱电智能化设计

方案确定具体分区内的电缆长度、电缆规格参数等。在

电缆铺设时，要做好电缆加固处理，以免电缆悬于空中

产生摇摆，影响电缆的稳定性与传输性能。建筑弱电智

能化施工中，不少电缆需以暗线的方式穿藏在管道内，

在电缆铺设之前需先布管。电线管路宜沿最近的线路敷

设并应减少弯曲，埋入墙或混凝土内的管子离表面的净

距不应小于15mm。弱电线管安装时要注意与强电线管或
电线槽保持一定距离，以免受电磁场干扰，避免交叉施

工。线管转弯时转角要大于90°，要用专用的管卡工具。
预埋楼板管时，预先测量放线及弯头（不小于管子直径

的6倍），做好标志，以便日后作为疏通管之用。预留楼
板管的固定方法：可用铁丝将管子绑扎在钢筋上，也可

用钉子钉在模板上，在土建绑扎面筋时敷管施工完毕，

并派员对土建捣制混凝土时进行监护，避免出现人为的

拆离及错位。墙身配管主要针对开关盒、插座盒及配电

箱等嵌接配置。在配管过程中，强调满足管盒标测，标

出每一管盒标高位置。定位以后，预先埋好管盒，并用

水泥砂浆或其他方法加以固定。嵌接完毕，派员对土建

砌砖进行看护，避免出现半明半暗现象，或防止配管人

为拆离。布管后，作业人员须清理管道内的异物杂质，

以免电缆穿管道存在阻碍，甚至影响后续的电缆使用安

全。电缆铺设安装后，作业人员须对照施工标准与相关

规范，对电缆铺设情况进行检验与验收，可通过网络通

信功能的调试与测试检验电缆铺设安装情况，确保电缆

铺设安装的质量及后续通信网络的稳定性。

3.3  硬件设备安装要点。建筑弱电智能化安装施工
涉及诸多硬件设备，如摄像头、烟感器、门禁仪、消防

设施等，硬件设备安装施工之前，作业人员须认真校验

硬件设备的各项功能指标与性能参数，确保安装的设备

质量合格。安装时，硬件设备应与墙体保持一定距离，

并根据硬件设备厂家的安装施工要求严格控制硬件设备

安装的垂直误差与水平误差。以计算机主机为例，计算

机主机是通信网络传输数据处理与分析的核心，是故障

诊断与消防预警的物质载体，需根据建筑弱电智能化的

数据存储与分析性能需要优选存储空间与处理性能适宜

的计算机主机，更好地支持防盗报警系统、消防报警系

统、楼宇对讲系统等智能化应用。

3.4  配电装置安装与调试要点。配电装置安装时，
应根据安装操作规程与技术规范：基础型钢的安装垂直

度、水平度允许偏差，位置偏差及不平行度，基础型

钢顶部平面，应符合规定。基础型钢的接地应不少于两

处。柜体的接地应牢固、可靠，以确保安全。装有电器

的可开启的柜门应以裸铜软线与金属柜体可靠连接。将

柜体按编号顺序分别安装在基础型钢上，再找平找正。

柜体安装垂直度允许偏差、相互间接缝偏差应符合规范

要求。多柜体成列安装时，应逐台按顺序成列找平找

正，并将柜间间隙调整为1mm左右。柜体安装完毕后，
每台柜体均应单独与基础型钢做接地保护连接，以保证

柜体的接地牢固良好。安装完毕后，还应全面复测一

次，并做好柜体的安装记录。

结束语

建筑弱电智能化安装施工技术实施质量直接关系到建

筑的网络通信水平与安全防护能力，在建筑弱电智能化安

装施工前应综合考虑建筑结构、功能特点、空间布局、扩

展需要等，做好布线总体方案设计与电控设备安装施工方

案设计。在安装施工过程中应根据技术规范与标准组织

安装施工，并通过单元测试与联合调试校验建筑弱电智

能化系统，提高建筑弱电智能化应用的实际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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