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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吉
回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15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施

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识建标〔2014〕 189 号）要求．标准编制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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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广泛征求意见，由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公安部科技信息化

局会同有关单位在《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GB 50348-2004 的

基础上修订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 12 章．主要技术内容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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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 在原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了风险防范规划、系统架构规划、人

力防范规划、实体防护设计以及工程建设程序、监理、运行、维护、

咨询服务等内容：

2. 删除了原标准中高风险对象和普通风险对象的安全防施工

程设计内容，将标准内容定位在安全防范工程建设和系统运行维

护的通用要求。

本标准中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标准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

由公安部第一研究所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

有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送公安部第一研

究所（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都体育馆南路一号，邮政编码：

100048 ，电话： 010 68773938 ，传真： 010 68773960, Email: tclOO~汀 l

@263. net），以供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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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安全防范 security 

综合运用人力防范、实体防范、电子防施等多种手段．预防、延

迟、阻止入侵、盗窃、抢劫、破坏、爆炸、暴力袭击等事件的发生。

2.0.2 人力防范 personnel protection 

具有相应素质的人员有组织的防范、处置等安全管理行为，简

称人防。

2.0.3 实体防范 physical protection 

利用建（构）筑物、屏障、器具、设备或其组合，延迟或阻止风险

事件发生的实体防护手段，又称物防。

2.0.4 电子防沮 electronic security 

利用传感、通信、计算机、信息处理及其控制、生物特征识别等

技术，提高探测、延迟、反应能力的防护手段，又称技防。

2.0.5 安全防范系统 security system 

以安全为目的．综合运用实体防护、电子防护等技术构成的防

范系统。

2.0.6 安全防范 T.程 security engineering 

为建立安全防范系统而实施的建设项目。

2.0.7 实体防护系统 physical protection system 

以安全防起为目的，综合利用天然屏障、人t屏障及防盗锁、

柜等器具、设备构成的实体系统。

2.0.8 电子防护系统 electronic protection system 

以安全防范为目的．利用各种电子设备构成的系统。通常包

括入侵和紧急报警、视频监控、出入口控制、停车库（场）安全管理、

防爆安全检查、电子巡查、楼寓对讲等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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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 9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 intrusion and hold up alarm 

system( I&. HAS) 

利用传感器技术和电子信息技术探测非法进入或试图非法进

入设防区域的行为，和由用户主动触发紧急报警装置发出报警信

息、处理报警信息的电子系统。

2.0. 10 视频监控系统 video surveillance system( VSS) 

利用视频技术探测、监视监控区域并实时显示、记录现场视频

图像的电子系统。

2.0.11 出人口控制系统 access control system<ACS) 

利用自定义符识别和（或）生物特征等模式识别技术对出人口

目标进行识别，并控制出入口执行机构启闭的电子系统。

2. o. 12 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in parking lots 

对人员和车辆进、出停车库（场）进行登录、监控以及人员和车

辆在库（场）内的安全实现综合管理的电子系统。

2.0.13 防爆安全检查系统 anti-explosion security inspec-

tion system 

对人员和车辆携带、物品夹带的爆炸物、武器和（或）其他违禁

品进行探测和（或）报警的电子系统。

2.0. 14 电子巡查系统 guard tour system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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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5 楼寓对讲系统 building intercom system 

采用（可视）对讲方式确认访客．对建筑物（群）出入口进行访

客控制与管理的电子系统，又称访客对讲系统。

2.0.16 安全防范管理平台 security management platform 

CSMP) 

对安全防范系统的各子系统及相关信息系统进行集成，实现

实体防护系统、电子防护系统和人力防范资源的有机联动、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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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处理与共享应用、风险事件的综合研判、事件处置的指挥调

度、系统和设备的统一管理与运行维护等功能的硬件和软件组合。

2.0.17 保护对象 protected object 

由于面临风险而需对其进行保护的对象，包括单位、建（构）筑

物及其内外的部位、区域以及具体日标。

2. 0. 18 高风险保护对象 high risk protected object 

依法确定的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和防范恐怖袭击重点目标。

2.0. 19 防但对象 defensing object 

需要防范的、对保护对象构成威胁的对象。

2.0.20 风险 risk 

保护对象自身存在的安全隐患及其所面临的可能遭受入侵、

盗窃、抢劫、破坏、爆炸、暴力袭击等行为的威胁。

2.0.21 风险评估 risk assessment 

通过风险识另lj 、风险分析、风险评价．确认安全防范系统需要

防范的风险的过程。

2.0.22 风险等级 level of risk 

存在于保护对象本身及其周围的、对其安全构成威胁的单一

风险或组合风险的大小．以后果和可能性的组合来表达。

2.0.23 防护级别 level of protection 

为保障保护对象的安全所采取的防植措施的水平。

2.0.24 安全等级 security grade 

安全防植系统、设备所具有的对抗不同攻击的能力水平。

2.0.25 探测 detection 

对显性风险事件和（或）隐性风险事件的感知。

2.0.26 延迟 delay 

延长或（和）推迟风险事件发生的进程。

2.0.27 反应 response 

为应对风险事件的发生所采取的行动。

2.0.28 误报警 false alarm 

• 4 • 



对未设计的事件做出响应而发出的报警。

2.0.29 漏报警 leakage alarm 

对设计的报警事件未做出报警响应。

2.0.30 周界 perimeter 

保护对象的区域边界。

2.0.31 防区 zone 

在防护区域内，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可以探测到入侵或人为

触发紧急报警装置的区域。

2.0.32 监控区域 surveillance area 

视频监控系统的视频采集装置摄取的图像所对应的现场空间

范围。

2.0.33 受控区 controlled area/protected area 

出人口控制系统的一个或多个出入口控制点所对应的、由物

理边界封闭的空间区域。

2.0.34 纵深防护 longitudinal depth protection 

根据保护对象所处的环境条件和安全防范管理要求，对整个

防范区域实施由外到里或由里到外层层设防的防护措施。纵深防

护分为整体纵深防护和局部纵深防护两种类型。

2.0.35 均衡防护 balanced protection 

安全防范系统各部分的安全防护水平基本一致，无明显薄弱

环节。

2.0.36 监控中心 surveillance center 

接收处理安全防范系统信息、处置报警事件、管理控制系统设

备的中央控制室，通常划分为值守区和设备区。

2.0.37 系统运行 system operation 

利用安全防范系统开展报警事件处置、视频监控、 tfj 入控制等

安全防范活动的过程。

2.0.38 系统维护 system maintenance 

保障安全防范系统正常运行并持续发挥安全防范效能而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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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维修保养活动。

2.0.39 系统效能评估 system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对安全防范系统满足预期效能程度的分析评价过程。

- phu . 



3 基本规定

3. o. 1 安全防洁工程建设与系统运行维护应进行全生命周期管

理，统筹规划。应遵循工程建设程序与要求，确定各阶段目标，有

计划、有步骤地开展t程建设、系统运行与维护。

3.0.2 安全防范t程的建设应遵循下列原则：

1 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探测、延迟、反应相协调；

2 保护对象的防护级别与风险等级相适应；

3 系统和设备的安全等级与防范对象及其攻击手段相适应；

4 满足防护的纵深性、均衡性、抗易损性要求；

5 满足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要求；

6 满足系统的电磁兼容性、环境适应性要求：

7 满足系统的实时性和原始完整性要求：

8 满足系统的兼容性、可扩展性、可维护性要求；

9 满足系统的经济性、适用性要求。

3.0.3 安全防范工程建设应进行风险防范规划、系统架构规划和

人力防范规划。应通过风险评估明确需要防范的风险，统筹考虑

人力防范能力，合理选择物防和技防措施．构建安全可控、开放共

享的安全防m.系统。

3.0.4 安全防范工程中使用的设备、材料必须符合同家法规和现

行相关标准的要求．并经检1m1J 或认证合格。

3. o. 5 安全防沮工程施士、初验与试运行等阶段宜聘请监理机构

进行工程监理。

3. o. 6 高风险保护对象的安全防 m.工程应进行丁－程检验。工程

检验应由具有安全防范了．程检验资质且检验能力在资质能力授权

范围内的检验机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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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

4. I 凤险防范规划

4. I. I 安全防范工程建设应明确保护对象及其安全需求，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I 保护对象的确定应考虑保护单位、保护部位和（或）区域、

保护目标兰个层次；保护目标分为需要保护的物品目标、人员目标

以及系统和（或）设备和（或）部件等；

2 保护对象的安全需求应根据治安防范和反恐防范的需求

进行分析和确定。

4. I. 2 安全防范工程建设应根据保护对象的安全需求，通过风险

评估确定需要防革的具体风险，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I 应结合当前的内外部环境条件和安全防在能力，针对可能

对保护对象安全构成威胁的各类风险进行识别；

2 应对识别出的各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造成后果（包括损

失和不良影响）的严重性进行分析；

3 应将风险分析结果与预先设定的风险准则相比较．进行风

险评价，确定各种风险的等级；

4 应根据风险评价结果，结合安全防范工程建设（使用）单位

对风险的承受度和容忍度，对需要通过安全防范工程进行防范的

风险进行确认。

4. I. 3 安全防范工程建设应针对需要防范的风险，按照纵深防护

和均衡防护的原则，统筹考虑人力防范能力．协调配置实体防护和

（或）电子防护设备、设施，对保护对象从单位、部位和（或）区域、目

标三个层面进行防护，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I 周界的防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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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根据现场环境和安全防泡管理要求，合理选择实体防

护和（或）入侵探测和（或）视频监控等防护措施；

2）应考虑不同的实体防护措施对不同风险的防御能力；

3）应考虑不同的入侵探测设备对翻越、穿越、挖洞等不同人

侵行为的探测能力以及入侵探测报警后的人防响应

能力；

4）应考虑视频监控设备对周界环境的监视效果，至少应能

看清周界环境中入员的活动情况。

2 出人口的防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根据现场环境和安全防范管理要求，合理选择实体防

护和（或）出入口控制和（或）入侵探测和（或）视频监控等

防护措施；

2）应考虑不同的实体防护措施对不同风险的防御能力；

3）应考虑出入口控制的不同识读技术类型及其防御非法人

侵（强行闯入、尾随进入、技术开启等）的能力；

4）应考虑不同的入侵探测设备对翻越、穿越等不同入侵行

为的探测能力，以及入侵探测报警后的人防响应能力；

5）应考虑视频监控设备对出入口的监视效果．通常应能清

晰辨别出入人员的面部特征和出入车辆的号牌。

3 通道和公共区域的防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选择视频监控，监视效果应能看清监控区域内人员、物

品、车辆的通行状况：重要点位宜清晰辨别人员的面部特

征和车辆的号牌；

2）高风险保护对象周边的通道和公共区域，可选择入侵探

测和（或）实体防护措施。

4 监控中心、财务室、水电气热设备机房等重要区域、部位的

防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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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体防护应选择防盗门和（或）防盗窗，其他防护措施应

考虑选择的设备类型及其防御非法入侵的能力、报警后

的响应时间以及视频监控的监视效果。

5 保护目标的防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I ）应根据现场环境和安全防范管理要求，合理选择实体防

护和（或）区域入侵探测和（或）位移探测和（或）视频监控

等防护措施；

2）应根据不同保护目标的具体情况和对抗的风险．采取相

应的实体防护措施；

3）可采用区域入侵探视lj 、位移探测等手段对固定目标被接

近或被移动的情况实时探测报警，应考虑报警后的人防

响应能力；

4）采用视频监控进行防护时，应确保保护目标持续处于监

控范围内．应考虑对保护曰标及其所在区域的监视效果，

且至少应能看清保护目标及其所在区域中人员的活动情

况，当保护目标涉密或有隐私保护需求时．视频监控应满

足保密和隐私保护的相关规定。

6 针对人员密集、大流量的出入口、通道等场所，除应考虑安

全防护措施外，还应考虑人员疏导和快速通行等措施。

4. I. 4 当保护对象被确定为防范恐怖袭击重点目标时，应根据防

范恐怖袭击的具体需求．强化防护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I 周界的防护应考虑实体防护装置和电子防护装置的联合

设置；

2 出入口和通道的防护应考虑防爆安全检查设备、人行通道

闸和车辆阻挡装置的设置以及设置安全缓冲或隔离区等；

3 人员密集的公共区域防护应考虑视频监控的全覆盖、排爆

设施和防御设施的配置；

4 监控中心、水电气热设备机房等重要区域、部位防护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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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实体防护装置和电子防护装置的联合设置；

5 应考虑视频图像智能分析技术的应用和信息存储时间的

特殊要求；

6 应考虑对无人飞行器的防御和反制措施；

7 应考虑对安全防范系统及其关键设备安全措施和冗余措

施的加强。

4.2 系统架构规划

4. 2. 1 安全防范系统架构规划应按照安全可控、开放共享的原

则，统筹考虑子系统组成、信息资源、集成／联网方式、传输网络、安

全防范管理平台、信息共享应用模式、存储管理模式、系统供电、接

口协议、智能应用、系统运行维护、系统安全等要素。

4. 2. 2 安全防范系统的各子系统应根据现场勘察和风险防范规

划以及前端布防情况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综合设计和选择配置实体防护系统、电子防护系统、安

全防范管理平台；

2 应根据现场自然条件、物理空间等情况，合理利用天然屏

障，综合设计和选择配置人工屏障、防护器具（设备）等实体防护

系统；

3 应综合设计和选择配置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视频监控系

统、出人口控制系统、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防爆安全检查系

统、电子巡查系统、楼寓对讲系统等电子防护子系统，以及各子系

统的前端、传输、信息处理／控制／管理、显示／记录等单元。

4.2.3 集成和（或）联网的各类信息资源应根据对安全防施各子

系统集成管理的需要确定。

4.2.4 应根据各类信息资源共享、交换的实际需要以及系统复杂

程度的不同，合理选择下列系统集成联网方式 z

1 通过不同子系统设备之间的信号驱动实现的简单联动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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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不同子系统管理软件之间的通信实现的子系统联动

方式：

3 通过安全防范管理平台实现对安全防范各子系统以及其

他子系统集中控制与管理的集成方式：

4 通过对多级安全防范管理平台的互联，实现大范围、跨区

域安全防范系统的级联方式：

5 根据安全防范管理的需要，安全防程系统还可与其他业务

系统进行集成、联网的综合应用方式。

4.2.5 安全防范系统宜采用专用传输网络，可采用专线方式或公

共传输网络基础上的虚拟专网＜ VPN）方式。传输网络宜采用以

监控巾心为汇接／核心点（根节点）的星形／树形传输网络拓扑结

构。系统传输的通信链路应满足系统的信息传输、交换和共享应

用的需要。当有线传输不具备条件时．可采用具有相应安全措施

的无线传输方式。

4.2.6 应根据安全防范系统集成、联网与管理的实际需要．合理

规划设计安全防范管理平台的具体功能．且应符合本标准第 6. ,i, 1 

条的相关规定。

4. 2. 7 应根据安全防范系统信息共享应用的实际需要．设置客户

端和（或）分平台。客户端和（或）分平台宜基于系统专用传输网络

进行规划设计。安全防泡管理平台也可通过边界安全隔离措施与

基于真他网络环境建设的安全防范系统和（或）其他业务系统实现

信息的交换与共享。

4.2.8 应根据安全防程系统信息存储与管理的实际需要．合理规

划数据存储管理模式。

4.2.9 应根据安全防范系统及其设备的空间分布特点、供电条件

和安全保障需求，合理选择主电源、备用电源及其供电模式和保障

措施。

4.2. 10 应根据安全防范系统、设备互联互通以及信息共享应用

的具体要求．统筹规划设计系统的各类接口以及信息传输、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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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协议。

4. 2. 11 应根据用户对安全防范系统信息、数据深化应用的实际

需求．进行安全防范管理平台的智能化模块设计．或在安全防范管

理平台之外单独规划设计智能化应用系统，包括视频智能分析系

统、大数据分析系统等。

4. 2. 12 应根据安全防范系统接入设备的规模及复杂程度，进行

安全防范管理平台的运行维护模块设计－，或在安全防WI.管理平台

之外单独规划设计运行维护管理平台（运行维护管理系统）．保障

安全防范系统、设备以及网络的正常运行。

4.2. 13 应按照信息安全相关要求．整体规划安全防也系统的安

全策略，选择适宜的接入设备安全措施、数据安全措施、传输网络

安全措施以及不同网络的边界安全隔离措施等。

4.3 人力防范规划

4. 3. 1 安全防范工程建设（使用）单位应根据人防、物防、技防相

结合，探测、延迟、反应相协调的原则，综合考虑物防、技防能力以

及系统正常运行、应急处置的需要．进行人力防范规划。

4.3.2 安全防m::r程建设（使用）单位应合理配备保卫人员、系统

值机操作和维护人员等人力资源以及必要的防护、防御和对抗性

设备、设施和装备。

4.3.3 人员、设备、设施和装备的数量及部署位置应满足安全防

起系统运行、应急反应、现场处置和预期风险对抗能力的要求。

4.3.4 应建立健全安全防范管理制度，并结合安全防范系统运行

要求．优化业务流程。

4.3.5 应针对各类突发事件分别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并定期演

练。应急处置预案至少包括针对的事件、人员及分工、处置的流程

及措施、设备（设施或装备）的使用、目标保护和人员疏散方案等

内容。

4. 3. 6 应建立技术、技能培训机制，确保人员胜任t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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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建设程序

5.1 －般规定

5. 1. 1 安全防泡t程建设程序应划分项目立项、工程设计、工程

施工、工程初步验收与试运行、 .T.程检验验收及移交、系统运行维

护等主要阶段。

5. 1. 2 安全防范工程建设管理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设工程项目

管理规范》GB/T 50326 的有关规定执行。

5.2 项目立项

5. 2. 1 安全防范工程项目立项时．应编制项目建议书．项目建议

书应提出安全防范的实际需求和项目建设规划。

5. 2. 2 项目建议书经批准后，应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

究报告应对技术可行性与经济合理性进行分析、论证和综合评价．

应能为安全防范工程建设提供投资决策依据。可行性研究报告应

包括设计说明、设计图纸、主要设备清单及工程造价（投资）估

算等。

5.3 工程设计

5. 3. 1 安全防范工程初步设计前．建设单位应根据获得批准的可

行性研究报告组织编制设计任务书。设计任务书应根据相关的国

家法律法规规定、标准规范要求和管理使用需求．明确工程建设的

日的及内容、保护对象和防范对象、安全需求、安全防范1：程需要

防范的风险、安全防范系统功能性能要求等。

5.3.2 建设单位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确定设计单位。

5.3.3 设计单位应会同相关单位进行现场勘察，并编制现场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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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现场勘察报告应经参与勘察的各方确认。

5.3.4 设计单位应根据设计任务书、设计合同和现场勘察报告开

展初步设计丁－作．提出实现项目建设目标、满足安全防范管理要求

的具体实施方案。初步设计文件应包括设计说明、初步设计罔纸、

主要设备和材料清单及工程概算书等。

5. 3. 5 安全防范工程初步设计完成后，项目管理机构应组织专家

对初步设计方案进行评审，并出具评审意见。

5.3.6 安全防施工程初步设计方案评审通过并经项目管理机构

确认后．设计单位应根据初步设计方案及评审意见进行施工图

设计。

5.3.7 施工罔设计文件应满足设备材料采购、非标准设备制作和

施t的需要。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包括设计说明、施工图设计图纸、

设备材料清单及t程预算书等。

5.3.8 施工图设计完成后，建设单位应根据政策法规要求将相关

资料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建设单位应向审查机构提供的资

料包括作为勘察设计依据的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及附件，、全

套施主图、其他应当提交的材料等。

5.4 工程施工

5. 4. 1 施E罔审查通过后，建设单位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确定施工单位。

5. 4. 2 深化改计应在审查通过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基础 t.对施工

阁设计的内容进行审查、核算和修订，量化、准确地表达设计内容

及设备、材料、工艺要求等．对施t方、施工作业的特殊要求等进行

详尽说明。

5.4.3 施工罔设计单位应配合深化设计单位了解系统的情况及

要求，审核深化设计单位的设计图纸。

5.4.4 深化设计完成后，应由项目管理机构组织评审。评审通过

后．深化设计单位应提交全部深化设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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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4. 5 工程施工前，设计单位应对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进行设计

交底。

5.4.6 工程施工时．施工单位应按照深化设计文件中的技术指标

订货、按照深化设计文件规定的建设内容和施II.艺施工。

5.4.7 安全防范工程的管线敷设、设备安装、系统调试等应按本

标准第 7 章执行。

5.4.8 工程施工阶段，建设单位可委托具有相应能力的监理单位

对工程建设进行监督管理。工程监理应按本标准第 8 章执行。

s.s 工程初步验收与试运行

5.5.1 施工单位应依据工程合同要求对相关人员进行技术培训。

培训大纲、课程设置及培训方案应经项目管理机构评审、批准。

5. 5. 2 工程质量及系统功能性能经施工单位自检满足工程合同

和设计文件要求后，项目管理机构、设计单位及施工单位应共同对

工程进行初步验收，形成初步验收报告。

5.5.3 初步验收通过、项目整改及复验完成后，安全防范系统至

少应试运行 30d。试运行期间，施工单位应配合项目管理机构建

立系统的运行、操作和维护等管理制度。

5. 5. 4 系统经试运行达到合同和设计文件要求，项目管理机构应

依据试运行期间系统的运行情况及试运行记录，出具试运行报告。

5.6 工程检验、验收及移交

5. 6. 1 安全防范工程建设完成，经试运行达到工程合同和设计文

件要求后，施工单位应编制竣工报告。

5.6.2 施工单位应根据深化设计图纸、图纸会审记录、设计变更、

工程洽商等文件编制竣工文件。竣工文件应完整齐全、准确真实、

签章完备，应与施工内容一致。

5.6.3 高风险保护对象以及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工程合同等要求

需进行工程检验的安全防范工程，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前．由检验机



构对工程质量进行检验并出具检验报告。工程检验的依据、程序

及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方法等应按本标准第 9 章执行。

5. 6. 4 丁．程检验完成、项目整改复验合格后，建设单位应组织竣

工验收。竣工验收应包括施工验收、技术验收和资料审查。竣工

验收的组织、验收内容和要求、验收结论等应按本标准第 10 章

执行。

5.6.5 安全防范工程竣工验收通过且项目整改复验完成后，施工

单位应整理、编制、移交完整的了－程竣工文件．并将安全防范系统

移交建设单位正式投入使用。

5.7 系统运行与维护

5. 7. 1 安全防范工程施工单位应按照工程合同、工程质量保修书

等的规定，完成工程保修、技术支持等售后服务工作。

5.7.2 建设（使用）单位应制定安全防范系统运行与维护规划，建

立包括人员、经费、制度和技术支撑系统在内的运行维护保障

体系。

5.7.3 安全防植系统的运行与维护应按本标准第 11 章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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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程设计

6. 1 一艘规定

6. 1. 1 安全防范工程的设计应运用传感、通信、计算机、信息处理

及其控制、生物特征识别、实体防护等技术，构成安全可靠、先进成

熟、经济适用的安全防范系统。

6. 1. 2 安全防范工程的设计应遵循整体纵深防护和（或）局部纵

深防护的理念，分别或综合设置建筑物（群）和构筑物（群）周界防

护、建筑物和构筑物内（外）区域或空间防护以及重点目标防护

系统。

6. 1. 3 安全防范工程的设计除应满足系统的安全防范效能外，还

应满足紧急情况下疏散通道人员疏散的需要。

6. 1. 4 安全防范工程的设计应以结构化、规范化、模块化、集成化

的方式实现，应能适应系统维护和技术发展的需要。

6. 1. 5 高凤险保护对象安全防范工程的设计应结合人防能力配

备防护、防御和对抗性设备、设施和装备。

6.2 现场勘察

6. 2. 1 安全防范工程设计前，应进行现场勘察，并应做好现场勘

察记录。

6. 2. 2 现场勘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调查保护对象的基本情况，应包括下列内容：

1 ）保护对象的风险等级与防护级别；

2）保护对象的人防组织、管理、物防设施能力与技防系统建

设情况：

3）保护对象所涉及的建筑物、构筑物或其群体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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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平面、使用（功能）分配、通道、门窗、电（楼）梯分布、

管道、供配电线路布局、建筑结构、墙体及周边情况等；

4）其他需要勘察的内容。

2 调查和了解保护对象所在地及周边的地理、气候、雷电灾

害、电磁等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等情况，应包括下列内容：

1）调查了解保护对象周围的地形地物、交通情况及房屋状

况；调查了解保护对象当地的社情民风及社会治安状况

（包括常发、易发的不安全事件和案件h

2）调查工程现场一年中温度、湿度、风、雨、雾、霜等的变化

情况和持续时间（以当地气候资料为准） ；调查了解当地

的雷电活动情况和所采取的雷电防护措施 z

3）调查保护对象周围的电磁辐射情况，必要时应实地测量

其电磁辐射的强度和辐射规律；

4）其他需要勘察的内容。

3 调查和了解防护区域内与工程建设相关的情况，应包括下

列内容 z

1 ）周界的形状、长度及已有的物防设施情况，周界出入口及

周界内外地形地物情况 p

2）防护区域内防护部位、防护目标的分布；

3）防护区域内所有出人口位置、通道长度、门洞尺寸及门窗

（包括天窗）的位置、尺寸等$

4）防护区域内各种管道、强弱电坚井分布及供电设施情况；

5）防护区域内光照度变化情况和夜间提供光照度的能力；

如监控中心／分控中心／专用设备间的位置、建筑结构、使用

面积、层高、进／出线位置、供电及防雷接地情况；

7）其他需要勘察的内容。

4 调查和了解保护对象的开放区域（公共区域）的情况，应包

括下列内容：

1）人员密集场所的位置、面积、周边环境、应急疏散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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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放区域（公共区域）内人员、车辆的承载能力及活动

路线；

3）开放区域（公共区域）出入通道（口）位置、数量、形态等；

4）其他需要勘察的内容。

5 调查和了解重点部位和重点目标的情况，应包括下列

内容 z

1 ）枪支等武器、弹药、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核与放射

物品、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所在的场所及其周边的情况；

2）电信、广播电视、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公共设施

所在的场所及其周边的情况：

3）其他需要勘察的内容。

6 调查了解主要防范对象及其攻击特点。

6.2.3 现场勘察结束后应编制现场勘察报告。现场勘察报告的

内容应包括项目名称、勘察时间、参加单位及人员、项目概况、勘察

内容、勘察记录等。

6.3 实体防护设计

6.3.1 实体防护设计应与建筑选址、建筑设计、景观设计进行统

筹规划、同步设计。

6.3.2 实体防护设计应根据保护对象的安全需求，针对防范对象

及其威胁方式，按照纵深防护的原则，采取相应的实体防护措施延

迟或阻止风险事件的发生。

6.3.3 实体防护设计应遵循安全性、耐久性、联动性、模块化、标

准化等原则。

6.3.4 实体防护设计应包括周界实体防护设计、建（构）筑物设计

和实体装置设计。

6.3.5 周界实体防护设计应包括周界实体屏障、出人口实体防

护、车辆实体屏障、安防照明与警示标志等设计内容。

6.3.6 周界实体屏障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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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根据场地条件合理规划周界实体屏障的位置；周界实体

屏障的防护面一侧的区域内不应有可供攀爬的物体或设施；

2 有防爆安全要求的周界实体屏障，应根据爆炸冲击波对防

护区域的破坏力和（或）杀伤力，设置有效的安全距离；

3 根据安全防范管理要求，可按照分级、分区、纵深防护的原

则．设置单层或多层周界实体屏障；多层周界实体屏障之间宜建立

清除区；宜充分利用天然屏障进行综合设计．可多种类、多形式屏

障组合应用；

"' 有防攀越、防穿越、防拆卸、防破坏、防窥视、防投射物等防

护功能的周界实体屏障，其材质、强度、高度、宽度、深度｛地面以

下）、厚度等应满足防护性能的要求；

5 穿越周界的河道、涵洞、管廊等孔洞，应采取相应的实体防

护措施。

6. 3. 7 出人口实体防护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安全防范管理要求，在满足通行能力的前提下．应减

少周界出人口数量；出入口应设置实体屏障，宜远离重要保护目

标；人员、车辆出入口宜分开设置 p可设置有人值守的警E室或安

全岗亭；无人值守的出人口实体屏障的防护能力应与周界实体屏

障相当；

2 根据安全防范管理要求，车辆出入口及相关道路设计应考

虑车辆限速措施；出入口可设置车辆检查管理区；根据需要，可设

置防车辆撞击和爆炸袭击的实体屏障：防车辆尾随时．应采用封闭

式廊道、联动互锁门等方式，宜与电子防护系统联合设置；

3 出入口实体屏障宜具有防止人员穿越、攀越、拆卸、破坏、

窥视、尾随等防护功能。

6. 3. 8 车辆实体屏障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安全防范管理要求，可在周界、出入口、建（构）筑物外

广场等区域或部位设置被动式车辆实体屏障和主动式车辆实体屏

障，以限制、禁止、阻挡车辆进入，防范车辆撞击和车辆炸弹袭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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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对象的伤害；

2 车辆实体屏障应具有减速、吸能、阻停等防护功能；应根据

防范车辆的载重、速度及其撞击产生的动能，合理设计车辆实体屏

障的高度、结构强度、固定方式和材质材料等，满足相应的防冲撞

能力要求；

3 有防爆安全要求的车辆实体屏障，应设置有效的安全

距离；

4 车辆实体屏障可多重组合应用，进行纵深防护布置。

6.3.9 安防照明与警示标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安全防范管理要求，可选择连续照明、强光照明、警示

照明、运动激活照明等安防照明措施，照射的区域和照度应满足安

全防范要求；安防照明不应对保护目标造成伤害；安防照明宜与电

子防护系统联动；

2 应在必要位置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警示标志尺寸、颜色、

文字、图像、标识应符合相关规定。

6.3.10 建（构）筑物的实体防护功能设计应包括平面与空间布

局、结构和门窗等设计内容。

6. 3. 11 建（构）筑物平面与空间布局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安全防范管理要求，应合理设计建（构）筑物场地道路

的安全距离、线形和行进路线；应利用场地和景观形成缓冲区、隔

离带、障碍等，发挥场地与景观的实体防护功能；

2 建（构）筑物内部区域应进行公共区域、办公区域、重点区

域的划分；重点区域宜设置独立出人口；通道设计宜避免人员隐匿

或藏匿；重要保护目标所在部位或区域宜设计专用通道；公共停车

场宜远离重要保护目标；报警响应人员的驻守位置应保障应急响

应、现场处置的需要；

3 具有易燃、易爆、有毒、放射性等特性的保护目标，其存放

场所或独立建（构）筑物应设置在隐蔽和远离人群的位置。

6.3.12 建（构）筑物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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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构）筑物墙体、楼顶（底）板的厚度、材料、结构强度应具

有相应的防撞击、撬、挖、凿、攀爬等防护能力；现有建筑结构不能

满足防护要求时，应采用其他材料进行加固；

2 重要保护目标宜采用多种实体屏障组合应用，进行纵深

防护；

3 有防爆炸要求时，建筑物墙体应进行防爆结构设计；有保

密要求的场所，应进行信息屏蔽、防窃昕窃视设计；

4 建｛构）筑物的洞口、管沟、管廊、吊顶、凤管、桥架、管道等

空间尺寸能够容纳防范对象隐蔽进入时，应采用实体屏障或实体

构件进行封闭和阻挡。

6.3.13 建筑门窗的设计与选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物所有门窗的框架、固定方式、五金部件等应具有均

衡的防撬、防砸、防拆卸等防护能力，并与墙体的防护能力相匹配；

2 有防盗要求时，保护目标所在的部位或区域应按照国家现

行标准采用相应安全级别的防盗安全门和相应防护能力的防

盗窗；

3 有防爆炸和（或）防弹和｛或）防砸要求时，保护目标的门窗

应采用具有相应防护能力的材料和结构；选用的防爆炸和（或）防

弹和｛或）防砸玻璃等材料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中相应安全级别的

规定；

4 金库等特殊保护目标库房的总库门应采用具有防破坏、防

火、防水等相应能力的安全门。

6.3.14 实体装置设计与选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保护目标的安全需求，合理配置具有防窥视、防砸、

防撬、防弹、防爆炸等功能的实体装置；实体装置的安全等级应与

其风险防护能力相适应；

2 应合理选用防盗保险柜（箱〉、物品展示柜、防护罩、保护套

管等实体装置对重要物品、重要设施、重要线缆等保护目标进行实

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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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电子防护设计

6. 4. 1 安全防范管理平台是安全防范系统集成与联网的核心，其

设计应包括集成管理、信息管理、用户管理、设备管理、联动控制、

日志管理、统计分析、系统校时、预案管理、人机交互、联网共享、指

挥调度、智能应用、系统运维、安全管控等功能，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应能对安全防范各子系统进行控制与管理，实现各子系统

的高效协同工作；

2 应能实现系统中报警、视频图像等各类信息的存储管理、

检索与回放 p

3 应能对系统用户进行创建、修改、删除和查询，对系统用户

划分不同的操作和控制权限；

4 应能对安全防范系统的设备在线状态进行监测，宜对系统

内设备进行统一编址、寻址、注册和认证等管理z

5 应能实现相关子系统间的联动，并以声和（或）光和（或）文

字图形方式显示联动信息；

6 应能对系统用户的操作、系统运行状态等进行记录、查询、

显示；

7 应能对系统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生成相关报表；

8 应能对系统及设备的时钟进行自动校时，计时偏差应满足

管理要求：

9 应能针对不同的报警或其他应急事件编制、执行不同的处

置预案，并对预案的处置过程进行记录；

10 系统软件应提供清晰、简洁、友好的中文人机交互界面；

11 应能支持安全防范系统各级管理平台或分平台之间以及

与非安防系统之间的联网，实现信息交换与共享；信息传输、交换、

控制协议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12 应能支持通过对各类信息的综合掌控，实现对资源的统



一调配和应急事件的快速处置 z

13 宜支持通过对视音频信息的结构化分析、大数据处理等

智能化手段，实现对关注目标的自动识别、风险态势的综合研判与

预警；

14 宜支持对系统和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对设备

生命周期进行管理；及时发现故障，保障系统和设备的正常运行；

15 应采取安全防控措施，保障系统、设备及传输网络的安全

运行。宜支持对系统、设备及传输网络的安全监测与风险预警。

6.4.2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应对保护区域的非法隐蔽进入、强行

闯入以及撬、挖、凿等破坏行为进行实时有效的探测与报警。应结

合风险防范要求和现场环境条件等因素，选择适当类型的设备和

安装位置，构成点、线、面、空间或其组合的综合防护系统。

6.4.3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设计内容应包括安全等级、探测、防

拆、防破坏及故障识别、设置、操作、指示、通告、传输、记录、响应、

复核、独立运行、误报警与漏报警、报警信息分析等，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设备的安全等级不应低于系统的安全等级。多个报警系

统共享部件的安全等级应与各系统中最高的安全等级一致。

2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应能准确、及时地探测入侵行为或触

发紧急报警装置，并发出入侵报警信号或紧急报警信号。

3 当下列设备被替换或外壳被打开时，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

应能发出防拆信号：

1 ）控制指示设备、告警装置；

2）安全等级 2 、3 、4 级的入侵探测器；

3）安全等级 3 、4 级的接线盒。

4 当报警信号传输线被断路／短路、探测器电源线被切断、系

统设备出现故障时，控制指示设备应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5 应能按时间、区域、部位，对全部或部分探测防区（回路）的

瞬时防区、24h 防区、延时防区、设防、撤防、旁路、传输、告菁、胁迫



报警等功能进行设置。应能对系统用户权限进行设置。

6 系统用户应能根据权限类别不同，按时间、区域、部位对全

部或部分探测防区进行自动或手动设防、撒防、旁路等操作，并应

能实现胁迫报警操作。

7 系统应能对入侵、紧急、防拆、故蹲等报警信号来源、控制

指示设备以及远程信息传输工作状态有明显清晰的指示。

8 当系统出现入侵、紧急、防拆、故障、胁迫等报警状态和非

法操作时，系统应能根据不同需要在现场和（或｝监控中心发出声、

光报警通告。

9 应能实时传递各类报警信号／信息、控制指示设备各类运

行状态信息和事件信息。当传输链路受到来自防护区域外部的影

响时，安全等级 4 级的系统应采取特殊措施以确保信号或信息不

能被延迟、修改、替换或丢失。

10 应能对系统操作、报警和有关警情处理等事件进行记录

和存储，且不可更改。对于安全等级 2 、 3 和 4 级还应具有记录等

待传输事件的功能、记录事件发生的时间和日期。对于安全等级

3 、4 级应具有事件记录永久保存的设备。

11 系统报警响应时间应满足相关现行国家标准的要求。

12 在重要区域和重要部位发出报警的同时．应能对报警现

场进行声音和（或）图像复核。

13 安全防范系统的其他子系统和安全管理系统的故障宜不

影响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的运行，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的故障宜

不影响安全防范系统其他子系统的运行；当用于高风险保护对象

时，安全防范系统的其他子系统和安全防范管理平台的故障均应

不影响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的运行，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的放障

应不影响安全防范系统其他子系统的运行。

14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不得有漏报警，误报警率应符合设

计任务书和（或）工程合同书的要求。

15 系统可具有对各类状态／事件信息进行综合分析、研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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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6. 4. 4 视频监控系统应对监控区域和目标进行实时、有效的视频

采集和监视，对视频采集设备及其信息进行控制，对视频信息进行

记录与回放，监视效果应满足实际应用需求。

6.4.5 视频监控系统设计内容应包括视频／音频采集、传输、切换

调度、远程控制、视频显示和声音展示、存储／回放／检索、视频／音

频分析、多摄像机协同、系统管理、独立运行、集成与联网等，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2

1 视频采集设备的监控范围应有效覆盖被保护部位、区域或

目标，监视效果应满足场景和目标特征识别的不同需求。视频采

集设备的灵敏度和动态范围应满足现场图像采集的要求。

2 系统的传输装置应从传输信道的衰耗、带宽、信噪比，误码

率、时延、时延抖动等方面，确保视频图像信息和其他相关信息在

前端采集设备到显示设备、存储设备等各设备之间的安全有效及

时传递。视频传输应支持对同一视频资源的信号分配或数据分发

的能力。

3 系统应具备按照授权实时切换调度指定视频信号到指定

终端的能力。

4 系统应具备按照授权对选定的前端视频采集设备进行

PTZ 实时控制和（或）工作参数调整的能力。

5 系统应能实时显示系统内的所有视频图像，系统图像质量

应满足安全管理要求。声音的展示应满足辨识需要。显示的图像

和展示的声音应具有原始完整性。

6 存储／回放／检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存储设备应能完整记录指定的视频图像信息，其容量设

计应综合考虑记录视频的路数、存储格式、存储周期长

度、数据更新等因素．确保存储的视频图像信息质量满足

安全管理要求：

2）视频存储设备应具有足够的能力支持视频图像信息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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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保存、连续回放、多用户实时检索和数据导出等；

3）视频图像信息宜与相关音频信息同步记录、同步回放。

7 防范恐怖袭击重点目标的视频图像信息保存期限不应少

于 90d，其他目标的视频图像信息保存期限不应少于 30d。

8 系统可具有场景分析、目标识别、行为识别等视频智能分

析功能。系统可具有对异常声音分析报警的功能。

9 系统可设置多台摄像机协同工作。

10 系统应具有用户权限管理、操作与运行日志管理、设备管

理和自我诊断等功能。

11 安全防范系统的其他子系统和安全防范管理平台（非依

赖于视频监控系统的安全防范管理平台）的故障均应不影响视频

监控系统的运行；视频监控系统的故障应不影响安全防范系统其

他子系统的运行。

12 系统应具有与其他子系统集成和进行多级联网的能力。

6. 4. 6 出入口控制系统应根据不同的通行对象迸出各受控区的

安全管理要求，在出入口处对其所持有的凭证进行识别查验，对其

进出实施授权、实时控制与管理，满足实际应用需求。

6.4.7 出人口控制系统的设计内容应包括：与各出入口防护能力

相适应的系统和设备的安全等级、受控区的划分、目标的识别方

式、出入控制方式、出入授权、出人口状态监测、登录信息安全、自

我保护措施、现场指示／通告、信息记录、人员应急疏散、独立运行、

一卡通用等，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z

1 应根据对保护对象的防护能力差异化的要求，选择相应的

系统和设备的安全等级。设备／部件的安全等级应与出人口控制

点的防护能力相适应。共享设备／部件的安全等级应不低于与之

相关联设备／部件的最高安全等级。出入口控制系统／设备分为四

个安全等级， l 级为最低等级，4 级为最高等级。安全等级对应到

每个出入口控制点。

2 应根据安全管理要求及各受控区的出人权限要求，确定各



个受控区，明确同权限受控区和高权限受控区．并以此作为系统设

备的选型和安装位置设置的重要依据。

3 出人口控制系统应采用编码识读和（或）特征识读方式，

对目标进行识别。编码识别应有防泄露、抗扫描、防复制的能

力。特征识别应在确保满足一定的拒认率的管理要求基础上降

低误识率，满足安全等级的相应要求。系统应根据每个出人口

控制点所对应的安全等级要求，选择适合的设备．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安全等级为 3 、4 级时．目标识别不应采用只识读 PIN 的

识别方式，应采用下列单一识别方式或复合识别方式：

一一编码载体信息凭证识别方式；

一－模式特征信息凭证识别方式；

一一编码载体信息凭证、PIN 组合的复合识别方式；

模式特征信息凭证、PIN 组合的复合识别方式；

编码载体信息凭证、模式特征信息凭证、PIN 组合

的复合识别方式。

2）只采用 PIN 识别的系统，其可分配的 PIN 总数和用户的

最大数量之间的最小比率应至少为 1000 比 l 。

3）采用编码载体信息凭证的系统，其载体凭证的密钥量应

满足相应安全等级的要求。

4）采用模式特征信息凭证识别的系统，其识读设备的误识

率应满足相应安全等级的要求。

4 出入口控制系统应根据安全管理需要及设定的安全等级．

可选择使用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一种出入控制方式或多种出入控制

方式的组合，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安全等级的出人口控制点，都应支持对进入受控区的

单向识i卖出入控制功能；

2）安全等级为 2 、 3 、 4 级的出入口控制点，应支持对进入及

离开受控区的双向识读出入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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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全等级为 3 、 4 级的出入口控制点．应支持对出入目标

的防重入功能；

4）安全等级为 3 、4 级的出入口控制点，应支持复合识别控

制功能；

5）安全等级为 4 级的出入口控制点．应支持多重识别控制

功能 2

6）安全等级为 1 级的出入口控制点．应支持异地核准控制

功能；

7）安全等级为 4 级的耐人口控制点．应支持防胁迫控制

功能；

如可根据管理需要．合理选择具有防尾随功能的系统设备。

5 出入口控制系统应根据安全管理要求．对不同目标出入各

受控区的时间、 H＂，入控制方式等权限进行配置。

6 出人口控制系统对出入口状态监测的功能．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安全等级为 2 、3 、4 级的系统．应具有监测出入口的启／闭

状态的功能；

2）安全等级为 3 、4 级的系统，应具有监测出入口控制点执

行装置的启／闭状态的功能。

7 当系统管理员／操作员只用 PIN 登录时，其信息位数的最

小值和信息特征应满足各安全等级的相关要求。

8 出入口控制系统应根据安全等级的要求，采用相应自我保

护措施和配置。位于对应受控区、同权限噩控区或高权限量控区

域以外的部件应具有防篡改／防娟／防拆保护措施。

9 出人口控制系统应能对目标的识读结果提供现场指示。

当系统出现违规识读、出人口被非授权开启、故障、胁迫等状态和

非法操作时，系统应能根据不同需要在现场和（或）监控中心发出

可视和（或）可听的通告或警示。并应满足各安全等级规定的相关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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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系统的信息处理装置应能对系统中的有关信息自动记

录、存储，并有防篡改和防销毁等措施。出入口控制系统的事件记

录存储要求，应满足各安全等级规定的相关要求。

11 系统不应禁止由其他紧急系统（如火灾等｝授权自由出入

的功能。系统必须满足紧急逃生时人员疏散的相关要求。当通向

疏做通道方向为防护面时，系统必须与火灾报警系统及其他紧急

疏散系统联动，当发生火警或需紧急疏散时，人员应能不用避行凭

证识读操作即可安全通过。

12 安全防范系统的其他子系统和安全防范管理平台的故障

均应不影响出入口控制系统的运行；出入口控制系统的故障应不

影响安全防范系统其他子系统的运行。

13 当系统与其他业务系统共用的凭证或其介质构成“一卡

通”的应用模式时，出入口控制系统应独立设置与管理。

6.4.8 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应对停车库（场）的车辆通行道

口实施出入控制、监视与图像抓拍、行车信号指示、人车复核及车

辆防盗报警，并能对停车库（场）内的人员及车辆的安全实现综合

管理。

6.4.9 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设计内容应包括出入口车辆识

别、挡车／阻车、行车疏导（车位引导人车辆保护（防砸车）、库（场）

内部安全管理、指示／通告、管理集成等．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2

1 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应根据安全技术防施管理的需

要，采用编码凭证和（或）车牌识别方式对出入车辆进行识别；高风

险目标区域的车辆出入口可复合采用人员识别、车底检查等功能

的系统；

2 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设置的电动栏杆机等挡车指示

设备应满足通行流量、通行车型（大小）的要求；电控阻车设备应满

足高风险目标区域的阻车能力要求：

3 应根据停车库库（场）的规模和形态设计行车疏导（车位引

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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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挡车／阻车设备应有对正常通行车辆的保护措施，宜

与地感线圈探测等设备配合使用；

5 系统应能对车辆的识读过程提供现场指示；当停车库

（场）出入口装置处于被非授权开启、放肆等状态时，系统应能根

据不同需要向现场、监控中心发出可视和（或）可昕的通告或

警示；

6 系统可与停车收费系统联合设置，提供自动计费、收费金

额显示、收费的统计与管理功能；系统也可与出入口控制系统联合

设置，与其他安全防范子系统集成；

7 应在停车库（场）内部设置紧急报警、视频监控、电子巡查

等设施，封闭式地下车库等部位应有足够的照明设施。

6.4.10 防爆安全检查系统应由具有专业能力的安全检查人员操

作，在专门设置的安全检查区，通过安全检查设备的探测、识别，配

合人工专业检查，实现探测、发现并阻止禁限带物品进入保护单位

或区域的目的。防爆安全检查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I 系统应能对进入保护单位或区域的人员和（或）物晶和

（或）车辆进行安全检查，对规定的爆炸物、武器和（或）其他违禁晶

进行实时、有效的探测、显示、记录和报警。

2 系统所用安全检查设备应符合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系

统的探测率、误报率及人员、物品和车辆的通过率（检查速度）应满

足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

3 系统探测时产生的辐射剂量不应对被检人员和物晶产生

伤害，不应引起爆炸物起爆。系统探测时泄漏的辐射剂量不应对

非被检人员和环境造成伤害。

4 成像式人体安全检查设备的显示图像应具有人体隐私保

护功能。

5 安全检查信息存储时间应大于或等于 90d 。

6 安全检查区应设置在保护区域的人口，安全检查区内设置

的安全检查通道数量、配备的安全检查设施和人员应与被检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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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和车辆流量相适应。

7 应根据安全防范管理要求，选择在安全检查区内配置以下

安全检查设备、设施：

1 ）手持式金属探测器；

2）通过式金属探测门或成像式人体安全检查设备；

3）微剂量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4）痕量炸药探测仪；

5）危险液体检查仪；

6）车底成像安全检查设备等。

8 人员密集的大流量出人口和通道宜选用高效、安全的快速

通过式安全检查设备或系统。

9 应配备防爆处置、防护设施。防护设施应安全受控，便于

取用。

10 应在安全检查区设置视频监控装置，实时监视安全检查

现场情况，监视和回放图像应能清晰显示安全检查区人员聚集情

况、清晰辨别被检人员的面部特征、清晰显示放置和拿取被检物品

等活动情况。

11 针对举办临时性大型活动的场所，应根据实际需要设置

l临时性防爆安全检查系统。

6. 4. 11 楼寓对讲系统应能使被访人员通过（可视）对讲方式确认

访客身份．控制开启出人口门锁．实现建筑物（群） Ill 入口的访客控

制与管理。

6. 4. 12 楼寓对讲系统设计内容应包括对讲、可视、开锁、防窃听、

告警、系统管理、报警控制及管理、无线扩展终端、系统安全等，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2

1 访客呼叫机与用户接收机之间、多台管理机之间、管理机

与访客呼叫机之间、管理机与用户接收机之间应具有双向对讲功

能；系统应限制通话时长以避免信道被长时间占用；

2 具有可视功能的用户接收机应能显示自访客呼叫机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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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频图像 z视频采集装置应具有自动补光功能；

3 应能通过用户接收机手动控制开启受控门体的电锁；应能

通过访客呼叫机让有权限的用户直接开锁；应根据安全管理的实

际需要，选择是否允许通过管理机控制开启电锁；

4 系统在通话过程中，语音不应被其他非授权用户窃昕；

5 当系统受控门开启时间超过预设时长、访客呼叫机防拆开

关被触发时，应有现场告蕾提示信息；具有高安全需求的系统还应

向管理中心发送告警信息；

6 管理机应具有设备管理和权限管理功能，宜具有通行事件

管理、数据备份及恢复、信息发布等功能；

7 具有报警控制及管理功能的系统，报警控制和管理功能应

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8 用户接收机可外接无线扩展终端，实现与用户接收机／访

客呼叫机等设备的对讲、视频图像显示、接收报警信息等功能：

9 除巳采取了可靠的安全管控措施外，不应利用无线扩展终

端控制开启入户门锁以及进行报警控制管理。

6. 4. 13 电子巡查系统应按照预先编制的人员巡查程序，通过信

息识读器或其他方式对人员巡查的工作状态（是否准时、是否遵守

顺序等）进行监督管理。

6. 4. 14 电子巡查系统设计内容应包括巡查线路设置、巡查报警

设置、巡查状态监测、统计报表、联动等，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能对巡查线路轨迹、时间、巡查人员进行设置，应能设置

多条并发线路；

2 应能设置巡查异常报警规则；

3 应能在预先设定的在线巡查路线中，对人员的巡查活动状

态进行监督和记录；应能在发生意外情况时及时报警；

4 系统可对设置内容、巡查活动情况进行统计，形成报表。

6.4.15 安全防范系统宜设计应急对讲系统，宜与既有的紧急广

播和应急照明等系统联动。

• 35 • 



6.4.16 安全防范系统及其组成设备（部件）的安全等级应根据不

同的风险防范能力确定。系统中共享设备（部件）的安全等级应与

相关联的设备（部件）的最高安全等级一致。安全等级的设计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6.5 集成与联网设计

6. 5. 1 安全防拖系统的集成设计应包括子系统的集成设计、总系

统的集成设计，必要时还应考虑总系统与上一级管理系统的集成

设计。

6. 5. 2 安全防范系统可通过独立设置的安全防范管理平台进行

集成，也可基于某一子系统的管理平台进行集成。

6.5.3 应根据安全防范管理业务需求、系统资源联网共享、事件

快速处置响应和系统运行安全可控等要求，选择系统集成与联网

方式，确定系统架构。

6. 5. 4 对设备或系统进行互联时，应采用适宜的接口方法和通信

协议，保证信息的有效提取和及时送达。

6.5.5 应对网络性能和任务调度策略进行规划和优化，确保系统

对各类事件的信息快速传递和有效响应。

6.5.6 应根据信息安全的相关要求，合理规划系统内、外安全边

界及安全管控措施，选择安全可控的硬件或软件产品。

6.5.7 应根据安全防范管理要求，合理规划各类、各级用户和设

备的控制管理权限。

6.5.8 宜支持系统配置连接多种客户端界面。

6.5.9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的集成联网，应能通过统一的管理平

台实现设备和信息的集中管控，可有下列方式：

1 专用传输网络条件下的多级联网方式；

2 通过公共通信网络的多级联网方式；

3 通过公共通信网络的云平台联网方式；

4 安全防范管理平台收到报警信息而未在规定时间内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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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自动向上级管理平台转报，并通过电话、短信、邮件等方式通

知到相关负责人；

5 高风险保护对象防护现场的控制指示设备与接警中心管

理平台之间应采用两条或以上独立的通信网络传输报警信号。

6.5.10 进行视频监控系统集成联网时，应能通过管理平台实现

设备的集中管理和资源共享，可有下列方式：

1 模拟视频多级汇聚方式；

2 数字视频逐级汇聚方式；

3 基于云平台的视频统一管理方式；

4 视频监控系统与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集成联网

时，其传输、交换、控制协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安全视频

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GB/T 28181 的

要求。

6.5.11 出入口控制系统的集成联网设计可有下列方式 z

1 多级联网实时数据集中汇聚、本地授权管理方式；

2 多级联网实时数据集中汇聚、集中授权管理方式。

6. 5. 12· 复杂的综合应用模式的安全防范系统的集成联网方式应

符合本标准第 4. 2. 4 条的规定。

6.5. 13 对于多级联网的系统，各级安全防蔼管理平台和各子系

统应能独立运行。

6.5. 14 安全防范管理平台的故障不应影响各子系统的正常运

行。某一子系统的故障不应影响安全防范管理平台和其他子系统

的正常运行。上级安全防范管理平台的故障不应影响下级安全防

范管理平台的正常运行。

6.5.15 安全防范系统中的承担数据库、信息分发、安全认证等重

要功能的硬件或者软件应采用冗余设计，宜进行双机热备份。安

全防范系统联网用的关键传输路由宜进行双路由配置。

6.5.16 当安全防范系统与其他电子信息系统集成联网时，其他

电子信息系统的故障不应影响安全防范系统的正常运行。

• 37 • 



6.6 安全性设计

6. 6. 1 安全防范系统所用设备、器材的安全性指标应符合现行同

家标准《安全防范报警设备 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GB 16796 和

相关产品标准规定的安全性能要求。

6.6.2 安全防范系统的设计应防止造成对人员的伤害，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系统所周设备及其安装部件的机械结构应有足够的强度，

应能防止由于机械重心不稳、安装固定不牢、突出物和锐利边缘以

及显示设备爆裂等造成对人员的伤害；

2 系统所用设备所产生的气体、X 射线、激光辐射和电磁辐

射等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不能损害人体健康；

3 系统和设备应有防人身触电、防火、防过热的保护措施；

4 监控中心（控制室）的面积、温度、温度、噪声、采光及环保

要求、自身防护能力、设备配置、安装、控制操作设计、人机界面设

计等均应符合人机工程学原理。

6.6.3 具有特殊防御功能的实体防护装置，如具有锐利边缘或触

碰时对人体具有一定伤害的．应在安装区域显著位置设置警示

标识。

6.6.4 安全防泡系统的设汁应保证系统的信息安全性，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系统宜采用专用传输网络，有线公网传输和无线传输宜有

信息加密措施；

2 根据安全管理需要，系统可对重要数据进行加密存储；

3 应有防病毒和防网络入僵的措施；

4 系统宜对用户和设备进行身份认证，宜对用户和设备基本

信息、属性信息以及身份标识信息等进行管理；

5 系统运行的密钥或编码不应是弱口令，用户名和操作密码

组合应不同；



6 当基于不同传输网络的系统和设备联网时，应采取相应的

网络边界安全管理措施；

7 应符合国家有关密码管理的规定；

8 除符合以上规定外，各子系统还应符合各自信息安全的有

关规定。

6.6.5 安全防范系统的设计应考虑系统的防破坏能力．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应具备防拆、断路、短路报警功能；

2 系统传输线路的出人端线应隐蔽，并有保护措施；

3 系统供电暂时申断恢复供电后，系统应能自动恢复原有工

作状态，该功能应能人工设定；

" 系统宜有自检功能．对系统、设备、传输链路进行监测；

5 系统宜对故障、欠压等异常状态进行报警；

6 高风险保护对象的安全防范系统宜配置遭受意外电磁攻

击的防护措施。

6.6.6 系统选用的设备以及设备的安装方式，不应引人安全隐

患，不应对保护目标造成损害。

6.6.7 在具有易燃易爆物质的特殊区域．安全防范系统应有防爆

措施并满足其行业的有关规定。

6.6.8 安全防范系统监控中心电场强度、磁场强度、磁感应强度、

等效平面波功率密度的控制限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磁环境

控制限制》GB 8702 相关要求。

6.7 电磁兼容性设计

6. 7. I 安全防范系统的电磁兼容性设计应综合考虑现场的电磁

环境、系统电磁敏感度、电磁骚扰和周边其他系统的电磁敏感度等

因素。

6.7.2 安全防范系统所用设备的静电放电抗扰度、电快速瞬变脉

冲群抗扰度、浪涌（冲击）抗扰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防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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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设备电磁兼容抗扰度要求和试验方法》GB/T 30148 的相关

规定。

6. 7. 3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备设置和监控中心选址应远离大功

率开关电源设备和工作频率相近的高频设备等强骚扰源，在无法

避开时，应采取相应的抗干扰措施。

6.7.4 传输线路的抗干扰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z

1 安全防范系统线缆宜单独管槽敷设，可与相同信号电压等

级的其他线路合用管槽；

2 220VAC 以上的供电电缆与信号传输电缆宜分开敷设，当

受条件限制必须并行靠近敷设时，应采取屏蔽或隔离措施；

3 室内信号传输线缆、电梯安防专用电缆宜采取屏蔽措施。

6.7.S 防电磁骚扰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系统配置的设备保护柜／箱外壳开口应尽可能小，开口数

量应尽可能少；

2 系统中的无线发射设备的电磁辐射频率、功率，非无线发

射设备对外的杂散电磁辐射功率均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法规与技

术标准的要求；

3 电源线进入屏蔽空间时应设置电源滤波器，控制线和信

号线进入屏蔽空间时应设置信号滤波器，滤波器性能参数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电磁屏蔽室工程技术规范》GB/T 50719 的

要求。

6.7.6 监控中心防静电环境等级、防静电地面面层的表面电阻值

和接地电阻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工程电磁兼容技术

规范》GB 51204 的相关要求。

6.8 可靠性设计

6.8.1 安全防范系统可靠性指标的分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系统规模的大小和用户对系统可靠性的总要求，应将

整个系统的可靠性指标进行分配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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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所有子系统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CMTBF）不应小

于其 MTBF 分配指标：

3 系统所使用的所有设备、器材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CMTBF）不应小于其 MTBF 分配指标。

6.8.2 采用降额设计时，应根据安全防范系统设计要求和关键环

境因素或物理因素（应力、温度、功率等）的影响，使元器件、部件、

设备在低于额定值的状态下工作。

6. 8. 3 采用简化设计时，应在完成规定功能的前提下，应采用尽

可能简化的系统结构，尽可能少的部件、设备，尽可能短的路曲，来

完成系统的功能，以获得系统的最佳可靠性。

6. 8. 4 采用冗余设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2

1 系统应采用储备冗余设计，系统的关键组件或关键设备应

设置热（冷）备份；

2 系统主动冗余设计宜采用总体并联式结构或串一并联握合

式结构。

6.9 可维护性设计

6. 9. 1 在安全防范工程的产品选型、工程施工、备品备件和工程

技术文档编制等环节应进行可维护性设计。

6.9.2 产品选型的可维护性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I 系统的前端设备宜采用标准化、规格化、通用化设备以便

维修和更换；

2 系统主机结构应模块化；

3 系统前端设备、系统主机和安全管理等的软件应模块化；

4 系统前端设备和系统主机宜具有自检、故障报警、故障代

码和日志功能；

5 系统前端设备、系统主机和安全管理软件宜采用标准化通

信协议，满足在线监测、故障定位、隐患排查和维护保障的要求。

6.9.3 工程施了－的可维护性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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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线路接头应插件化，线端应做永久性标记；

2 设备安装或放置的位置应留有足够的维修空间；

3 传输线路应设置维修测试点：

4 关键线路或隐蔽线路应留有备份线。

6. 9. 4 备品备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系统所用设备、部件、材料等，宜有足够的备件和维修保障

能力；

2 系统软件应有备份和维护保障能力。

6.9.5 工程施工技术文档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编制与安全防范工程现场一致的施工图；

2 应整理和归档与安全防范工程项目一致的系统的前端设

备、系统主机和安全管理等的软硬件产品说明书、安装手册、维护

手册等。

6.10 环境适应性设计

6. 10. 1 安全防范系统选用的设备和材料应满足其使用环境（如

室内／外温度、湿度、大气压等）的要求，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

全防范报警设备环境适应性要求和试验方法》GB/T 15211 中相

应环境类别的规定。

6.10.2 在海滨地区盐雾环境下工作的系统设备、部件、材料，应

具有耐盐雾腐蚀的性能。

6.10.3 在有腐蚀性气体和易燃易爆环境下工作的系统设备、部

件、材料，应采取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规定的保护措施。

6.10.4 在有声、光、热、振动等干扰源环境中工作的系统设备、部

件、材料，应采取相应的抗干扰或隔离措施。

6. 10. 5 设置在室外的设备、部件、材料，应根据现场环境要求做

防晒、防淋、防冻、防尘、防浸泡等设计。其外壳防护等级宜不低

于 IP54,

6.10.6 地埋设备的外壳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I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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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防雷与接地设计

6. 11. 1 建于山区、旷野的安全防范系统，或前端设备装于楼顶、

塔顶，或电缆端高于附近建筑物的安全防范系统，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的要求设置防雷装置。

6. 11. 2 建于建筑物内的安全防范系统，其防雷设计应采用等电

位连接与共用接地系统的设计原则，并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 50343 的要求。

6. 11. 3 安全防范系统的接地母线应采用铜导体，接地端子应有

接地标识。采用共用接地装置时，共用接地装置电阻值应满足各

种接地最小电阻值的要求。采用专用接地装置时，专用接地装置

电阻值不应大于 4.0 ；安装在室外前端设备的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

10.0；在高山岩石的土壤电阻率大于 2000.0 • m 时，其接地电阻值

不应大于 20.0,

6. 11. 4 安全防范系统迸出建筑物的电缆，在进出建筑物处应采

取防雷电感应过电压、过电流的保护措施。

6. 11. 5 监控中心内应设置接地汇集环或汇集排，汇集环或汇集

排直采用裸铜质导体，其截面积不应小于 35mm',

6. 11. 6 安全防范系统的重要设备应安装电涌保护器。电涌保护

器接地端和防雷接地装置应作防雷等电位连接。防富等电位连接

带应采用铜导体，其截面积不应小于 16mm2,

6. 11. 7 架空电缆吊线的两端和架空电缆线路中的金属管道应

接地。

6. 11. 8 光缆金属加强芯、架空光缆金属接续护套应接地。

6. 12 供电设计

6. 12. 1 安全防范系统供电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防范

系统供电技术要求》GB/T 15408 的有关规定。

6. 12. 2 工作现场供电状况调查和用电功耗测算应符合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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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1 应根据安全防范系统的建设和运行需要，调查安全防范设

备所在区域的各类电源的质量条件和负荷等级；

2 应按照测算的安全防范系统和设备功耗等数据对主电源

功率容量做出基本规划。

6. 12. 3 主电源规划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安全防范设备所在区域的市电网供电条件、安全防

范系统各部分负载工作和空间分布的功耗特点、系统投资成本、控

制现场安装条件和供电设备的可维修性等诸多因素，并结合安全

防范系统所在区域的风险等级和防护级别，合理选择主电源形式

及供电模式。

2 高风险单位或部位宜按现行行业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

规范》JGJ 16-2008 规定的一级中特别重要的负荷进行主电源

配置。

3 主电源的容量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市电网做主电源时，电源容量应不小于系统或所带组合

负载的满载功耗的 1. 5 倍；

2）当备用电源如蓄电池等需要主电源补充电能时，应将备

用电源的吸收功率计入相应负载总功耗中；

3）当电池作为主电源时，供电容量应满足安防系统或所带

安防负载的使用要求。

4 主电源来自市电网时，安防系统接入端的指标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稳态电压偏移不宜大于±10%;

2）稳态频率偏移不宜大于士o. 2Hz; 

3）断电持续时间不宜大于 4ms;

4）谐波电压和谐波电流的限值宜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电能

质量公用电网谐波》GB/T 14549 的要求；

5）市电网供电制式宜为 TN-S 制。供电系统工作时，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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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线的电压峰峰值不应高于 36Vp-p 。

5 主电源、来自市电网时，供电系统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系统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电磁兼容 限值 对额定电流

大于 16A 的设备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的谐波电流的

限值》GB/Z 17625. 6 的要求接入市电网；

2）当安防系统单点接入市电网，功耗大于或等于 lOkW 时，

应按照兰相负载平衡原则组合各路负载设备。当分布

接入市电网时，应注意接入的相线相序满足供电系统的

安全要求。

6. 12.4 备用电源和供电保障规划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安全防范系统负载的重要程度、使用条件和运行安

全需求（安全等级），确定负载的类型。应根据应急负载的功花分

布情况，主电源的供电质量和连续供电保障能力，确定系统或安全

防范设备的供电保障方式，是否配置备用电源、备用电源形式及其

供电模式。高风险等级单位或部位宜配置备用电源。

2 备用电源、应急供电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安全防范系统的主电源断电后，备用电源应在规定的应

急供电时间内，保持系统状态．记录系统状态信息，并向

安全防范系统特定设备发出报警信息：

2）应急供电时间应由防护目标的风险等级、防护级别和其

他使用管理要求共同确定；

3）当市电网按现行行业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

16-2008 所规定的一级及其以上级别的用电负荷配置

时，根据系统外配置发电机等的受控能力．可降低安全防

范系统的备用电源的应急供电时间配置要求：

4）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的应急供电时间不宜小于 8h;

5）视频监控系统关键设备的应急供电时间不宣小于 lh 。

3 安全等级 4 级的出入口控制点执行装置为断电开启的设

备时，在满负荷状态下，备用电源应能确保该执行装置正常运行不

• 45 



应小于 72h 。

6.12.5 供电传输及其路由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I 供电系统可配置适吁的配电箱／柜和可靠的供电线缆。供

电设备和l供电线缆应有实体防护措施．并应按照强弱电分隔的原

则合理布局；

2 安全防范系统的电能输送主要采用有线方式的供电线缆。

按照路由最短、汇聚最简、传输消挺最小、可靠性高、代价最合理、

无消防安全隐患等原则对供电的能量传输进行设计，确定合理的

电压等级．选择适当类型的线缆，规划合理的路由。

6. 12. 6 根据配电箱／柜自己置，应与建筑和装修做好配电箱／柜的

空间预埋预留配合设计。

6,12.7 供电设备选型与供电管理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I 应做好安全防范系统的供电设施的各类安装标识和运行

标识；做好系统的能效管理和环保配置（如降低噪声等），应选择具

有较高能效比和高功率因数的负载、变换器；

2 供电设备的供电能力应与所供电的安全防范子系统或设

备的额定功率相适应；

3 应遵循安全、可靠、经济、适用、可管理、认证的原则进行选

型配置供电设备。

6.13 信号传输设计

6.13.1 传输方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I 传输方式分为有线传输和无线传输两种方式；应根据系统

规模、系统功能、现场环境和管理要求选择合适的传输方式：应优

先选用有线传输方式；

2 选用的传输方式应保证信号传输的稳定、准确、安全、

可靠；

3 报警主干线宜采用有线传输为主、无线传输为辅的双重报

警传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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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风险保护对象的安全防范工程应采用专用传输网络［专

线和（或）虚拟专用网］。

6. 13. 2 传输线缆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结合传输信号特性、传输距离和l使用环境等因素．选择

适当类型的安防线缆。具体选择方法可按现行行业标准《安防线

缆应用技术要求》GA/T 1406 有关规定执行。具体线缆选型百J按

现行行业标准《安防线缆》GA/T 1297 有关规定执行。

2 传输线缆的衰减、弯曲、屏蔽、防潮等性能应满足深化设计

要求。

3 报警信号传输电缆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耐ffi不应低于 AC250V.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铜;e,；绝缘

导线、电缆芯线的最小截面积应满足信号传输的电气性

能和传输距离要求：

2）电缆芯数应根据系统防区类型、数量确定；

4 复合视频信号传输电缆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根据图像信号采用基带传输或射频传输，选择同轴电

缆或具有相同传输性能的视频电缆或射频电缆；

2）电缆规格应依据电缆衰减特性、信号传输距离和系统设

计要求确定 2

3）电梯轿厢的视频电缆应采用电梯安防专用电缆。

5 数字视频信号传输电缆应选择同轴电缆或具有同等传输

性能的其他类型电缆，并满足传输距离要求。

6 模拟音频信号传输电缆的选择应根据电缆衰减特性、信号

传输距离及系统要求确定。

7 控制信号传输电缆的选择应根据电缆衰减特性、信号传输

速率、距离及系统要求确定。

8 网络数据信号传输电缆的选择应根据数据传输速率、带宽

及系统要求确定。

9 开关量信号传输电缆的选择应根据信号特性、传输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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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流量）及系统要求确定。

10 供电电缆的选择应根据供电距离、载流量及系统要求

确定。

11 光缆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2

1 ）光缆纤，e.~数目．应根据监视点的个数、监视点的分布情况

和信号调制方式来确定，并留有一定的余量；

2）光缆结构及允许最小弯曲半径、最大抗拉力等机械参数，

应满足信号传输的要求：

3）光缆类型和保护层，应适合光缆的敷设方式及使用环境

的要求。

6.13.3 传输设备选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接入公共电话网的设备应符合公共电话网入网要求；

2 无线发射装置、接收装置的发射频率、功率应符合国家无

线电管理的有关规定；

3 应根据信号带宽、衰减情况、传输距离和实时传输要求，在

电缆、光缆传输的适当位置加装均衡、放大、中继、收发、混合或搞

合等装置 z

4 网络传输交换设备应满足安全管理及数据处理的功能、性

能等要求；

5 室外使用的光传输部件，应具有良好的密闭防水结构。

6.13.4 布线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网络布线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综合布线系统

工程设计规范》GB 5031 1 的有关规定。

2 非网络布线系统的路由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路由应短捷、安全可靠，施工维护方便；

2）应避开恶劣环境条件或易使管道损伤的地段，不可避开

时，应设计选择专用线缆或增加相应防护措施；

3）不宜交叉跨越其他管道等障碍物；

4）安防电缆与其他管线间距应满足防信号干扰的要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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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共管；

5）监控中心的值守区与设备区为两个独立物理区域且不相

邻时，两个区域之间信号连接应采用双物理路由冗余设

计，至少一路采用独立路由。

3 非网络布线系统室内线缆的敷设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安防线缆应用技术要求》GAIT 1406 的有关规定，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在新建的建筑物内或要求管线隐蔽的线缆应采用暗管敷

设方式；

2）改、扩建工程使用的线缆，不能暗管敷设时，宜采用明管

敷设方式；

3）电缆和电力线平行或交叉敷设时，其间距不得小于

0. 3m；电力线与信号线交叉敷设时，宜成直角；

4）采用明敷和非金属管（槽）敷设的信号传输电缆与具有强

磁场、强电场的电气设备之间的净距离，宜大于 1. Sm，当

采用屏蔽电缆或穿金属保护管或在金属封闭线槽内敷设

时，宜大于 0. Sm。

4 监控中心的值守区与设备区为两个独立物理区域且不相

邻时，两个区域之间的传输线缆应封闭保护，其保护结构的抗拉

仰、抗弯折强度不应低于镀铸铜管。

5 来自高凤险区域的线缆路由经过低风险区域时，应采取必

要的防妒措施。

6 出入口执行部分的输入线缆在该出入口的对应受控区、同

权限受控区、高权限受控区以外的部分应封闭保护，其保护结构的

抗拉仰、抗弯折强度不应低于镀铸铜管。

7 电缆沿支架或在线槽内敷设时应在合理位置固定。

8 线缆槽敷设截面利用率不应大于 50% ；线缆管敷设截面

利用率不应大于 40% 。

9 架空线缆应根据安全、环境等因素，对悬挂方式、挂钩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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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线缆最低点、伸缩余兜参数、承拉元件等综合设计敷设措施。

10 直埋线缆应对线缆埋深、线缆保护等综合设计敷设措施。

11 应对不同系统线缆共用缆沟进行隔离设计。

12 管井孔预留、线缆共管和线缆保护应根据线缆类型、数

量、敷设距离、使用环境等综合规划设计。

6.13.5 线缆管（槽）、沟、井、杆、柜（箱）的施丁－设计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线缆管（槽）的敷设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综合布线工程设

计规范》GB50311 、《安防线缆应用技术要求》GAIT 1406 和《建筑

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的有关规定，并应结合电气连接、布线

路由、施工工艺、防火阻燃、防雷接地等进行综合设计；

2 线缆沟应根据国家相关建筑规范要求，结合埋深、间隔距

离、渗水保护等进行综合设计；

3 线缆井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

16 的有关规定，结合位置数量、工艺要求等进行综合设计；

4 线缆杆应按现行同家标准《通信线路工程设计规范》GB

51158 和《建筑物防雷设汁规范》GB 50057 的有关规定，结合敷线

需要、地形情况、路线负荷、气候条件和发展改建等进行综合设计；

5 机柜（箱）应按现行行业标准《通信系统用室外机柜安装设

计规定》YD/T 5186 的有关规定，结合安装环境、供电和气候条件

等进行综合设计。

6.14 监控中心设计

6. 14.1 监控中心的位置和空间布局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监控中心的位置应远离产生粉尘、油烟、有害气体、强震源

和强噪声源以及生产或贮存具有腐蚀性、易燃、易爆物品的场所．

应避开发生火灾危险程度高的区域和电磁场干扰区域：

2 监控中心的值守区与设备区宜分隔设置；

3 监控中心的面积应与安防系统的规模相适应．应有保证值

• 50 • 



班人员正常工作的相应辅助设施。

6.14.2 监控中心的自身防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监控中心应有保证自身安全的防护措施和进行内外联络

的通信手段，并应设置紧急报警装置和留有向上一级接处警中心

报警的通信接口；

2 监控中心出入口应设置视频监控和出入口控制装置；监视

效果应能清晰显示监控中心出入口外部区域的人员特征及活动

情况；

3 监控中心内应设置视频监控装置，监视效果应能清晰显示

监控中心内人员活动的情况；

4 应对设置在监控中心的出入口控制系统管理主机、网络接

口设备、网络线缆等采取强化保护措施；

5 监控中心的供电、接地与雷电防护设计应符合本标准第

6. 1 l 节、第 6. 12 节的相关规定。

6.14.3 监控中心的环境应符合下列规定：

I 监控中心的顶棚、壁板和隔断应采用不燃烧材料。宝内环

境污染的控制及装饰装修材料的选择应按现行同家标准的有关规

定执行；

2 监控中心的疏散门应采用外开方式，且应自动关闭，并应

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均能从室内开启；

3 监控小心室内地面应防静电、光滑、平整、不起尘。门的宽

度不应小于 0. 9m，高度不应小于 2. 1 rn; 

4 监控中心内的温度宜为 16飞～30。ι ．相对湿度白为 30% ～

75% ，监控中心宜结合建筑条件采取适写的通风换气措施；

5 监控中心内应有良好的照明 J1：设置应急照明装置，应采取

措施减少作业面上的光幕反射和反射眩光；

6 监控中心不宜设置高噪声的设备．巧必须设置时，应采取

有效的隔声措施；

7 监控中心应采取防鼠害和防虫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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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工程施工

7. 1 施工准备

7. 1. 1 安全防范工程施工单位应根据深化设计文件编制施工组

织方案，落实项目组成员，并进行技术交底。

7. 1. 2 应按照施工组织方案落实设备、器材、辅材的采购和进场。

7. 1. 3 进场施工前应对施工现场进行检查，符合下列要求方可进

场施工：

1 施工作业场地、用电等均应符合施工安全作业要求；

2 施工现场管理需要的办公场地、设备设施存储保管场所、

相关t程管理工具部署等均应符合施工管理要求；

3 使用道路及占用道路（包括横跨道路〉情况均应符合施 r.

要求：

4 允许同杆架设的杆路应符合施工要求；

5 与项目相关的已施工的预留管道、预留孔洞、地槽及预埋

件等均应符合设计和施工要求；

6 敷设管道电缆和直埋电缆的路由状况应清楚，并已对各管

道标出路由标志；

7 设备、器材、辅材、工具、机械以及通讯联络器材等应满足

连续施工和阶段施工的要求。

7. 1. 4 进场施T：前施t人员应熟悉施t图纸及有关资料，包括工

程特点、施工方案、工艺要求、施E质量标准及验收标准等。

7. 1. 5 进场施工前应对施丁－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文明施工教育。

7.2 工程施工

7. 2. 1 应按深化设计文件和施工图纸进行施工，不得随意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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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程变更时，应填写更改审核单并经批准。更改审核单应对更

改内容、更改原因、更改情况等进行详细说明。

7.2.2 E程施丁－中应做好隐蔽工程的随工验收．并填写隐蔽工程

随工验收单．经会签后方可生效。隐蔽I二程随丁－验收单应对隐蔽

t程内容、检查结果等进行详细说明。

7. 2. 3 管（槽）、沟、井、杆、机柜（箱）的施工应符合本标准第

6. 13. 5 条的规定。

7.2.4 线缆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I 线缆敷设前应就线缆进行导通测试。

2 线缆敷设应符合本标准第 6. 13. 4 条的规定，线缆应自然

平直布放．不应交叉缠绕、打罔，牵引力均衡。

3 线缆接续点和终端应进行统一编号、设置永久标识，线缆

两端、检修孔等位置应设置标签。

4 同轴电缆应一线到位，中间无接头。

s 多芯电缆的弯曲半径应大于其外径的 6 倍，同轴电缆的弯

曲半径应大于其外径的 IS 倍，4 对型网络数据电缆的弯曲半径应

大于其外径的 4 倍，光缆的弯曲半径应大于光缆外径的 IO 倍。

6 光缆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I ）敷设光缆前应对光纤进行检查，光纤应无断点．其衰耗值

应满足设计要求；核对光缆长度，并应根据施工阁的敷设

长度来选配光缆；配盘时应使接头避开河沟、交通要道和

其他障碍物；架空光缆的接头应设在杆旁 lm 以内；

2）敷设时应对光缆的牵引端头做好技术处理，应合理控制

牵引力和牵引速度；牵引力加在加强芯上．其牵引力不应

大于 150kg，牵引速度应为 I Om/min；一次牵引的直线长

度不应大于 lkm，光纤接头的预留长度不应小于 8n10

7 穿管（槽）线缆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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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线缆穿管前应检查保护管是否畅通，管口应加护圈．防止

穿管时损伤导线；



2）导线在管内或线槽内不应有按头和扭结。导线接头应在

接线盒内焊接或用端子连接。

8 架空线缆和直埋线缆敷设应符合本标准第 6. 13. 4 条的

规定。

9 电缆沟线缆敷设，应敷设在沟道内的支架上或线槽内。当

线缆进入建筑物后．线缆沟道与建筑物间应隔离密封。

10 管道线缆敷设应先清刷管道，不留有杂物。

11 特殊环境线缆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跨越河流敷设的线缆，当有桥梁时应采用桥t管道或槽

道敷设方式，在桥身伸缩接口处对敷设线缆作 3 个～ 5

个“S”弯的处理措施；

2）可能发生位移的土壤中（如沼泽地、流砂、大型建筑物附

近）敷设线缆．应采取预留线缆长度、用板桩或排桩加罔

土壤等措施消除因土壤位移作用在线缆上的应力；

3）对于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等文物

保护单位，应避免在文物本体上敷设管线；确需敷设时，

应经文物管理部门同意，应尽可能减少对文物本体和环

境的影响。

12 在研制、生产、使用、储存、经营和运输过程中可能出现易

燃易爆的特殊环境，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进行危险源辨

识，根据其规定的危险场所分类，采用相对应的材料，保持安全距

离，合理规划管线敷设的位置，严格遵守所规定的施工工艺方法。

7. 2. 5 设备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备安装前应对设备进行规格型号检查、通电测试。设备

安装应平稳、牢罔、便于操作维护，避免人身伤害，并与周边环境相

协调。

2 实体防护设备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构）筑物和土木结构类的实体防护屏障施工应符合设

计施工罔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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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体防护加工制作的人工屏障、设备、装置的安装等应满

足国家、行业相关施工标准及产品说明书、安装工艺等

要求；

3）应避免对既有建（构）筑物、管线、水电气热设备等造成

破坏。

3 入侵和紧急报警设备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各类探测器的安装点（位置和高度）应符合所选产品的特

性、警戒拖围要求和环境影响等；

2）入侵探测器的安装，应确保对防护区域的有效覆盖，当多

个探测器的探测范围有交叉覆盖时应避免相互干扰；

3）周界人侵探测器的安装．应能保证防区交叉，避免盲区；

4）需要隐蔽安装的紧急按钮，应便于操作。

4 视频监控设备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l）摄像机、拾音器的安装具体地点、安装高度应满足监视日

标视场范围要求，注意防破坏；

2）在强电磁干扰环境下．摄像机安装应与地绝缘隔离；

3）电梯厢内摄像机的安装位置及方向应能满足对乘员有效

监视的要求 5

4）信号线和电源线应分别引人，外露部分应用软管保护．并

不影响云台转动；

5）摄像机辅助光源等的安装不应影响行人、车辆正常通行：

“云台转动角度范围应满足监视范围的要求；

7）云台应运转灵活、运行平稳。云台转动时监视画面应无

明显抖动。

5 出人口控制设备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类识读装置的安装应便于识i主操作 z

2）感应式识读装置在安装时应注意可感应起围，不得靠近

高频、强磁场；

3）受控区内出门按钮的安装，应保证在受控区外不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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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读装置的过线孔触及山门按钮的信号线；

4）锁具安装应保证在防护面外无法拆卸。

6 停车库（场）安全管理设备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读卡机（ IC 卡机、磁卡机、出票读卡机、验卡票机）与抖车

器安装应平整，保持与水平面垂直、不得倾斜，读卡机应

方便驾驶员读卡操作；当安装在室外时，应考虑防水及防

撞措施；

2）读卡机与挡车器的中心间距应符合设计要求或产品使用

要求；

3 ）读卡机（ IC 卡机、磁卡机、出票读卡机、验卡票机）与挡车

器感应线圈埋设位置与埋设深度应符合设计要求或产品

使用要求；感应线圈至机箱处的钱缆应采用金属管保护．

并注意与环境相协调；

4）智能摄像机安装的位置、角度，应满足车辆号牌字符、号

牌颜色、车身颜色、车辆特征、人员特征等相关信息采集

的需要；

5）车位状况信号指示器应安装在车道出入口的明显位置。

安装在室外时，应考虑防水措施：

6）车位引导显示器应安装在车道中央上方，便于识别与

引导；

7）停车库（场）内其他安防设备安装应符合本标准相关

规定。

7 楼寓对讲设备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访客呼叫机、用户接收机的安装位置、高度应合理设置 3

2 ）应调整访客呼叫机内置摄像机的方位和视角于最佳

位置。

8 电子巡查设备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2

1 ）在线巡查或离线巡查的信息采集点（巡查点）的位置应合

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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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场设备的安装位置应易于操作，注意防破坏。

9 防爆安全检查设备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l)X 射线行李检查设备的安装场地地面［.. if. 平整；

2）承重和空间应能满足设备重量、尺寸、通道的要求：

3）通过式金属探测门设备的安装应选择平整、坚实的场地．

落地应平稳．机械连接和构件应牢固。

7.2.6 监控中心设备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控制、显示等设备屏幕应避免光线直射，当不可避免时，应

采取避光措施；在控制台、机柜（架）、电视墙内安装的设备应有通

风散热措施，内部接插件与设备连接应牢靠；

2 控制台、机柜（架）、电视墙不应直接安装在活动地饭上；

3 设备金属外壳、机架、机柜、配线架、各类金属管道、金属线

槽、建筑物金属结构等应进行等电位联结并接地；

4 设备间设备安装应考虑设备安置面的承重能力，必要时应

安装散力架；

5 显示屏的拼接缝、平整度、拼接误差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视频显示系统工程技术规范》C~B 50464 的有关规定；

6 线缆的走线、绑扎、预留等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安防线缆

应用技术要求））C;A/T 1406 的有关规定。

7.2.7 供电、防雷与接地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I 系统的供电设施应符合本标准第 6. 12 节的规定；摄像机

等设备宜采用集中供电，当供电线（低底供电）与控制线合用多芯

线时，多芯线与视频线可一起敷设；

2 系统防雷与接地设施的施工应按本标准第 6. 11 节的相关

要求进行；

3 当接地电阻达不到要求时，应在接地极回填土中加入无腐

蚀性长效降阻剂；当仍达不到要求时，应经过设计单位的同意．采

取更换接地装置的措施；

4 监控中心内接地汇集环或汇集排的安装应符合本标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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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1. 5 条的规定，安装应平整。接地母线的安装应符合本标准第

6. 11. 3 条的规定，并用螺丝固定；

5 室外设备应按设计文件要求进行防雷与接地施工．并应符

合本标准第 6. 1 l 节的相关规定。

7. 2. 8 线缆接续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缆与电气设备之间的连接．连接器件应与电气设备的性

能相符，电缆外接部分不得外露，并留有适当余量；

2 电缆连接和l中间接续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安防线缆应用

技术要求》（；A/T 1406 的有关规定．做到线序正确、连接可靠、密

封良好；

3 网络数据电缆连接应按同家现行标准《综合布线系统丁程

验收规范））GB 50312 和《安防线缆应用技术要求》GAIT 1406 的

有关规定执行；

4 光缆接续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光缆敷设后，应检查光纤有元损伤；

2）应采用熔接方式接续；不得损伤光纤，纤序对应相接，应

采用光功率计或其他仪器进行监视．使接续损耗达到

最小；

3）光缆加强芯在接头盒内必须固定牢固．光缆熔接处应加

以保护和固定；

4）光缆接续完成后．应测量通道的总损施，宜测量接续点的

损耗，并记录光纤通道全程波导衰减特性曲线。

7.3 系统调试

7. 3. I 系统调试前．应根据设计文件、设汁任务书、施t计划．编

制l系统调试方案。

7. 3. 2 系统调试过程中．应及时、真实填写调试记录。

7.3.3 系统调试完毕后．应编写调试报告，系统主要功能、性能指

标应满足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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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系统调试准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按本标准第 7. 2 节要求，检查丁－程的施t质量：对施工

中出现的错线、虚焊、断路或短路等问题应予以解决，并有文字

记录；

2 应按深化设计文件查验已安装设备的规楠、型号、数量、备

品备件等；

3 系统在通电前应检查供电设备的电庄、极’陀、相位等；

4 应对各种有源设备逐个进行通电检查..T.作正常后方可进

行系统调试；

5 应根据业务特点对网络、系统的配置进行合理规划．确保

交换传输、安防管理系统的功能、性能符合设计要求．并可承载各

项业务应用。

7.3.5 系统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对照系统调试方案．对各系统软硬件设备进行现场逐一

设置、操作、调整、检查，其功能性能等指标应符合设计文件和本标

准第 6 章的相关要求。

2 实体防护系统调试应包括活动式的人工屏障、设备、装置

的动力电源输入、控制与信号传输、链接、闭锁、止停等。

3 入侵和l紧急报警系统调试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I ）探测器的探测范罔、灵敏度、报警后的恢复、防拆保护等；

2）紧急按钮的报警与恢复；

3）防区、布撤防、旁路、胁迫警、防破坏及故障识另lj 、告警、月j

户权限等设置、操作、指示／通告、记录／存储、分析等；

4）系统的报警响应时间、联动、复核、漏报警等；

5 ）入侵和l紧急报警系统的其他功能。

4 视频监控系统调试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I）摄像机的监控覆盖范围，焦距、聚焦及设备参数等；

2）摄像机的角度或云台、镜头遥控等．排除遥控延迟和机械

冲击等不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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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拾音器的探测范围及覆盖效果；

4）监视、录像、打印、传输、信号分配／分发、控制管理等

功能；

如视音频的切换／控制／调度、显示／展示、存储／回放／检

索，字符叠加、时钟同步、智能分析、预案策略、系统管

理等；

6）当系统具有报警联动功能时，应检查与调试自动开启摄

像机电源、自动切换音视频到指定监视器、自动实时录像

等；系统应叠加摄像时间、摄像机位置（含电梯楼层显示）

的标识符，并显示稳定；当系统需要灯光联动时，应检查

灯光打开后罔像质量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7）监视图像与回放罔像的质量满足目标有效识别的要求。

在正常工作照明环境条件下，图像质量不应低于现行国

家标准《民用闭路监视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

50198 五级损伤评分制所规定的四分要求 g

8）视音频信号的存储策略和计划，存储时间满足设计文件
和国家相关规范要求；

9）视频监控系统的其他功能。

s 出入口控制系统调试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1 ）识i卖装置、控制器、执行装置、管理设备等调试；

2）各种识读装置在使用不同类型凭证时的系统开启、关闭、

提示、记忆、统计、打印等判别与处理；

3）各种生物识别技术装置的目标识别；

4）系统出入授权／控制策略．受控区设置、单／双向识读控

制、防重入、复合／多重识别、防尾随、异地核准等；

5）与出人口控制系统共用凭证或其介质构成的一卡通系统

设置与管理；

“出人口控制子系统与消防通道门和入侵报警、视频监控、

电子巡查等子系统间的联动或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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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指示／通告、记录／存储等；

8）出入口控制系统的其他功能。

6 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调试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1 ）读卡机、检测设备、指示牌、挡车／阻车器等；

2）读卡机刷卡的有效性及其响应速度；

3 ）线圈、摄像机、射频、雷达等检测设备的有效性及响应

速度；

4）挡车／阻车器的开放和关闭的动作时间；

5）车辆进 II＼、号牌／车型复核、指示／通告、车辆保护、行车疏

导等；

6）与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相关联的停车收费系统设

置、显示、统计与管理 E

7）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的其他功能。

7 楼寓对讲系统调试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2

1 ）访客呼叫机、用户接收机、管理机等；

2）可视访客呼叫机摄像机的视角方向，保证监视区域罔像

有效采集；

3）对讲、可视、开锁、防窃听、告警、系统联动、无线扩展等；

4）警戒设置、警戒解除、报警和紧急求助等；

5）设备管理、权限管理、事件管理、数据备份及恢复、信息发

布等；

6）楼寓对讲系统的其他功能。

8 电子巡查系统调试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1 ）识i卖装置、采集装置、管理终端等；

2）巡查轨迹、时间、巡查人员的巡查路线设置与一致性

检查；

3）巡查异常规则的设置与报警验证；

4）巡查活动的状态监测及意外情况的及时报警；

如数据采集、记录、统计、报表、打印等；



6）电子巡查系统的其他功能。

9 防爆安全检查系统调试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l)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的传送带速度（通过率）、手动急停

（紧急控制）、图像处理显示、不穿透区域报警、计数或危

险品罔形识别、网络传送实时数据等；

2）通过式金属探测门的探测灵敏度、通行速度、分区报警方

式、报警指示延续时间等；

3）炸药探测仪的开机时间、探测分析时间、声光报警、报警

恢复时间等；

4）危险液体检查仪对玻璃、塑料、金属、陶程等各种常见包

装材料中液态物品的非侵入式检测，以及连续探测、声光

报警等；

5）车底成像安全检查系统的成像效果、监视范围、通行速

度、报警响应等；

6）安全检查信息存储策略．检测数据存储时间应满足设计

文件和国家相关规范要求：

7）防爆安全检查系统的其他功能。

10 系统集成联网调试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2

1）根据系统调试方案，开展系统功能、性能、安全性的调试、

检查和验证。

2）根据设计要求，对安全防范管理平台进行如下全部或部

分的调试：

一一－系统用户、设备等操作和控制权限；

一一系统间的联动控制；

一二报警、视频图像等各类信息的存储管理、检索与

回放；

设备统一编址、寻址、注册和认证等管理；

用户操作、系统运行状态等的显示、记录、查询；

数据统计、分析、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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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及设备时钟自动校时，计时偏差应满足相关管

理要求：

报警或其他应急事件预案编制、预案执行、过程

记录；

资源统一调配和应急事件快速处置；

各级安全防范管理平台或分平台之间以及与非安

防系统之间联网，实现信息的交换共享、传递显示；

一一视音频信息结构化分析、大数据处理，目标自动识

别、风险态势综合研判与预警；

一一系统和设备运行状态实时监控与故障发现；

一一系统、设备及传输网络的安全监测与风险预警。

3）安全防也管理平台和各子系统的独立运行。

4）完善优化安全防范各系统和（或）安全防范管理平台功能

性能。

如系统集成联网设计要求的其他功能。

7.3.6 供电、防雷与接地设施的检查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1 检查系统的主电源和备用电源的容量；

2 分别用主电源和备用电源供电，检查电源自动转换和备用

电源的自动充电功能：

3 当系统采用稳斥电源时，检查其稳底特性；当采用 UPS 作

为备用电源时．检查其自动切换的可靠性、切换电压值及容量；

4 检查配电箱的配出回路数量，零线对地的电斥峰值；

5 检查防雷与接地装置的连接情况、系统设备的等电位连接

情况，测试室外设备和监控中心的接地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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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工程监理

8. 1 一般规定

8. 1. 1 安全防范工程监理应包括安全防范工程的施工、工程

初步验收与系统试运行等阶段进行的监理工作．其中施工阶段

的监理应包括施工准备的监理、工程施工的监理和系统调试的

监理。

8. 1. 2 安全防范工程的监理应按照质量控制、进度控制、资金控

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及组织协调的要求开展工作，同时还应履

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8. 1. 3 监理单位应在现场派驻项目监理机构，并将监理机构组

织形式、人员构成及监理机构负责人的任命书面通知项目管理

机构。

8. 1. ~ 监理人员应包括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丁．程师、监理员，

可设总监理王程师代表。总监理工程师、总监理工程师代表、专业

监理工程师应具有相应的技术能力，同时，负责安全防施工程监理

的总监理工程师代表应具有 5 年及以上的安全防范工程实践经

验，负责安全防范T：程监理的专业监理工程师应具有 3 年及以上

的安全防范工程实践经验。

8. 1. 5 监理规划、监理细则应符合现行同家标准《建设工程监理

规范》（泊IT 50319 2013 第 4 章的规定。

8. 1. 6 项目监理机构在工程监理过程中发现不合格项时，应向施

工单位下达整改通知，检查整改结果．并填写不合格项处置记录，

报送项目管理机构备案。

8. 1. 7 安全防；在王程监理除应符合本章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T S0319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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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施工准备的监理

8. 2. 1 项目监理机构应对施工单位的资质及相关人员的资格进

行审核。

8.2.2 项目监理机构应组织项目管理机构、设计单位、施下单位

对深化设计文件、施t罔纸进行会审确认。

8.2.3 项目监理机构应组织项目管理机构、施丁－单位对施工组织

方案进行会审确认。

8. 2." 项目监理机构应组织项目管理机构、施工单位召开施工安

全会议，监督落实施工安全措施。

8.2.5 在收到设备器材进场通知后，项目眩理机构应在施工现场

对进场设备器材进行核检，可根据要求进行见证取样。

8.3 工程施工的监理

8.3.1 安全防范工程施工达到开工条件时．应由总监理王程师签

发开I：通知书。

8.3.2 根据深化设计文件与实施过程的实际差异，项目监理机构

应对工程变更进行监督检查。

8.3.3 项目监规机构应依据监理细则对隐蔽工程、关键节点和工

序进行旁站。

8.3.4 项目监型机构应依据深化设计文件和相关技术标准对隐

蔽工程进行随τJ始收，签署验收意见。

8.3.5 项日监理机构应根据深化设计文件、相关施［规施和本标

准第 7.2. 3 条的要求．对管（槽）、沟、井、杆、机柜（箱）的施工工艺、

施工质量等进行监督检查。

8.3.6 工:Vi 日监理机构应根据深化设计文件、相关施丁．规施和本标

准第 7. 2. 11 条的要求．对线缆敷设的施工工艺、施士质量等进行监

督检查。

8.3.7 项日监理机构应根据深化设计文件、相关施工规范和本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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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第 7. 2.5 条、第 7. 2. 6 条的要求．对实体防护、入侵和紧急报警、

视频监控、 ll:l 人口控制、停车库（场）安全管理、楼寓对 i井、电子巡

查、防爆安全检查以及监控中心等设备的安装位置、安装丁－艺、安

装质量等进行监督检查。

8.3.8 项目监理机构应根据深化设计文件、相关施工规跑租本标

准第 7. 2. 7 条的要求．对安全防范 1：程供电、防雷与接地的位置、

施1：工艺、施工质量等进行监督检查。

8. 3. 9 项目监理机构应根据深化设计文件、相关施1：规他和本标

准第 7. 2.8 条的要求．对线缆接续的施工E艺、施工质量等进行监

督检查。

8. "' 系统调试的监理

8. 4. 1 项目监理机构应组织项口管理机构、施工单位对系统调试

方案进行确认。

8.4.2 项目监理机构应监督施l单位及时、真实的记录系统调试

情况。

8.4.3 项目监理机构应监督施 I：单位按照设计方案和项目管理

机构的要求对系统的初始化数据进行设置。

8.4.4 项目监理机构应对全部的紧急报警功能、视频监控系统的

联动功能（监视器图像显水联动、照明联动、报警声光／地罔显示联

动等）、 ll I 人口控制系统与所有消防通道门的应急疏散及联动功能

的调试过程进行旁站。

8. 4. 5 调试完成后．项口监理机构应对系统的设置、切换、控制、

管理、联动等主要功能进行检查。

8.5 工程初步验收与系统试运行的监理

8. 5. 1 项目监理机构应对施工单位提供的培训计划、培训资料以

及最终培训效果进行监督检查。

8.5.2 项目监理机构应组织项日管理机构、设计单位、施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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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成立初步验收小组．根据设计任务书或工程合同提出的设计、使

用要求对工程进行初步验收，并形成初步验收报告。

8.5.3 对初步验收中发现的问题，项目监理机构应以监理通知单

的形式告知施工单位进行整改．并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确认。

8.5.4 总监理工程师l_~l组织专业监理工程师审查施工单位报送

的试运行计划，并签署审核意见，经项目管理机构批准后方可

实施。

8.5.5 项目监理机构应对试运行记录的及时性、真实性、完整性

进行监督检查．对试运行中发现的问题以监理通知单的形式告知

施工单位进行整改，并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确认。

8.5.6 总监理王程师应组织专业监理工程师审查项目管理机构

提供的试运行报告、施工单位提供的日常操作和应急处理手册等，

审查通过后应由总监理工程师签署审核意见。

8.5. 7 系统试运行完成后，项目监理机构应对试运行记录、试运

行报告及初验报告存档管理。了程峻丁－后．项目管理机构应编制

工程项目管理总结报告，整理工程管理全部过程文件并移交项目

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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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工程检验

9. 1 一锻规定

9. 1. 1 安全防范工程竣工验收前，应由符合条件的检验机构对安

全防范工程的系统架构、实体和电子防护的功能性能、系统安全

性、电磁兼容性、防雷与接地、系统供电、信号传输、设备安装及监

控中心等项目进行检验。

9. 1. 2 1：程检验应依据竣工文件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检验项

目应覆盖工程合同、深化设计文件及工程变更文件的主要技术

内容。

9. 1. 3 工程检验所使用的仪器、仪表必须经检定或校准合格，且

检定或校准数据范围应满足检验项目的范围和精度的要求。

9. 1. 4 工程检验程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受检单位应提出申请，并至少提交工程合同、深化设计文

件、工程变更文件等资料；

2 检验机构应在实施工程检验前根据本标准和提交的资料

确定检验范围，并制定检验方案和实施细则；

3 检验人员应按照检验方案和实施细则进行现场检验；

4 检验完成后应编制检验报告，并做出检验结论。

9. 1. 5 工程检验应对系统设备按产品类型及型号进行抽样，抽样

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型号产品数量~5 时，应全数检验；

2 同型号产品数量＞5 时，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计数抽样

检验程序 第 1 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

计划》GB/T 2828. 1 2012 中的一般检验水平 I 进行抽样，且抽

样数量不应少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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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风险保护对象安全防范工程的检验，口J加大抽样数量。

9. 1. 6 工程检验中有不合格项时．允许改正后进行复检。复检时

抽样数量应加倍．复检仍不合格则判该项不合格。

9. 1. 7 安全防范工程交付使用后．可进行系统运行检验。

9. 2 系统架构检验

9. 2. I 系统架构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9. 2. 1 的要求。

表 9. 2. 1 系统架构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各于系统的配霞资源成与 检查各 F系统的设宦、数敏、位

竣工文件一致 置等

系统接人的信息资源成与 检查系统联网的信息资源及各

竣主文件一致 资源的接人方式
系统配霞、

l 舍 检奄系统配置的监控巾心．分控
资源

系统各级监控中心、机房、 中心及设备机房等的数址、位青及

安全防范管理平台的设置应 面积．检查安全防范管理平台、客

与竣工文件一致 户端或分平台的位置、数量．检查

用户终端的数量、仪限设置、位置

集成联网 系统采用的集成联网方式 检查系统集成联网和系统联功
2 

方式 I市 ~j竣工文件…致 的实现方式

传输网络
系统采用的传输网络类型、 怆盒系统的传输网络类型、敬

3 
拓扑结构成与峻［文件一致 堡、配置和采j刊的拓扑结构

系统采川的存储模式、存
检查系统采用的存储模式、存储

4 存储管理 储地点、管理方式应与峻 I
地点、管理方式

文件致

系统供电
系统采用的供电模式成与 院查系统采用的供电模式、主备

:>

唆t文件一致 电源的配置、前端设备供电方式

系统采取的安全措施！但与
检在系统对接人设备、数知传输、

6 安全措施 访问控制、授权管理等的安 1-: 配置
竣王文件一致

方式以及不同网络边界的隔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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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 2. I 

序号 检验项 H 检验 'll_( 求 检验 h 法

系统涉及的系统架构其他Jm
按照同家现行有关标准、丁徨合

7 其他项目 口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同及梭工文件巾的要求进行

I：程合同及竣工文件的要求

注 z表格中带··食”的项 H 为运行检验必检项目。

9.3 实体防护检验

9.3.1 实体防护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9. 3. 1 的要求。

表 9. 3. I 实体防护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于号 检验项目 价验要求 检验方法

周界 ＇）.；体／Jr· F章的位置应符 价查周界实体屏降的设置仿

合援工文件资求．周界实体屏 授、数握、周界实体屏障的防护

障的防护 l面一侧的区域内不 而一侧的区域内的物体＂）（设

应奋呵供攀爬的物体或设施． 施·M乎1防爆安全要求的. i~lj 时

有防爆安全’层求的， 1才1设置安 实体屏障与保护对象之间的

全距离 距离

单层或多L；同界实体屏障 枪在单层旦旦多层周界实体！甜

的设置应符合竣 I 文件要求． 障的设贺ill 窗、数量．对设置的

多层周界实体屏障之间宜建 多层周界实体屏障．测量屏障
周界

周界实 •l：清除区 之间的距离
实体

体屏降 测量周界实体！路障的高度、
防护

宽度、厚度 s测 fit 防攀越实体屏

！母界实体屏障的高度、宽 障顶部防护装置高度初角度、

j宜、厚度应符合竣工文件要求 网格尺寸．检查具结构形式 s测

虽通透式实体屏障的横向和纵

｜句间隙

防攀越实体屏障的高度、顶
测量防攀越实体屏障高度、

部防护装置、网格尺寸应符合
顶部防护装置高度和角度、网

竣工文件安求．应元着力点、
格尺寸．检查其结构形式

支撑点和1抓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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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 3. 1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通透式实体屏障的空隙尺 测量通透式实体屏障的横向

寸应符合烧 I文件要求 和l纵向间隙

l司界实

体屏障
穿越周界的河道、涵洞、管 M穿越周界的河道、涵洞、管

！席等孔洞，应采取相应的实体 廊等孔洞．检查采取的实体防

防护措施 护措施

IH 人 I I ill 道设置的通道仿 检查出人口通道设置的位

置、数量、通道宽度、通道类型 置、数量和通道类细．现~ f重通道

川／符合竣下文件要求 宽度

人员、车辆出入口宜分开设 检查人员和斗争辆 11：人口、警

宜。口I设置有人值守的警卫 卫军或安全岗亭的设置位置、

室或安全岗亭 数量

车辆出人口及相关道路采

取的车辆限速措施院符合竣
检查采取的车辆限速措施、周界

E文件要求。出人口可设置
实体

11：人 1-1 车辆检查管理氏、防车辆撞击
2 实体 车辆检查管理 I＞（。可设置防

和爆炸袭击的实体扉障的设置防护
屏障 车辆撞击和爆炸袭击的实体

位置、数量。当防车辆尾随时．
屏障 s 防斗辆尾随时．应采用

检查采取的防尾随方式和也于
封闭式廊道、联动豆锁门等方

防护系统的设置
式．宜与电 F防护系统联合

设宦

防行人穿越初攀越的 1:1：人
测量防护面的高度、孔涧尺

口实体屏降的有效防护高度‘
寸、踵踏支撑部位的高度，检查

结构与孔洞尺寸应符合竣 T.
防尾随门的设置位霞、类型、

文件要求。防尾随门的设置

成符合竣1土文件要求
数量

可在周界、 tll 人口、建（构）

车辆实 筑物外广场等区域或部位设 检查车辆实体屏障的类型、
3• 

体廓障 置被动式车辆实体屏障和主 安装位置、数徽

动式车辆实体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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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 3. 1 

序号 枪脸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价查车辆实体屏障的同定方

车辆实体屏障的高度、结构 式．测量车辆实体扉障的高度．

强度、网定方式、材质材料 r»l 核查车辆实体！哥障的产品检测

丰辆实 符合峻［文件要求 报告中所采用的材料和结构
:l * 

强度体扉降

有防爆炸要求的车辆实体 对有防爆炸要求的年辆实体

屏障．设’茸的安全距离应符合 屏障．由lj t过车辆实体屏障与保
！吉l 界

竣丁：文 f’｜要求 护对象之间的距离
实体

防护
安防照明的设置、照射的民 峨1i_ 采取的安防照明措施、

城相照 ！'if. IE. 符合竣 T 文件要 位置、数量、照射的区域，测量

安防！！自
求。安防照明宜与电子防护 安防照明的照度 s满足联动条

明与警
系统联动 件后．测试联动效果

l* 
／）＇、标志 应在必要位置设置明显的

检查警示标志的位置、颜色、
警示标志．警示标志尺寸、颜

文字、陀l像初标lH等．测陆警告
色、文字、 l引像、标识应符合梭

标志的尺寸
主立件要求

建（杠］）筑物场地道路设置
测量建（构）筑物场地道路与

保护对象戎其所在的建筑物外
的安全距离、道路线 ｝~ 和行进

侧墙体的即离．检查迫路线形
路线成符合竣t文件要求

和行进路线

建（构）筑物内部的公共民

城、办公区域、重点 IX: 域的刷
建（构｝筑物 分应符合竣工文件要求。重 检查建（构）筑物内部 I＇（域的:>
实体防护 点区域宵设置独立 Ill 人 LL 公共 IX:域、办公区域、 If\: 点 l电城

通道’市避免人员隐藏有l i藏匿。 的划分情况．检任鼓点区域的

量要保护所在那位或区域’市 : I ：人口设置：俭查通道设置、公

设置专用通道 e 公共停年场 共停车场的设置、报警响应人

有：远离重要保护目标。报警 员的剧守位首

响应人员的驻守位置应保障

应急n(oj应、现场处置的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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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3.1

序 ＼j 检验Jijj t~ 检验~求 院验 tr 11; 

保护目标具有易燃、易爆、有 俭街具街易燃、局爆、有毒、

毒、放射性等特性时. Jt存放场 放射性等特性保护 Ii 标的｛f- 放

所或独立建（构）筑物，，：；＿设 m: {E 场所或独主ill （料J ）筑物的设的

隐蔽初~离人群的f.'Lf't' f•l 宣

建（构）筑物的制 II 、 'l'f 沟、 检街边｛构）筑物的涧 I 1 、价

ff廊、吊顶、风管、将 P辑、管迫 沟、特廊、吊顶、风骨、协架、 '1'1'

哼空间尺才能够容纳人隐蔽 道等．对 F能够容纳人隐蔽 .ilt

迸人H才．应采） IJ 实体／Ir· F事或实 人的部分检 ff. 采 JI! (I＇~ 'j~ j,j.: 屏障

体构件进行封闭肩I~HJ可 戎实体构刊

对具有 ~Ji l在安全＇！！＇. ；）＜的保

ti! （构｝筑物
ι》

护 I l 标．其所在的部份；•！（ l攻城

实体防护 采 IH 的防怪’仨斗专门相安全防

海窗的安全等级 l赶符介竣丁 检查门荫的安装 f ,f. i壁、采用

文件的要求．具有防爆州平11 的玻璃反且在l 文f’｜巾 'll' 求的东

（戎） ~｝J 子弹刷｛琪）防刷叹求 金等级．分别核 4专门、窗、玻璃

的保护目标的门商．采用的阶 的产品检测报告

爆炸：肩l( 必）防弹和｛或）防御

玻璃的安全等级应付合唆r

文件要求

金库等特殊保护门标 j草 Iii 战役库房总1年门自己 n 价贤、

总库门应采用具有防破坏、防 数量．核 ft: 安全门的户＂＇~份测

火、防水等相I !iii 能力的安宇：门 报告

根据保护日似的安全市求

自己置的实体装置！捏具备防窥

砚、防砸、防 t毒、防弹、防爆炸 检查实体装宵的配置位宜、

6* 实体装置 T手相应防护能力．防资保险柜 数量．核奇实体装茸和保阶柜

（箱人物品展机和、防护理、保 （箱）等产品的阶捆lj 报价

护套等实体装置的设捏成符

合竣I文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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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 3. 1 

序号 险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I系统涉及的实体防护其他 按照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T

7 只他项目 项「i应符合同家现行有关标准‘ 砚台［ii］反系统泼 E文件中的要

1丁和合问反峻 T丁文刊的要求 求进行

注：灰格中带··食”的项目为运行检验必梭J!il lL 

9.4 电子防护检验

9. 4. 1 安全防也管理平台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应符

合表 9. 4. 1 的要求。

表 9. 4. I 安全防范管理平台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于号 检始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授权用户通过平行对电子防护各

应能x.t安全防范各F系 子系统受拉设备进行控制．检查各

集成管理 统进行控制与管理，实现 子系统设备运行状态、控制效果：通

各子系统的高效协问 1作 过平台对应急而1案进行添加、删除、

编辑等操作

授仅用户通过平行对报警、视频

0. 能实现系统巾报警、 的历史记录分别以时间、地点、类型

2• 信息管理 视频i羽像等各类信息的仔 线性1虽等条件进行检索、。l 放. x•t 记

储管理、价索与网放 ＇＊存储位置、时间格式、溢 Ii'. 处理！方

式等参数进行设置

•·t不同的用户进行仅限设置. ！曾
＆.能对系统川户迸行创

Im 有l删除 HJ 1'1 • x•I 不［fi］用户的操作
建、修改、删除有l f些向．对

3 Fil 尸管~'ll 仅限、范用分别进行不问设踵．采用
系统川j户圳分不同的操作

设置的不同仪限川户对设各进ri控
再l控制权限

制、管用

应能对安全防也系统的 授权HJ户通过平台奇肴设备的在

设备在线状态进行监测， 线状态．现场选取设备i丑：行断线、连

,j 设备管理 fl.’对系统内的设备进行统 接 ;.ft最刊．查看平 fiM f主状态的~

编划、寻圳、注册和认证 示．对系统内的设备进行编址、习

等管理 址、注册和1认 iiE等管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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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 ~－ I 

序号 检验项日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且能实现相关子系统间
触发联动条件．同时通过平台核

的联动．并以声和（或）光
3• 联qJ控制 查卢光、文字等形式的联动提示信

有I （或）文字 l绢形方式显示
息．并夜看相关设备动作效果

联动信息

授权用户通过平台调阅系统运行

日志有1操作日志．奇看日志内容．包

r?d. 能对系统用户的操 括设备在线／离线运行状态、报警｛言

6 日志管理 作、系统运行状态等进行 息、用户登录I ti: 销、参数修改操作

记录、查询、撮，日 的时间等 Jjj 史 i己录：对历史记放进

h检索、显示：检查系统运行状态记

录与实际运行状态

应能对系统数掘进行统
授权用户通过平 fl 选取历史数

7 统计分析 据．在看统计或分析结果及生成的
计、分析．生成相关报表

报表

调整各系统设备的时钟．通过系

应能对系统及设备的时 统中的校时服务器或其他设备设定

8金 系统校时 钟进行自动校时．计时偏 系统自动校时参数，满足校时条件

差应满足管理要求 后．查看系统时钟、设备时钟与标准

时钟之间的偏差

应能针对不同的报警或

其他应急事件编制、执行
对应急预案进行编制、不同预案

9 预案管理 进行处置．检查处置过脏的相关
不同的处宣预案．并对预

记录
案的处置过程进行 ic法

系统软件应采用巾文人 检查平台的操作菜单、指令、帮助
JO 人机交豆

机交IL界面 文件

成能支持安全防范系统
检查本级平 fl 与｜二、下级平台或

各级管理平台戎分平台之
分平 fl之间的联网．联网后的各功

11 联网共享 间以及与非安防系统之间

的联网．实现信息交换与
能及访问控制、权限范网内进行平

台间的访问、调用信息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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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褒 9. 4. 1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应能支持通过对各类信
检查平台对各类信息的综合管

息的综合掌控．实现对资
12* 指榨调度 理．对各类资源进行访问、控制及

源的统一调配和应急事件
管理

的快速处置

对系统涉及的安全防范

真他Jijj 门
管理平台其他项 l] 应符合 按照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I程合

13 
同家现行有关标准、工程 同及系统竣工文件巾的要求迸行

合同反峻T文件的要求

注 2表格中锦…舍”的Jill tJ 为Mih柿验必枪项目 。

9.4.2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应

符合表 9. 4. 2 的要求。

表 9.4.2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俭验要求 检验方法

设备的安全等级不应低 根据系统的安全等级核查设备的

于系统的安全等级。多个 产品检测报告：对多个报警系统的

安全等级 报警系统共享部件的安全 共享部件．根据各捉警系统的安全

等级应与各系统巾最高的 等级．核查共事部件的产品检测

安全等级一致 报告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应 设防状态下．通过人员现场模拟入

能准确、及时地探测入侵 侵探测区域，当进入最大探测区域位

2* 梅测功能 行为或触发紧急报警装 置进行模拟人侵测试e在任何状态 f,

'ft .并发出入侵报警信号 触发紧急报警装置进行测试，盒肴报

jj)t 紧急报警信号 警信号、报警信息与实际的触发悄吕l

吁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

的控制指 I）； 设备、告警装
在任何状态下．打开入侵和紧急

置、安全等级 2/31.1 级的
报警系统的探测、传输、控制指示、

3* 防拆功能 人侵探测棉．安全等级 3/

4 的接线盒等设备被替抉
1'>·警装置的外壳或替换设备．查看

卢光报管信号有1报警信息的状态
或外壳被n Jf 时， 1句能发

出防拆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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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 "· 2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险验方法

当报警信号传输线被断

防破坏及 路／短路、探视lj 器也源线被 fli警探测回路发牙断路、短路和

l 舍 故阵识别 切断、系统 ·i!): 备 ll\ 现故障 电源线被切断H才．查看报警状态和

功能 时．报警控制设备 LI坦发 报警功能

111 卢、光报警衍，也

l且能tf< If.I Iii］、［汉城、剖~ f.il 
对不同的用户进行权限设置、增

ill j t全部统部分探视lj 防｜主
加和删除用户：授权用户对系统分

( ,,,, E各） H':I 瞬时防 I式、 2th
别进行瞬时防区、24h 防 l豆、延 H才防

5 设资功能 防 I＞（、延 u.t 防［义、设防、撤

｜坊、旁路、传输、告警、胁迫
区、设防、撤防、旁炜、传输、告警、胁

迫报警等功能的设置，并迸 jj-模拟
报警等功能的设置。应能

测试．查看各设置后的 r作状态
对系统用户权限进行设置

系统用户应能根据仅限 以不同权限 Jjj ）＇ 进行操作．检资

类别不同．按时间、区域、 权限设置情况 3 夜仅用户对系统分

部fi'l对全部或部分探测防 别按时间、 rx:域、部位进行归功或手
G 操作功能

l豆进行自动或于动设防、 动设防、撤防、旁路操作．测试系统

撤防、旁路等操作．并成能 的状态放功能：采用胁迫码操作．检

实现胁迫报警操竹 查报警情况

检夜报警信号的指示入侵发生部

系统应能付入侵、紧急、 fV. 、报警信号性质、保持状态 z 当报

防拆、攸降 1号；报鲁~ f，丁号来 警指尽持续剧 iliJ .再发生其他报警

7 指原功能 i椒、控制指水设备以＆ i巫 的号输入时．查辛辛相应的时见报警

程信息传输 F作状态有 l别 捎，）； ；吨多个 li!I ~各同时报警时．查看

!1且 i市晰的指iJ; ff 一路的报警指示，查看报警控制l

指示设备和远程传输的状态

吁系统 11＼现人位、紧急、

防拆、故降、胁迫等报警状 通过入侵、紧急、防拆、故障、胁lil

通 i咛功能
态和非法操作时．系统应 等报警信号的触发．在现场、 l监控小

8 
能根据不同需要在现场和 心查看接收到的声、 j(:,报警f占息．包

（或｝监控中心发山声、光 括报警的时间、地点、性质等信息

报警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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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4.2

！于号 俭革命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 h I：主

M系统发生的各类很警 f,'; ~j· 冲击

应能实M传递各类报警 息、控制指示设备的各秃 i豆行状态

信号／信息、控制指示设备 信息以及事何信息．检 11' 传输至控

各类运行状态信息和事件 制指示设备的状态；吁传输钝路发

信息 生断路、短路时．查右’发送呈报警拉

D* 传输功能 市l设备的报警信息

"'I f专输链路受到来自 llli

护 1汉城外部的影响 H才．安 当传输链路受到来自防护 l正城外

~等级 I I苗采垠特殊措施 部的影响时．检查安全等级 1 的系

以确保f古号戎 Iii息不能被 统传输链路所采取的保护措施

延迟、修改、替换或丢失

成能对系统操作、报符 触发报警. 1些看报警记录．包括报

和有关警情处理等事件进 警发生的时间、地点、报警信息性质、

行记录相l 存储．且不可 故障信息性质、警情处理等信息，检

更改 由＇ 1;1息记录的准确性、 nf更改性

]()* 记录功能
对于安全等级 2 、 3 和 l

级应具有记录等待传输事
根据系统的安全等级．检街＊警

件的功能、记录事件发生
和事件记录的时间、 IJ l”以反保仔

的时间和日期。对于安全
设备

等级 3 、 4 级 t>i. 具有事件记

录；j(久保存的设备

系统报警响应时间也能满

足F列要求：

a）单控制器筷式．不大于 2s

b＞本地联网模式z 根据系统设计的模式和安全等

响应时Jill
①安全等级 l不大于 10问 级．布防后触发探测器发生报警．浏~

11 * 
②安全等级 2 、：＇l ，不大 T- c,,, 试发生报警到报警控制设备相指尔

③安全等级，，不大于 2只 设备接收信号的时间

c）远程联网模式z

①安全等级 l 、2，不大于 20向

②安全等级 3、4 ，习、大子 1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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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4.2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在重要区域和重要部位 检查卢音乎0（戎 >I引像复核装置的

复核功能
发出报警的同时．应能对 配宦位霞、数量：触发报警后．验证

12• 
报警现场进行111 音响I （戎） 现场声音和图像黑示．检查声音和

罔像复核 阁像的清晰度、准确性

入侵和l紧急报鲁系统的

误报警＇'i
i呈报售，字时l f守介设计任务 触发前端各种报警类型至少 50

13 书和＜ 9Ji: 川樱什！司书的要 次以上，记录触发次数和报警的次
漏报警

求。入侵和紧急报智系统 数．查验漏报警情况

不得有漏报警

分别触发不同类型的报警和紧急

报警衍息
系统”I 具有对各类状 报警、拆开前端探测器、断掠探测 g~

11 态／事件信息进行综合识 电源．盒看系统踉爪的相 liY. 状态信
分析功能

圳、分析、研判等功能 息、操作记录．检查报费、故障、操作

等信息的管理、查询功能

对系统涉及的入侵和紧

急报警系统其他项目应符 按照间家现行有关标准、 1程合
15 其他项日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T. 间放系统竣丁文件巾的要求进行

程合同及竣 r. 文件的要求

注 2表格『｜’带··舍”的项口为运行检验必检项 tL

9.4.3 视频监控系统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9.4.3 的要求。

表 9. 4. 3 视频监控系统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序号 位验项目 检验哽；J< 检验方法

制频采集设备的监控范

l如｜应有效覆盖被保护部 检查视频采集设备的自己置位置、
视频 I I去频

位、区域或目标．监视效果 数量、覆盖的部位、帜，域和目标．查I• 
采集功能

应满足场景和「i标特征识 看所采用设备的位置、角度、类型

别的不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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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4.3

！于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视频采集设备的灵敏度
核查削顿采集设备的产品检测报

有I动态范用1任满足现场图
信中摄像机的灵敏度和动态范围

像采集的安求
视频 f ff顿

l* 
采集功能

具有音频采集功能时，检沓采集
视频采集设备宜具有同

步音频采集功能
j肾顿的清晰可辨性、连续 1'£ 冉l 音视

顿的同步1'£

视频附像信息和其他相

关信息在前端采集设备到

显示设备、存储设备等各
分别测试前端采集设备到显 i1~ 设

备肩l ff储设备等各设备之间的信道
设备之间的传输信道的情

带宽、M延和Hof延抖动
宽、时延、时延抖动应满足

2 传输
峻工文件要求

同时在多个客户终端／设备以不

视频传输应能对同一视 同的川户登录对网一个视频图像白1

频资源的信号进行分配或 击频信号进行浏览、同放皮控制．功

数据分发 能是否实现，是帘出现图像卡顿或

死机现象

以不同的授权用户对视频资源进

系统应能按照授权实时
h调取 ff~ 水．检资搜仪范｜霄内非日授

仪泣罔外对视 il»i 资源的调取．将调
切换调度指定视频到指定

终端
拟的视频资源选择客户端的不同 ilBi

切换调！芷
曲i!J且不同的！监视器进行 .!IP_ ／］~ .查看

3 恨，1（状态
功能

实时视频切换~示的响
应取4、同的视频资源在同一 iiui 丽

应时间应符合竣丁［文件
显示．测试响应的时间；选取相同的

要求
视频资源在不同画面跟示．测试l萨l

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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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 "· 3 

)f ~｝ 检吩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以不同的搜仪 HI 户村前端视频采集

系统成具备按照授权对 设备ill行控制．包括 1yr1. r；；咱l段编仍

Qi; ¥1＼控制l 选定的前端视频采集设备 方式‘向i庄、帧中、自01如. ＇；平的调串串．检 If.
'I* 

功能 进行 PTZ :ii.; H·t 控制和 授权川户和｜｜：技权HI I'' (I~控制反调整

（或川作参敬 il"l 模的能力 功能．测试对 1lli端视频采集设备进行

r·1χ y,;制时的端到l端的H•tla］延迟

院备授权HI 户在客户端I ,\t. IJ《设备

系统 r~L能实M !&. 11＜ 系统 J-.j{（次对所有悔频1¥1f争进行调J&浏览

内的！好奋视频 l铜像．系统 有／ j主取不同nt归j段的历史罔像ill 1丁［i•J

｜每l f辈质量成满足竣 i: 文件 放．俭查采取单l雨而且也多回l 国i (l(J U木：

要求 r 显示的方式 llf 以是 分别通过视频测试卡罔像采集、后端
视频 fi~ I); 

单屏幕单路视频．也叮以 -1~.示及存｛峭的过程Mfii且币的｜￥｜像和 [iii
;) . 和声 i\- l足

是单屏幕多 11再由．也『f［以 放的图像质量生进行测试．包报分辨 f） 、
ij; J)j fil! 

是组合屏幕综合报币 F 声－ 帧率、灰皮等级等；对显示视JI~！阁像的

rt 的展币 1益满足辨识需 几何特征、现场 LJ 标活动连续性、清晰

'!:' . ~主爪的 I铜像刷版示的 度、色影进行主观评价；对采集的 f'i·颇

,1，音应具有I原始完乎在性 信息进行实时播放和回放．检查，1; (f 

信息的消晰可辨性

视频｛？储设备庇能完整i己 检街现频存储的方式、创im 、 ｛Iii打

,JI:指定的视！顾问像信息. {f 格式、仔－储的跻数．根据存储 Ji式、

fi苦的视勋、路数、｛f储格式、 {f- 存储恪式、码流、存储路数汁1'): !ii 大

储时间l征符合竣 I 划’＋要求 所；后的存储容挝

视频仔储设备！句支H~l
眼个戎多个以不同川户对视J颐资

1烦附！象信息的反 ut保存、
｛｛－储， J•II J)!{ 

连续 l叫放、多 111 r’实 H·t 枪
源ill ff实 M检索．贵手？问放检索 ill

6* 
的资源．并导；I＼相应的数据信息检索功能

索有l数据导 ： I＼等功能

视梆！阁｛靠信息保存阳i 限 根据每犬所需的存储容 1过和配置

不J」f 少于：iod ，防范恐怖 在 fil: .计算砚频阁 i慧的保 ｛｛ 阳j 限；假

袭击重点目标的视频 I铜像 以计算的保 tf- 期限．对存俯视频｜到

信息、保存赔l 限不应少于 ｛靠技时间进行检索 J1' ('il 放．街看所

90d ；需保存掬l限的历史 l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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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 4. 3 

序号 检验rm I l 检验费求 检验方法

Ni＞苦 l"f IN 
视频罔像信息宜＇'i 相关 检查而j端音锁的设置．对音视 ~~！

5• 音频信息网 tide 录、｜，可步 的记录文件进行间放．检 ilt f播放 H、I
检索功能

回放 的卢汗、动作、口型和延迟

系统 i•f n:n 场景分析、

fl 标识 jjlj 、行为识圳等视 吁具有视频！青顿分析 r}J Ii~ 设计

梆！智能分析功能 c 系统口I H-t .检奇场景分析、目标以自1）、 ii 为

具有M t非常声音分析报赞 iJt圳、异常声音分析＊怦 ~'f功能

视频／音粉、
的功能

7 
分析功能

、气具有场景分析 9）（门标
H具有场景分析旦旦门标识自1）功能

贸求的视频阁像．分别 iJ且过悦频测
以自lj 功能要求时．视频｜宅｜

试卡罔像采集、！门 t吕，j !11\ 'I~ 及存储的
像的分辨力应满足系统 it.'.

过稳对！显爪的附像质 ~i i丘行测试．
，止现场相 if、自1) t:l 伪、的 ·it求

包拍分辨 ）］ 、制l ＇非、灰皮等级斗事

对同一场景巾的多 ft r« Ml»］一场景设置的多 ft 姆像机．

多m像机 像机可实现中n I(. i段动 J)J 检t些轩l 可联动作．惯拟活动 l I fo＜、 ill
8 

协［ii) J)j能 能．实现＜1活动门 t,J；的跟 行测试. fi_ 肴联动结果和 l(;f I市 4/J 11 

踪联动等 标的跟踪情况

系统山 H{f川户仅限管 付不同的用户进行仪限设＇1•i：、 J件

系统管理 理、操作 I j i,; if IJ ，；！：；管理、 Im f11 删除川J F" z 调取操竹 ＇J ki 1 i II 
<). 

功能 设备管理和向我除断等 ，止；： J(·t 相关数据进行导人‘飞去： 1：放界

功能 l自i配宦

对系统涉及的视频 i监控

只他项目
系统凭他项目应符合同家 技照国家现行有关切、捕、 1 程合

1 () 
现行有关标准、 I程合｜”l 扣J ＆系统竣丁一文件’们的 '.It求进行

反竣工文件的要求

注：表梢巾带“食”的项目为运行阶阶必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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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 4 出入口控制系统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应符合

表 9.4.4 的要求。

袭’. 4. 4 出入口控制系统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对系统中最高安全等级的出人口

控制点进行现场复核：检查设备型

号和对应的产品检测报告．确认设

备的安全等级 z 对现场的设备配置

安全等级
系统安全等级应符合嫂 组合进行检查．验证配置策略与出

工文件要求 人口控制点安全等级 g 对各项功能

进行验证．检查其结果与相应安全

等级要求 z 检查系统的巾心管理设

备．其安全等级应不低于各出入口

控制点的最高安全等级

系统受控区设置应符合
对系统中的同权限受控区租高权

2 受控区 限受控区进行现场复核 5检查不同
竣工文件要求

受控区的设备的设置和安装位置

系统应采用编码识读和
检查采用的识读方式．核查相关

〈或｝生物特征识 i卖方式．
产品的检测报告

对目标进行识别

安全等级 3 相安全等级

3• 
目标识另lj 4 的系统对目标识别时．

功能 不应采用只识读 PIN 的识 根据系统设计的安全等级．对高

别方式．应采用对编码载 安全等级的系统．检查系统采用的

体信息凭证，和（或）模式 识读方式，分别验证只采用 PIN 识

特征信息凭证，和（或）载 别及复合识别的有效性

体凭证、特征凭证、PIN 组

合的复合识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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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袭’. 4. 4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各安全等级的出人口控

制点，应具有对进入受控

区的单向识读出人控制功

能，安全等级为 2 、 3 、 4 级

的出人口控制点．应支持

对进入及离开受控区的双
对现场出人口控制点按竣工文件

Ill 人控制 向 i忡，人控制功能，安全等
4• 和安全等级进行识读的验证．检查

功能 级为 3 、4 级的出人口控制

点．应支持对出人目标的
访问控制功能

防重人、复合识别控制功

能 s安全等级为 4 级的出

入口控制点．应支持多重

识别控制、异地核准控制、

防胁迫控制功能

系统应能对不同日标 li1 对各受控区的时间、 Ill 入方式等

出入授权
5• 

入各受控区的时间、出入 权限进行不同的授权配置．配置后

功能 控制方式等权限进行授权 进行出人测试，检查与授权配置内

配置 容的一致性

安全等级为 2 、 3 、 4 级的

系统．应具有监测出人口
根据系统竣工文件和安全等级要

的启／闭状态的功能 g安全
Ill 人口状态 求．模拟出人口初出人口控制点执

6 等级为 3 、 4 级的系统，应
监测功能

具有监测出人口控制点执
行装置的启／闭．检查系统的监测

行装置的启／闭状态的
记录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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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4.4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价验方法

旦与系统管理员／操作员

只用 Pl ＇.＼／校录 n.t. Jt 信息

位数的地小值和信息特征

应满足相应安全等级的要

求·安全等级 1 级时至少
根据系统的峻 I 文件和安全等级

为 4 位数字密码．安全 '(lJi
要求，检查系统管理员 J操作员的登

登录fr'l 息
级 2 级时至少为 5 位数字

录方式．当只HJ PIN 登示u.t .对系统
I 密码．安全等级 i 级时至

安全 管理员／操作员设置不同位数、数
少为包含字母的 6 位密

字／字母组合的 PI ＇.＼／.枪命！设置的状
的．安全等级 1 级时至少

态手11使用登录情况
为包含字母的 8 位密码 z

安全等级 3 、 4 级时. PIN 

信息不应顺序升序戎降

序、相同 T-符连续使用两

次以上

系统1也根据安全等级要

求采用相应自我保护措施

和配置。位于对应受控

区、同权限受控以或高权

限受控［坎城以外的那｛牛 /,ii.

具有i孟骂的防篡＆ 1防撬／ 根据峻 I：文件和安全等级贸求检

自我保护 防拆保护措施。连接出人 查对不同受控！式的仅限自己宽 3 检查
8* 

措施 口控制系统部们的线缆． 对管控｜义城外部 i'I' I坊篡改 I防撬／防

位于 ： I ＼ 人口对应受控区和 拆措施

间权限受控l式和1高权限受

控区域外部的. /,ii 封闭保

护．其保护结构的抗 tt/. 伸、

抗弯折强度应不低于镀伴

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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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4.4

序号 险验J~i li 检验要求 检验 h 法

系统应能对目标的以 i生

过程提供现场指币。、吁系 按照设计文件．通过非授仅凭 i11'

统出现违规识i主、 II＼入门 进行识i主、强行斤的、胁迫码操作、

现场指爪／
被非授权开启、故障、胁迫 ｜非法密码操作．在现场、 IJ(f控巾心检

9• 等状态和非法操作 H·t. 系 夜吁视和（琪） ilJ 昕的通告.！＆警 I);
遇告功能

统I也能根据不同需萤拍现 写．使用授仅凭证迸h 识 t~后. :fi 看

场和（戎）监控中心发 Iii nf 何f ＠的识读记录．包i.r; ic ＇＊ 的时间、

视和（ EX ）可听的通告成 地点、对象

警尔

系统的f；＇［！息处理装置应能 枪街系统对信息的 i己放．包的非法

信息记录 对系统巾的有关信息自动 操作、战障、授权操作、自己 \Yi'f汀，口、写
] II 

功能 记录、存储. tf'{f 防篡改和 的 ic，~，验证对信息记录进行呼： 1:

防销毁等价施 和存储、更改和删除

系统不应禁 11-_ iii J~他紧

急系统（如火灾等｝授极向

民Ill\ 人的功能。系统必须

满足紧急逃生ff.t 人民疏散 检奄系统的成 2.Jf 启方式， M 设

人员应急
的相关要求。叶通向疏散 置的应急汗剧的 Jf 关或按键．验证

11 * 通道方向为防护面i u.t. 系 操作后开启部分／全部：11 人门功能：
疏散功能

统必须与火灾报警系统反 与消防系统联＃J后．吁触动消防报

其他紧急疏散系统联动． 警时．验证开启相同： I l 人 11 I}J能

生1i 发生火警或需紧急疏散

fl才．人员不 HJ 识 i卖应能迅

速安全通过

当系统与其他业务系统
街看“一卡通”的应用模式．按设

共用的凭证或其介质构成
…仨通用

”－卡通”的应用模式时．
it文件 M ＂ 一卡通··进行设宦相管

12 
功能 理．骗证其功能．检查：t：入 ll 技制系

出人口控制系统与应独立
统的独立设置与管理功能

设置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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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4.4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对系统涉及的出入口控

制系统其他项目应符合国 按照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工程合
13 其他项目

家现行有关标准、工程合 同及系统竣工文件中的要求进行

同及竣工文件的要求

注 z表格中带“舍”的项目为运行检验必检项目．

9. 4. 5 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

法应符合表 9. 4. 5 的要求。

表 9. 4. s 停拿库｛场）安全管理系统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检查采用的车辆识别方式．验证

系统应根据竣工文件对 编码凭证和｛或）车牌识别．查看识

出入停车库（场）的车辆以 别的信息的准确性 3对设置的出票／

编码凭证和（或）车牌识别 验票装置，查看出／验票信息的准确

tll 入口车辆 方式进行识别 性$对车牌识Jjlj •验证对车牌进行自
1• 

动抓拍和识别功能识另lj功能

高风险目标区域的车辆
检查对高风险目标区域的配置．

具有人员识别和车底检查的功能
出人口可具有人员识别、

时．检查人员识别功能和车底检查
车底检查等功能

图像的清晰辨别性

系统设置的电动栏杆机 核查电动栏杆机等挡车指示设备的

等挡车指示设备应满足通 产品检测报告．检查起／落杆操作自动

行流量、通行车型（大小〉 和手动实现功能，测量设置的电动栏
挡车／阻车

的要求 杆机的起／落杆速度、通行宽度、高度2• 
功能

电控阻车设备应满足高 核查电控阻车设备的产品检测报

风险目标区域的阻车能力 告．检查阻车设备的自动／手动控制

要求 功能和阻车强度．测量开启速度

根据系统竣工文件．检查显示的
行车疏导

应具有行车疏导（车位 车位信息，包括总车位、剩余车位
3 （车位引导）

功能
引导）功能 等．检查动态信息显示和行车指示

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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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衰 9. 4. 5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车辆保护
系统挡车／阻车设备应

检查对起杆但未通行车辆的辨
有对正常通行车辆的保护

4* （防砸车） 别，验证进行榕杆或者落杆未触及
措施．宜与地感线圈探测

功能
等设备配合使用

车辆又自动抬起功能

库｛场）内部设置的紧急 检查库｛场）内部的紧急报菁、视

报警、视频监控、电子巡查 频监控、电子巡查等设施的配置位

库｛场）内部 等技防设施应符合竣工文 置、数量，其功能与性能按照相关子
5* 

安全管理 件要求，封闭式地下车库 系统进行检验s检查封闭式地下车

等部位应有足够的照明 库等部位的照明设施配置，测量地

设施 下车库照度

系统应能对车辆的识读

过程提供现场指示。当系 使用非授权编码／车牌识读、强行

统 l出现违规识读、出人口 开启、非法操作后，在现场、监控中

指示／通告 被非授权开启、故障等状 心查看可视和（或〉可听的通告或警
6* 

功能 态和非法操作时，系统应 示，使用授权编码／车牌进行识读

能根据不同需要向现场、 后，查看相应的识读记录，包括记录

监控中心发出可视和（或） 的时间、地点、对象

可昕的通告或警示

系统可与停车收费系统

联合设置，提供自动计费、

收费金额显示、收费的统 查看系统的联合设置、集成情况．
管理集成

计与管理功能。系统也可 检查自动计费金额、收费统计情况，7 
功能

与出入口控制系统联合设 验证管理功能

置．与安全防范其他子系

统集成

对系统涉及的停车库

（场）安全管理系统其他项
按照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工程合

8 其他项目 目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

准、工程合同及竣丁－文件
同及系统竣工文件中的要求进行

的要求

注 z表格中带“食”的项目为运行检验必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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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6 防爆安全检查系统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应符

合表 9. 4. 6 的要求。

表 9. "'· 6 防爆安全检查系统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序＼｝ 位验项目 险 S母要求 检验方法

系统应能对ill 人被保护

1'.fi. 位的人川和（戎）物品和
阶查安全检查 ~ll: 备的配置仿置、

安全检1t
( "Jt 叫－辆进 h 安＂＇检 ft . 

数！址、类型．核查相应产品的检测＊
对规定的爆炸物、武器、特

设窗
市1］币1旦旦其他违袋物品进行

1';· • J('f竣 1气文｛’jo • I• 规定的物品验 ltl'.

探测、 M. 示、 t~ 习占有l报警功能
实时、有放的探测、扭，·J~ 、

t~录和报警

系统所时安检设备！但符

合相关产品技术紫求的规
钱舍安检设备产，＼，＇，检测 fl! t斗中的

设备要求
定系统的陈祖1］率、民报

探；~1] 'f . i史报旦在币1 人员、物品刹车辆“ >·

率反人挝、物品和车辆的
的通过率

通过率（检it速度）庇满足

同家现行相关标准的婪求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的 将测试设备通过 X 射线安检设备

单次检查剂量不成大 I JO 次．测试设备累计、日示总检查剂

X 射线剂挝
0r«;y. (£ llfi 设备外麦丽i 最．平均后计算单次剂量是否符合

3• 
'inn 的任怠处（包括设备的 要求：距离 X 射线安检设备外麦丽

人口、 II\ IJ 处） .x 射线泄漏 Scm i~tl 址前、后、在、有、 J-. 、下各处

剂量率1茧小于 511Gy-'h 的射线剂量．记录最大值

M安检过程所存储的｜￥｜片、操作

信息存储 安检信息存储8't f1l］山大 记录等信息进行沓 it可．检告 ＂｛｛ 储 f市, . 
时间 ！＇！或 "!j; t' !JOd 息的准确性．根据存储容址和 l饲片、

记录信息 ii- ＇算和l核对存储时间

安全检任［；｛应设置在保

护区域的入 IJ .安全检查

安全检街 区内设置的安全检奄通道 院查安全检瓷隘的位置』业中在企 i豆
、】

l><：设置 数量、配备的安全检台设 内配贵的检查通道数量、俭ft设施

施和i人员应与被检人员、

物品和车辆流量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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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 "'· 6 

序 P, 价4母J~［ fl 检验＇！＼（ ,j< 院 l拾方法

安全检街 IX: J句设 N视频

监控装置．实 ut l监视安检
检 ft安全俭奋民的悦彻！！监T；、装的E

现场情况．监浏阳 (OJ 放因
安今丁检街 的内［ i＇咛．价姿监视 I刽像 in 晰！1~. I）； 人

像（，oj_能消晰！1~. 币安全检查
ι· ｜式，视频 ll[ Gl 聚集、人员 l而部特征、被价物 11i'1 ~·；： 

拎：•）：＇求
I义人员聚集悄况、清晰辨

•tr'/ ill ；阳 f靠质量拨视切！ i监技系统的
)Jlj 被枪人 bl i内阁部特征、

怜！府迸 fi
清晰拙，1 ＜ 放 '(i 初拿取被检

物品等i币动情况

对系统涉及的防爆安全

其他项目
枪ft系统的其他项目应符 搜照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T：程合

I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I [uj 及系统竣工文｛’！巾的要求进行

ff合同及竣 r文件的斐求

注 z表格巾带··舍”的项目为运行检验必检项目。

9.4.7 楼寓对讲系统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9. 4. 7 的要求。

表 9. "'· 7 楼寓对讲系统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序号 梭l陇项目 检验＇！：＇求 检验方法

访客呼叫机与IH 户接收

机之间、多 fi竹理机之间、

管用机·~ iii 客 II于叫机之 分别 l!t lr 叹向 i吾背对 l)j: f操作．份

I* 对讲功能 削、管用 tJL 'J Ill 仁’ t主收机 i1F 只功能．测试通话 U•t K .价 f’tj曲话

之 fH] h>i JJ~ 11 i;J. 1:,1 X•t iJt 刀J 圳市的质坠

能 系统 ，，；l限制通话时长

以避免信j旦被长时间，1；川

ll-11 llf 视功能的 Jl] '" J县 Ui客呼叫机 H于 II叫 Ill J'1 馆收机．检

lj＼（机向能！叶，民 LB 访客呼叫 千't b·. t主收饥端！1~ tj、访拌机采集的视

,,. “I视功能 十几采集的视频图像。视剧！ 顿I引像．并采 Ill i.~！~ iA 卡 X·t l到像的分

：毛 ti二装置应具有（1 Qj 补光 辩 ）j 、灰度、色移 .if 以 j宜 i!t行测试 s

功能 检街归功补 J\'.J)J f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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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4,7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应能通过用户接收机手

动控制开启受控门体的电 对用户接收机手动开锁操作．检

锁。应能通过访客呼叫机 查受控门体的状态：采用授权识读

3• 开锁功能 it有权限的用户直接开 装置访问访客呼叫机．检查开锁状

锁．应根据安全管理的实 态，验证通过管理机远程选择控制

际需要．选择是否允许通 开启相应电锁

过管理机控制开启电锁

防窃听
系统在通话过程中，请

在不同设备间进行双 l句话音对讲
音不应被英他非授权用户

功能
窃昕

操作．验证通过英余设备进行接昕

当系统受控门开启时间 打开受控门超过设定的时长．检

超过预设时长、访客呼叫 查现场发出的告警提示，在管理中

告警I}J能
机防拆开关被触发时，应 心查看收到的告警信息：打开访客

5* 
有现场告警提心信息，具 呼叫机的面板，检查现场发出的告

有高安全需求的系统还应 警提示．在管理巾心查看收到的 1,';·

向管理中心发送告警信息 警信息：检查告警信息的发送情况

检查管理机对系统设备进行添

加、删除、配置 5 位查对人员的操作

管理机应具有设备管理
权限进行设置、配置 s通过管理机向

系统管理 和权限管理功能．宜具有
选择的或全部 iff客呼叫饥／用户接

6 收机发送信息，查看显示的信息：检
功能 通行事件管王理、数据备份

及恢复、信息发布等功能
查对系统设备参数、日志等进行备

份初数据备份，查询访客呼叫记录．

记录内容包含时间、日期和开锁等

｛言息

报警控制
具有报警控制及管理功

及管理
能的系统．报警控制和管 核查产品的检测报告．验证报警

7 

功能
理功能成满足国家现行有 控制及管理功能

关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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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袭’. 4. 7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用户接收机可外接无线
检查无线终端分别与接收机和访

扩展终端．实现与用户接
无线扩展 客机进行对讲功能$查看无线终端

8 收机／访客呼叫机等设备
终端功能

的对讲、视频阁像显示、接
显示的访客呼叫机的视频图像和接

收的报警信息
收报警信息等功能

检查元线扩展终端的开启门锁按

除已采取了可靠的安全 钮和报警管理选项，并验证对相应

系统安全
管控措施．不应利用元线 功能的限制 g 当采取安全管控措施

9 
扩展终端开启入户门锁以 时，核查相关产品的检测报告中关

及进行报警控制管理 于访问控制、控制指令保护、数据存

储保护等的安全措施

对系统涉及的楼寓对讲系

其他项目
统的其他项目应符合国家 按照国家现行相关标准、工程合同

JO 
现行相关标准、工程合同 及系统竣工文件巾的要求进行

及竣工文件的要求

注 2表格中带“食”的项目为运行检验必检项目。

9.4.8 电子巡查系统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9.4.8 的要求。

表 9.4.8 电子巡查系统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应能对巡查轨迹、时间、
根据巡查点的点位设置多条巡查

巡查线路 路线，并设置多条并发线路．检查设
l* 巡查人员进行设置，应能

设置 置内容的正确性，包括时间、巡查人
设置多条并发线路

员和巡查点选择等

对不同的巡查路线设置不同的报

2* 
巡查报警 应能设置巡查异常报警 警规则．验证按报警规则巡查的报

设置 规则 警情况，查看报警内容与设定报警

规则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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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4.8

ff 号 柿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 Ji 法

披mi巡沓跻线迸行巡 1i. 检街对

应能在预先设定的在线
巡查的轨迹、 M !ill 、地点、巡查人等

的信息记录．检贷 X·t巡夜活动 Jll: 仔
巡夜路线中．对人员的巡

巡 1f.状态 准时和遵守顺序等状态的在线 4r.
:i • f些活动状态进行监督和记

监测功能 示、记录：根据设置的报管规则．叮
法．应能在发生意外情况

出现偏离巡查路线和未按设定时！ill
fl.} & fl.}报警

巡查等情况时．检查发出的报警肩I

报警内容

系统可付设 7i 内挠、巡
按时间、地点、人员等选取设置的

统计报表 内容有I Jill 沓活动情况．检查进行统
4 查活动悄况进行统计．形

功能
成报表

汁和形成报表情况．并验证统计结

架的正确性

对系统涉及的电f巡查

其他项目
系统的其他项 H应符合 l叫 按照 I叫家现行有关标准、工程合

5 
家现行有关标准、 T程合 同反系统竣 I丁文件中的要求进行

同及竣工文件的要求

注 z表格巾带··舍”的项目为运行检验必检Ji)! 日。

9.5 安全性、电磁兼容性、防雷与接地检验

9. 5. 1 安全性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9. 5. 1 的

要求。

表 9, 5, I 安全性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价验要求 检验方法

所fl! 设备、器材的安全

ft.指标 1缸符合现行｜叫家标

设备 F仕t安全防范＊警设备 核查所用设备、器材的产品检测,. 
安全性 安全要求和试验方It ))GB 报告

16796 初栩关产品标准规

定的安全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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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 5. l 

序号 检验Jijj 日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系统所用设备及其安装

部件的机械结构应有足够

的强度．应能防止由于机 检查系统设备及其－安装部件的材

械重心不稳、安装网定不 质、安装方式、外观、人员操作距

牢、突 Ill 物和锐利边缘以 离等

及显，，；设备爆裂等造成对

人员的伤害

系统和设备应有防人身
检查系统设备的安全拔地、等也

位连接措施、过电流保护装置、过负
触电、防火、防过热的保护

荷保护装霞、过热保护装茸、温度控
措施

设备 制装置等
]* 

安全性 i监控中心（控制室）的面

积、温度、 1显度、噪声、采光
测量监控中心主要操作区域和设

备布置以域的面积、温度、相对湿
及环保要求、自身防护能

度、照度、噪声：检查控制行、显币设
力、设备配置、安装、控制操

备、打印设备等的布置，检查对外进
作设计、人机界面设计等均

行通信的装置
应符合人机工程学原理

具有特殊防御功能的实
对脉冲式电子周栏、炫目灯光、滚

体防护装置具有锐利边缘
刺网等的实体防护装置检查设置的

或触碰时对人体具有一定
警示标识的位置、内容、字体、勋、

伤害的．应在安装 IK 域显
色等

著位置设置警原标识

系统宜采用专用传输网 检查采用的传输网络．利用工具

络．有线公网传输初无线 软件测试在通信过程中的槌个报文

传输究有信息加密措施 或会话过程的加密情况

信息安全 根据安全管理需要，系
2 检查系统数据的存储设置力11 密

措施 统nJ 对重要数据进行加密

存储
措施

应有防病毒啊！防网络入 检查系统安装的防火墙、防病毒

侵的措施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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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衰’. 5. I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利用工具软件进行测试，包括 2 身

系统宜对用户和设备进
份鉴别、设备用户的标识唯一性检

查、用户身份鉴别信息复杂度检查
行身份认证，宜对用户和

以及登录失败处理功能 5检查对网
设备基本信息、属性信息

络设备的管理员登录地址的限制 g
以及身份标识信息等进行

对网络设备进行远程管理时．检查
管理

防止鉴别信息在网络传输过程中被

信息安全 窃听所采取的措施
2 

措施
系统运行的密钥或编码

检查系统运行口令，并使用弱口
不应是弱口令，用户名和

令测试工具进行测试
操作密码组合应不同

当基于不同传输网络的
对基于不同传输网络的系统和设

系统和设备联网时，应采
备联网时．检查采取的网络边界管

取相应的网络边界安全管
理措施

理措施

系统传输线路的出入端 检查系统传输线路出入端线的位

线应隐蔽．并有保护措施 宣隐蔽性相采取的保护措施

系统供电暂时中断，恢 系统正常工作时，切断电源并重

复供电后．系统应能自动 新供电．检查系统主要设备工作状

系统防破 恢复原有T作状态 态和参数设置与断电前的一致性
3 

坏能力 系统宜有自检功能，对 检查系统日志中的自检记录 3 分

系统、设备、传输链路进行 别打开设备外壳和断开传输链赂，

监测 查看报警情况

系统宣对故障、欠压等 模拟通信攸障、电源故障、欠压噜

异常状态进行报警 查看报警情况

在具有易燃易爆物质的 根据危险物品性质和设计要求检

易燃易爆 特殊区域，安全防范系统 查特殊区域内线路敷设方式、接地
4 

安全要求 应有防爆措施并满足其行 及等电位联结措施等，并核查相关

业的有关规定 产品的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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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 s. 1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安全防范系统监控中心
按现行行业标准4辆射环境保护

电场强度、磁场强度、磁感
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1方

应强度、等效平面波功率
法》HJ/T JO. 2 的方法对监控中心监控中心

密度的控制限值应符合现
坐席和人员活动位置进行电场强

5* 
辐射限值

行国家标准4 电磁环境控
度、磁场强度、磁感应强度、等放平

制限制》 GB 8702 相关
面波功率密度的测试

要求

注＝表格中带··食”的项目为运行检验必俭项目．

9.5.2 电磁兼容性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9. 5. 2 的要求。

表 9.S.2 电磁兼容性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系统所用主要设备的静电

静电放 放电抗扰度应符合现行国家 对系统主要设备按相应

电抗扰 标准《安全防范报警设备电磁 等级要求进行静电放电打L

主要
度试验 兼容抗扰度要求和试验方法》 扰度测试

设备
GB/T 3014日的要求

I* 电磁
系统所用主要设备的电快

兼容 电快连
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应符合

对系统设备包括存储设

性 瞬变脉 备、服务器、交换设备、解码
现行同家标准《安全防范报警

冲群抗 设备等按相应要求进行电
设备电磁兼容抗扰度要求和

扰度 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试验
试验方法》 GB/T 3014日的

测试
要求

安全防范系统线缆宜单独
检查系统线缆管、槽的敷

传输线路 设方式和强弱电敷设方式、
2 管槽敷设．可与相同信号电压

抗干扰设置
等级的其他线路合用管槽

不同电 ffi 等级线缆的敷设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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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5.2

片；号 检验J9j 口 检验·~ >!< 价验方法

220V.\l‘以仁的供电 rl:i. 缆与 检查 220\1.二气C 以上的供电

信号传输电缆 r,:z 分开敷i韭．吁 电缆与｛古＼｝传输电缆的敷设

传输线路 受条f’｜限制l 必须 Jt 行靠近敷 方式．当刀 l j- 靠近敷设时，检

。" 抗！扰 设时．！句采取即曲Ii ，＆＿隔离 t11 tifli ft采取的fjf敝统隔离捎施

设i哇 枪牵线缆的类型、敷设等
宫内 1;p；传输线缆、电梯安

采取的扉般括：施．穿金属管
~Ji 专用电缆在采取！哥蔽措施

时．怡查金属钩的接地情况

i缸源线 .ill：人屏蔽空间时 r»i. 设

贺电源滤披~n.控制线刷｛言 J,j线
位 fj_ 电源刷｛占号：虑波器

防f电磁！fill 进入1芹蔽宇间时 r:>t. 设在信号泌
的配首位置、数挝、类型！．核~ 

扰措施 设’器．滤波器性能参数1、汪符合现

行l叫家标准《电磁屏蔽空仁程技
查滤波器的产品检测报告

术规范》GB/T 00719 的要求

防静电地画面层的－／＂－面电

监控中心 阻值1句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检查防静电地面的设置．
·I* 

防静电 筑电气 Iφ程电磁兼容技术规 i~tj 试表面电阻值

范》GB'i1204 的相关要求

it ，表格巾带··舍”的项口为运行检验必检项 lL

9.5.3 防需与接地检验项目、检骏要求反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9. 5. :3 的要求。

表 9.5.3 防雷与接地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l于＼｝ 检验项门 检验贺求 价？除 Ii it 

安全防范系统的接地时线庇采用铜导

体， llU也端于，，：i. {i fll' 地机、 i只 g 采川I tt 用拔
怜衔接地 l在线和

地装置 H·I .共 HJ J庄地装置也阻i且 J,\i. 满足各
接I也 rJ,i r. 核伐战地

防需＇..j 种接地h~小电 ~ll 11'[ ~：求～采用专川拔地装
I* 电阻怜［则报＇；＇；·是否

峻地 世时．专川撞地装 ＇l't. 电阻 （1'i 1；应大 F 」 fl;

安装在京外前端设备的接地也阻饥不应大
符合要求．无损卡，e n.t 

r ion, !'1：高山 1；朽的士 J在电阻 3萨大于
.ill: fi拔地也阻测试

2ooon • m ll·t.Jti草地电阻的 f；应大 r 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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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5.3

序号 检验Jijj 11 检验要求 检 l份方法

检 ft t包缆迸出建

安全陆地系统迸出建筑物的电缆．在进 筑物 n.t 设置的线路

/I＼建筑物处应采取防·；：：；电感山过电 I Ii 、过 浪涌保护器以及与

i包流的保护捎施 防在i J在地装茸的写

IJ.! frj韭接情况

监控中心内 l征设世撞地叫集到、 ！＆ 汇集
检街监拉巾心设

排，汇集环或汇集排’白’采用保铜质导体. Jt 
置的汇集环排有l 连

接线• f~IJ fit 导体的俄
战面积不应小＇f 3Smm2 

面积

检查户外设备的

系统的司在婆设备应安装电涌保护器 P 电
1;1 号线、校制线反供

防需勺 电线路设置的浪涌
1 * 涌保护器接地端有1防富接地装眈j也作等电

接地 保护苦苦以及与防富
Fl连接，等电位连接带应采用甘•l 导体．只

t＆地装 i"f 进 ii＇等电
截 l简积不！但小于 l 6mm2 

｛业连 t&悄 J兄. iWJ id: 连

t皇线战的1积

检 f’哥架唁电缆悄

架空 1［！缆吊线的两F尚有1 架啊！也缆线路中 t兄. ft 行架唁电缆 Ii./

的金属管道向J们也 的吊线和金属 'i'l' J且

的J奥地情况

检查光缆传输’I•

光缆金属 Jm 5虽芯、组e空光缆金M战续 jJ'• 的 ）＇（；缆金 Iii! hll 姐，巴；、

套应接地 架？光缆金属拔 r~

扣’z ＇~的 t真地情况

注：表格中 ·;j;＇”禽丁~J页 H 为运行检验必中在rvI 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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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供电与信号传输检验

9.6.1 供电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9. 6. 1 的

要求。

衰’. 6. 1 供电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日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入侵和紧急报警统的应急供电时间
根据系统配置和设

不宜小于仙，视频监控系统关键设备
备功能计算各系统应

的应急供电时间不宜小于 l h；安全等
急供电所需备用电源

备用电源 级 4 级的出人口控制点执行装置为断

电开启的设备时．在满负荷状态下．备
的容量．并对不同的系

统分别计算备用电源
用电源应能确保该执行装置正常运行

供电时间
不应小于 72h

主电源来自市电网时．安全防范系统

接人端的指标宜达到如下要求

l ）稳态电压偏移不宜大于士 10%'

2）稳态频率偏移不官大于土 o. 2Hz; 在：系统设备输入电

3）断电持续时间不宜大于 4m问 源端采用电源质量分
2 l包源质量

4lt皆波电压和谐波电流的限值满足 析设备对电源质量进

现行国家标准《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 行测试

波》GB/T 14549 的要求 z

5 ）供电系统工作时，零线对地线的电

压峰峰值不应高于 36Vp-p

对有备用电源的系统．当主电源断电
切断主电源．验证备

用电源自动转换供电 3
时，应自动转换为备用电源供电。主电

主、备 恢复主电源．验证切换
3* 源恢复时．应能自动转换为主电源供

电源转换
电 e 在电源转换过程中，系统应能正常

主电源供电；检查切换

过程中系统设备的工
E作

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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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衰’. 6. 1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检查配电箱两路电

3* 
主、备 对于双路供电的系统．主备电源应能 源的独立方式，分别切

电源转换 自动切换 断其中一路电源．验证

供电输出情况

安全防范系统的监控中心应设置专 检查监控中心配电

4 配电箱 用配电箱．配电箱的配出回路应留有 箱的设置和配电箱出

余量 线回路

注 z表格中带“食”的项目为运行检验必检项目．

9.6.2 信号传输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9. 6.2 

的要求。

衰’. 6. 2 信号传输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报警主于线宜采用有线传 检查报警主干线的传输方

输为主、无线传输为辅的双重 式．分别验证有线、无线两种传

报警传输方式 输方式

传输方式

高风险保护对象的安全防 根据系统竣工文件．检查对

范工程应采用专用传输网络 于商风险保护对象的传输网络

（专线和虚拟专用网） 所采用的专线和虚拟专用网

传输电缆的衰减、阻扰应满
使用线缆分析设备分别测量

足竣T一文件要求$网络数据传
传输电缆的衰减和阻抗、网络

2* 传输线缆 输电缆的传输速率、带宽应符

合竣工文件要求．传输光缆的
数据电缆的传输速率和带宽、

光缆的衰减
衰减应符合竣工文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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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6.2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ιt 

监控巾心的值司’ IX: 域与设

备 l足为不相l邻的独在物理 IX:

城H•t. 值守［j｛域与设备区之间

应采用双物理路由兀余设 H- • 
至少－路采用独立路 ffl

监段中心的值守 ix：与设备

区为两个独屯物理［沃域且不

相邻nt .两个 ix：城之间的传输

线缆l业封闭保护．其保护约构

的抗fi/ 仰、抗弯折强度 -1'1益低

于镀僻钢管

线缆般设·
来自刮风险 rx＿域的线缆跻

fh 经过低风院 rx＿域 ll·t . I市采取
必霎的防护措施

:I：人口执行部分的输入线

缆布：该出人 1-1 的对 1益受按 rx：、

同仅限受防 ix：、高校限受控 l攻

以外的部分应进行封闭保护．

其保护结构的抗拉仰、抗弯折

强度不应低 F镀铐钢管

线缆接续点平日终端1、V进行

统一编号、设置永久 k、识．线

缆两端、检修孔等位置1缸设置

标签

i1 ' :t<恪巾带··命”的项目为运行检验必检项目。

102 • 

检验方法

院街监榨叶’心值守 tx：域与设

备氏的位置．吁不相邻 ll•t 检 :t!t

之间的路由

检查院控中心的值守［x：与设

备区的位置．当为两个到！ ,j: [;{ 

域且不相邻 at. 检任区域之间

的传输线缆采川的保护捎施和

保护结构

根据系统设计文件．检街： M

高风险rx：域的线缆lllHl1 绕过低

！反l阶 IX: 域时采取的保护措施．

如：实体防护、视梆i Wa 舵、人）J

防范等的配置

根据各出人口受 f\i ix：级别．

检查对应输人线缆在谈 ti ＼人 r..1

的对应受控 l玩、｜司权限受校区、

高权限受控 l正以外的部分进行

的保护措施和保护结构

检查线缆接续点在l终端设置

的标签或标识．查看编号．检查

检修孔等位置的书J：答情况



9.7 监控中心与设备安装检验

9. 7. I 监控中心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9. 7. 1 

的要求。

表 9. 7. 1 监控中心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栓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 H 检验亵；）＜ 检验方法

陈控巾心的 fr( ~）＇区与设备 枪 ii监控叶’心的值守 l又与设

区官分隔设置 备 IX: 的设置

监控巾心

的位置与 监控巾心的 l自l 权 T2i. 与安防

布fλi 系统的规模m适！但．应有似证 测量监控中心的 ffif 积．检查

值班人员 il：常 l→作的机1 I范辅 值班人员的辅助设施

助设施

l监控中心应有保证自身安
检杏出i控中心对外联络的有

全的防护捎施和进行内外联
线利l( 或）元线通信设施、紧2、

绵的通信 F段．并 1也设置紧急
报警装置以及与七级报警的通

报警装置刷留有向上一级接
信接 l-1

处警中心报警的通信接口

监控巾心出人 i l l"Z 设置视
院千军监控中心 /I＼人口的视频

频监控和 IH 人川控制装 'lL监控中心 监拎：肩l i出人门控制装置．查看2• 监视效果应能消 l断显耳、 i挂人的自身防扩E 视l*!l监规监控巾心出人人员的
监控巾心 111 入门外部区域的

丽部特征情况
人员特征反活动情况

监控中心内 l缸设置悦树！监
检查监彷『｜’心的视频监控装

校装置．监视放果应能消 l晰显
'ft 设置情况．查看视频监视的

爪！监控中心内人员 ii'i 功的
放果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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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 7. I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对设置在监控中心的出人 检查监控中心的受控区级别

监控中心 口控制系统管理主机、网络接 及出人口控制系统的管理主
2* 

的自身防护 口设备、网络线缆等应采取强 机、网络接口设备、网络线缆的

化保护 保护措施

监控中心的疏散门应采用

外开方式，且应自动关闭，并 检查监控中心的疏散门设置

应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均能从 和锁闭开启情况

室内开启

监控中心室内地面应防静

电、光滑、平整、不起尘．门的 检查监控中心内防静电地饭

宽度不应小于 0. 9m，高度不 的设置，测量门的宽度和高度

监控中心
应小于 2. Im 

3 
的环境 监控中心内的温度宜为

16℃～ 30℃，相对湿度宜为 测量监控中心的温度和湿度

30% ~ 75% 

监控中心内应有良好的照 测量监控中心的照度．检查

明，并设置应急照明装置 应急照明装置的设置情况

监控巾心不宜设置高噪声 测量监控中心的噪声．对于

的设备，当必须设置时．应采 高噪声的设备．检查采取的隔

取有效的隔声措施 卢措施，验证其隔声效果

控制台正面与墙的净距离

不应小于 I. 2m，侧面与墙或
检查控制台和机架的安装位

其他设备的净距离，在主要走
监控中心的 置．测量控制 f; 正／测面与墙距

4 道不应小于 I. Sm. 在次要走
设备布局

道不应小于 0. 8m；机架背面
离、主要走道、次要走道、机柜

（架）背／l则面与墙的距离
和侧面与墙的净距离不应小

于 0. 8m 

注 z表格中带··食”的项目为运行检验必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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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 设备安装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9. 7. 2 

的要求。

表 9. 7. 2 设备安装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序号 桃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各类探视l 器的安装位置和

高度应符合竣工文件要求．应 检查各类探测器的探测范

确保对防护区域的有效覆盖。 周、安装位置和高度．检 i!t 周界

入侵和紧 当多个探测器的探测范用有 入侵探测器的覆盖和盲区情

急报警设 交叉覆盖时．应避免相互于 况；交叉覆盖时．测试各探测器

备安装 扰．周界人侵探测器的安装． 的探测功能和相互影响性

应能保证防区交叉．无育区

需要隐蔽安装的紧急按钮． 检查紧急接组的安装位置和

应便于操作 操作便利性

摄像机、拾音器的安装具体
检查摄像机及拾音器的安装

地点、安装高度应满足监视目
地点、高度和牢同性

标视场范围要求．注意防破坏

电梯厢内的摄像机应能有效 检查电梯厢内摄像机的安装

监视电梯厢内乘员面部特征 位置，查看监视乘员的面部情况

视频监控 信号线和电源线应分别寻｜ 检查信号线和电源线的号｜人
2 

设备安装 人．外露部分应用软管保护． 情况租保护方式．云 Fl 转动时

并不影响云台的转动 梭查拖拉、缠绕现象

云台转动角度范罔应满足
转动z士台．检查监视范阁．并

监视范围的要求。云台应运
在转动过程中查看 :i; h 运转状

转灵活、运行平稳。云台转动
态和监视画面的抖动现象

时监视画面应无明显抖动

各类识i主装置的安装应使
检查各类识读装置的安装牢

于识i主操作．高度应符合竣 T
网性．测量安装的离地高度

出入口设 文件要求
3 

备安装 感应式识读装置在安装时

应注意可感应范围．不得靠近
验证感应式识读装置在感应

范围内的识读功能
高频、强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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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 7. 2 

序号 检验Jill 门 俭始要求 丰在验方法

受控区内 HI 门拨切的安装．
检资 IH 门拨钮与 if! l卖装置销

位安装成采取行线物理隔离方
I ,;i. 保证在受控 I灭外 4、能通过

式：拆下 X.j I缸识 l主装置．检瓷通

.'I＼人口设 识 i主装茸的走线孔触放 ii ＼门
过识读装＇＆＇. ,t f且 .fL 触及 ： I＼门按

J"fi钉i的信号线备安装 钮的信号线悄况

切l 只安装 r.:z f果 iiE 凸防护而 检查锁具从防护而外迸行拆

外λ： it协副l 仰和破坏情况

i生 f.;·flL<H‘卡机、磁卡机、 ii\

黑 i生卡机、驹卡票机）与 J吁＇1-: 院贷 i主卡机与 t'l 斗争拟的安装

器安装成甲，移．保待与水平面i ·~ J也闹革直情况；测址 i主卡 l豆

垂直、不｛！｝倾斜：读卡机应为 域的高度

面驾驶员议’征操作

i卖卡机与俨i 年器的中心间
南lj t,J: i生卡饥与拘车器的距离

距应符合竣 i: 文件安求

i主卡机（ ll、卡机、磁卡机、出 检查 i9: 卡机 CIC 卡机、磁卡

'JR i主卡机、验非票 tll J 'H＇可车 机、 111 票 i韭卡机、验卡票机）与
停年！干（场）

?.Ii 感应线倒的理设｛告进与唆 捎车 g~ 的安装位置、感应线陶
』 安全管理 1 文件一致．感应线阉歪扭L箱 的埋设 f•/. 挠、智能摄像机的安

设备安装 处的线缆应采用金！冯竹保护 z 装位置、角度．检 4哈！惑 /,Of_ 线附至

于＇•＇能摄像饥的安装 f·）：挠、角 饥箱处的线缆保护价施：模拟

1!£ • ,,:z 满足车辆号牌’F f守．号 年辆通过测试啊？能摄像机进行

J附颜色. 'f 身颜色、车辆衍 11E 、 l引 1象抓拍. fl' 行.＼~. 11i (I（］年辆号

人员将 1"' i♀相应信息采集的 牌’言’符、号牌臼i 包、＇1-: t;j- 颜色、

;J.i 咬 4辆特111' 、人民特 11E ~'i; f,'i ，也‘

4; f•'i 状况的号指示器应安

装在年ili :I＼人门的明显位置． 价夜车 IV. 状态 1言~｝ J肯 I）、器 fil

年 fi／.引导.＼•. 1Ji 器应安装在 4 ’JI 忡！世爪器的安装位自

ill: 巾央 I Ji. 便 l三识 ~lj 与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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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 7.2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价验方法

ili客呼叫机、用户接收帆的 丰盘查 ili容呼叫机和 HJ f气接收

安装位置、高度应符合唆 I：文 机的安装 Fl 置．测量操作面i 饭

｛中要求 的高度

楼寓对讲
‘, ' 的客呼叫机呼叫 j可．在 J刊户设备安装 iJi 客呼叫机内程摄像机的

接收机Jt 肴 i}i客呼叫机打l徽的
Ji 位有1视角庇符介竣 I 文件

惋彻！ .检街芥1楼的角度、内容、
~求

附像质 IJl:

在线巡ft~ 离线巡衔的信

电子.illi 任 息采集点（巡查点）的安装 f1'L 检查信息采集点的设置．现~
6 

设备安装 置和数量！但符合竣［文件贸 地离地安装（.，）度

求．便于操作

X 射线行李检查设备的安装 检瓷 X 射线行李检查设备的

场地地面应平整 安装

防爆安全

7 检奇设备 j且过式金属探测门设备的
安装 安装应选择平疆、坚实的场 检查通过式金属探测门设备

地．落地应平稳．机械连 J盔和l 的安装

构件应牢问

控制、显示＇；O,；设备屏幕山避 怆 ft 控制、以示等设备 f!f 幕

免光线直射．当不可避免时． 的安装位 ft 、安装方式和采取

l句采取避光措施 的迎光捎施

控制台、 tlL 中日（架｝、 I l\ lli\ 埔 检查控制 fl 、饥柜（架人也视

监控巾心 不应 1'( t主安装在活动地促 t 峭的安装方式
8 

设备安装
检查设备金属外壳、相L架、机

设备金属外壳、机架、相L 啊，、
书1 、配线架、各类金属管 ill 、金

配线架、各类金属管边、金属
属线槽、建筑物金属结构等的

线槽、建筑物金属结构等应进
4号：电｛守连接情况. Jt- 检沓连战

行等电位联结并提地
后的接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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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褒 9.7.2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显示屏的拼接缝、平整度、 按现行国家标准《视频显示

拼接误差等应符合现行国家 系统工程测量规范》 GB/T

标准《视频显示系统t程技术 50525 中的方法分别测量显示

规范》GB 50464 的规范要求 屏的平整度、拼接缝及拼接误差

室内的电缆、控制线的敷设

监控中心
宜设置地槽 g 当不设置地槽

检查室内电缆、控制线的敷
8 时，也可敷设在电缆架槽、墙

设备安装 设方式 5 检查电缆槽和进线孔
上槽板内．或采用活动地板．

的设置和槽内敷设线缆情况$
根据机架、机柜、控制台等设

测量槽的高度和宽度，查看敷
备的相应位置．应设置电缆槽

设线缆的产品检测报告．并计
和进线孔．槽的高度和宽度应

算槽敷设界面利用率
满足敷设电缆的容量和电缆

弯曲半径的要求

注：表格中带“食”的项目为运行检验必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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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工程验收

10. 1 验收组织

10. 1. 1 安全防范工程竣工后，应由建设单位会同相关部门组织

验收。

10. 1. 2 工程验收时，应组成工程验收组。工程验收组可根据实

际情况下设施工验收组、技术验收组和资料审查组。

10. 1. 3 建设单位应根据项目的性质、特点和管理要求与相关部

门协商确定验收组成员，并由验收组推荐组长。

10. 1. 4 验收组中技术专家的人数不应低于验收组总人数的

50% ，不利于验收公正性的人员不得参加工程验收组。

10.1.5 验收组应对工程质量做出客观、公正的验收结论。验

收结论分为通过、基本通过、不通过。验收通过的工程，验收组

可在验收结论中提出建议或整改意见；验收基本通过或不通过

的工程，验收组应在验收结论中明确指出发现的问题和整改

要求。

10.2 施工验收

10. 2. 1 施工验收应依据设计任务书、深化设计文件、工程合同等

竣工文件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按表 10. 2. 1 列出的检查项目进行

现场检查，并做好记录。

10.2.2 隐蔽工程的施工验收均应复核随工验收单或监理

报告。

10.2.3 施工验收应根据检查记录，按照表 10. 2. 1 规定的计算方

法统计合格率，给出施工质量验收通过、基本通过或不通过的

结论。

• 109 • 



表 IO. 2. I 施工验收表

t科名称： 工程地址：

建设单f1'i ' 设汁单位：

施 l单位： 监E哩单位 3

俭佼纺果
中命查项 t1 质就要求 怆资方法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安装位 w-.
合理．有效 现场价查

｛方向）

安装质（，t 窄网、被 i古、芙观、
现场检街2 

< I: L; l 规范

机柜（掉！＞ 、操 安装平稳、牢同．
现场检沓:l 

作台、电视墙 便f操作维护

控iM设备 操作方便、安全 现场检查

:, 开关、按钮 灵活、方便、安全 现场检查
设

备
机组旦、操作

接地规范‘安全 现场观察、询问6 
台、设备接地

安

装
霄 11!, 防护 符合本标准第 复核检验报告．现

7 
措施 6. 11. 2 条相关要求 场观察

符合本标准第
8 拔地也阻 对照检验报告

日 1 I. 3 条相关要求

机架电缆 整齐、街明显编
现场检查9 

线扎及标识 'iJ 、标识并牢靠

II!, i);I( >)I 人 引人线端 f,J；、识消
现场检查1 () 

线缆标 ~n 晰、牢靠

11 通电 t作正常 现场通电检查

布放自然平 1'[ ＇标 现场询问、检查，

线 12 有i i血要求 识清晰．编号统一 Jt· 复核隐蔽 E 程随丁－

缆 有i孟骂的保护 验收单

敷 现场询问、检查．

设
线到位．巾间无

复核隐蔽 T程随 I13 同轴电缆
接头

验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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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0. 2. 1 

检查结果
检查项｜｜ 质量要求 检查方法

合棉 基本合梢 不合格

现场询问、检企．
无断点．接头有

复核隐蔽工程随 l14 光缆
预留

验收单

现场询问、检查．
穿管（槽）

无接头i在扭钻 复中宣隐敲 1仁程随 1
线缆

1始收吁：

悬lt 方式、挂钩问
线

架空线缆 Jl!i 、线缆最低点等符 现场观察、询问lfi 
缆

合设 i I 要求
敷

设
线缆埋深、线缆保 现场询问、复核隐

I 7 直埋线缆
护等符合设计安求 蔽工程随 T验收单

现场询问、检查，

电缆沟线缆
与建筑物 lliJ 隔离

复核隐蔽 T 科！随 I18 
密封

验收单

现场询问、检杳．
线缆共管、线缆保

复核隐蔽工程随了19 管ill线缆
护等符合设计婪ol<

验收单

连接器件连接 nf

20 连接 靠．绝缘良好．不 M 现场观察、询问

脱稿

线｝于正确、连接可
现场观察、询问线 21 巾间接续

f辑、密封良好
缆

连 网络数据
连接器件的性能

接
22 应 ＇ J l包缆相民配．线 现场观察、询问
电缆

！于 IE硝i 、连接可靠

J主续 H1 采 JH 熔接

23 光缆 方式．光缆熔接处有 现场观察、 mJ问

保护和［.lj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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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0. 2. 1 

检查结果
检查项目 质量要求 检查方法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隐 复核隐蔽工程随
蔽 24 隐蔽工程 工验收单或监理
工
程 报告

检查结果 K，＜合格率h 施主质量验收结论 z

施t验收组｛人员）签名 z 验收日期 3

注： l 对每一项检查项目的抽查比例由验收组根据:r.程性质、规模大小等决定。

2 在检查结果栏选符合实际情况的空格内打“J”．并作为统计数．

3 检查结果 z K，＜ 合格率〉＝（合格数＋基本合格数× o. 6 l I 项目检查数（项目

检查数如无要求或实际缺项未检查的不计在内｝。

4 验收结论： K, ＜合格率）注0. 8 ')!lj 为通过： o. B>K氢｛合格率）注o. 6 ~自l为基本

通过 sk‘（合格率 l<O. 6 判为不通过，必要时做简要说明．

10.3 技术验收

10. 3. 1 技术验收应依据设计任务书、深化设计文件、工程合同等

竣工文件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按照表 10. 3. 1 列出的检查项目进

行现场检查或复核工程检验报告，并做好记录。

表 10. 3. 1 技术验收衰

T.程4号称 2 :r.程地址＝

建设单位 z 设计单位 z

施 T.单位： 监理单位 z

检查项目 检查要求与方法
合格

检查结果

基本合格 不合格

系统主要技术性能
10. 3. 2. 现场检

查、复核检验报告

2 设备配置
10.3.3. 复核检验

基本 报告

要求
3 

主要安防产品的质量 10.3.4. 复核检验

证明 报告

4 系统供电
10.3.5 ，复核检验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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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0. 3. 1 

检查项目 检查要求与方法
检查结果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防护设置
I0.3.6. 复核检验

5 
报告

实体防护设备、建筑施工
I0.3.6. 复核检验

实体 6 
报告

防护

实体屏障
10.3.6. 复核检验

7 
报告

8 安防照明、警示标志 10.3.6 ，现场检查

9 • 探测、防拆、设置、操作 10.3.7.现场检查

报警响应时间
10.3. 7. 复核检验

10 
入侵和 报告

紧急 10.3.7 ，复核检验
11 声音和（或）图像复核

报警 报告

报警联动
I 0. 3. 7 ，复核检验

12 
报告

采集、监视、远程控制、记
IO. 3.8 ，现场检查13 

录与回放

图像质量、信息存储时间
10. 3. 8 ，现场捡

14 佬

视频 查、复核检验报告

监控 10.3. 8 ，复核检验
15 视频／音频分析

报告

系统管理
1 o. 3. 8 ，复核检验

16 
报告

17· 目标识别、出人控制 10. 3. 9.现场检查

出人口
自我保护措施和配置

10.3.9 ，复核检验
18 

控制 报告

19. 应急疏散 10. 3. 9.现场检查

20. 出人控制、车辆识别 10.3. 10，现场检查
停车库

（场） 内部安全防范措施
10. 3. 10. 复核检

21 
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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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0. 3. 1 

检奇古占果
＋奇奇项目 检告要求与方法

左ι1~ 格毒草本合格不合格

22. 防爆安全梭 1't
10.3.11. 现场俭

防爆
舍、复核检验报f与

安全 防爆处置、防护设施
Io. :l. 门．现场

检查
检查

21 监视和 lnl 放附像质量
10.3.11. 复核检

验报告

:: ~ > • 双向 M lit 、可栩、 Jf锁
10. :i. 12. 现场

楼寓对 检查

讲（访
2日

10. :i. 12. 复核检

客对
系统管理

验报竹

i并）
27 系统安今管控措施

10. :i. 12. 现场检

查、复核检验报告

电F 线路设置、报警设置、统 10. :i. 13. 复核舱

巡 it
28 

计报表 验1f,( 竹

~9 系统构架、集成联网方式
10. :i. u. 复核恰

验报（号

集成与
30 '.It:余备份

10. :i. 1-1. 复恢检

联网 除报告

31 . 安全防范管理平台
HI. 3. l l. 现场

检$！＇

:12 选址与布局
lo. 3. Li. 现场

检查

i监控 10. 3. 1 ：；.现场

rJI 心
3‘t 「1 身防护

检查

'lei 环境设施
10. 3. 15. 现场

检查

俭查结果 K ，＜ 合格率｝． 技术验收结论．

技术验收到1 ＜人员｝签名· 验收口姆I : 

注： l {E检杳结果栏选符合实际情况的空格内H"v' ...并作为统计数。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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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如l±~求或实际缺Jvf术检查的．不 iJ· :(f. 内人

:l ~~收结论： K，＜ 合格率｝玉兰0. 8 1'1J 为通过川l. 8>K；＜合格，事）注。. 6 判为基本

通过：凡（合格率l<O. 日如l 为不通过。

·I 序号右 l 角 tr ＂ ν’的为司自：点项目．检街结果只要有 项不合格的．则 K，＜ 合
格率＞＜o. 6 。



10.3.2 系统主要技术性能指标应根据设计任务书、深化设计文

件和工程合同等文件确定，并在逐项检查中进行复核。

10.3.3 设备配置的检查应包括设备数量、型号及安装部位的

检查。

10. 3. 4 主要安防产品的质量证明的检查应包括产品检测报告、

认证证书等文件的有效性。

10.3.5 系统供电的检查应包括系统主电源、形式及供电模式。当

配置备用电源时，应检查备用电源的自动切换功能有I $. 急供电

时间。

10.3.6 实体防护系统应重点检查下列内容：

1 应检查周界实体防护、建（构）筑物和实体装置的设置：

2 对于实体防护设备的外露部分，应查验现场实物与设计文

件的一致性：对于隐蔽部分，应查验隐蔽工程随t验收单；

3 应检查出人口实体屏障、车辆实体屏障的限制、阻挡等

功能；

4 应检查安防照明的覆盖范围和警示标志的设置。

10.3.7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应重点检查下列内容：

1 应检查系统的探测、防拆、设置、操作等功能；探测功能的

检查应包括对入侵探测器的安装位置、角度、探测范围等；

2 应检查入侵探测器、紧急报警装置的报警响应时间；

3 当有声音和（或）图像复核要求时，应检查现场声音和（或）

图像与报警事件的对应关系、采集范围和效果；

4 当有联动要求时，应检查预设的联动要求与联动执行

情况。

10.3.8 视频监控系统应重点检查下列内容：

1 应检查系统的采集、监视、远程控制、记录与回放功能；

2 应检查系统的图像质量、信息存储时间等；

3 当系统具有视频／音频智能分析功能时，应检查智能分析

功能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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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检查用户权限管理、操作与运行日志管理、设备管理等

管理功能。

10.3.9 出入口控制系统应重点检查下列内容：

1 应检查系统的识读方式、受控区划分、出入权限设置与执

行机构的控制等功能；

2 应检查系统（包括相关部件或线缆）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

和配置，并与系统的安全等级相适应；

3 应根据建筑物消防要求，现场模拟发生火警或需紧急疏

散，检查系统的应急疏散功能。

10.3.10 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应重点检查下列内容：

1 应检查出入控制、车辆识另Jj 、行车疏导（车位引导）等功能；

2 应检查停车库（场）内部紧急报警、视频监控、电子巡查等

安全防范措施。

10. 3. 11 防爆安全检查系统应重点检查下列内容：

1 应检查防爆安全检查系统的功能和性能；

2 应检查防爆处置、防护设施的设置情况；

3 应检查安检区视频监控装置的监视和回放图像质量。

10.3. 12 楼寓对讲（访客对讲）系统应重点检查下列内容：

1 应检查双向对讲、可视、开锁等功能：

2 有管理机的系统，应检查设备管理和权限管理等功能；

3 应检查无线扩展终端、远程控制的安全管控措施。

10.3.13 电子巡查系统应检查巡查线路设置、报警设置、统计报

表等功能。

10.3.14 集成与联网应重点检查下列内容：

I 应检查系统架构、集成联网方式、存储管理模式、边界安全

管控措施等；

2 应检查重要软硬件及关键路由的冗余设置；

3 应检查安全防范管理平台软件功能。

10. 3. 15 监控中心应重点检查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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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检查监控中心的选址、功能区划分和设备的布局；

2 应检查监控中心的通信手段、紧急报警、视频监控、出入口

控制和实体防护等自身防护措施；

3 应检查监控中心的温湿度、照度、噪声、地面等环境情况。

10.3.16 根据检查记录，按照表 10. 3. 1 规定的计算方法统计合

格率，并给出技术验收通过、基本通过或不通过的结论。

10.4 资料审查

10. 4. l 按表 10. 4. 1 所列项目与要求，审查竣工文件的规范性、

完整性、准确性．并做好记录。

表 10. 4. 1 资料审查表

t程名称： 工程地址：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I单位 2 监理单位：

审杏情况

审查内容
规范性 完整性 准确性

基本 不 基本 不 基本 不
合格

合格 合恪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申请主项的文件

2 批准立项的文件 / / ------------3 项目合同书 / / ------------4 设计任务书 / / /// 

0 初步设计文件

初步设计方案评审意见 / / // 6 
（含评审小组人员名单）

通过初步设计评审的甏
7 
改落实意见

8 深化设计文件和相关罔纸

工程变更资料（戎 I：程洽
9 
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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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衰 10. "· 1 

审查情况

1申’ If. 内容
规范性 完整性 1#. 哥11 ·rt 

基本 不 基本 不 在牛； .f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fl\

合伤 it棉

系统测试报价（含各子系
10 
统调试反系统联调i~J最｝

I I 隐蔽 I j惋验收资料

12 施I质 lit 检验、验收资料

系统试运行报告（含 i式 iii
13 
行记录〉

l ·1 工程竣 T报l';-

15 工程初验报告

16 工程唆工核算报告 ------- -------17 E程检验报告 //// 二／／／／

18 使用J维护手册

19 技术培训文件

20 竣t图纸

市 i'f结果 K，（合格率） ' 资料审查结论：

资料审查组（人员）签名· 验收日期：

ti', I 审查情况栏内分别根据规范性、完整性、准确性要求．选择符合实际情况的
空格内 tr＂、／”．并作为统计数 g

2 4♀约枪验机构检验的 1仁程．第 17 项可以省略；

:i 吁，－ f些结果： K, （合格率）＝（合格数斗基本合格数× o. 6 >I 项 H 'rli 奇数. ( Jljj 

~I 审 1't 数如不作为要求的．不计在内） ; 

•! 审 1i.钻论 κ＇ （合格率）二三0. 8 'l!IJ 为通过； O. B>K，（ 合格率）主主 u. 6 判为基本

通过＇ K, （合格率＞＜O. 6 判为不通过。

10.4.2 根据审查记录，按照表 1 o. 4. 1 规定的计算方法统计合格

率，并给出资料审查通过、基本通过或不通过的结论。

10.5 验收结论

10.5.1 安全防范工程的施工验收结果 K挝、技术验收结果 K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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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审查结果 K， 均大于或等于 0.8 的．应判定为验收通过。

10.5.2 安全防范工程的施工验收结果 κ、技术验收结果 K， 、资

料审查结果 K， 均大于或等于 0. 6. 且 κ 、 K ， 、 K, rfi 出现一项小于

0. 8 的，应判定为验收基本通过。

10.5.3 安全防范工程的施工验收结果 K、技术验收结果 K， 、资

料审查结果 K， 中出现一项小于. 0. 6 的，应判定为验收不通过。

10;5.4 工程验收组应将验收通过、基本通过或不通过的验收结

论填写于验收结论汇总表（表 10.5.4 ）.并对验收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提出建议与要求。

表 10. 5."' 验收结论汇总表

1：舵手I~年 丁，稳地址 2

t主民币价＝ 设计单位．

施’ T单位＝ 监理单位．

施 l丁玲收结论 验收人签名 g JI || 

技术验收结论 验收人每名： 1r 月 fl 

资料市沓结论 审查人签名． 年 月 u 

L J徨验收结论 验收组tl!K签名 z

建议与要求：

年 月 日

注： l 卒汇总我应附衷 10. 2. I 、表 10. 3. l 、表 10. 4. I 及出席验收会与验收组人员

名单（签名｝：

2 验收（审盒）结论一律填写．．通过”“基本通过”或．．斗z通过”

IO. 5. 5 验收不通过的工程不得正式交付使用。施.T单位、设计

单位、建设（使用）单位等应根据验收组提出的意见与要求．落实整

改措施后方可再次组织验收；工程复验时，对原不通过部分的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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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应加倍。

10.S.6 验收通过或基本通过的工程，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建设

（使用）单位等应根据验收组提出的建议与要求．落实整改措施。

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的整改落实后应提交书面报告并经建设（使

用）单位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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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系统运行与维护

11. I 一般规定

11.1.1 安全防范工程竣工移交后，应开展安全防范系统的运行

与维护工作。

11. I. 2 建设（使用）单位应根据安全防范管理要求、系统规模和

竣I文件，编制系统运行与维护的工作规划，建立系统运行与维护

保障机制。

11.1.3 系统运行与维护单位可以是建设（使用）单位，也可以是

建设（使用）单位委托的第二气方运维服务机构。

11. I. 4 系统运行与维护单位应建立安全防也系统设备台账，并

对系统和设备的全生命周期进行管理。

11. I. s 系统运行与维护工作应落实保密责任与措施。
11.1.6 系统运行与维护人员应经培训和考核合格后上岗。

11.1.7 第三方运维服务机构在退出系统运行与维护工作时，应

做好移交工作。

11. 2 系统运行

11. 2. I 系统运行单位应组建系统运行工作团队，制定日常管理、

值机、现场处置、例会、安全保密、培训和考核等制度，统筹协调与

系统运行有关的机构、人员等各项资源。

11. 2. 2 系统运行单位应确认系统运行环境，并符合下列规定：

l 应确认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的探测点位、布撤防时间、报

警信息记录与存储、与视频和（或）出入口控制系统联动规则、操作

权限、运行日志和操作日志存储时间等系统配置和参数；

2 应确认视频监控系统监视点位、视频信息、记录与存储、与



入侵和紧急报警和（或）出入口控制系统联动规则、操作权限、运行

日志和操作日志存储时间等系统配置和参数；

3 应确认出人口控制系统的受控点、出入控制权限、人员 Iii

入信息记录与存储、与入侵和紧急报警和（或）视频监控系统联动

规则、操作权限、运行日志和操作日志存储时间等系统配置和

参数；

4 应确认其他子系统前端设备点位、工作要求、联动规则、操

作权限、运行日志和操作日志存储时间等系统配置和参数；

5 应确认系统和设备的时钟偏差是否符合同家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

11. 2. 3 系统运行单位应确认系统运行作业内容，并符合下列

规定：

1 应确认系统运行中需要管理的事件、报警信息类型清单等

内容：

2 应根据事件、报警信息类型清单．结合保护对象所在的周

边、道路、人流密集区域、案（事）件多发地段等情况．确认相应运行

作业的报警和接收、监视和录像、授权和控制等要求。

11. 2. 4 系统运行单位应根据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编制系

统运行作业指导文件。作业指导文件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I 值机员、现场处置员岗位职责 z

2 运行作业内容、要求与处置流程 3

3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4 值机日志要求；

5 值机交接班要求。

11. 2. 5 系统运行应根据作业指导文件进行值机、现场处置等操

作，并符合下列规定 2

1 宜对值机员、现场处置员的操作、处置过程进行记录；

2 应对事件／报警信息处置操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事

件／报警信息进行分类统计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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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宜对报警信息采用包括视频、电话、声音等手段进行复核，

无法确认现场情况的，应指派现场处置员赴现场复核。

11. 2. 6 系统运行单位应对系统运行环境、运行作业和内容进行

符合性检查。

11. 2. 7 同时接入监控中心和公安机关接警中心的紧急报警，监

控中心值机人员应核实公安机关是否收到报警信息。

11. 3 系统维护

11. 3. 1 系统维护应包括日常维护、故障处理、特殊时期保障、维

护评价等。日常维护中遇故障报修时，应优先按故障处理程序对

故障进行处理。特殊时期保障应根据需要加强维护人员、备件的

配置。

11. 3. 2 系统维护单位应组建系统维护工作团队，制定日常管理、

岗位责任、培训、评价和考核等制度，建立工作程序，编制维护工作

技术手册。

11. 3. 3 系统维护单位应有保障系统和设备正常运行、数据安全

的措施。

11. 3. 4 系统维护单位宜建立系统维护需要的针对维护对象的

监测 r.具、专用 t具和维护过程的电子信息化管理工具等。接

入设备多、规模大的系统．可根据需要建设专门的运行维护管理

平台。

11. 3. 5 系统维护工作实施前，系统维护单位应做好系统勘察、系

统维护方案编制、实施条件等的准备工作．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I 应进行系统勘察并编制勘察报告．勘察报告宜包括下列

内容：

I ）系统建设状况；

2）系统使用的物理环境情况：

3）系统防护效能情况；

4）原有系统的维护情况；

123 • 



5 ）监控中心（室）建设情况 5

6）系统的备品备件情况；

7）系统维护的建议。

2 应根据勘察报告编制系统维护方案，系统维护方案应包括

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 ）需要维护的系统和设备、工作内容、要求；

2）维护团队、管理制度、技术支撑系统和评价考核方法；

3）备品备件管理、采购、替代方案；

4）系统维护工作的受理、响应、回访、用户满意度调查等服

务机制；

5）突发事件处置预案 p

6）满足系统维护要求的费用预算。

3 系统维护单位部署系统维护监测工具、专用工具和管理工

具等，应取得建设（使用）单位的授权。

4 系统维护单位应根据维护方案做好有关技术、文件等资料

的准备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2

1 ）符合安全防范工程现状的罔纸；

2）相关部门出具的法律文书；

3）系统设备合账；

4）产品说明书、系统操作手册和维护手册；

5）系统和设备的测试记录、运行与维护记录；

6）供应商通讯录、集成商通讯录及分包商通讯录；

7）系统和设备的安装软件、备品备件和在市场上可替代品

的采购资料。

11. 3. 6 日常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安全防范系统维护保养规范》GA

1081 的相关规定对入侵报警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出入口控制系

统、电子巡查系统、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安全防范管理平台

和监控中心等进行维护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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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安全防范涉及的实体防护系统及其他系统，应根据维护

工作的内容、要求等，制定相应的维护方案并实施维护保养；

3 应按照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对系统涉及的弱电间、

线缆与管道等进行维护；

4 应定期统计各子系统设备的在线率和完好率；

5 应对系统维护的过程进行详细记录，对出现问题或相关性

能指标有偏差的系统和设备，应根据系统维护方案的要求进行处

理和调整，并经相关方确认后存档；

6 系统和设备的维护周期应根据安全防范管理要求与各系

统／设备的运行情况综合确定，不应超过六个月 2

7 应编制日常维护报告。

11. 3. 7 故障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I 应根据安全防范管理要求和（或）服务合同确定故障处理

响应时间．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应对系统和设备故障进行分级，并优先对高等级故障进行

处理：

3 应对故障维修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并对故障设备后续运行

情况进行跟踪；

4 应编制故障处理报告。

11. 3. 8 特殊时期保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特殊时期保障的要求组建保障工作小组，确认保障

的系统、工作程序、故障处理原则、应急预案等，配备仪器仪表、备

品备件、应急通信设施等；

2 应进行系统现场勘察，对需要保障的系统进行资料整理、

核查；

3 应对需要保障的系统进行预检、预修和调整 3

4 应编制特殊时期保障工作报告。

11. 3. 9 系统维护单位应根据系统维护工作情况，优化管理制度

和工作程序。宜向建设（使用）单位提出系统设备的优化、改造



建议。

11. 3.10 建设（使用）单位应对系统维护工作进行评价，包括系统

维护工作效果和维护人员的工作态度、工作效率、安全生产等。系

统维护单位应根据评价意见进行相应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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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咨询服务

12.1 一般规定

12. 1. 1 安全防范工程咨询可包括对工程的立项、设计、施工、工

程初步验收与系统试运行、检验与验收以及系统的运行与维护等

全生命周期的咨询服务工作。

12. 1. 2 咨询服务机构应根据建设（使用）单位对咨询服务的需

求，组建项目咨询团队，并将人员构成与角色分配、任务分工等书

面通知建设单位。

12.1.3 咨询信息的调查和采集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12.2 咨询服务内容

12.2. 1 立项阶段的咨询服务包括下列内容：

1 协助建设单位确定安全需求：

2 对保护对象进行风险评估；

3 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设计任务书的编制等提

供咨询服务。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设计任务书的编制

咨询工作应依据风险评估结果，在安全防范措施、系统设计要求、

投资额度、效益分析等方面提出建议。

12.2.2 设计阶段的咨询服务包括下列内容：

1 对保护对象的风险防范措施、安全防范系统功能性能要

求、投资总量概算、t程总量确定、工程建设周期的合理性等方面

向建设单位提出建议；

2 对设计单位的现场勘察报告及拟定的建设方案等提出意

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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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设计方案、施工图纸等的设计深度、与规范标准的符合

性以及过度设计提出意见和建议：

4 对工程量清单的编制规范性、完整性提出意见和建议；

5 对由于设计缺陆等导致的剩余风险和次生风险进行识别、

分析，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12.2.3 施工阶段的咨询服务包括对工程变更事项的可行性、合

理性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

12.2.4 工程初步验收与系统试运行阶段的咨询服务包括对初步

验收、试运行方案和培训方案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12.2.5 工程检验的咨询服务包括下列内容：

1 对工程施工质量以及系统的功能、性能与设计文件的符合

性进行检查；

2 对符合性检查过程中的不合格项，指导施工单位整改

落实；

3 对实施工程检验的第三方检验机构的资质和能力进行了

解，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

12.2.6 工程验收的咨询服务包括下列内容 z

1 协助建设单位对工程验收所需要的文件资料进行复核；

2 对验收通过或基本通过的安全防范工程，咨询机构应协助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落实整改意见；

3 对验收不通过的安全防范工程，咨询机构应协助建设单

位、施工单位制定整改方案；

4 对竣工文件的规范性、完整性、准确性等进行检查和指导。

12. 2. 7 系统运行与维护阶段的咨询服务包括下列内容 2

1 根据安全防m管理要求，对保护对象进行风险评估；

2 对安全防范系统进行系统效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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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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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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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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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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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GB 50348 - 2018 

条文说明





编制说明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GB 50348~2018 ，经住房城乡建设

部 2018 年 5 月 14 日以 2018 年第 84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是对《安全防m工程技术规范》GB 50348二2004 的修

订。标准编制组认真总结了十几年来我国安全防范工程建设和系

统运行维护的实践经验，以及安全防范技术、应用的最新成果，在

原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了风险防施规划、系统架构规划、人力防范规

划、实体防护设计以及工程建设程序、监理、运行、维护、咨询服务

等内容，删除了原标准中高风险对象和普通风险对象的安全防范

工程设计内容，将标准内容定位在安全防范工程建设和系统运行

维护的通用要求，贯彻了安全防范t程建设和系统运行维护全生

命周期管理的理念，内容更加系统和全面。

为便于广大用户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

定，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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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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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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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I. o. 4 安全防范工程建设是构建社会安全综合治理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要服务于社会安全，更要服务于社会管理、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实际上，任何一个安全防范系统在有限的资源和时空条件下，

只能针对特定风险达到有限防范的效果，无法做到万无一失。

1. 0. 5 骂安全防范工程中选用先进技术和智能化设备时，应充分

考虑设备自身存在安全隐患及其可能给安全防范系统带来的次生

安全隐患，并采取措施加以避免。

1. o. 6 在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的特殊领域开展安全防范工程

建设时．应选择安全可靠的设计、施工单位。选用的产品、设备应

安全可控，避免信息泄露等安全隐患。选择的专业设计、施工和服

务机构（包括人员）也应安全可靠，避免信息失窃等隐患。

对于保密工程，应遵循国家有关保密规定，包括不得公开招

标；对工程建设的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进行保密审查；建设

单位应制定具体的保密管理措施和方案，并与工程的勘察、设计、

施工和监理单位签订保密协议；建设单位应进行全过程的保密监

督管理等。

本条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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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 O. I 安全通常定义为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的一种状

态。通过防范的手段达到安全的口的．就是安全防范t作的全部

内容。安全是目的，防也是手段。

我国政府将公共安全事件分为四类：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

共且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广义的安全防范可定义为：做好准备

和防护，以应付攻击或避免受害．从而使被保护对象处于没有危

险、不受侵害、不出事故的安全状态。

本标准所定义的安全防范主要是从社会治安防泪和反恐防袍

的角度提 11\ 的。

防范不可能是元限防范．再多的防范措施和手段也是有限防

;/Ii,. 怵！此．安全也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安全，“万元一

失”只是人们期望的一种理想状态。

2.0.2 安全管理行为包括制度建设以及系统值机、事件处置、防

御、 x·t抗等必要的人力保障。

2.0.3 实体防范通常采用的手段包括利用天然屏障设置人工屏

障．采用实体防护设备、~／；＇.具等，提高的是延迟、阻捎和防御能力。

天然屏障是指与保护对象相邻的山地河流等。人王屏障是指

建（构）筑物主体及其附属设施（如配套的道路景观等）以及针对周

界和具体保护目标所设置的围墙、栅栏等防护设施。

2. o. 4 电子防范直接提高的往往是安全防范系统的探测能力。

相应地，也会提高整体的延迟和反应能力。如提前探测到入侵事

件，因此增加了延迟时间．使响应、处置更加有效。对于出入口控

制系统的编码识i卖装置的抗扫描功能（连续输入错误密码时，系统

自动锁止一定时间）也是电子防范提高延迟能力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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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 5 与安全防范的定义→样，本标准定义的安全防范系统也是

针对社会治安防范和反恐防范所提出的。

2.0.9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有时可能仅配置了利用传感器技术

和电子信息技术探测非法进入或试罔非法进入设防区域的行为发

出报警信息、处理报警信息，此时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就可仅称作

入侵报警系统；有时可能仅配置了由用户主动触发紧急报警装置

发出报警信息、处理报警信息．此时入｛圭和紧急报警系统就可仪称

作紧急报警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初紧急报警系统可以是两个独立的系统。通常

情况下的报警系统可同时支持入侵报警和紧急报警功能．并且使

用同一套控制指示设备。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以前简单被称作入侵报警系统。

2. o. 10 视频监控系统，以前被称作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或安防视

频监控系统。考虑与国际标准的术语统一，现称为视频监控系统。

2. o. 11 出入口控制系统俗称门禁系统。

2.0.18 《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国务院第 421 号令）

第十三三条规定：关系全国或者所在地区国计民生、同家安全和公共

安全的单位是治安保卫重点单位。治安保卫重点单位由县级以上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按照下列范围提出，报本级人民政府

确定：

（一）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讯社等重要新闻单位；

（二）机场、港口、大型车站等重要交通枢纽；

（气）同防科技工业重要产品的研制、生产单位；

（四）电信、邮政、金融单位；

（五）大型能源动力设施、水利设施和城市水、电、燃气、热力供

应设施；

（六）大型物资储备单位和大型商贸中心；

（七）教育、科研、医疗单位和大型文化、体育场所；

（八）博物馆、档案馆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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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研制、生产、销售、储存危险物品或者实验、保藏传染性菌

种、毒种的单位；

（卡）同家重点建设工程单位；

（十一）其他需要列为治安保E重点的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

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将遭受恐怖袭击的可能性较大以及遭受恐怖

袭击可能造成重大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或者社会影响的单位、场

所、活动、设施等确定为防范恐怖袭击的重点目标，报本级反恐怖

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备案。

2.0.20 ··风险”一词，古已有之。古指渔民在 ltl 海捕鱼的大量实

践中逐渐认识到不可预测的风浪会带给他们船毁人亡的灾难性威

胁，从而形成了有风就有险的“风险意识”，这就是“风险”一词的本

意。现代，风险一词的含义扩展得十分宽泛，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

风险定义。为了统一风险的定义，同际标准化组织 IS（）经过四年

的讨论之后T 2009 年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正式通过并发布了国

际标准（（风险管理 原则与指南》18()31000: 2009. 给出了风险

的现代定义。我国国家标准《风险管理 术语》GB/T 23694-

2013 等同采用了这个定义。

在现行国家标准《风险管理 术语》GB/T 23694 2013 巾对

风险的定义如下：

风险：不确定性对目标的影响。

注 1 ：影响是指偏离预期，可以是正面的和（或）负面的。

注 2 ：目标可以是不同方面（如财务、健康与安全、环境等）和

层面（如战略、组织、项目、产品和过程等〉的目标。

注 3 ：通常用潜在事件、后果或者两者的组合来区分风险。

注 4 ：通常用事件后果（包括情形的变化）和事件发生可能性

的组合来表示风险。

注 5 ：不确定性是指对事件及其后果或可能性的信息缺失或

了解片面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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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风险的定义是广义的，指出了风险的两重性，即正面和负

面，机会和威胁。

本标准所定义的风险主要是从社会治安风险、恐怖袭击风险

的角度提出的。保护对象自身的安全隐患包括制度缺失、管理漏

洞等因素。

2.0.21 在现行国际标准和我国国家标准中，对风险评估活动的

表述通常包括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价三个环节。

风险识别是指发现、确认和l描述风险的过程。

风险分析是指理解风险性质，对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以及风险

发生后造成损失（或影响）大小进行分析的过程。

风险评价是指对比风险分析结果和风险准则，确定风险等级

的过程。

风险准则是指为进行风险分析或风险评价，根据法律、政策、

标准和专家经验等而制定的准则或依据。

风险评估的目的是为风险应对奠定基础。风险应对是处理风

险的过程。可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消除或转移风险源；

一一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减小风险发生后的损失或影响；

十一保留可容忍的风险等。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风险应对可能产生新的风险或改变现有

风险。

本标准所定义的风险评估的最终目的是确认安全防泣E程所

需要防范的风险。

2.0.22 根据定义，风险等级是对风险事件的分级。而我们以前

通常所说的单位、部位或目标的风险等级可以理解为定义中的组

合风险的等级。

2.0.33 出人口控制点是指用于放行被授权、拒绝未被授权的人

员和（或）物品出人的受控物理通道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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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同出人权限的多个受控区，互为同权限受控区。比某

受控区的出入权限更为严格的其他受控区，是相对于该受控区的

高权限受控区。

2.0.35 均衡防护是指安全防程系统各环节的防护要均衡，不能

有明显的“短板”。好比木桶原理（也叫木桶定律），一只水桶能装

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

2. o. 39 安全防范系统效能评估的日的是为了评价系统的有效

性，为系统的持续运行、维护、升级、改造或重建提供依据。

安全防范系统效能评估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1 ）系统预期效能指标的确定。

开展安全防植系统效能评估，应首先确定预期的系统效能指

标，这是效能评估的标尺。

预期的系统效能指标可以是系统建成初期的初始效能指标，

也可根据当前安全防范管理要求重新确定新的效能指标。

最常用的系统效能指标就是系统的功能、性能及其防范效果

的组合．并且应涵盖实体防护、入侵和i紧急报警、视频监控、出入口

控制等各子系统。

系统预期效能指标可以通过相关标准、工程设计文件或专家

经验获得。

( 2 ）当前安全防范系统效能的分析。

当前安全防范系统效能的分析包括系统功能、性能、防范效

果、运行环境和状态等现状的分析。一方面需要对系统功能和性

能指标进行检查或检验，另一方面还需对实际运行环境对系统的

影响、系统的实际运行状况等进行综合分析。

(3）当前安全防植系统效能满足预期效能指标程度的分析

评价。

将当前安全防泡系统的效能指标与预期的系统效能指标进行

对比、分析，得出系统效能评估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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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0. I 这里的“全生命周期”包括安全防范王程的立项、设计、施

工、监理、检验、验收以及安全防植系统的运行维护等各阶段。安

全防范l；程建设之初应对全生命周期进行全面整体规划，包括为

t程建设与系统运行维护全周期各环节的t作提供的保障经费。

对于分期实施的安全防施工程，应做好统筹规划，以避免分期

实施造成的安全漏洞。

3.0.2 本条对安全防也1·.程的建设应遵循的原则做了规定。

I 人防、物防、技防是安全防范的三种基本手段，必须相结

合．任何单一的防植手段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安全。探测、延迟、

反应是安全防范的三个基本要素，必须相协调．在满足 T阳刑十

T川《Tg;u 的条件下．安全防范系统才是一个有效的系统。

3 安全防范系统是用于保护需婪保护对象．对抗防也对象攻

击的。因此其自身的安全特性，日［J 自身的抗攻击能力是有效发抨

防范效能的必要条件。

应根据防范对象的能力和攻击子段．合理选择安全防也系统

和l设备的安全等级。如在：具体选择防盗保险柜产品时．应考虑攻

击者使用的破坏工具以及保险柜应提供的防破坏时间．合理选择

不同安全等级的产品。

风险等级高的保护对象．通常情况下选择配置安全等级高的

系统和设备。

4 纵深防护、均衡防护、抗易损防护是提高安全防范系统的

防范效能和系统安全性、可靠性的有效措施。

7 本条文强调安全防范系统是一个实战系统，兼具指挥调度

的功能。系统的实时性和原始完整性是实战系统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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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范系统中的电子防护系统就是要以极小的时延和极高

的可靠度，将现场的信息及时准确完整地呈现给系统的后续环节

或值机人员等，以便进一步进行各资源的协同配合和及时处置。

这其中也包含了传输租存储的数据的不可篡改的要求。

3.0.3 按照项目管理和质量管理的理念．风险评估是安全防范系

统的建设和使用过程中的重要活动。除在安全防范工程立项和

（或）设计阶段通常需要进行风险评估外，在安全防范仁程施仁、验

收和运行等阶段也需要对系统建成后的次生风险和新生风险进行

评估。

安全防丧Et程建设中的风险评估应至少包括风险识别、风险

分析和风险确认气个环节。

3. 0. " 安全防范工程巾使用的设备、材料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安全

防施工程的质量租安全防范系统的效能。问此．根据国家《强制性

产品认证管理规定》，列入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 iiE ）目录的设备

和材料．均应经认证合格后方可在T：程巾使用。未列入强制性产

品认证（ 3C 认证）目录的．但制定了强制性同家标准或强制性行业

标准的设备和材料．均应按相应标准检验合格后方可在 i·＿程中

使用。

3.0.6 对于普通风险保护对象的安全防范t程．建议进行t程

检验。

安防 l：程检验资质是指检验机构所具有的从事安全防范E程

检验所需的基本条件和技术能力．包括获取的资质证书和l授仅范

围．资质证扫一般 1if 包括为：（、MA 、 CAI，、 C'.\IAS. 各资质的授权能

力范围主要是Jl'i 能力、 Ii法、项日和涉及的标准， i亥机构能力也围

必须包含本标；任以及在本标准中相关的其他标准内容．如金融、小

区、博物馆等领域的同家或行业标准及电磁兼容等的方法标准。

3.0.7 为确保安全防范工程的建设质量．应在工程竣士后由验收

组对工程进行独立验收。验收内容通常包括施工验收、技术验收

及资料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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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运行维护保障体系和长效工作机制是安全防范系统正常

运行和持续发挥安全防范效能的基本保证，通常包括人员、经费、

制度和技术支撑系统等多个方面。

3.0.9 安全防范系统风险防m能力的持续有效发挥．是安全防范

工程建设的核心目标．而系统运行期间的质量监督与管控．则是实

现这个目标的基本保证。如果安全防范实际需求发生变化，应重

新进行风险评估．并针对风险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在系统运行

过程中，定期或不定期的进行系统效能评估，可以为系统是“继续

使用”或“刑级改造”或“报废与新建”提供决策依据。

实际上，安全防范系统运行与维护通过对系统局部（设备、部

件）的检查、监测、维修、更新从而保持系统功能性能的过程．也包

含了对系统局部（设备、部件）的效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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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

4. I 凤险防范规划

4. I. I 本条条文说明如下：

I 保护对象可以是保护单位的整体范围，也可以是保护单位

中的一个或多个部位和I （或）区域，或者是需要保护的具体目标。

具体保护目标可以是重要的人和（或）物．也可以是各类系统以及

组成系统的重要设备和（或）部件等。

2 本款条文说明如下：

( 1 ）对于保护单位的整体范罔来说，安全需求通常包括防入

侵、防盗窃、防抢劫、防破坏、防爆炸等。

(2）对于保护部位和（或）区域来说，安全需求通常包括防止对

部位和（或）区域的入侵或接近、窃听或窃视等。

( 3 ）对于物品目标来说，安全需求通常包括防止被接近、被触

及、被移动、被盗窃、被破坏、被损毁等。

(4 ）对于人员目标来说，安全需求通常包括防止被接近、被伤

害等。

( 5 ）对于需要保护的系统和（或）设备和（或）部件来说，安全需

求通常包括防止由于各种人为的破坏或攻击，导致系统和（或）设备

和（戎）部件出现故障、重要业务中断、出现影响安全的异常状态等。

4. I. 2 本条条文说明如下：

I 风险识别通常应考虑针对保护对象的风险类型、风险来源

与方式等。

本标准所关注的风险类型包括窃听窃视、内部破坏、非法隐蔽

进入、非法强行闯入、暴力袭击、汽车炸弹攻击、寄递炸弹攻击、投

掷炸弹攻击、远射武器攻击、气体污染、水源污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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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来源与方式通常要考虑防范对象的人员数量及其个人能

力．使用的攻击工具，如常规工具、便携式工具、暴力器具或武器

等，以及攻击的方法，如交通工具、多人合作等方式。

风险识别结果通常形成全面的风险列表。

2 风险发生可能性和后果严重性通常按不同等级进行划分，

例如：

风险发生可能性可分为：几乎不可能、很小、偶尔、很可能、经

常五个等级。

风险后果严重性可分为：很小、小、一般、严重、非常严重五个等级。

3 进行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价，通常先要根据法律、政策、标准

和专家经验等预先设定风险准则，例如通过风险矩阵将风险发生

的可能性和后果进行组合，确定各种风险的等级。风险等级的级

别根据实际需要而定，例如可分为低、中、高三个等级．也可分为很

低、低、中、高、很高五个等级，或者采用其他方式表示的等级。

可根据风险的组合，结合风险准则，确定保护单位、部位或区

域、目标的风险等级。

4 针对风险评价输出的结果，安全防范王程建设等单位可对

部分风险进行忽略和容忍，对部分风险采取风险规避（如取消导致

风险的活动，消除风险源）或风险转移（虫n改变导致风险的活动场

所）等措施，进而明确安全防范工程需要防范的具体风险。

4. 1. 3 本条条文说明如下：

I 本款第 4 项条文说明如下：

4）以对抗非法隐蔽进入的设计为例：

实体防护可选择设置周界围墙、金属铁丝网、栅栏等。防止单

人徒手翻越的围墙高度至少应为 2. 5m；防止双人叠加翻越的围墙

高度至少应为 4m。金属铁丝网或栅栏应具有防攀爬措施且宜同

步设置振动入侵探测装置。

入侵探测应针对所要探测的翻越、穿越、挖洞等不同行为．选

择设置不同类型的产品，如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振动入侵探测



器、光纤振动入侵探测器、甚低频感应入侵探测器、泄漏电缆等。

人防响应能力应满足安全管理需要。

根据需要，也可选择同时兼具实体防护和入侵探测功能的张

力式电子围栏或脉冲式电子围栏。

视频监控应对周界进行全覆盖，视频监视区域应避免树木等

物体遮挡，监视效果应至少能看清周界范围内人员的活动情况。

可选择采用具有视频图像智能分析功能的系统和设备，对地面上

的人员入侵行为探测报警。

5 本款第 2 项和第 4 项条文说明如下 2

2）对小型固定目标，可考虑采用保险柜（箱）、防砸（弹）玻璃柜

等措施。

对移动目标，如重要人员．可考虑采用防弹衣、防刺服等措施；

对移动物品可考虑采用保险柜（箱）等措施。

4）如文物交接、运钞交接全过程监控，重要人员保卫等应确保

对保护目标的持续跟踪监控。

6 人员密集、大流量的人员出人口、通道等处是容易发生拥

挤、踩踏事故的区域，因此，在这些部位和区域进行出入口控制、加

国围挡物防设施外，采取人员疏导和快速通行措施，主要是防止发

生人员拥挤、踩踏等事件。

4. 1. 4 本条第 7 款条文说明如下：

7 如数据的加密传输和存储、传输路由多物理路径配置、数

据存储的异地灾备等。

4.2 系统架构规划

4.2.2 本条条文说明如下：

I 安全防范系统通常由实体防护系统和（或）电子防护系统

陶成。根据需要，安全防范系统还可配置对这些系统进行集成的

安全防范管理平台。

2 实体防护系统通常由天然屏障和（或）人工屏障和（或）防

• I 32 • 



护器具（设备）等构成。

( 1 ）本条文包含三个层面的要素：①要充分利用天然屏障：

②建（构）筑物主体要与附属工程进行综合设计：③要对周界、具体

防护目标进行针对性设计。

(2）天然屏障是指由天然而成的能够阻止进入、妨碍穿越、遮

挡视线等功能的屏障，例如：山谷、丘陵、河流、丛林、沙漠等自然地

貌和地形以及植被。

( 3 ）人工屏障包括建（构）筑物主体及其附属设施（如配套的道

路、景观等）以及针对周界和具体保护目标所设置的罔墙、栅栏等

防护设施。

(4 ）对于建筑物而言，建筑主体一般指供人们进行生产、生活

或其他活动的房屋或场所。建筑物的主体工程包括：地基与基础

分部工程、主体结构分部工程、屋面分部工程、楼地面分部工程、门

窗分部工程、装饰装修分部工程六大部分。

( 5 ）建筑工程的附属工程包括：①与建筑物配套的罔墙：①室

外排水设施（排水沟、排水管、检查井）；③园林景观工程：道路工

程、绿化工程、景观工程（含景观灯饰、室外照明灯）；④挡土墙、室

外土石方等；⑤室外通道、楼梯：⑥停车场、车棚、垃圾站等。

3 电子防护系统可由一个或多个子系统构成 c 屯子防护系

统的子系统通常包括入｛圭和紧急报警系统、视频监控系统、 ~I\ 入 L-l

控制系统、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防爆安全检查系统、电子巡

查系统和I楼寓对讲系统等口

电子防护各子系统的基本配置包括前端、传输、信息处理 l控

制／管理、显水 f 记录等单元。不同的子系统，其各单元的具体设备

构成有所不同 Q

4.2.3 这些资源、通常包括基于安全防范系统专用传输网络也设

的安全防范各子系统和（或）其他子系统信息资源．也可以包J币基

于其他政府／行业／企事业单位专网和（或）互联网建设的其他安防

系统和（或）其他业务系统的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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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条文说明如下：

其他子系统是指与安全防范系统有密切关系的应急对讲

系统、应急广播系统和应急照明系统等。

一个具有横向集成和纵向级联功能的安全防范系统架构

4.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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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其他业务系统是指火灾报警系统、相关数据库等其他

信息系统。

图中的安全防范前端设备主要是指摄像机。比如在公共安全

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中，要将各行业领域自建的涉及公共区域

的视频图像信息联网，有的行业涉及公共区域的摄像机很少，有可

能采用这种接入方式联网。

4.2.5 传输网络依据传输技术的不同，可分为有线网络、无线网

络及其泪合网络。有线网络按照传输介质的不同，可分为光纤网

络和电缆网络。

本标准推荐安全防范系统的主干传输网络优先采用独立设置

的光纤网络。在目前的安防工程中，常见的主干传输网络是专用

的 IP 光纤网络。

系统传输的通信链路指标包括传输衰耗、网络带宽、延时、延

时抖动和丢包率等。

4. 2. 6 根据安全管理需要，安全防范系统可以涵过一个安全防范

管理平台实现对各安防子系统以及其他子系统的集成，也可以将

一个或多个安全防在管理平台的信息向上级联，形成多级联网，实

现信息的汇聚与共享。

4.2.8 数据存储管理模式可分为分布存储分布管理、分布存储集

中管理、传统集中存储集中管理、云存储管理等多种模式。

分布存储分布管理模式是指各子系统独立存储自身数据，独

立管理界面，各自授权。

分布存储集中管理模式是指各子系统独立存储数据，独立管

理，但可以提供统一的集成界面，集中管理所有数据。

传统集中存储集中管理模式是指对各子系统的数据集中一个

地点存储、由统一的管理平台进行管理授权，各子系统可以直接控

制到各自所属的数据，但系统不可分割。

云存储是指通过集群应用、网格技术或分布式文件系统等方

法，将网络中大量各种不同类型的存储设备通过应用软件集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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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协同工作，共同对外提供数据存储和业务访问功能的一个系统，

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并合理调配存储空间。

云存储管理模式是指通过云存储架构对各子系统的数据进行

统一存储管理。物理上，这些数据的存储地点可以集中在一起．也

可以分布在多地，但数据的完整性一致性高，由统一的管理平台管

理，具有更高的数据 1/0 能力，便于后续的大数据共享应用。各

子系统可通过云存储专用接口对相关数据进行访问。

4.2.9 安全防范系统或设备的供电可以来自市电网（这是大多数

的情形h可以来自光伏装置，也可以是干电池等。

安全防范系统的供电模式可以分为本地供电模式、集中供电

模式和棍合模式。

在集中供电模式下，主电源或备用电源由监控中心统一接入，

涵过配电箱／柜和供电线缆将电能输送给安防系统前端负载，根据

需要可在各局部区域进行再分配。

主电源和备用电源均可采用本地供电模式。主电源的本地供

电模式可以是市电网本地供电模式，或独立供电模式，或其他

类型。

市电网本地供电模式可直接将安防系统各前端负载就近接人

配电箱／柜，由供电线缆将电能输送给该部分安防负载设备。

在独立供电模式下，通常由原电池等非市电网电源对安防负

载一对一的供电。此类配置一般不再配置备用电源。

安全防范系统或设备的供电的保障措施是从可靠性的角度提

出，它既可以用高可靠水平的可控的主电源单一供电，也可以在主

电源的基础上配置自备的备用电源。前一种情形，主电源系统中

往往可能具有自备发电机或 UPS，且可以由安全防范系统发出指

令启动接入等。

4.2.10 接口协议通常包括各子系统前端设备与安全防范管理平

台之间的接人协议；安全防范各级管理平台或分平台之间的信息

传输、交换、控制协议；安全防范管理平台与其他业务系统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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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交换服务接口协议等。这些接口协议的统一是安全防范系

统、设备互联互通以及信息共享应用的基础。

4.2.11 视频智能分析系统可实现对视频图像中的人员、车辆、物

品和事件等对象的外形特征、行为特征、数量等进行分析和结构化

描述、检测和识别判断，还可实现视频图像的摘要和浓缩、增强与

复原、智能检索等处理与深化应用。

4. 2. 12 运行维护管理平台（运行维护管理系统）可实现对安全防

范系统、设备、用户、网络、业务等进行综合维护管理的功能，以保

障安全防范系统、设备以及网络的正常运行。

运行维护功能一般包括设备信息及生命周期管理、设备／软

件／链路监测、视频图像质量检测、用户和日志管理以及对设备接

入率／在线率／完好率、故障排除率、系统链路可用率、运行维护日

志完整率等指标进行统计分析等。

4.2.13 安全防范系统的安全策略是整体策略，既包括传统意义

上的传输网络和数据安全要求，又包括对接入设备的安全要求以

及网络边界安全要求。要整体解决系统安全问题，需要采取多种

管控措施，以实现安全防范系统的用户身份认证、设备接入认证、

密钥管理、权限管理、加密解密、访问控制、审计、数据源可追溯、控

制信令的完整性验证以及传输网络安全监测等功能。

边界安全交互系统是在安全防范系统专用传输网络的边界建

立的网络间信息交互的安全隔离措施。安全防范系统专用传输网

络与互联网之间进行信息交互时，应采用安全隔离、信令协议层安

全控制加上端口防攻击监测等措施来确保安全。安全防范系统专

用传输网络与其他政府／行业／企事业单位专网进行信息交互时，

考虑到政府／行业／企事业单位专网已经与互联阿进行了逻辑隔

离，则应采用信令协议层安全控制等措施。

4.3 人力防范规划

4. 3. 1 人力防范规划应充分体现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探视t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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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反应相协调的原则。根据了据调十 T&w. 豆T础和物防的延迟

能力，合理配备和部署－人力资源。人力资源的配备和部署应保障

系统正常运行操作的需要以及应急反应和现场处置、对抗的需要。

4.3.6 安全管理人员、系统操作人员和设备使用人员应定期和不

定期接受各种必要的安全防范系统和设备操作的培训，不断提高

相应人员能力和素质。对于日常运行租使用操作的活动．应能使

有关人员达到完全熟练的程度。对于安全检查人员应具有良好的

识别知识．能够快速在众多份查物品中及时准确地发现危险爆炸

物或者其他口［疑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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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建设程序

5. 1 一般规定

s. 1. 1 安全防范工程建设程序如佟1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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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 2 安全防范E程建设程序示意图（续）

本示意图是综合工程建设相关管理部门对项目立项及工程设

计、施工、验收的有关规定，结合安全防范工程检验及系统运行维

护等实际需求绘制的。
• 160 • 



工程施工阶段，建设单位可根据需要，委托具有相应能力的监

理单位对工程建设进行监督管理。

根据《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 2016 年版叫“ 5

专项设计”规定，智能化专项设计根据需要可分为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及深化设计四个阶段。由于安全防范工

程的建设规模、系统复杂程度差异性较大，并不是所有的丁－程

都需要进行深化设计。若施工图设计能够满足工程施工需要

时，可不进行深化设计，施工单位按照施工图设计文件直接施

工即可。

工程检验验收及移交阶段，建设单位可根据需要，委托具有安

防工程检验资质且检验能力在资质能力授权范围内的检验机构对

工程质量进行检验。

5.2 项目立项

5. 2. 1 项目建议书是建设单位或项目法人针对新建、改建、扩建

安全防范工程向其主管部门申报的书面申请文件，为工程建设的

立项提供依据。

项目建议书应结合建设单位的安全防范现状，着重分析原有

安全防范措施的差距和不足，提出安全防范的实际需求．突出安全

防范工程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

项目建议书应简练概括地表达建设项目的主要内容．包括项

日概况、安全防范现状描述、项目建设的必要性、需求分析、项目建

设的条件、建设依据、建设方案综述、系统概要设计、项目机构和人

员、项目建设进度安排、投资额度及资金筹措、效益与风险分析、结

论和附件等。

项目建议书文本的形式可以是文字描述，也可以是文字结合

图形描述。

项目建议书编制深度参见现行行业标准《安全防范工程技术

文件编制深度要求》GAIT 1185 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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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在安全防范工程建设项目投资决策前，通过安全管理需求

分析、市场分析、技术分析和财务分析等，对安全防范工程建设项

目的技术可行性与经济合理性进行分析、论证和综合评价。建设

项目可行性研究的输出为可行性研究报告。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单位对报告的质量负责。

可行性研究报告应细化项目建设需求、建设方案和风险分

析等内容。对于复杂和特殊工程，应对影响安全防范系统功能

或性能的技术路线、主要设备选型等内容进行必要的多方案

比较。

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对项目建设规模、技术、工程、经济等方面

进行分析，完成包括技术选型、系统建设、人员组织、项目周期、实

施计划、投资与成本、效益及风险等的论证、计算和评价，选定最佳

建设方案。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深度参见现行行业标准《安全防范工

程技术文件编制深度要求》GA/T 1185 的相关内容。对于代

初步设计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其编制深度应满足初步设计的

要求。

5.3 工程设计

5. 3. 1 设计任务书是确定安全防范［程建设项目和建设方案的

基本文件，是设计E作的指令性文件。

设计任务书可以由建设单位编制，也可以由建设单位委托具

备相应能力的设计／咨询单位编制。由设计／咨询单位编制的设计

任务书，必须经建设单位确认、盖章。

设计任务书的主要内容包括任务来源、编制依据、政府部门

的有关规定和管理要求（含防护对象的风险等级和防护级别人

t程建设地概况、建设单位安全管理现状与要求、工程建设指导

思想、工程建设目的及内容、保护对象和防范对象、安全需求、安

全防范工程需要防范的风险、安全防范系统功能和性能要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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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防范工程建设特殊性要求、技术培训要求、质量保证及售后服

务要求、工程建设投资控制额及资金来源、工程建成后达到的预

期效果等。

设计任务书编制深度参见现行行业标准《安全防范工程技术

文件编制深度要求》GAIT 1185 的相关内容。

5.3.2 建设单位根据相关的政策法规要求，委托或通过招投标择

优选择设计单位并签订设计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进行下列t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

招标：

（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

的项目；

（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同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

（＝：）使用同际组织或者外同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

前款所列项日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由国务院发展计划部

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报同务院批准。法律或者国务院对

必须进行招标的其他项目的范围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丁．程设计招标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必须招

标的t程项目规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 16 号令）的相关

规定。

根据国家保密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在涉及国家秘密的

保密要害部门部位开展的安全防范t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不得

进行公开招标。

5. 3. 3 现场勘察应按本标准第 6. 2 节执行。现场勘察报告经参

与勘察的各方授权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作为正式文件存梢。

5. 3. 4 初步设计说明包括项目概况、需求分析、设计依据、风险评

估、系统总体设计、功能设计、信息传输设计、供电设计、系统安全

性设计、系统可靠性设计、系统电磁兼容性设计、系统／设备环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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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性设：「、监控中心设计等。

初步设计图纸包括总平面图、系统图、设备器材平面布置图

（安全防范专项设计适用）、系统干线路由平面图、监控中心／设备

机房布局图等。

主要设备和材料清单包括系统拟采用的主要设备名称、规格、

主要技术参数、数量等。

工程概算书中的费用构成、计价方式等按照国家相关规定

执行。

初步设计文件编制深度参见现行行业标准《安全防范工程技

术文件编制深度要求》GAIT 1185 的相关内容。

5.3.5 初步设计评审一般由一定数量的安防技术、经济等方面的

专家组成评审专家组，对初步设计的适用性、合理性、先进性、实施

计划、概算和预期效果等方面进行评审。

初步设计评审的主要内容包括：系统设计内容是否符合设

计任务书和合同等要求；现状和需求是否符合实际情况；系统

总体设计、结构设计是否合理准确；系统功能性能设计是否满

足需求；系统设计内容与相关法律法规、现行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和地方标准及工程建设单位或其主管部门的有关管理规

定等的符合性审查；实施计划与王程现场的实际情况和建设单

位的要求满足性审查；初步设计文件质量、深度的符合性

审查。

5.3.6 施工图设计是在评审通过的初步设计文件基础上，通过

与其他专业的配合及设计计算，采用文字和图纸的方式详细、量

化、准确地表达建设项目的设计内容，是指导项目实施的重要

依据。

若工程现场环境、保护对象、安全需求等变化较小，且初步设

计前编制的现场勘察报告能够满足施工图设计需要，施工图设计

时可不再进行现场勘察；若工程现场环境、保护对象、安全需求等

变化较大，且初步设计前编制的现场勘察报告无法满足施工图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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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需要，施工图设计时应进行现场勘察。

5.3.7 施工图设计说明包括工程概况、需求分析、设计依据、系统

设计（系统的用途、结构、功能、性能、设计原则、系统点位表、系统

及主要设备的性能指标等人各系统的施工要求和注意事项（包括

布线、设备安装等人设备主要技术要求及控制精度要求、防雷接地

及安全措施要求、节能及环保措施、与相关专业及市政相关部门的

技术接口要求及专业分工界面说明、各分系统间联动控制和信号

传输的设计要求、实体防护设计等。

施工图设计图纸包括总平面罔、系统图、设备器材平面布置

图、传输管线罔、监控中心／设备机房／竖井布置图、设备安装图、设

备接线图、设施结构设计图（设备基础、杆件、管道、警井等）。

设备材料清单包括设备材料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产

地等。

工程预算书中的费用构成、计价方式等按照国家相关规定

执行。

施工图设计文件编制深度参见现行行业标准《安全防施工程

技术文件编制深度要求》GAIT 1185 的相关内容。

5.3.8 施工图审查是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简称，是指施工图审

查机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施工图涉及公共利益、公众安全和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内容进行的审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负责全国的施工图审查管理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的施工图审查工作的具

体实施和监督管理工作。

施工图审查是政府主管部门对建筑工程勘察设计质量监督管

理的重要环节，是基本建设必不可少的程序，工程建设有关各方必

须认真贯彻执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建设
单位应当将施工图设计文件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审查。

2013 年 4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



《房屋建筑相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

（住建部令第 13 号），第三条规定：国家实施施仁罔设计文件（含勘

察文件，以下简称施工罔）审查制度。施工阁未经审查合格的．不

得使用。

5.4 工程施工

5. 4. I 建设单位根据相关的政策法规要求．委托或通过招投标择

优选择施工单位并签订工程合同。

《中华人民共初同招标投标法》第〈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

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

（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

的项目；

（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

（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同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

前款所列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由国务院发展计划部

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法律或者国务院对

必须进行招标的其他项目的范围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必

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 16 号令）的相

关规定。

根据国家保密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在涉及国家秘密的

保密要害部门部位开展的安全防范工程建设，工程施丁，和监理不

得进行公开招标。

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名称和内容、双方责任与义务、技术和质量

要求、进度要求、合同金额及付款方式、检验验收标准和方式、人员

培训｜｜、售后服务、违约责任、合同生效及争议处理、合同终止、不可

抗力等内容。合同附件包括设计方案、中标通知书、招标文件、投

标文件、双方认定的其他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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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工程施工阶段提供监理服务的工程，建设单位应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委托或通过招投标择优选择监理单位并签

订监理合同。

5. 4. 2 根据《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 2016 年版）》

巧 专项设计”规定，智能化专项设计根据需要可分为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施工罔设计及深化设计四个阶段。深化设计应满足设

备材料采购、非标准设备制作、施工和调i式的需要。

若工程现场环境、保护对象、安全需求等变化较小．深化设计

时可不再进行现场勘察；若工程现场环境、保护对象、安全需求等

变化较大，深化设汁时应进行现场勘察。

5.4.3 深化设计单位由建设单位根据相关的政策法规要求，委托

或通过招投标择优选择。深化设计单位需具备工程深化设计的能

力，可以是施工图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或其他单位。

5.4.4 深化设计文件中涉及公共利益、公众安全和工程建设强制

性标准的内容发生变化时，建设单位应根据政策法规要求将相关

资料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重新审查。

5. 4. 5 设计交底是由项目管理机构组织施丁．单位、监理单位

参加，由设计单位对施工图纸内容进行交底的一项技术活动，

其目的是使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正确贯彻设计意图，加深对设

计文件特点、难点、疑点的理解，掌握关键工程部位的质量要

求，确保工程质量。设计交底通常分为图纸设计交底和施工设

计交底。

图纸设计交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施工现场的自然条件、工程

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等 z设计主导思想、建设要求、使用的标准规

范；系统设计、设备选型及系统功能性能要求；管线施工、设备安装

要求；工程中使用的设备材料的要求，对使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

艺的要求；施工中应特别注意的事项；设计单位对监理单位和施工

单位提出的施工图纸中的问题的答复等。

施工设计交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z施工范围、工程量、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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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验方法要求 F施工图纸的解说；施工方案措施；施工工艺和质

量、安全的保证措施；工艺质量标准和评定办法；技术检验和检查

验收要求：技术记录内容和要求：其他施工注意事项等。

5. 4. 6 施工过程中发生的设计变更或工程洽商，应该经过项目管

理机构、设计／监理单位及施工单位共同确认。

5.5 工程初步验收与试运行

5. 5. 1 技术培训是安全防范E系统建设的重要环节，也是系统使

用、管理和运行维护的重要基础。技术培训的目的是使值机人

员熟悉系统的功能性能和操作使用方法，使系统管理人员掌握

系统的运行管理和维护技能．从而充分发挥系统的安全防护

效能。

技术培训大纲由项目管理机构会同项目专家组、施工单位等，

根据项目特点和系统使用、管理需求共同制定。培训大纲、课程设

置及培训方案经评审、批准后，由施工单位按照培训计划对系统值

机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技术培训。

技术培训的内容一般包括计算机技术基础、硬件安装、软件安

装、操作使用、系统管理和维修维护等培训。

5.5.2 有监理单位参与的工程，由监理单位组织项目管理机构、

施t单位、设计单位等进行初步验收；没有监理单位参与的工程，

由项目管理机构组织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等进行初步验收。

初步验收包括对工程施工资料检查评价、核对系统安装的设

备型号和数量、对系统功能和性能检查评价、对系统施工质量进行

检查评价等工作。

5.5.3 系统试运行的目的是验证系统与建设目标的符合性、发现

系统存在的问题、优化完善系统的功能性能等。

值机人员或系统管理员应详细记录系统运行情况（参见表 1 ）。

系统试运行记录应完整、翔实，试运行期间发现的问题应及时

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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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系统试运行记录衰

工程名称

建设（使用）单位

设计单位

施t单位

监理单位

序号 日期／时间 试运行内容 试运行情况 备 注 值班人

注：（ 1 ）系统试运行情况栏中．正常打．．、／

常情况时．在试运行情况栏中简要记录异常现象．并在备注栏中详细记录

处置措施、实施人员、处置时间等。

( 2）系统有入侵和紧急报警部分的，报警试验每天进行一次。出现误报警、漏

报警的．在试运行情况和备注栏内如实填写．

试运行期间，值机人员、系统管理员等以建设（使用）单位的相

关人员为主，由施工单位技术人员提供全夭候的配合保障。

5. 5. 4 试运行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系统建设概述、试运行起始

和结束日期、试运行是否正常、功能性能是否符合设计文件和合同

要求、故障产生的次数和原因、排除故障的方法和时间、维修服务

是否符合合同约定、试运行综合评述等。

5.6 工程检验、验收及移交

5. 6. 1 少数非主要项目未按工程合同和设计文件要求全部建成，

由建设单位与设计、施工单位协商，对遗留问题有明确的处理方

案，经试运行基本达到设计和使用要求并经建设单位确认后，也可

视为竣工。

竣工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工程概况，安装的主要软硬件及其

相应功能，是否延期、延期原因及延期处理结果，变更情况、变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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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结果，试运行情况，遗留问题及处理意见，自我评估等。

5.6.2 竣工文件是建设项目完成后形成的、真实反映项目建设全

过程和项目真实面貌的文件集．是项目建成后系统运行使用、维护

保养、改建与扩建等工作的基础资料。

竣工文件包括建设项目立项审批文件、工程合同、设计文件、

施工文件、验收证明文件、使用／维护手册、技术培训文件和竣工图

纸等。竣工图纸包括图纸目录、设计说明、图例、总平面图、系统

阁、设备器材平面布置图、系统布线图、监控中心／设备机房布置

图、主控设备布置图、设备接线图、施工大样图等。

5. 6. 3 全国多个地区针对安全防范工程建设制定了相应的条例

和管理办法，确定了安全防范工程检验的必要性。同时，在现行的

多个行业标准中也提出了安全防范工程检验的要求，如 GA 858 、

GA 837 、GA 1016 、GA 793. 1 等。

5.6.5 竣工文件编制深度参见现行行业标准《安全防范工程技术

文件，编制深度要求》GAIT 1185 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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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程设计

6. I 一艘规定

6. I. 2 防范恐怖袭击的重点目标的安全防范工程设计除对重点

保护对象进行防护外，还应重点针对人员密集的公共区域进行防

护设计。

6. I. 3 本条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安全防范工程的建设

是为了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其中保护人

的生命安全是第－重要的。当紧急情况发生时，如果人员疏散和

逃生的需要与保护财产安全的安全防范效能发生矛盾时．系统设

计应满足人员疏散通道疏散和逃生的需要。

6. I. 5 本条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本标准定义的安全

防范主要包括社会治安防范和反恐防也。特别是针对恐怖袭击

的安全防施工程设计时．除了要考虑安全防泣系统传统的探测、

延迟、反应能力外，还要结合人力防范能力．自己备必要的个人防

护装备、有效的防御设施以及与恐怖分子对抗的装备等。因此．

反恐防范的安全防范工程设汁应体现威慑、探测、防御、致胜四

个要素。

6.2 现场勘察

6. 2. I 本节的“现场勘察”有别于工程建设界泛指的“地质水文勘

察”，仅指进行安全防范工程设计前．对保护对象所进行的、与安全

防范工程设计有关的各方面情况的了解和调查。现场勘察是安全

防范仁程设计的基础。因此．在进行安全防范工程设计前．进行全

面的现场勘察、详细记录勘察情况是必要的。

6.2.2 现场勘察的内容一般包括：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物防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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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人防条件、气候（温度、湿度、降雨量、霜雾等）、雷电环境、电磁

环境等。

6.3 实体防护设计

6. 3. 2 实体防护是实现安全防范系统延迟和阻挡能力的主要手

段。实体防护设计应按照探测、延迟、反应相协调的原则，综合考

虑人力防范的反应能力，采用适宜的实体防护措施，保障延迟时间

满足公式 T附十 T,, .._ !S二 Tsil;u; 的要求。

6. 3. 3 实体防护系统应安全、稳定和可靠，如应考虑避免实体屏

障运行中对非入侵行为人的伤害。

实体防护的耐久性应根据安全防植管理、使用环境等要求进

行设计．如根据室内和室外、使用环境、使用年限等的要求．选择不

同的材质材料、表面处理工艺等。可参考现行国家标准《隔离栅》

GB/T 269,11. I 及相关标准。

实体防护中使用的屏障应进行模块化、标准化的设计同时通

过工厂机械化的生产，便捷的现场组合安装。建筑结构应符合同

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具有内动或远程控制开启和l关闭功能的实体屏障．如电动门、

液 fl＜.防撞柱、液压防撞翻饭等．应能够与 lt他子系统的进行联动

设计－ 0 

6.3.5 周界实体防护设计是指针对保护对象外罔周界所进行的

实体防护设计－，是安全防范纵深设计的第一道防线。设计时应在

建筑选址、建筑总平面规划设汁时利用夭然屏障对保护对象的

防护。

实体屏障一般分为天然屏障和l人士屏障两大类。天然屏障是

指能够阻止进入、妨碍穿越、遮挡视线等的自然屏障．如山谷、丘

陵、河流、丛林、沙漠等自然地貌和地形以及植被。人 I：屏障是指

建筑景观、建（构）筑物等人I设计建设的、可以阻止进入、防撞、防

爬、防破坏等的屏障．如护城河、绿化带、围栏、栅栏、建（构）筑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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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以及相应的墙体、大门等。

车辆实体屏障是指用于限制或阻挡车辆擅自进入以及防止车

辆撞击的各类人工建造或加工制造的实体屏障，例如：防撞墙、防

撞柱、防撞敬、液压防冲撞翻板、液压防防冲撞柱等。

6.3.6 本条条文说明如下：

1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周界实体屏障应根据

被保护对象所在的位置或其所在建（构）筑物及其场地条件设置。

条件允许时，周界实体屏障宜独立设置，不采用建筑物作为周界实

体屏障。

周界实体屏障应远离可供人借助攀爬的物体和设施，如立杆、

树木、建（构）筑物、路灯杆、电线杆等。

屏障设置的位置以及与保护对象的距离，应综合考虑入侵行

为和实施处置的路径与时间的关联关系的合理安全距离。

2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有防爆安全要求时，

应根据防范爆炸物的种类、当量、爆炸破坏力等进行计算，设计实

体屏障与保护对象间适宜的安全距离。

3 一般情况下，在被保护对象所在保护区域最外罔设置单层

屏障。

重要保护对象或保护对象区域较大、多个保护对象且防范级

别不同时．应按照不同的区域、不同防范级别、进行纵深多层周界

实体屏障设计。

清除区是指存在于相邻实体屏障之间的无障碍区域．没有便

于入侵对象借助进入的构筑物或其他设施，没有视线遮挡，一般用

于巡逻和观察、延迟、阻挡入侵行为。

周界实体屏障组合应用指在紧贴围栏、栅栏、罔墙的内、外侧

增设其他形式实体屏障增强防穿越能力．在某顶部增设防攀爬的
实体屏障．在其地下基础Ii增设防挖掘的实体屏障．最终实现周界实

体屏障的多种防护能力。

应根据周界地形环境（如山坡、河道、涵洞、桥梁、管廊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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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选择不同的实体屏障类型，并满足周界均衡防护的要求。

保护对象所在的地理环境和场地条件十分复杂时，应根据

场地和环境选择最合适的实体屏障形式，达成均衡防护的日的。

例如：在有天然河道的旁边．实体屏障的防护性能可以适当减

弱。在有坡度的地形，实体屏障的高度应保证有效防护高度的

一致性。

4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周界实体屏障是保护

对象最外层防护于段，其设计功能主要包含防攀越（徒手、借助工

具）、防穿越（敲击、剪切、撬、撞击、钻孔、挖掘、爆破等破坏实体屏

障后）、防窥视（信息、情报等泄露）等。

实体屏障应选用元着力点、支撑点、抓握点的结构形式，以有

效提高防攀越能力。

实体屏障的防护有效高度一般不低于 1. Sm，其防攀越的能力

与屏障的高度成正比关系。封闭式周界屏障是砌筑墙时，其高度

必须不低于 2. 2m，顶部应设有防护装置，例如刺铁丝、刺刀圈等。

仅使用刺铁丝时至少兰股及以上，顶部防护装置应向外呈 45 度

角，增加屏障垂直高度不小于 lm.

周界实体屏障采用通透式钢筋焊接网屏障的，其网格尺寸面

积宜不大于 1250mm~ 且不能容纳成人 3 根手指伸入的抓握点以

及脚伸入攀爬的着力点。有防挖掘要求的基础通常采用条形基础

并深埋入地下 0. 9m 以上，采用独立基础时，两基础间埋设防挖掘

钢网。

防车辆撞击要求的实体屏障基础出地面高度不应小于 0. Sm, 

墙体宜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结构厚度不低于 500mm，墙体基础埋

入地下不低于 2000mm.

当有防投射物、防破坏要求时，实体屏障应具备相应的阻挡、

缓冲、改变投射物轨迹等防护能力。如通透式的实体屏障间隙应

不大于 12. 5mm（横向）× 75mm（纵向），同时，实体屏障的材质材

料和结构的强度还应满足防投射物杀伤力或破坏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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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透式实体屏障选用的材料材质、设计结构、空隙尺寸、链接

方式是防穿越、防攀爬性能的关键。通透式（可视）屏障可通过增

加其他实体设施进行防窥视性能设计。清除区内层应采用通透性

能较强的屏障。

通透式实体屏障应有防止人员穿越功能，竖向向实体结构间

隙应小于 l lOmm 并应能保证实体屏障的整体结构强度。其他有

特殊要求．比如防止小动物穿越的实体屏障．通透式实体屏障孔径

不应大于防范对象的头罔直径。

有防窥视要求时．通常不选用通透式实体屏障．或采取通透式

实体屏障和其他实体屏障联合设置，以遮挡视线。

为了确保清除i丘范围视线清晰．通常采用通透性较强的屏障。

5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穿越周界的河道、涵

洞、管廊等孔洞是容易被，忽略的安全防范的薄弱点，由于视频监控

和人力防范受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很难发挥出最佳的防范效能，因

此为保障保护对象的安全．在不影响建（构）筑物功能的前提下，设

置实体屏障和（或）实体装置对孔洞进行防护是很有必要的。例

如：采用防护栅栏、防护钢丝网等封闭涵洞和管廊、在河道的水下

设置防护栅栏阻止人员潜水进入、在水下建造桩或柱等阻止船通

行等。

6.3.7 本条对出人口实体防护设计做了规定。

1 出入口设计需要考虑与保护对象的安全距离，综合考虑通

道视野、坡度与方向、车辆进出转向等因素。尽量设置为车辆右转

向进入，避免车辆长驱直入。 IH 入口宽度尽量窄．宽度过大不利于

安防人员的反应处置。

安全岗亭可能设置在周界的出入口、转角以及建筑物或场地

中的位置。安全岗亭数量设置充分合理，其平面位置和高度应确

保没有视线遮挡和青区。

元人值守的出入口实体屏障的防护能力与周界实体屏障相

巧．避免 11 l 现安全防范的薄弱环节。 24h 有人值守的出人口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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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障，人防的威慑、阻挡、响应可以增强防护能力，实体屏障防护能

力可合理适当降低，以达到均衡防护的效果。

2 检查管理区可包括通行检查、等候初避让、拒绝通行回转

通道等功能区。

当有防车辆撞击、爆炸袭击的要求时，实体屏障应选择高强

度、高硬度的材质材料，屏障结构坚罔、安装牢固与稳定；应根据场

地地形设计采用仰角坡道、转向弯道进入、短通道、窄通道、＂S”弯

道等方式。必要时可设置车辆实体屏障迫使车辆进行吃”形行

进，减速带或其他减速装置进行限制车辆速度。

封闭式廊道可分为全封闭式和半封闭式（两侧封闭）。联动互

锁门通常与视频监控和出入口控制系统联合设置。

3 具有防人员穿越和攀越的 IH 入口实体屏障要设计有效防

护高度、结构与孔洞尺寸以及通行方式。

防止穿越、攀越的出入口实体屏障不能采用单杆式道闸和高

度低于 1. 6m 的伸缩门，其他形式的实体屏障的竖向结构的间隙

不得大于 0. 12m，地面 0. 4m 以上元蹬踏支撑部位。

防尾随设计要考虑实体屏障的通行空间与通过时间．可选用

适当类型的旋转门、兰辘闸门或联动互锁门，通常与电子防护系统

联合设置。

6.3.8 本条对车辆实体屏障设计做了规定。

1 被动式车辆实体屏降包括？昆凝土结构的墙体、柱体、水泥

墩等。被动式车辆实体屏障结构坚阁，可抵御移动车辆炸弹。

主动式车辆实体屏障包括防撞平移大门、平开门、防攘升降

柱、翻转平板路障机等。主动式车辆实体屏障可子、电动控制移

动、升降、翻转．自由布防。

2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目前，美罔和英同的

防撞测试以及级别划分，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测试标准。美国执行

ASATM F2656 标准．英同执行 PAS68 标准。

防冲撞能力的设计，如：遭遇设计载重车辆以设计速度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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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车辆被阻挡停止且穿越屏障行进距离不超过 lm 以及撞击碎

物飞溅距离小于 5m，车辆实体屏障本身可能发生损坏不能正常运

行。

3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车辆实体屏障与保护

对象的安全距离和防护效果具有正相关性，距离越远，防护效果

越佳。

6.3.9 本条对安防照明与警示标志做了规定 c

I 安防照明可起到威慑作用，可有效预防违法犯罪行为。据

实际应用数据对比统计分析．以及犯罪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罪犯通

常应择黑暗条件和场景中进行犯罪。随着环境光照度的上升，犯

罪率明显下降。

设置安防照明也可增加安保人员的可视植围，同时提高电子

防护系统的效力。

2 警示标志通常用于警告限制进入、引导控制授权进入、阻

止未经授权进入、排除意外进入保护民域。提示擅自侵入可能触

发警报或者导致意外伤害。

6. 3. 10 建（构）筑物的实体防护功能设计指从安全防袍的需求角

度，综合考虑建（构）筑物的功能、平面布置、建筑主面、建筑构造、

结构强度等方而的设计，使建（构）筑物中的场地道路、景观、停车

场、建筑内通道、房间、附属设施（管廊、管沟等人门窗等充分发挥

实体防护功能。

建筑物门窗包括建筑物通道门、室内门、建筑外窗、建筑内窗、

天窗等。

对已建的建（构）筑物成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功能区域划

分和实体防护方案设计。建（构）筑物本身为文物 llf. 实体防护设

i·t不应破坏建（构）筑物且本身，应采用施工简易、安装快速、新材

料等结构形式的实体防护设计－．宜与 11_!. 子防护（入侵探测、视频监

控）联合设置。

6. 3. 11 建筑总平面和空间布局规划设计l:H. 应充分考虑安全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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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的要求，进行建筑功能的设计和合理利用，可以节省安防工程的

投入和安防设计实施时无法弥补的缺陷。

I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建（构）筑物设计应避

免出人口、场地道路直通保护对象或其所在建筑物的大堂（门厅）。

车辆宜环形行驶靠近建（构）筑物，宜设计前广场、景观池（花坛）、

台阶为缓冲区．可摆放大型盆栽或石刻饰物以及其他车辆实体屏

障进行实体防护。

建（构）筑物场地道路与保护对象或其所在建筑物外侧墙体应

保持安全距离。可设置建筑景观灌木、绿篱或向建筑物外侧放坡

用于安全防护。

3 本款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为避免或减小易

燃、易爆、有毒、放射性等物质对人造成的危害．此类保护目标的

平面与空间布局应隐蔽并尽可能地远离人群：当布置在厂区或

库区时，最好选择单独偏僻区域：应尽量利用地形等自然屏障，

并避开易发生山洪、滑坡和其他地质灾害的区域：不应让无关人

员和物流通过库房区。同时．尚应遵循问家现行相关同家标准

及管理规定。

6.3. 12 本条对建（构）筑物结构设计做了规定。

3 本款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防爆墙体设计可参照

现行同家标准《人民防空地下室规范 »CB ;)0038 2005 的规定。

防爆墙体采用非燃烧材料．且不宜作为浓重墙．其｜耐火极限不应低

于 1H。防爆墙可采用配筋砖墙。当相邻房间生产人员较多或设

备较贵重时．宜采用现浇钢筋i昆凝土墙。配筋砖墙厚度应由结构

计算确定. {11不应小于 240mn1. 传强度不应低于 MlJ7. 5. 砂浆强

度不应低于 M5,

建筑外墙为玻璃幕墙时，玻璃外墙和l门窗的材质、厚度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玻璃幕墙和门窗抗爆炸冲击波性能分级及检测方

法》GB/T 29908 2013 中的相关要求。

4 本款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能够容纳防范对象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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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进入的建（构）筑物的洞口、管沟、管廊、吊顶、风管、桥架、管道等

是安全防范的薄弱环节，易被防范对象选择作为入侵点。为保障

保护对象的安全，在不影响建筑功能前提下，采用适当的实体屏障

或实体构件进行封闭和阻挡是十分必要的．例如：防护栅栏、防护

钢丝网、可闭锁盖板等。

6. 3. 日 本条对建筑门窗的设计与选型做了规定。

2 本款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选择防盗安全门和l防

盗窗等实体防护产品时，应根据保护目标的风险等级和安全防植

管理要求，按照国家现行标准选用相应安全等级的产品。在现行

国家标准《防盗安全门通用技术条件》GB 17565一 2007 中规定了

甲、乙、丙、丁四个安全级别；防盗窗目前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

准．但选用时也应考虑其防护能力与风险等级相适应，窗户加［采

用的玻璃、金属框架材料应具备相应的防砸、防破坏能力。同时．

防资门和防盗窗的安装与固定的构造和附件也要考虑防砸、防撬、

防凿、防切割等防护能力。

3 本款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目 前．现行公共安全

行业标准《防爆炸复合玻璃》GA 667~2006 、《防弹透明材料》GA

16S 2016 、《防砸透明材料》GA 84 l 2018 中分别对玻璃等防护

材料的防爆炸、防弹、防砸性能进行了规定并划分了等级。

"' 本款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在现行公共安全行业

标准《金库门通用技术条件》ι化’T 143 1996 以及正在制定的金

库门同家标准中．对金库门的防破坏、防火、防水等功能性能进行

了规定Jf划分了等级。

6. "' 电子防护设计

6. 4. I 本条条文说明如下：

I 安全防范管理平台是系统集成的关键要素．其本身应遵循

开放式协议对视频、音频、报警等各种信息资源进行集成及处理．

实现不同设备或／和系统间的信息交换．从而在平台内实现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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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动措施、应急预案和运行管理。

2 本款条文说明如下：

( 1 ）信息存储管理包括存储设置和备份策略。

存储设置：支持对信息的存储位置、存储时间、备份策略、整理

策略的设置。

备份策略：对系统的配置信息、用户信息、日志、报警记录等数

据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单级或多级、本地或异地等备份。

(2）检索是指从文字资料、事件信息等信息集合中查找到自己

需要的信息或资料的过程。为了进行检索，通常需要对资料进行

索引。安全防范管理平台事件记录资料需要提取单位、时间、地

点、类型或性质等作为索引．使其能成为检索点。

常见的报警信息检索的检索条件包括报警源、报警级别、报警

类别、开始时间、结束时间等。

常见的视频检索的检索条件包括时间、地点、设备、报警信息

等。用户可根据需要组合检索条件。

(3）根据检索的结果可以按需要进行回放。具有存储功能的

前端设备. ft：所存储的视音频数据应能够在线或离线回放。

3 用户权限分为闹大类：业务权限和管理权限。

权限管理一般包1i\ ：提供增加、修改、删除有l查询用户权限等

功能。系统可单独设也系统管理员．专门负责为每个合法用户分

配相应的权限。任何用户不得摘自更改权限、不得将其权限转授

给其他JH户。系统管理员除完成援权功能外．不得浏览、修改、删

除系统巾的任何其他数据．高优先级用户叮抢占低优先级用户所

占的资源。

通过用户与仅限管理．可以保证授权用户对资源的利用．保障

多HJ J'-• 并发访问时系统资源的可用性。

"' 目前条件下．安全防泣管理平行能够实现对基于 IP 传输

网络的设备进行统一编址、寻址、注册和认证。

通过运行维护模块或运行维护管理系统（平台）实现对实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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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设备的工作状态和网络链路性能等进行自动监测和故障报警，

通过定时巡检对非在线设备运行监测。

对设备的注册和认证是保障系统安全的措施之一。如果对系

统、设备、数据和网络的安全进行全面管控，通常通过安全管控模

块或安全管控系统（平台）实现。

在系统集成设计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不同时期、不同品牌、不

同厂家之间的设备和子系统集成，难以做到统一编址，所以本条是

推荐性条款。

5 安全防范管理平台能实现各子系统之间的联动．实现集中

的报警受理、报警联动、视音频调用、图像显示等。当子系统之间

联动时，可在安全防范管理平台上产生联动信息，如当产生入侵报

警时，弹出报警点位置，并弹出视频图像等。

6 系统日志包括运行日志和操作日志。运行日志能记录系

统内设备启动、自检、异常、故障、恢复、关闭等状态信息及发生时

间；操作日志能记录操作人员进入、退出系统的时间和主要操作

情况。

日志管理可以如实记录系统每天的运行情况．不仅可以对系

统运行状态、故障分析等提供依据，而且可以为各种案件的侦破提

供必要的线索。

7 对系统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分析，可定量与定性结合．生成

相应报表。报表的形式应结合各行业安全管理需求. nf多种多样．

宜采用图文并茂，趋势图等．易于比较分析。

8 安全防范管理平台具有校时功能．对服务器和具有汁时

功能的设备按程序进行自动校时，当系统内设备重新启动、应用

软件恢复工作或网络中断后重新启动联通时．应能自动进行系

统校时。

计时偏差包括两个方面：系统内的时间误差和系统与北京时

间误差。计时偏差应满足相关管理要求．一般情况下，系统内的时

间误差应小于或等于 lOs. 系统与北京时间误差小于或等于 30日。



9 安全防范管理平台需要针对报警信息进忖分类，有利于快

速判断足－再有警情；根据紧急程度和重要程度对报警信息进行分

级．有利于及时处置。

报警处置预案设计应流程化、具体化，针对不同的报警或其他

应急事件编制不同的处置预案。发生入侵报警时，应自动同时显

水入侵部位、图像和（或）声音，并显示可能的对策或处置措施。

报警处置预案设计应充分考虑探测时间、延迟时间、反应时间

气者之间的关系，即延迟的时间应小于或等于探测时间与反应时

间之和。

报警处置预案应规定相关人员的责任，明确职责，严格纪律。

对预案的处置过程进行记录有助于事件倒查．同时可积累经

验，丰富知识库．不断对预案进行优化。

10 系统软件界面要具有易操作性，应简便、灵活、易学易用，

便于管理和维护。在国内使用环境下，采用中文界面可以尽量避

免人为因素造成的操作错误。

11 为满足系统互联互通和信息交换共享的需要，应能支持

安全防范系统各级管理平台或分平台之间以及与非安防系统之间

的联网。信息传输、交换、控制协议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

定，如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

控制技术要求》GB/T 28181 2016 等。

12 指挥调度主要是指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活动巾，有效的

利用安全防范管理平台各类信息，结合调度人力防范资源、进行的

特殊的组织领导活动。在突发事件的事前预防、事发应对、事中处

置和善后管理过程中，通过安全防范管理平台对信息资源的综合

利用可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信息完备、功能齐全、协调有序、

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运用正确的指挥而充分发挥有限的应

急力量控制事态发展，在突发情况下减少损失、保护生命财产

安全。

13 近年来，人工智能分析技术发展迅速，在视频监控领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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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大量视频数据还停留在事后

取证的传统应用阶段，采用视频智能分析技术可以逐步实现视频

监控系统的事前预警能力。针对重点监控目标特定区域和环境的

视频图像智能分析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技防措施．本标准推荐

采用。

此外，安全防范系统数据具有大数据的四个特点：第一，数据

体量巨大，多级联网系统的数据有可能从 TB( l012bytes）级别跃升

到 PB( 101' bytes）级别；第二，数据类型繁多．包括视频、音频、罔

片、报警、地理位置信息等；第三，价值密度低，据统计，在报警集成

联网过程中，真实报警（有用信息）占总报警量的比例不足万分之

一，在视频连续不间断监控过程中，可能有用的数据也仅仅只有一

两秒；第四．处理速度快，安全防范管理平台对报警的实时处理有

着苛刻的要求，必须具备快速的响应和处理能力。故而，在建设多

级联网的大数据系统应用时，建议安全防范管理平台采用大数据

计算技术对视频、音频、罔片、报警、地理位置信息等数据进行分

析，提供警情分类统计功能，分析警情特点和趋势．并利用图标进

行直观的表示。

14 安全防范管理平台宜通过运行维护模块对系统硬件、软

件、数据等实施日常监测、维护。电监测到系统和设备故障时，系

统能快速做出响应和初步判断，并根据故障的严重程度按预定的

程序进行维修、保养，故障排除时间应符合运行要求。

各类设备运行均有生命周期．通过对设备健康数据的提取和

监测，可主动维护，有效保障系统运行。

6.4.3 本条条文说明如下：

1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按其性能分为四个安全等级， 1 级为

最低等级，4 级为最高等级。现行国家标准《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

技术要求》GB/T 32581 2016 中对安全等级进行了划分：

( 1 ）等级 l ：低安全等级。入侵者或抢劫者基本不具备入｛圭和

紧急报警系统知识，且仅使用常见、有限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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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等级 2 ：中低安全等级。入侵者或抢劫者仅具备少量入侵

和紧急报警系统知识，懂得使用常规工具和便携式工具（如万用

表）。

(3 ）等级 3 ：中高安全等级。入侵者或抢劫者熟悉入侵和紧急

报警系统，可以使用复杂工具和便携式电子设备。

(4 ）等级 4 ：高安全等级。入侵者或抢劫者具备实施入侵或抢

劫的详细计划和所需的能力或资源．具有所有可获得的设备，且懂

得替换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部件的方法。

2 本款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入侵报警系统的探测

手段多种多样，其技术原理也各不相同，可应用于不同的场合，比

如：防越线（界）、撞击、撬、挖、凿、攀爬等，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探测的手段不限于某种探测装置，可以是红外、微波、振动、激光、

越声波、音频、视频、磁开关、压力开关等探测装置其中一种或组

合。在实际应用设计中，要根据现场情况和安全等级的要求不同，

各类技术原理不同的探测装置可联合应用，即采用多传感器探测

技术．互为补充，构成点、线、面、空间或其组合的综合防护，以达到

相对合理的防施效果。紧急报警装置要采用 24h 设防。

3 本款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防拆功能的作用，不

仅仅是系统功能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从系统的安全性要求，对于

用于安全防植的系统，如果系统设备本身安全都保证不了，建设这

样的系统还有意义吗？对探测装置、接线盒（包括传输设备箱、分

线箱）、报警控制设备或控制箱、告警装置等提出防拆报警功能要

求，就是要求一旦设备被拆卸、植入其他物品等时，系统将发出防

拆信息。在很多的工程建设中．经常出现设备的防拆装置没有安

装和连战．戎连接方式不恰当．在撤防状态下，系统对探测器的拆

改就不会响应，导致系统无法知道探测装置的状况。因此．为保证

系统使用的有效性，对于探测装置、传输设备箱（包括分线箱）、报

警控制设备或控制箱、告警装置等的防拆装置要设为独立防区，且

为 24h 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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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款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在这里．防破坏主要

强调的是系统传输链路的保护，因为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的有线

传输线路并不一定都处在探测器的探测范围之内．为了保证系统

的正常传输，除了要求在物理上采取防护措施外（如采用保护管、

暗埋等h还需在技术上解决线路被破坏时系统要能发现的问题．

即当报警信号传输线被断路、短路时，报警控制指示设备能识别那

条线路被破坏，同时还要能识别不能发出报警信息设备的故障。

现阶段，大部分报警控制指示设备还不能识别探测设备内不影响

报警输出的某部件老化、故障，如传感器性能降低等。

5 本款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瞬时防区、24h 防｜泛、

延时防区、设防、撤防、旁路、传输、告警、胁迫报警等是入侵和紧急

报警系统最基本的功能。为了适应用户不同的应用需求．使系统

既能保证安全等级不降低，又能方便使用，需对系统进行认真的设

置，对不同区域、部位的探测装置／报警紧急装置／防拆装置等根据

要求进行分别设置．即可设置为瞬时防区、24h 防区、延时防区等；

在不同的时间段，各防区又可设置为设防、撤防、旁路状态；在进行

系统设计时，要注意不同安全等级，其传输、告警方式的要求也有

所不同；为尽最大可能保护人身安全，系统要有胁迫报警功能．即

当权限类别为 l 、 2 或 3 的用户使用胁迫钥匙撤防时．控制指水设

备要能正常撤防．同时发送远程胁迫报警信号和（或）信息．且不约

II＼本地报警声响。为了便于管理和责任认定，需要对系统HI 户的

权限进行分类设置．用户权限分为 4 类。

报警控制指示设备的防K可设置为瞬时防区、21h 防区、延 f!J

防区。瞬时防区是指防区处于设防状态时，一旦触发该防区将 1/:

即产生报警．不提供延时，这是系统最常用的防区类型．通常川j f 

除出入 ~l 外的其他防区。 24h ~｝J 区是指防［；｛不论处于设防状态；还

是撤防状态，一旦触发i亥防区将立即产生报警，不提供延时．大多

用于紧急报警类、火灾报警和设备防拆防区应用，也可阳于需要密

切注意的安全等级较高的出入口防区。延时防区是指｜妨以处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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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状态时，一旦触发该防区将产生延时报警，即从触发探测器到引

发报警之前有延时时间，延时的时间可以设定（一般为 ls～ 300s

可调），此时间足以让用户正常退出或进入而不发生报警状态，通

常是用于山人口防区而设置的。旁路是指报警系统的部分报警状

态不能被通告的状态，此状态会一直保持到手动复位．即操作人员

执行了旁路指令后，所指定的防区就会被旁路掉（失效），而不能进

入工作状态，在一个报警系统巾，可以将其中一个防区单独旁路．

也可以将多个同时旁路掉（又称群旁路）。

6 本款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在现行同家标准《入

｛圭和紧急报警系统技术要求》GB/T 32581 2016 中．入侵和紧急

报警系统的用户访问系统部件和控制功能有下列四种权限类别：

a ）类另IJ 1 ：操作访问无任何权限限制。

I i 该类别指任何人均可访问， ff! 只能进行简单的设防操作． 般通过按钮（ JT- .X: ) 
对部分成J;,j I骂人侵和紧急恨警系统进行设防。

h ＞类别 2 ：在不改变入｛圭和紧急报警系统配置情况下．操作访

问能影响系统运行状态的功能。操作访问应受密钥、编码开关、锁

戎者其他等同方法限制．其密钥或编码不能访问权限类另lj 3 或 4o

门句： 1在类别 1且常运用 TH1i通行相应防护 I又域的使用、操作人和系统管用员。

c）类别 3 ：在不更改系统设备设计－的情况下．操作访问能影响

入（圭和紧急报警系统配置的所有功能。操作访问应受密钥、编码

开关、锁或者其他等问方法限制．其密钥或编码不能访问权限类别

4。如需访问仅限类另lj 2. 需获得权限类别 2 用户的许可，并在本

地访问。

注： i在类别通常适 Ill r 专业安装、维修人员 s

d ）类别 4 ：操作访问部件会改变设备的设计。操作访问应受

密钥、编码开关、锁或者其他等效方法限制．其密钥或编码不能访

问仅限类别 2 和 3。除非权限类别 2 和权限类另lj 3 的用户授权．

否则不允许使用权限类另lj 4 0 

it,[ 该类别通常适用于设备制造商或代理商。

2 权限类别 l 只适用于在不触发控制l指示设备或辅助按市l设备上的防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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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时更改操作程序软件。

7 本款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指示是由入侵和紧急

报警系统产生的可听、可视或者其他可感知形式的信息。是用户

了解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状态的必备媒介之一，通过指示，用户可

以了解系统是否设防、撤防、旁路等工作状态，了解系统各防区－r

作、传输是否正常。

8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通告是指将报警、防

拆或故障状态传递给告警装置和（或）报警传输系统的过程。是用

户了解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出现报警、防拆或故障等状况的另一

个媒介，通过声、光报警通告，能够起到警告、威慑入侵或抢劫者．

提醒用户，向外求援，向相关人员和或机构报告等作用．在实际应

用时，要根据各个单位的特点，设置不同形式的告警方式，可以采

用现场声告警，也可以采用光告警．也可以采用声光同时告警。非

法操作是指不具有权限类别的用户试图在真非权限范用、时间内

访问和控制系统部件．此时，系统要能发出报警通告。

9 按照传输的方式不同来分，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可分为分

钱制、总线制、无线制和网络制四种模式，这四种倾式可以单独使

用．也可以组合使用，可单级使用，也可多级使用。

按系统的组成方式不同．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可分为单一控

制指示设备模式（简称单控制器模式）、多控制指示设备本地联闷

模式（简称本地联网模式）、远程联网模式和集成模式。其巾单控

制器模式的传输（探测器与控制器之间）大多为分钱制、总线制和l

无线制；本地联网模式的传输（控制器与控制器之间）大多采用总

线制、无线制和网络制；远程联网模式的传输（控制器－报警接收

中心或监控中心 报警接收中心之间）大多采用网络制。报警系

统的远程传输网络目前大多采用 PSTN 、 IP 网络（公网、专网）、

GPRS(4G 、5G＞等方式。

11 报警响应时间是指从探测器探测到目标或人为触发紧急

报警装置后产生报警状态信息．到控制指示设备或远程报警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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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接收该信息并发出报警信号所需的时间。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的远程传输逐步

与公共或其他信息网络融合，由于公共或其他信息网络主要是为

其他应用服务．并不是专为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应用的，且其网络

内数据流量变化较大，由于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需要的报警响应

时间要短，因此．为了保证监控中心能够及时知道各防范区域的情

况．要求公共或其他信息传输网络要为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信号

的传输有－个相对独立的信道，以保证报警响应的时间。

现行 l司家标准《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技术要求》 GB/T

32581-2016 中规定入侵、紧急、防拆以及故障信号和（或）信息的

报警响应时间满足以下要求：

日）单控制器模式：不大于 2s,

l】）本地联网模式：

①安全等级 1 ：不大于！Os;

②安全等级 2 、 3 ：不大于 5s;

③安全等级 4 ：不大于 2s,

c）远程联网模式：

①安全等级 l 、2 ：不大于 20s;

②安全等级 3 、4 ：不大于 10s 。

13 入｛圭和紧急报警系统通常是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一个子

系统，当出现非法入侵／破坏等时，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将发出报

警信息、指明报警部位，提醒有关人员尽快到达现场处置，同时向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发出联动信息，启动相关设

备，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如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与其他系统采用

同一个传输设备和控制设备，一旦该设备出现故障，该两个子系统

都将失效。因此，对于高风险保护对象，为了保证整个安全技术防

范系统的可靠性、有效性，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要能独立运行，在

安全防范管理平台或其他子系统出现故障时，入侵和紧急报警系

统要能正常运行。



随着社会的进步、技术的发展，广大居民对安全的需求也在日

益增加，安全防范系统的应用也深入到千家万户，对于居民住宅这

样的用户来说．由于个性化需求、定制化服务的发展，用户所要保

护的对象及安全防护需求的各有不同，比如：有的是为了防盗，有

的是为了方便老人、小孩的紧急求助；有的是希望与小区联网，有

的是希望能传到手机上，能远程遥控；有的用户希望能报警就行

了，有的希望还能看到现场图像，有的希望还能远程遥控开灯、开

空调、开门等。智能家居到底是以什么为主，是安全性，还是便捷

性和舒适性，那么在此之间需要一个平衡点，既能实现安全的需

求，还能达到便捷和舒适。另外，目前智能家居大多采用多技术集

成（指将网络通信、安全防范、自动控制等技术与家居生活有关的

设施设备集成），其与外界的传输有有线和无线两种方式，其构成

的模式与高风险单位的构成模式差别很大，如完全按照高风险保

护对象的防护要求来要求家居安防系统的设计、配置显然是不现

实，因此，对于低风险保护对象，可自行选择运行配置方式。

14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由于报警系统设计施工不当、探测器安装位置的不合适、气候变

化、小动物活动、环境噪声、设备故障和用户使用不当等因素的影

响，往往容易造成某些探测器产生误报警，因此，在系统设计时要

根据安全管理要求和现场实际情况，提出合理的误报警率。

安全防范的三个基本要素（探测、反应、延迟）要相互协调，探

测、反应、延迟的时间需满足公式 T棚十 T反应运 T胆的要求，否

则，系统所选用的设备无论怎样先进，系统设计的功能再多，都难

以达到预期的防范效果。而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是安全防范系统

中三个基本要素（探测、反应、延迟）的首要环节“探测”的重要一个

子系统，如果探测不起作用，发生入侵行为时出现不报警，监控中

心、报警接收中心就无法“反应”，无法向外求援，将导致人员的伤

害和财产的损失，也就达不到防范的目的，因此，本条文提出系统

不得有漏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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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各类状态／事件信息包括入侵、紧急、防拆、故障、误报警、

操作等，其巾入侵报警信息与现场的地理空间环境、气候状况、探

测器技术原理、环境参数变化（包括温度、湿度等）和不同时段人员

设备（包括车辆、飞行器等）活动状态等密切相关。系统可通过传

感器应用、数据处理、多传感器信息融合等技术对这些历史状态／

事件信息的统计分析、综合识圳、分析、研判等．形成各种预案，达

到对可能发生的事件近行预测，实现入侵探测的智能化．即具有感

知能力、记忆和判断能力、学习能力和自适应能力、行为决策能力．

提升系统的防御能力。

6.4.4 视频是以人的视觉！~知为基础设计生成的具有时间连续

感和空间、颜色分布感（仅在 rif 见光和伪彩色条件下）的信号．具有

可感知现场场景的一维时间和二维全间（兰维投影）特征的能力。

按照视频信息流的应用观点，视频监控系统由视频采集、视频

传输、视频处理、视频存储、视频显示和相应控制管理等部分构成。

6.4.5 本条条文说明白n下：

1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应结合现场具体情况

选择适当的位置角度．应用适当性能的摄像机和镜头．最大可能及

时获取监控区域和监控目标的实时信息。非可见光成像设备的使

用为恶劣光照条件下的目标发现提供了条件。视频采集设备具体

安装位置的选择可参照第 4. 1 节的相关内容。

一般地，针对相对阳定的也用进行宏观观察时，宜选用固定安

装的较为广角的镜头的摄像机，针对固定 l汉城的特定目标的观察

通常采用同定安装的焦距较大的定焦镜头的摄像机进行观察。对

于具有较大活动起用的目标可考虑选用多个固定安装的定焦摄像

机接力观察范罔的方式进行观察。对于既要对同一监控区域的宏

观状况进行观察．又要对其中的特定范围进行特征观察（如人的步

态、人脸、车牌和车型等）的情形，可考虑选择具有 PTZ 功能的摄

像机。电梯轿厢内的摄像机一般用于观察乘员的面部特征和在轿

厢内的活动情况，安装在轿厢顶部的轿门的左侧或右侧，也有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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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包括乘员进入轿厢的人员面部特征和人员操作轿厢控制面板

的情况，建议安装在轿厢顶部远离轿门的左侧或右侧。

摄像机采用可见光或近红外光成像的摄像机，宜考虑背对光

源的方向或者顺着光线的方向观察目标。三与需要逆 ）＇（； 观察目标

时，应考虑摄像机具有此！！何度宽动态响应的能力。

视频采集设备可同时具有音顿直撞采集功能．或具有音频采

集的接口。

2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传输信道的农耗、带

宽、信噪比. i足码率、时延、 U·t延抖动等指标是通信网络的基本内

容。其中．模拟信道更多体现为衰 i陀、带宽、信噪比、群时延等指

标．数字信道则除了前述的指标外．更多体现为误问率、时延和时

延抖动等指标。

传输｛言道编码和加密切l扰策略是为加强信号传输抗f扰和

防窃听的常用方法。

模拟视频信号通常采用信号分配的方式．数字视频信号特别

是 IP 视频信号一般采用视频数据分发的方式。视频传输支持对

同→视颇资源的信号分配或数据分发的能力．以确保多个设备或

lfl 户对同一视频源的访问。音Jijj信号与此相似。

视频的传输和信号分配／分发构成了视频系统的传输网络的

主要部分。在确保信息数据完整可靠的前提下．对系统内的各种

信息源进行管理整合使用是视频系统建设追求的目标。

3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根据授权， JIJ 户或终

端 I可对系统内的任意视频源进行调取、切换等操作。切换i周度功

能在广播电视领域用户端又会被称作视频节目的点播功能。这些

功能对于实战指挥研判系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一般地，本地实时视频源切换显示响应时间不大于 l So 

4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PTZ＜指对云台的水

平 Pan 和垂直 Tilt 转动控制、对镜头的变焦 Zoom 控制）实时控

制，是用户或终端设备对前端的遥控摄像机的云台和镜头进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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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上下转动和放大或缩小等实时操作。远程控制功能是实战指挥

系统所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一功能特别适用于对于现场目标的搜

索和跟踪。视频采集设备的工作参数调整包括编码方式（如全电

视信号、视频音频的数字压缩编码方案、 HD-SDI 、 HDMI 等人码

流、帧率调整、是否加密传输等内容。

PTZ 的控制延时和视频的编码、解码延时的总和应满足摄像

机的实时跟踪目标的要求。

5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系统显示功能可以实

时显示系统内的前端实时采集的视频图像，也可以实时播放己存

储的视频图像。系统的显示设备具体显示内容取决于当前用户的

操作权限。显示的效果取决于为指定用户设定的显示模式。显示

的方式可以是单屏幕单路画面，也可以是单屏幕多画面，也可以是

组合屏幕综合显示。

系统图像是指一个完整的视频系统中从采集、传输、存储到显

示环节中所能最终展示的最低图像质量的图像（采用现行行业标

准《安全防范高清视频监控系统技术要求》GAIT 1211 2014 中

的描述）。

图像质量包括图像的信噪比、图像的空间（静态和动态）和

时间分辨力、灰度级别、几何特征和颜色特征、原始完整性等内

容。对于非可见光的成像图像质量内容则可不包括颜色特征的

内容。

原始完整性是指视频、音频设备或系统获得的数据表述的场

景和目标特征与原始现场的投影特征保持（物理意义和逻辑意义）

一致性的程度。原始现场的投影特征主要是指现场和目标的时空

特征：在特定光谱条件下投影（投射）空间中的比邻关系、几何及纹

理特征、投影颜色（仅一定照度的可见光条件下）、灰度层次、观察

区域内的事件变化的连续性和后继顺序、音频频谱特征等。评价

方法目前主要采用客观化的主观评价方法。这是视频音频数据作

为司法证据和查找案件线索的关键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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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款条文说明如下：

1）完整记录指定的视频图像信息是指对视频图像本身数据及

其相关数据如数据的摘要、数据的来源、数据的记录时间、存放位

置等均可全面记录，并可以此来进行数据的检索等操作。

视频存储格式通常指图像格式．以亮度信号的像素矩阵表

示，如 1920 × 1080, 1280 × 720,720 × 576,704 × 576 等。存储

时通常还需考虑选择适当的视频音频编码压缩方案，如 SVAC

（指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数字视音频编解码技

术要求》GB/T 25724 的视音频编解码）、 H. 264 、 H. 265 、 G. 711 

等，还需考虑选择适当的视频图像记录的帧率，例如 15/20/25/

30/50/60fps 等。

存储周期长度，经常被称作存储时间，或者叫作保存时间，有

时还强调为连续存储时间。它是对视频数据存储的一种特定表达

方式，它是指设备或系统能够在不间断的时间段内，持续对既有和

新生数据进行保存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被反复使用，进行数据更

新，使得设备或系统中存储的数据始终为不短于最新时刻前的周

期长度。在档案管理中．保存时间是指特定的数据或者物件保持

原有状态的持续时间，例如某档案保存时间十年，是指该档案被妥

善保管，在十年内内容不可被篡改或销毁。

数据更新则主要指在循环存储视频、音频数据时的更新策略，

如更新的最小间隔为 30s 的视频数据的新旧交叉，保存为文件的

最小打包时间长度为 0.5h 等。

2）视频存储设备要不断记录视频数据，同时，又可被其他用户

或设备进行访问检索读出，前者对应了设备的写动作，后者对应了

设备读动作。一台好的视频存储设备，其读写能力（又叫做 I/()

能力）需要足够大的缓冲和带宽。

存储视频的回放主要用于人机交互中的事后分析研判。

存储视频的检索是事后分析研判中进行数据调取的基础，科

学的、高效的检索方法将大大提升存储视频的应用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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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音频数据的存储根据与现场视频的关联紧密程度，可以单

独或伴随视频数据同步存储。

7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恐怖主义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防范恐怖袭击重点目标的管

理单位应当建立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值班监看、信息保存

使用、运行维护等管理制度，保障相关系统正常运行。采集的视频

图像信息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九十日。根据国家有关治安管理规

定，其他目标的视频图像信息保存期限不应少于兰十日。

本条所说的“保存期限”是指视频罔像信息在系统中的连续存

储时间，而不是指档案生成后的保存期限。有些重要的视频图像

信息作为档案保存时．保存期限口I能要求为几年、几「年甚至永久

保存。

8 在现行国家标准《安防监控视频实时智能分析设备技术要

求》GB/T 30147 2013 中，视频智能分析方法有 2运动目标检测、

选阳物检测、物体移除检测、绊线检测、入侵检测、边行检测、徘徊

检测、流量统计、密度检测、口标分类等。

目前正在大规模应用的视频柯能分析方法有人脸识另iJ 、车牌

识别等。

罔像质量分析作为视频智能分析的重要应用正成为系统运维

的重要工具。

视频音频的场景分析、目标识别或行为分析的前提是系统图

像质量至少满足如下基本要求：

( I ）模拟视频、音频的信噪比应不低于 38dB。数字视频音频

的信。桑比应具有不劣于上述指标的测量方法。可参照现行同家标

准《民用闭路监视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C~B 50198 201 l 的相

关内容。

(2）视频图像的静态和动态空间分辨力满足系统记录现场和

识别目标的要求，并宜具有不低于 300TVI，的水平和垂直方向的

分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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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视频的时间分辨力不高于 40ms 。

(4 ）视频的灰度鉴别等级不少于 8 级。

( 5 ）对于具有可见光彩色采集的场景，视频色彩分辨能力满足

目标识别的要求，并在显示时与现场场景保持一致。

(6）视频图像的几何特征与现场欧氏几何变换结果一致，即几

何投影应是欧氏线性的。若存在几何畸变，应有相应的措施进行

校正或者说明。几何畸变严重的情形不宜用于高度依赖几何线性

比例方式的目标识别场合。

( 7 ）视频音频应具有原始完整性，并宜具有适当的验证措施。

9 这里重点强调了视频系统内部可根据需要提供摄像机间

的相互联动，活动目标的跟踪联动等。

10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系统管理是系统基

本功能。除了这里介绍的系统应具有对用户（操作与管理本系统

人员）的操作权限管理、操作与运行日志记录与管理、自我诊断和

检查外，系统基本功能还包括事件的触发联动配置与管理、相关数

据的导人和导州、值守人员的人机交E界面配置等功能．并在特定

环节上满足安全等级的要求。

目前视频系统管理通常以管理平台的形式出现。这里的管理

平台可以是对安全防范各子系统进行集成的安全防范管理平台．

也可以是专门针对视频监控系统进行集成的管理平台。

11 这是系统级实现安全、可靠运行，确保系统的高安全等级

的基本措施。

12 视频监控系统及其管理平台口I根据管理 ／，if. 用需要．进行

多层次的纵向级联，为更大规模的管理应用打下基础。

通过视频监控系统的管理平台，横向可与其他业务系统、信息

系统的数据实时交换，为各种资源共享和业务整合提供更加有效

的支撑。

在集成联网应用中．视频监控系统及其管理平台应做好自我

保护和抗破坏的措施，应提供多级权限管理和风险分散措施，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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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满足使用管理要求。

联网应用是以视频传输和管理平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在公

共安全行业和许多其他领域都建立了垂直的视频监控联网系统。

6. 4. 7 本条对出入口控制系统的设计内容做了规定。

I 本款条文说明如下 z

( 1 ）应根据出入口控制点的风险防范要求确定与之对应的安

全等级。根据安全等级对识别、传输、控制、监测、授权、系统自我

保护等要求进行相应的配置。

(2）安全等级的划分 2

等级 l z低安全等级。防范的对于基本不具备出入口控制系

统的知识，且仅使用常见、有限的工具，当对手在面对最低程度的

阻力时很有可能放弃攻击的念头。该等级通常可用于风险低、

资产价值有限的防护对象，防护的主要目的是阻止和拖延对手

行动。

等级 2 ：中低安全等级。防范的对手仅具备少量出入口控制

系统知识，懂得使用常规工具和便携式工具，当对手意识到可能已

被探测之后很可能放弃继续攻击的念头。该等级通常用于风险较

高、资产价值较高的防护对象，防护的主要目的是阻止、拖延和探

测对手的行动。

等级 3：中高安全等级。防范的对手熟悉出人口控制系统，可

以使用复杂丁，具和便携式电子设备。当对手意识到可能会被认出

及抓获，有可能放弃继续攻击的念头。该等级通常用于风险高、资

产价值高的防护对象，防护的主要目的是阻止、拖延和探测对于的

行动，同时可以提供方法，帮助认出对手。

等级 4 ：高安全等级。防范的对手具备攻击系统的详细计划

和所需的能力或资源，具有所有可获得的设备，且懂得替换出入口

控制系统部件的方法。当对于意识到可能会被认出及抓获，有可

能放弃继续攻击的念头。本等级的安全性优先于其他等级的所有

要求，该等级通常用于风险很高、资产价值很高的防护对象，防护

• 196 • 



的主要目的是阻止、拖延和探测对手的行动，同时可以提供方法，

帮助认出对手。

2 具有相同出入权限的多个受控区，互为同权限受控区。具

有比某受控区的出入权限更为严格的其他受控区，是相对于该受

控区的高权限受控区。

系统设计应注意防范对手在非同权限受控区、低权限受控区

接触系统设备而导致相应出入口开启的情况发生。

3 本款条文说明如下：

1 ）仅使用 PIN＜个人识别密码）识i卖的系统，不可用于高安全

等级的场所。

2）例如，当 PIN 使用十进制代码时， 10 个以下用户为 4 位数，

100 个以下用户为 5 位数。

3）载体凭证的密钥量：安全等级 1 时大于 10 ＇× nm.. ；安全等

级 2 时大于 106 × nm，川安全等级 3 时大于 1 O＇× llm，川安全等级 4

时大于 106 × nm.. 0 

n ....表示每种凭证在出人口控制系统中可使用的最大数量。

4)FAR 表示误识率，FAR.rr表示误识率的等效值。模式特征

信息凭证识别的 FAR.rr应满足相应等级的要求。

注： l 当 I : I 比对时 FAR,n=FAR ；当 l : II 比对时 FAR,rr =FAR x Tio 

2 FAR 的值是基于生厂商提供的文件。

安全等级 l 时： FAR.rr < 1 % ；安全等级 2 和 3 时： FAR.If<

0. 3% ；安全等级 4 时 z F AR,lf<O. 1 %。

4 本款条文说明如下 z

3）防重入是指：能够限制经正常操作已通过某出入口（或进

入／离开某受控区）的目标，未经正常通行轨迹而再次操作又通过

该出入口（或进入／离开某受控区）的一种系统功能。

4）复合识别是指：系统对某目标的出入行为采用两种或两种

以上的凭证识别方式，并进行逻辑相与判断的一种组合识别方式。

5）多重识别是指：同时或在约定时间内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目标



进行识别后才能完成对某一出入口实施控制的一种组合识别方式。

6）异地核准是指：系统操作人员（管理人员）采用非现场监控的方

式，经对在某出入口的识读现场已通过系统识别的授权日标进行再次

确认．才能对此目标远程关闭或开启该出人口的一种系统功能。

7）防胁迫是指：目标在进行识i卖操作时．除能发出正常出入请

求外．压能引发被胁迫警示信号的一种系统功能。

8）防尾随是指：防止和（或）检测企罔在单次操作下使用单目

标凭证．同向通过两个或多个日标的 A种系统功能。

7 本款条文说明如下：

( I ）安全等级 l 级时至少为 4 位数字密码：安全等级 2 级时至

少为 5 位数字密码；安全军级 3 级时至少为包含字母的 6 位密码：

安全等级为 4 级时至少为包含字母的 8 1主密码。

(2 ）安全等级 3 、 4 级时. PIN 信息不允许顺序 Jl 序或降！于．也

不允许相同字符连续使用大于两次。

8 木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IH 入口控制系统的设

汁应考虑对手I可能通过攻击系统．达到入侵的目的。

在 IH 人口控制系统中．应特别注意受控区域及其级别．以及现

场设备安装位置和连接线缆的防护措施等因素对安全的影响。

出入口控制等技防系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好比设置了一个

技术迷宫，它增加了非法入侵者的作案难度．延迟作案时间．并能

提早报警以便及时处警。但在实际应用巾，非法入侵者在初步了

解技防系统后，并不去直接去解开迷宫通路而是寻找系统的薄弱

点进行攻击从而达到犯罪目的。在 ll:l 入口控制系统中．执行部分

的输入线缆及其连接端，就是一个易于被攻击的薄弱点。

为此在本标准中对出入口控制系统特别提出了“受控区”等概

念和对执行部分输入电缆的端接与防护要求，以便指导我们的系

统设计、施工安装、检测验收工作。

举例来说，一个管理了从 A～G 共 7 个受控区域的出人口控

制系统（比如某个公司的多个办公室），如图 3 所示。



A 

"F 

R 

在飞
E 

L』主斗＿l_ 一

阁 3 IH 人口控制系统受控区示意罔

其中：A 、B、E 三个区域为同仪限受控区，即它们对目标的授权

是一致的，能进入 A 区的目标也可进入 B、E 区，能进入 B、E 区的日

标也同样能进入八区。 G 区是相对于 F K的高权限受控区，即能进

入 G 区的目标一定能进入 F 区．而能进入 F 区的目标不一定能进入

G 区。 C 区和 D 区分别是相对于其他受控区的非同权限雯’控区，即

能进入该区的目标不一定能进入其他区，而能进入其他区的口标也

不一定能进入该区。若能进入心区的目标也能进入其他任何以的

话．那么 G 区就是该：ti入口控制系统的最高权限受控区。

i亥例子若是某公司的多门联网门禁系统的话，有许多问题值

得探讨 2

问题－，采用多门门禁控制器应特别注意其安装位置。

目前采用直流或脉冲信号等非编码信号直接驱动电控锁具的

门禁控制器占很大比例。如图 4 所示，采用双门控制器控制 A 和

B 两个门是合理的；若控制 B 和 C 门就存在问题，控制器安装在 B

区内℃区就不安全．控制器安装在 C 区内 B 区就不安全。

安装在 G 区的双门控制器控制 G 和 F 两个门是否合理呢？

答案是肯定的。
• 199 • 



薄弱点

日

../ x ../ 
A 、 H为JJ]权限受t:'IK H 、｛：为不J"j极限受校以 G为1向权限受’护；； L又．

罔 4 出人口控制系统受控区的设备安装示意阁

问题二：采用多门门禁控制器应特别注意对电控锁连接线的

防护。

如罔 5 所示，当电控锁的连接线必须离开本受控区、同权限受

控区、高权限受控区敷设时，有可能成为被实施攻击的薄弱点，必

须严格防护。

日

J) 

图 5 出入口控制系统受控区的设备安装及布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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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出入口系统中要想提高安全性和可靠性，减少工程施工

带来的安全隐患，建议尽量采用联网控制的单出入口控制器。若

必须采用多出入口控制器．则应安装在高级别防区内并做好对执

行部分输入线缆的防护。

9 本款条文说明如下：

( 1 ）安全等级为 2 、 3 、 4 级的出入口控制系统，其警示功能应符

合下列规定：

①出入口控制器与监控中心通信中断，应有警示；

②出入口被强行开启，应有警示；

③探测到防拆信号，应有警示；

④出人口开放超时，应有警示。

(2）安全等级为 3 、4 级的出入口控制系统，其警示功能，除符

合该条文说明（ 1 ）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z

①开放超时，应有出入口控制点本地警示；

②使用无效的凭证识读操作，应有警示；

③使用胁迫凭证识读操作，应有警示； （注：输入胁迫凭证的操

作不能在胁迫触发的地方产生可视或可昕见的信号）

④电源故障，应有警示；

⑤出入口被强制开启后关闭，或强制开启时间超长，应有

警示。

10 本款条文说明如下：

( 1 ）现场控制设备（出入口控制器）中，平均到每个识读装置的

事件记录能力的最小数量：安全等级 l 级时为 32 ，安全等级 2 级

时为 500 ，安全等级 3 级时为 1000 ，安全等级为 4 级时为 1000;

(2）出入口控制的管理端保存的事件记录能力，应不小

于 180d 。

11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出入口控制系统的

设计，应充分考虑“安全”因素，英文“Security”和“ Safety”翻译成

中文都是“安全”，但它们的含义有所不同，“Security”是“安全”的



社会属性，“Safety”是“安全”的自然属性。以防入侵、防盗窃、防

抢劫、防破坏、防爆炸等为目的的安全技术防范系统主要针对的是

“Security”；而防火、防目标被非人为因素伤害等是“Safety”涉及

的问题。当同时出现这两种“安全”问题时．在大多数情况下应优

先解决“Safety”问题，这是设计系统与产品的基本原则。

在出入口控制系统中，识读部分与执行部分是由人目标最易

接触的部分，也是最有可能对出入目标的造成伤害的部分。但不

同的产品类型，其对安全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在生物特征识别中，指纹、掌形识别等需人体直接接触的识读

装置就不如面部、眼虹膜识别这类不需人体直接接触的识i卖装置

安全．因为直接接触的识读装置的接触面若不能及时清洁．就有可

能成为某些传染性疾病传播的媒介。

另外．直接担负阻挡作用的执行机构，其启闭动作本身必须考

虑、出入目标的安全，如电动门的关闭动作必须等待 Ill 入日标安全

离开时方可进行 .1驾车器必须等待车辆离开方可落下树车臂等。

在安防系统中与紧急疏散及消防系统联系最为紧密的就是出

入口控制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强调的是对空间的隔离，以保证

"Security”；而紧急疏散及消防系统强调的是能快速逃离．以保证

"Safety”。

在＂ Safety”优先的原则指导下．出入口控制系统的设计必须

满足紧急疏散及消防的需要．这并不是说出人口控制系统所管理

与控制的每个出入口必须与消防联动。但在本条相关约定的条件

下必须联动．保证在火灾等紧急情况发生时，用于闭锁或起到阻挡

作用的址：入口控制执行部件能自动释放疏散出口．人员不经使用

识读过程也能迅速安全地疏散。

日 本款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所谓“一卡通’二是指

能用 1 个介质凭证完成 2 个以上应用的一种系统集成功能。在出

人口控制系统巾，常用“卡”作为编码凭证供系统识读使用，这张

“卡”也可能同时用于食堂消费等其它应用系统中，这给使用者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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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十分的便利。

由于安防系统必须独立运行，其凭证等重要数据信息，不应放

置在其他业务系统中。比如：不能将门禁数据库服务器开放给财

务等其他非安保业务部门；同样地，消费充值等其他业务信息，也

不宜由安保部门管理，而应当将门禁系统数据与其他业务系统隔

离。通常“一卡通”的正确做法可以是由制证部门统一将人员信息

及卡的基本信息录入后，分别分发给门禁服务器及其他业务系统

服务器，再由各系统分别管理。

因此，在“一卡通”的应用模式中，作为授权凭证的卡的载体是

可以共用的，但需要在不同的系统中去分别设置权限或规则。在

一个单位里，管理出入口控制系统的系统管理员．与管理其他业务

系统的管理员不应是一个人，他们有各自的管理责任，在系统级就

需要采用独立设置与管理。这也是确保系统自身安全的重要

措施。

6. 4. 9 本条对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设计内容做了规定。

3 行车疏导（车位引导）可采取人口处车位显示、分层车辆统

计与在位车显示等多种方式。

5 本款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报警是安防系统的重

要手段，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作为安防系统的子系统．与其他

安防子系统一样．将报警作为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6.4.10 本条对防爆安全检查系统设计做了规定。

I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 1 ）保护单位或区域是根据反恐怖工作和安全防范管理工作

的需要而确定的，一般包括：防范恐怖袭击的重点目标（如大型活

动场所、机场、火车站、码头、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公路长途客运站、

口岸等人特殊单位或区域（如核电站、重要物资存储地、监狱等）以

及人员密集公共场所（如科技馆、图书馆、影剧院等）。

(2）安全检查的对象包括进入保护单位或区域的人员、物品和

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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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全检查检测的违禁品主要包括武器类（枪支、管制刀具

等人爆炸类（弹药、爆破器材、烟火制品等）、易燃易爆物品类（氢

气、天然气等压缩气体和液化石油气、氧气、水煤气等液化气体）、

毒害品类［氧化物、采（水银）、剧毒农药等剧毒化学品等］、腐蚀性

物品类（盐酸、氢氧化纳、氢氧化钢、硫酸、硝酸等）以及放射性材

料、化学毒气等。

2 主要安全检查设备标准如下：《手持式金属探测器通用技

术规范》GB12899 2003 ；（（微剂量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第 l 部

分 通用技术要求以血 15208. I 2005 ；《通过式金属探测门通用

技术规范以；B 15210 2003 ；《基于离子迁移谱技术的痕量毒品／

炸药探测仪通用技术要求》GAIT 841 2009 ；（（基于荧光聚合物传

感技术的痕量炸药探测仪通用技术要求》GA/T 1323 2016 ；《基

于拉曼光谱技术的液态物品安全检查设备通用技术要求》GA/T

1067 20130 

随着上述标准修订和新产品标准的发布．安全检查设备产品

标准也在不断更新和完善。

3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安全检查设备应采用

安全的技术，对人体的影响要时控．不产生伤害，如射线的辐射剂

量控制。

安全检查设备不应影响被检物品的功能和性能．如通道式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是微剂量 X 射线检查设备，其单次检查剂量要

小于 SµGyo

安全检任设备的探测不能使被检爆炸物达到起爆条件。

微剂量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的泄漏射线剂量率要求在单位时

间内穿过辐射屏蔽防护．泄漏到设备外部的电离辐射强度耍，小于一

定的限值．以保障设备正常使Hj时不对周围人员产生辐射伤害。

安全检查设备正常运行时不应「扰周边其他设备设施的正常

运转。

4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随着安全检资技术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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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成像式人体安全检查设备开始在有些安全检查场所使用，包括毫

米波技术、太赫兹技术的人体安全检查设备，但要求被检人体显示图

像要通过图像处理技术保护被检人员隐私，不显示清晰人体图像，以

卡通人体图像或标准人体模板图像显示，突出显示违禁品图像。

s 安全检查信息包括安全检查设备报警信息、安全检查图片
信息、图像信息、安全检查区域视频图像信息等。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兰十六

号）第三十二条“采集的视频图像信息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九十日”

的规定，安全检查信息存储时间要大于或等于 90d。安全检查信

息可以在设备上存储，也可以拷贝到其他介质上存储。

6 安全检查区位置设置在出人口，目的是防止进入被保护场

所的人员、物品、车辆携带或夹带违禁品进入该场所。但现状是在

设计上还存在欠缺．如城市轨道交通设计没有考虑站外安全检查

预留场地或设施，寄递企业业务流程设计上没考虑安全检查区域

等，这些均需要在后续的改造中得以改进。

在安全检查系统设计时应考虑安全检查区位置设置，评估流

量，合理配置安全检查通道数量，并根据流量高峰、平峰、低峰情况

动态调整安全检查人员。

7 根据实际需要，不限于选择配置本款规定的安全检查设备

类型。

8 鼓励使用探测率和通过率高、对人员物品环境不良影响小

的新技术、新产品。

目前安全检查设备多是单设备或单系统联网使用的。在人员

密集的大流量出入口和通道，除推荐采用高效、安全的快速通过式

安全检查设备外，也可采用智能化技术（如视频智能分析技术、人

脸识别技术等），通过多技术系统的集成初流程化设计提高安全检

查效率，实现人员、物品快速安全检查。

9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安全检查现场配置的

防爆处置设施包括防爆毯、防爆球或防爆罐．防护设施包括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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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叉等。配备数量可根据安全检查现场实际情况和需求来确定．

安全检查区内或相邻安全检查区可共用。

防；爆处置、防护设施要有权限管理，不是岗位人员不能取得，

而且设施所放位置既要便于取用，又不影响快速处置。

10 安全检查区设置视频监控装置实时监视安全检查现场情

况并进行录像，有助于安全检查过程受控，不仅能对安全检查人员

工作进行管理，督促安全检查人员按规范开展安全检查王作，同时

能在安全检查人员与受检人员发生纠纷时回放图像查找原因。

11 临时举办的大型活动，要根据活动安全需要设置临时的

安全检查系统。可以是活动主办方自主配备安全检查设施，也可

采用租赁等多种方式。

6. 4. 11 楼寓对讲系统也称为访客对讲系统，具有可视功能的系

统通常称为可视对讲系统。系统通常由访客呼叫机、用户接收机、

管理机、电源及辅助设备组成。用于居民住宅小区的楼寓对讲系

统应用构成示意图如图 6 所示。

（」；E哩
~1 ！回

阁 6 楼寓对讲系统应用构成示意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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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6 中，系统组成设备可以根据系统规模和实际需求进行

增减；系统至少应包含一台访客呼叫机和一台用户接收机；管理机

和辅助设备为可选设备，根据系统需求加以选配。

6.4. 12 本条对楼寓对讲系统设计做了规定。

5 本款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楼寓对讲系统的重要

功能就是通过关闭的受控门，将用户和访客进行隔离，通过用户对

访客的现别，由用户选择是再开启受控门。因此，确保受控门的正

常关闭非常重要。当受控门开启时间超过预设时 l\: Fl•t .意味着系
统处于不安全状态；当访客呼叫机防拆开关被触发时，意味着可能

有人破坏访客呼叫机、尝试非法开启受控门。以上情况均应在现

场发出告警提示。

6 本款对管理机应具有的功能做了规定。

（］）配置管理机的系统应具有以下功能：

①设备管理功能 z应能对所安装的系统设备进行添加、配置、

删除等管理操作；

②权限管理功能 z应能根据设置权限对管理人员的操作权限

加以控制与管理。

(2 ）配置管理机的系统可根据需求选择以下功能：

①信息发布功能：发布信息至访客呼叫机或用户接收机；

②数据备份及恢复功能：备份和恢复存储的设备参数、运行日

志等数据；

③通行事件管理功能：记录访客呼叫的时间、日期和开锁等事

件信息。

7 在现行公共安全行业标准《楼寓对讲系统安全技术要求》

GA 1210 2014 的附录 A 中．对报警控制及管理功能提出了规范

性要求。

8 无线扩展终端是指联入系统的手机、平板电脑等无线

设备。

9 本款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用户寓所的入户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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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分隔住户私有空间与公共空间的门。产品供应商或系统集成商

应采取安全管控措施，包括访问控制、控制指令保护、数据存储保

护等安全措施，并提供相关产品检测报告，以确保不因这些措施失

效而导致入户门被非法开启。

6.4.14 电子巡查系统分为在线式和离线式两种形态。在线式可

以采用有线或无线方式。在线式具有较强的实时性。

系统可独立设置，也可与出入口控制系统等联合设置，即利用

出入口控制设备实现电子巡查功能。

6. 4. 15 应急对讲是指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两个独立物理空间

之间的语音对讲。常见的应急对讲系统如自助银行与安防监控中

心之间的对讲系统、地铁客室与司机室之间的对讲系统、收费窗口

与安防监控中心之间的对讲系统等。

6.5 集成与联网设计

安全防范系统集成→般通过综合布线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等技

术．将各个分离的设备、功能、信息等集成到安全防范管理平台，使

资源达到充分共享，实现集中、高效、便利的管理。系统集成应采

用功能集成、网络集成、软件界面集成等多种集成技术。系统集成

实现的关键在于统一接口和协议，以解决设备、子系统、安全防泡

管理平台等之间的互连、互操作问题。

这里讲的安全防范管理平台是指对安全防范各子系统进行集

成与联网的管理平台。

对于独立的子系统．根据需要也可以通过管理平台进行集成

与联网，如报警管理平台、视频监控管理平台等。

6. 5. l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等

独立子系统的集成设计是它们各自主系统对其分系统的集成。总

系统的集成是由安全防范管理平台对各子系统以及其他电子信息

系统的集成。

6. 5. 6 应考虑安防系统传输网络与其他业务系统网络之间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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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安全管控措施和系统自身网络的不同安全域之间的安全管控

措施。

6.5.7 系统集成时需要考虑用户授权策略、控制优先级策略、设

备资源受控权限的协调策略、并发访问时共用资源、（如网络带宽）

的保障协调策略等。

6.5.8 应根据用户工作的习惯性、操作控制的专业性、业务处理

易用性和信息E示的直观性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客户端界面，根据

需要可支持多种客户端界面。

6.5.9 本条条文说明如下：

1 防护现场的各类入侵探测器和紧急报警装置通过专用线

路，将信号连接到本地控制指示设备上，本地控制指示设备通过专

门网络与监控中心的控制指示设备相连，监控中心的控制指示设

备通过专用网络将报警信息发送至上－级的监控中心或接警中心

的管理平台。这里的接警中心是指公安机关的接处警中心。

2 防护现场的各类入侵探测器和紧急报警装置通过专用线

路．将信号连接到本地控制指示设备上。本地控制指示设备通过

公共电话网络或者互联网．将报警信息发送到监控中心、报警运营

服务中心或接警中心的管理平台。

3 安装在防护现场的本地控制指示设备通过公共电话网络

或者互联网．将报警信息 t传到接警巾心或报警运营服务中心的

云平台集中管理。

6.5.10 本条条文说明如下：

1 各级监控巾心管理平台之间采用专线级联，本地监控巾心

管理平台实现本级的视频资源、的视频切换、存储、！革示等．上级管

理平台可对本级和l下级的实时和历史视频进行查阅。

2 应充分考虑应用需求．可采用视频信号运层汇聚，实现下

级监控巾心的本地管理．上级监控中心的资源共享i后l用模式；也可

采用视频信号接入统一的监控巾心集中管理，授权多级客户端调

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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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云存储架构对所有视频图像信息进行统一存储、管理

和共享应用。

6. 5. 11 本条条文说明如下：

1 各级出入口控制系统的现场数据信息实时上传到管理平

台，在本级系统进行出入授权管理。

2 各级出入口控制系统的现场数据信息实时上传到管理平

台，由管理平台统一进行出入授权管理。

6.5. 14 联网系统由多级管理平台和多个子系统构成．当某一平

台或子系统出现故障时不允许对联网系统中的其他系统／设施产

生影响。

6.5.15 冗余是指重复配置系统的一些部件，当系统发生故障时．

冗余配置的部件介入并承担故障部件的工作．由此减少系统的故

障时间。服务器的冗余设计可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 1 ）服务器可采用双电源，这两个电源是负载均衡的，即在系

统工作时它们都为系统提供电力．当一个电源出现故障时，另一个

电源就承担所有的负载。

(2）服务器存储系统是容易发生故障的地方．可通过磁盘镜像

（将相同的数据分别写入两个磁盘巾）、磁盘阵列（全称为独立磁盘

冗余阵列，缩写是 RAID。由多个独立磁盘组成．如果一个磁盘发

生故障－叮以在线更换故障盘）等方式实现服务器存储的冗余

设计。

双机热备是利用故障点转移的方式来保障业务连续性．其业

务的恢复不是在原服务器．而是在备用服务器。重要服务器 Ii I 现

问题会直接导致系统瘫痪，造成整个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对重要服

务器采用备份机制，出现故障时可以自动或手动迅速切换到备用

服务器，从而保证系统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恢复正常。

6.6 安全性设计

6.6.2 本条条文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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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本条要求系统所

用的设备和安装部件不能对接触或靠近的人员造成机械类的

伤害。

2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安全防范系统中，涉

及气体设备主要是烟雾喷射设备，涉及 X 射线辐射的主要是防爆

与安全检查系统，涉及激光辐射的主要有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视

频监控系统，涉及电磁辐射的主要是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以及传

输系统。

X 射线属于电离辐射，长时间照射对人体有损伤．射线越多，

致癌的危险性越大。现阶段主要的标准有现行国家标准《电离辐

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 2002, 

激光辐射对人体的伤害主要是由激光热效应、光压效应和光

化学效应所致，防护重点是眼和皮肤，有激光的工作场所应张贴醒

目的警告牌。现阶段主要标准有国家现行标准《作业场所激光辐

射卫生标准》GB 10435 1989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第 4 部

分：激光辐射》GBZ/T 189. 4 2007 、《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 1 部

分：设备分类、要求》GB 7247. 1-2012 、《激光产品的安全 生产

者关于激光辐射安全的检查清单》GB/Z 18461 2001 等相关

标准。

电磁辐射量过大就会导致人患疾病，能对中枢神经系统、对机

体免疫功能、对心血管系统、对血液系统、对生殖系统和遗传、对视

觉系统等造成危害和影响，还对内分泌系统、昕觉、物质代谢、组织

器官的形态改变均可产生不良影响，电磁辐射也能致癌和产生致

癌作用。现阶段的标准主要有现行国家标准《电磁辐射防护规定》

GB 8702 88 。

对于安全防范行业来说，除了要符合以上标准的规定外，还

要符合安全防范行业的相关产品和系统工程标准，主要包括：防

爆与安全检查系统相关 X射线、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的激光及

微波等产品的标准，如现行国家标准《便携式 X 射线安全检查



设备通用规范》GB 12664 、《微剂量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要求》GB 15208. 1 、《激光对射入侵探测器技

术要求》GA/Tll58 、《遮挡式微波入侵探测器技术要求》GB

15407 、《入侵探测器 第 3 部分：室内用微波多普勒探测器》

GB 10408. 3 、《微波和被动红外复合入侵探测器》GB 10408. 6 

等相关标准。

以上最新版本的标准均适用于本标准。

3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在保障系统和设备正

常士作的前提下，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电气安全，消除火灾隐患。

防人身触电、防火、防过热一般要求设计时合理选用设备，安装时

位置合理，并应经常检查设备的运行状况。其中：防人身触电还要

求设备外壳、机柜等要采用接地、绝缘等保护措施，防火还要求设

备外壳、连接线缆要采用阻燃的材料，防过热还要求设备有通风、

降温等措施。

6.6.3 特殊防御功能装置如脉冲式电子围栏、炫目灯光、滚刺

网等。

6.6.4 本条条文说明如下：

3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安全防范系统具有

信息系统的很多特征．在系统正常工作中，应从信息安全的角度

做好防病毒和防网络入侵的防护措施。一般可以采用部署防火

墙、入侵检测、安装防病毒软件、日志审计等进行预防入侵、检

测、清除、追查。在系统内外网边界上配置防火墙，用于防止外

网未经授权访问内网以及对内网的攻击，同时也能防止内网用

户未经授权访问外网；入侵检测系统用于实时地应对来自内网

已知的攻击；防病毒软件主要用于检测、识别、清除系统中的病

毒；日志审计系统用于在事件发生时或事后发现安全问题，有利

于追查责任、定位故障、系统恢复等；为了更加有效地防止网络

攻击，一般要将入侵检测系统和防火墙等安全系统进行联动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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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弱口令一般指设备出

厂默认的密钥或编码、顺序升序或降序的数字、相邻相同数字使用

两次以上，或与操作人员相关的生日、电话号码等具有一定规律、

易被破解的编码。

6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目前用于安全防范系

统传输的网络类型大致可分有线网络和元钱网络，有线网络有专

用网络和公共网络，随着各个行业互联互通、共享应用等的应用需

求．安防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集成、安防系统与其他系统的集成、

上下互联等应用已成为发展的趋势。众所周知，安防系统是为安

全防范而建设的，系统本身的安全性是安防系统效能能否发挥作

用的重要保障，因此，需要在安防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采取网络边

界安全管理措施，管理措施包括建立网络通信防护机制，实现网络

数据传输的完整性保护；进行网络安全规划，包括划分网络安全

域、规划网络 IP 地址、设计网络安全策略等 F选用合适的网络安全

产品，包括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 VPN、安全隔离网闸、安全审

计等。

6.6.5 本条条文说明如下 z

I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这是入侵和紧急报警

系统中历史沿用至今、行之有效的对设备拆改和传输线路进行防

护的方法。

这一条包含对系统设备和传输线路的保护要求。首先，系统

的探测装置、传输设备（箱）、报警控制指示设备或控制箱如不具备

防拆报警功能，将可能出现探测器、传输、控制设备等被遮挡、被篡

改，从而使系统起不到应有的探测、传输、控制作用。在很多工程

中，经常出现设备的防拆开关不连接，或入侵探测器的报警信号与

防拆报警信号连接到一个防区，如果连接方式不恰当，在撤防状态

下，系统对探测器的防拆信号不会响应。因此，为保证系统使用的

有效性，对于可设防／撤防防区设备的防拆装置，即探测器、传输设

备（箱）、报警控制指示设备或控制箱等的防拆报警要设为独立防



区，且 24h 设防。

报警控制指示设备是入侵报警系统的中枢，要保护好．系统

建成后．要对操作人员的权限进行界定，报警控制指示设备一般

只有系统管理员才有权开启．在正常工作时，报警控制指示设备

内应内置备用电源，任何时候任何人打开报警控制指示设备．系

统都应能记录其开启（报警）信息，以防止内部人员内盗或外部

电源被破坏。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的有线传输线路并不一定都处在探测器

的探测范围之内．为了保证系统的正常传输，除了要求在物理上采

取措施外（如采用保护管、暗埋等），还需在技术上解决线路被破坏

时系统能发现的问题，即当报警信号传输线被断路、短路时．报警

控制指示设备能知道线路被破坏。

3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本款要求系统控制设

备具备各种信息的记忆功能，如停电前的状态为设防状态．当重新

上电时，系统要自动恢复设防状态。

6. 6. 6 安防系统本身就是为了提高防护单位的安全而建设的，由

于系统所用的设备大多是电子产品，因此，在进行设备配置、安装

时，要与现场相结合，不要造成安全隐患，不对被防护的目标造成

损害。

6.8 可靠性设计

6. 8. 1 本条对安全防范系统可靠性指标的分配做了规定。

3 在理论上，所谓可靠性，是指产品（系统）在规定条件下（使

用条件＝工作条件＋环境条件）和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功能的能

力。定量表示可靠性的数学特征量很多，本规范采用其最常用的

特征量 平均无故障时间 MTBF (Mean Time Between Fail

ure）作为衡量系统（产品）可靠性的技术指标。在进行系统功能设

计时，需同时考虑系统的功能、性能指标与可靠性指标的相容问

题，避免盲目追求过多的功能、过高的指标而牺牲系统可靠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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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

系统的可靠性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

用简单的方法进行定量测试。本标准重点强调的是设备的可靠性

和系统的可维修性与维修保障性。

6. 8. 2 降额设计原是使零部件的使用应力低于其额定应力的一

种设计方法。是使元器件、部件、设备在低于额定值的状态下士

作，以加大安全余量，保证系统的可靠性。

6.8.3 安全防范系统设计不是越复杂越好，应尽量减少中间环

节，简化系统结构．用尽可能少的部件、设备，尽可能短的路由，来

实现系统的功能。

6.8.4 本条条文说明如下：

1 本款要求是为保证在系统局部受损的情况下能正常运行

或快速维修。

2 本款要求是为保证系统的某个局部发生故障（或失效）时，

尽量不影响系统其他部分的正常丁．作。

6.9 可维护性设计

6.9.2 本条对产品选型的可维护性设计做了规定。

5 本款提出宜采用标准化通信协议，例如网管协议采用

SNMP（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6. 10 环境适应性设计

6. 10. 1 在现行国家标准《安全防拖报警设备环境适应性要求和

试验方法》GB/T 1521 l 中划分四种环境类别，具体如下：

1 ）环境类另lj I 。能够良好保持温度的室内环境（如在住宅或

商业楼内）。

2）环境类别 H 。无法良好保持温度的室内环境（如走廊、大

厅、楼梯、可能产生冷凝的商户和无供热的存放区或间歇性供暖的

仓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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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类别囚。系统部件未完全暴露于室外（有遮蔽）或室内

极端环境状态下经历的环境变化。

4）环境类别凹。系统部件完全暴露于露天环境下，环境因素

受室外环境变化影响。

6. 10. 5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外壳防护等级＜ IP 代码）》GB/T

4208 2017 的规定， IP54 中的第一位特征数字 5 是指防止金属线

接近危险部件（直径 1. Omm 的试具不得进入壳内），同时应防尘

（不能完全防止尘埃进入，但进入的尘埃量不得影响设备的正常运

行，不得影响安全） ；第二位特征数字 4 是指防溅水（向外壳各方向

溅水无有害影响）。

6.10.6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外壳防护等级＜ IP 代码）》GB/T

4208 2017 的规定，IP66 中的第一位特征数字 6 是指防止金属线

接近危险部件（直径 1. Omm 的试具不得进入壳内），同时应尘密

（无灰尘进入）；第二位特征数字 6 是指防强烈喷水（向外壳各个方

向强烈喷水元有害影响）。

6. 11 防雷与接地设计

安全防范系统的雷电防护设计，也是系统安全性设计的重

要内容。对于固定目标而言，安全防范系统常常是以建筑物或

构筑物为载体的，因此做好建（构）筑物本身的雷电防护是安全

防范系统雷电防护的基础和前提。然而，由于安全防范系统在

本质上是一套电子信息系统，因而除了建（构）筑物的雷电防护

之外，安全防范系统重点关注信息系统的雷电防护问题。在理

论上，建（构）筑物防雷与信息系统防雷有着不同的性质和内容。

对信息系统的雷电防护问题，国际标准化组织（如 IEC）和我同

的雷电防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都在组织专家制定相关标准。

本标准提出的防雷设计要求，主要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

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和《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

范》GB 50343 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我国安全防起系统遭受雷击损



害的实际情况提出的，设计重点应放在监控中心的防雷与接地

设计。

6. 11. I 建于山区、旷野的安全防范系统，或前端设备装于塔顶，

或电缆端高于附近建筑物的安全防范系统．一般需设置接闪器等

装置。接闪杆宜采用热浸镀铸圆钢或铜管制成．其直径应符合表

2 的规定，铜管壁厚不小于 2. 5mm 。

表 2 接闪杆的直径

~ 因钢在役（ mm) 铜管 1'H~ ＜ mm)

lm 以下 注 12 二三 20

1 m~ 2m ? I 6 二三 25

烟［~］顶 I 关20 注.！（）

6. 11. 2 安全防范系统设备由交流配电系统供电时．从建筑物内

总配电柜（靠自）开始引出的配电线路必须采用 TN S 系统的接地

形式。

6. 11. 3 防雷接地与交流工作接地、直流工作接地、安全保护接地

共用一组接地装置时，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值必须按接入设备巾

要求的最小值确定。

6. 11. 4 置于户外摄像机的输出视频接口（光纤除外）设置视频信

号线路浪涌保护器，控制信号接口设置信号线路浪涌保护器，供电

线路设置电源线路浪涌保护器。

安全防范系统线路进出建筑物 LPZOA 或 LPZOB 与 LPZl 边

界处，设置适配的线路浪涌保护器。

6. 11. 7 视频信号线屏蔽层单端接地，铜管两端接地。

6.12 供电设计

6. 12. I 现行同家标准《安全防范供电技术要求》GB/T 15408 

2011 中图 7 描述的安全防范供电系统的构成示意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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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 7 安全防范系统供电系统构成示意罔

6. 12. 2 本条对工作现场供电状况调查和用电功耗测算做了

规定。

2 这里应注意不同专业．特别是电气设计专业和安防行业中

对用电负荷、主电源和备用电源、应急负载等概念上的不同表述．

做好沟通工作。

6. 12. 3 本条对主电源规划设计做了规定。

2 主电源是指支持安全防植系统或设备全功能工作的电能

来源。主电源通常来自安全防范系统外，也可以由安全防范系统

自备。系统主电源包括监控中心主电源和前端设备主电源等。主

电源可以是以下形式之一或组合，或其他类型：

( 1 ）本地电力网（一般为市电网）（通常为 AC380V /220V 

50Hz); 

(2）原电池或燃料电池（用于微功耗系统或移动设备的供电）；



. 

(3 ）再生能源如光伏发电装置、风力发电装置。

普通风险单位或部位宜按照现行行业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

计规范》JGJ 16 2008 规定的二级负荷（含）以上的负荷进行主电

源配置。当二级负荷（含）以上的负荷配置中含有外配 UPSC不间

断电源）作为主电源，且市电网与该 UPS 的切换满足现行同家标

准《安全防拖系统供电技术要求》GB/T 15408 2011 的第 5. 11. 4 

条的要求时，可适当降低供电系统的备用电源的配置（安全可靠性

与建设配置经济性的综合平衡）。

4 本款对T打电网接入端的指标做了规定。

3）这里表达的断电持续时间是指市电网中的双路或更多路供

电时可能存在的切换或其他原因的电压跌落情形。这不是安全防

范系统或设备的主电源和备用电源的切换要求。

6. 12.4 本条对备用电源和供电保障规划设计做了规定。

1 安全防范系统或设备的备用电源是指当主电源出现性能

下降或故障、断电时，用来维持安全防范系统或设备必要工作所需

的电源。

备用电源可以是以下形式之一或组合．或其他类型：

Cl) UPS，或蓄电池，前者对应输出为交流屯，后者为直接输出

的直流电；

(2 ）超级电容：

en发电机／发电机组。

rff.急负载是指安全防范系统中，为在紧急情况下能够持续7

作，供电需要连续保障的负载。在安全防蓓系统中有些关键的设

备属于应急负载．例如核心传输设备、视频存储设备等。根据应急

负载的分布和抗破坏能力的要求，选择适当的供电保障方式。吁

安全防植系统要求增强供电系统向我防护能力时．直选择具有互

为热备、多重来源的主电源．备用电源’茸多级本地配置。

备用电源是提高电子防护系统安全等级的前提之一。

2 在现行国家标准《安全防范系统供电技术要求》GB/T



15408 2011 中规定：

“主电源、、备用电源互为切换的要求如下：

( 1 ）主电源切换到备用电源时电主电源的输出跌落到输出电压

标称值的 80%时到备用电源动作恢复输出电斥标称值 90% 以上

时的切换时间宜不长于 lOms。若负载蓄能续流能力强，或间歇工

作，其切换时间宜不超过缸。当备用电源为发电机／；发电机组，电

源切换时应有保证连续供电的其他措施。

(2）采用独立供电模式t作的设备．其主电源如电池需要更换

时．应有保持原有安全防范系统防护能力或对防护目标进行安全

加罔或转移的措施。

(3 ）市电网作为主电源恢复正常供电时．备用电源即自动退出

供电．无切换时间。

(4）主电源、与备用电源的切换动作不应产生明显的电磁

骚扰。”

3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断电开启设备的供电

需要特别的重视，以避免断电产生的防护疏漏．执行装置（锁闭阻

挡装置等）对应急供电的可靠性要求更高。

6. 12. 5 本条条文说明如下：

2 安全防起系统的电能输送 l可以采用有线方式或无线方式。

供电线缆通常独立于信号线缆．特殊情况可以采用信号、供电共用

线缆方式．如 PC)E (Power ()ver Ethernet ）。 PC)E 不宜用于对固

定安装设备或大功率或远距离的供电。

按照现行同家标准《安全防也系统供电技术要求》GB/T

15408 201 I 的规定，供电线缆的路由设计要求如下 z

( 1 ）根据负载的分布情况，合理确定各级配电箱／柜的位置布

局；当主电源采用市电网供电时，还应遵循同建筑体内同区域同相

也原则确定配电箱／柜的上级电源来源。

(2 ）宫内供电线缆宜由上级配电箱／柜或本地配电箱／和以短

程线段放射敷设到下级配电箱或安全防范设备。供电线缆不！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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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沿建筑物外墙敷设。

(3）室外供电电缆宜采用地下直埋或地下排管方式敷设。

供电设备和供电线缆配置实体防护措施，是提升电子防护系

统安全等级的基本前提之一。

6.12.7 本条条文说明如下：

3 在确保系统供电安全的前提下，按照绿色节能环保的理

念，努力提升供电设备等能效比。

6.13 信号传输设计

6. 13. 1 本条对传输方式的选择做了规定。

1 有线传输包括专线、虚拟专用网、公共电话网等传输模式。

无线传输包括元线专网、无线局域网、数字微波、卫星、公共移动数

据网等传输模式。

4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高风险保护对象安全

防范t程的信息流的安全性将直接关系到系统的正常运行和效能

发挥。采用专用传输网络可最大程度降低通过信息网络的隐蔽式

外部攻击，防止无形的窃昕、窥视、改写等破坏，防止有形的盗窃、

非法拷贝等犯罪。

6. 13. 2 本条对传输线缆的选择做了规定。

1 本款条文说明如下：

( 1 ）安全防范系统传输线缆根据传输信号的不同可分为传输

电缆、电源电缆和光缆，主要传输报警、模拟视频、数字视频、模拟

音频、控制、网络数据、开关量等信号。

(2 ）安防线缆标记向安防线缆、型号、燃烧特性、耐环境特性、

线缆规格等代码组成。

(3）综合考虑环境是否存在有害物质、干扰源等因素，电缆防

护层适合使用要求。

3 本款对报警信号传输电缆的选择做了规定。

I ）骂和低压供电共缆传输时，导体截面积需要满足探测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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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供电的要求。

2）入侵探测器的入侵报警信号和防拆报警信号可选择一根

四芯电缆共缆分别传输，当与电源共缆传输时．通常选择六芯

电缆。

4 本款对复合视频信号传输电缆的选择做了规定。

2）视频信号衰减不超过← 3dB 时可保证罔像信息基本不丢

失，同时根据同轴电缆 6MHz 频点的衰减指标计算。

室外线路边用规格为 AFX-SYY也75-9 的聚乙烯外套同轴电

缆。室内距离不超过 500m 时．选用规格为 AFX SYV 75 7 的防

火聚氯乙烯外套同轴电缆。终端机房设备间距离较短的连接线，

选用规格为 AFX SYV 75 3 或 AFX SYV-75-5 ，且具有密编铜网

外导体的同轴电缆。

5 在无信号放大情况， SD-SDI 数字视频信号线缆传输距离

不大于 160m 。 HD-SDI 数字视频信号线缆传输距离不大于 80m 。

3G SDI 数字视频信号线缆传输距离不大于 60mo DVI 数字视频

信号线缆传输距离不超过 8m 。 HDMI 数字视频信号线缆传输距

离不超过 15m 。

6 以平衡方式传输音频信号．采用 AF-XVSY 或 AF XVS 

yp 系列双绞线。以非平衡方式传输音频信号，采用 AF SYV 或

AF-SYWV 系列同轴电缆。

7 现行行业标准《安防线缆应用技术要求》G-A/T 1406-

2017 就信号波特率与传输距离的关系、总线结构与传输距离的关

系分别做了要求。综合信号波特率、传输距离和系统性能要求等

参数后选择确定控制信号传输电缆。

8 现行行业标准《安防线缆应用技术要求》GAIT 1406 

2017 对网络数据的传输速率、传输带宽与电缆规格对应关系做了

要求。

现行国家标准《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汁规范》（；B 50311-

2016 要求综合布线系统用于视频监控、 IH 入口控制、停车库（场）



管理等系统进行信息传输和应用时，根据传输带宽与速率、传输距

离、设备接口类型、屏蔽与非屏蔽、以太网供电及实际承载电流功

耗等因素选择网络数据信号传输电缆。

9 电缆载流量是指电缆线路在输送电能时所通过的电流

量，在热稳定条件下，当电缆导体达到长期允许工作温度时的电

缆载流量称为电缆长期允许载流量，现行行业标准《安防线缆应

用技术要求》GAIT 1406 2017 就电缆长期允许载流量做了

要求。

11 本款对光缆的选择做了规定。

1 ）通常情况下，一般线缆到达安装准确位置后留有不小于 lm

的余量，也可根据实际情况，留出接线的准确长度，例如 200mm"

3）通过选择合适的光缆类型和保护层，实现光缆在应用中免

受外界杂质和水分的侵入，以及防止外力直接损坏。现行行业标

准《安防线缆应用技术要求》GAIT 1406二2017 就不同敷设方式

和使用环境下光缆类型和保护层的选择进行了要求。

6.13.3 本条对传输设备选型做了规定。

2 本款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为加强无线电管

理，维护空中电波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川中

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制规定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

分规定》等相关法律就元线传输方式中采用的发射、接收装置做

了要求。

3 本款条文说明如下：

( 1 ）我国的标清视频系统采用 PAL 进行模拟信号传输，其优

点是对相位偏差不敏感，并在传输中受多径接收而出现重影彩色

的影响较小。黑白电视基带信号在 5MHz 时的不平坦度不小于

3dB 处；彩色电视基带信号在 5. 5MHz 时的不平坦度不小于 3dB

处，加装电缆均衡器。黑白电视基带信号在 5MHz 时的不平坦度

不小于 6dB 处；彩色电视基带信号在 5. 5MHz 时的不平坦度不小

于 6dB 处，加装电缆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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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D-SDI 线缆传输距离超过 160m 时， HD-SDI 线缆传输距

离超过 80m 时， 3G-SDI 线缆传输距离超过 60m 时， DVI 线缆传输

距离超过 Sm 时， HDMI 线缆传输距离超过 15m 时，加装中继器

或光信号收发装置。

(3）射频电缆传输，摄像机在传输干线某处相对集中时，采用

1昆合器。摄像机分散在传输干线的沿途时，选用定向藕合器。控

制信号传输距离较远，到达终端已不能满足接收电平要求时，加装

中继器。

(4）超出传输范围的控制、报警、音频等传输设备采用光信号

发射装置或增加信号放大补偿装置。

6. 13. 4 本条对布线设计做了规定。

I 现行国家标准《综合布线系统t程设计规范》GB 50311 

2016 规范了新建、扩建、改建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系统的工程

设计。要求各类建（构）筑物安全防范工程的综合布线需综合信息

网络系统、建筑设备系统等进行规范的统筹规划。

2 本款对非网络布线系统的路由设计做了规定。

2）当线路附近有强电磁场干扰时，电缆应在金属管内穿过，并

埋入地下。当必须架空敷设时．采取防干扰措施。

当无法避开恶劣环境条件或易使管道损伤的地段时，采用防

腐型线缆或采取防止杂散电流腐蚀线缆的措施，金属管（槽）根据

工程环境要求做镀钵或其他防腐处理。

5）通过两条不同路径的物理链路连接不相邻监控中心值守区

域与设备区的系统设备，两条路径采用冗余备份方式工作．实现任

何一条链路的物理路由中断，不影响系统的正常工作。

其中一路采用不与其他系统共管（槽）的独立路由，可更大程

度的降低外部因素对不相邻监控中心值守反城与设备区链路的信

号干扰、异常破坏，确保链路可靠，提升系统运行稳定性。

4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这是针对监控中心传

输线缆强化防护的措施要求，以避免被轻易破坏或异常损坏，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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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安全防范系统的中心设备元法正常工作。

监控中心作为安防系统自身最重要的部位（禁区），由于安防

系统设备的 IT 化发展．愈来愈多的监控中心将其值守区与其设

备区分离设置，两个区域间的信号传输链路往往会经由未防护或

防护等级低的区域。对传输线缆采取抗拉伸、抗弯折强度不低于

镀伴钢管的封闭保护措施．可有效降低传输线缆的信号干扰、物理

损坏戎人为破坏．提升系统运行稳定性和安全性。

5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对路由采取安全性防

护措施是必不可少的，高风险区域路由经过低风险区域时将面临

人为破坏、异常损坏等方面的安全威胁和风险．有必要根据现场情

况对应采取实体防护、防信息泄露、安装视频监控、增加人力防范

等措施。

6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本条强调应根据不同

受控区安全等级差异，采取相应的自我保护措施要求和配置．出人

口执行部分的输入线缆．采用抗技伸、抗弯折强度不低于镀铸铜管

的封闭保护措施．以确保执行装置的可靠安全工作。

7 本款条文说明如下：

( 1 ）电缆垂直排列或倾斜坡度超过日。时的每一个支架上；槽

盒垂直安装的，内部敷设线缆的顶端和自上而下每间隔 1. 5m 处。

( 2 ）电缆水平排列或倾斜坡度不超过 45。时．在每隔 l 个～ 2

个支架上；槽盒水平安装的．内部敷设线缆的首、尾、转弯处及每间

隔 2m～：-Im 。

( 3 ）在引入接线盒及分线箱前 150mm～300mm 处。

( 4 ）进出槽盒部位和l在槽盒内转弯处。

(5 ）根据线缆的类另lj 、数量、缆径、线缆芯数分束绑扎。绑扎间

距，小于 1. 5m. 间距均匀．避免绑扎过紧或使线缆受到挤州。

8 现行国家标准《综合布线系统仁程设计规范》GB50311

2016 就线缆布放在导管与槽盒内的截面利用率做了要求。

6. 13. 5 本条条文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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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线缆管（槽）的敷设需要综合考虑温度、湿度、腐蚀性、污染

以及自身耐水性、耐火性、承重、抗挠、抗冲击等因素对布线的影

响。现行行业标准《安防线缆应用技术要求》GAIT 1406 • 2017 

就线缆管（槽）和过线盒的安装做了要求，现行国家标准《综合布线

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11 2016 就管（槽）材质、管（槽）敷设、

电气连接、防火阻燃、缝隙补偿等做了要求。

2 《地沟及盖板》02]3 l 1 、《电缆敷设》 120101 等罔集对线缆

沟材料、盖板、施工 1：艺等做了要求。确保电缆沟可靠、JI顷畅、排水

良好。

3 本款条文说明如l下 z

( 1 ）现行行业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C] 16 2008 就

线缆井位置、数量和大小和线缆井内电气线路做了要求。

( 2 ）《电力电缆井设计与安装》07SD!Ol 8 要求线缆井一般布

置在绿化带内．由于条件限制需要布置在道路附近时．尽量布置在

人行道范围内。线缆井顶部距I也面不小于 0. 7m，在人行道路下面

时不小于 0. 5mo 杆旁、控制箱旁、电缆拐弯处或直线段不大于

lOOm 处设置线缆井。

4 现行同家标准《通信线路工程设计规范》GB 51Li8 2015 

就不同场合线缆杆的杆陀、杆强初与其他设施的距离等做了要

求。现行同家标准《建筑物｜纺雷设计规范》GH 50057 201 o 规

范就接地电阻做了要求。现行行业标准《架空光（电）缆通信柯：

路工程设汁规f在》 YD 5118 2007 就不同气候条件下的线杆规

格做了要求。

5 现行行业标准《通信系统用室外机柜安装设计规定》YD/T

5186 2000 就机柜的安装位置、配置要求、供电选择、防雷接地等

做了要求。设备箱根据需要设置防水、防巨匠、散热等功能。

6. 14 监控中心设计

安全防也系统的监控巾心．是系统的神经中枢和指挥中心，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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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监控室自身的安全防范要求外．本标准对监控室的选址、布局和

环境等问题也提出了要求，旨在提醒设计人员要贯彻“以人为本”

的原则，按照人机丁．程学的原理和环保的有关要求．为值班人员创

造一个安全、舒适、方便的工作环境．以提高工作效率，避免或减少

由于人的疲劳导致的误操作或误判断而造成系统的误报、漏报或

其他事故。

6. 14. I 本条条文说明如下：

3 安防系统的规模取决于需要管理的子系统数量、视频图像

接入中心的数量和同时需要监视臣示的闽西屏幕数量以及值守终

端数量等因素，辅助设施包括休息’奎、卫生间等。

6. 14.2 本条对监控中心的自身防护做了规定。

I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这是监控小心进行自

我保护和指挥调度其他防范力量的重要措施。监控巾心是安全防

范系统的中央控制室．必须保护其自身安全，如封闭措施等， Jj：能

实现紧急报警和日常内外通讯。根据安全防范管理需要．必要时

要向上一级接处警中心报警．监控小心必须要预留出相应的联网

接口。

2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监控巾心的 IH 入口管

控是自身防护的重点， It＼入口安装 Iii 入口控制装置用于对进出人

员实施权限管理；出入口处要设置视频监控装置．日的是对 Iii 入或

接近 IH 入口人员的情况进行监视、记录。

3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监控巾心内部的值守

区和1设备区也应是受监控区域．因此应设置视频监控装置， X•j"监控

中心内部人员的活动状况进行监视、记录。

4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监控中心是由入口控

制系统网络与数据服务的汇集点，必须对放置在监控巾心的 11\ 人

口控制系统管理主机、网络接口设备、网络线缆等采取物理隔离和

（戎）视频监控等强化保护措施，再则．监控巾心的出入口控制系统

受到破坏会影响到其他受控I沃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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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J. 3 本条对监控中心的环境做了规定。

2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本款对监控巾心的疏

散门提 Ill 了要求，目的是保证监控中心内部人员生命安全优先，在

紧急情况下的快速疏散。所有要求与消防的规定保持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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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工程施工

7. 1 施工准备

7. 1. 1 施工组织方案是用来指导施工项目全过程各项活动的技

术、经济和组织的综合性文件．是施E技术与施工项目管理有机结

合的产物。依照施工组织方案进行施工，能有效保证施工活动有

序、高效、科学合理地进行，以及保障施］－.的安全性。

施丁：组织方案的内容要结合丁－程对象的实际特点、施工条件和1技

术水平进行综合考虑，一般包括编制依据、丁．程概况、施士准备工作、

施工管理组织机构、施工部署、施－r现场平面布置与管理、施工进度计

划、资源需求计划、工程质量保证措施、安全生产保证措施、文明施工、

环境保护保证措施、施工方法、其他施丁，注意事项等内容。

7.2 工程施工

7. 2. 1 在施工过程中，需局部调整和变更时填写的更改审核单由

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提供．经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相关

责任人会签批准。

更改审核单概括调整或更改情况．包括更改内容、更改原因、

更改前后状态描述、申请单位、审核单位、分发单位、更改实施日

期等。

7.2.2 在施工过程中，根据施工要求对隐蔽［程进行随→［记录，

并形成隐蔽工程随T.验收单。隐蔽I：程随E验收单由建设单位或

监理单位提供．经建设单位／总包单位、设计单位、施T单位、监理

单位会签。

隐蔽 T.程随工验收单概括隐蔽工程情况．包括隐蔽工程的检

查内容、检查结果，并综合安装质量的检查结果．形成验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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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管线敷设的隐蔽工程随工验收单包括管道排列、走向、弯

曲处理、罔定方式，管道搭铁、接地．管口安放护圈标识，接线盒及

桥架加盖，线缆对管道及线间绝缘电阻，线缆接头处理等内容。

7. 2. 4 1 本款条文说明如下：

在线缆敷设前，通过观察或仪器测试线缆的导通性能（开路、

短路等故障）以判断是否符合敷设要求。

数据线、电源线、音视频线用万用表测试通断；光缆采用目测

方式，确保外观无折损：其他线缆用相应专业测试仪表测试通断．

检查合格后方可继续施工。

2 本款条文说明如下 2

( 1 ）线缆布放时，在线缆卷轴处、过线盒、管口处等部位，安排

布线施t人员边送线、边收线，逐段敷设，避免强力拖拽．线缆拉伸

时不要超过规定的线缆拉伸张力。

(2）避免使线缆扎线带过紧而压缩线缆。压力过大会使线缆内

部的绞线变形，影响其性能，一般会使回波损耗处于不合格状态。

(3）布放线缆的牵引端头做好技术处理．保证线缆的每个元件

受到均衡的牵引力。

3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1）根据工程设计文件系统阁、施工图等要求编制标识、标签．

并具有唯一性。现行行业标准《安防线缆应用技术要求》GA1广r

1406-2017 对线缆编号标识规则做了详细规定。

2）标识与使用环境相适应．易查看．字迹清晰，不易脱落、褪

色．附着力强且耐磨损。标签准确反映线缆或井孔的类别、属性、

连接关系等。

5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线缆的弯曲半径过

小，会影响、改变线缆的传输特性，如：阻抗变化、串扰增加、因波损

耗减小等。线缆的过度弯曲，可能造成线缆永久性损伤、折断。

现行国家标准《综合布线系统丁－程设计规范》GB 50311 

2016 对不同类型线缆的最小弯曲半径进行了更细化的要求。

• 230 



12 本款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当出现易燃易爆环

境时，要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

18218. 进行危险源辨识，根据危险源的类别，结合其相应行业的

相关标准进行设计、施工，现有的相关标准主要有现行国家标准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0058 、《电气装置安装工

程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57 、

《火炸药生产厂房设计规范》GB 51009 、《地下及覆土火药炸药仓

库设计安全规范》GB 50154 、《海洋石油平台电气设备防护、防爆

等级要求》CB/T 4397 、《爆炸危险场所防爆安全导则》GB/T

29304 、《爆炸性环境 第 1 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GB 3836. 1 

系列标准等。

7. 2. 5 本条对设备安装做了规定。

1 本款条文说明如下：

(1 ）根据深化设计文件、设备清单、施工罔纸、施工组织方案等

进行设备规格型号检查，核对，确保设备一致性：

( 2 ）设备安装前通电测试、提前发现问题．避免重复返

( 3 ）按图施t’安装安全、可靠、平稳、牢固，发现威胁人身安

全，影响系统使用或环境协调的．及时提出并优化方案。

2 本款条文说明如下：

2）现场加工制作的非标人工屏障、设备、装置等实体防护设

备，按照深化设计文件和施工图纸．结合产品说明书、安装工艺等

要求进行安装。

3 本款条文说明如下：

4）采用隐蔽安装方式的紧急按钮主要适用于防抢、防盗等目

的．安装位置要便于用户操作；防火、防灾等为目的紧急按钮．安装

位置便于操作，并设置明显标识。

5 本款条文说明白日下：

1）常用识读设备依据密钥信息的不同可分为键盘、磁卡识i卖

设备、条码识读设备、非接触读卡器和指纹识i卖设备、掌形识i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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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虹膜识读设备、人脸识别设备等。

①键盘、磁卡识读、指纹、掌形识读设备用于人员通道门，安装

应适合人手配合操作。

②虹膜识i卖设备用于人员通道门，安装应适合人眼部配合操作。

③人脸识读设备安装位置应便于最大面棋、最小失真地获得

人脸正面图像。

④用于车辆出入口的超远距离有源读卡器，应根据现场实际

情况选择安装位置，避免尾随车辆先读卡。

3）控制器与 H＼门按钮、识i卖装置的走线和防护措施的合理性

直接影响到系统的安全，应采取出门按钮与识读装置错位安装等

办法，同时考虑不同类型门和锁具安装的配套性和差异性，可防止

通过破坏或拆卸受控区外的识读装置．经由识i卖装置过线孔触及

出门按钮信号线开门，以提升系统安全性。

因 8 为出人口控制设备的安装管线参考，罔 9 为双扇门双向

控制玻璃门巾入口控制设备的安装方式参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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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防线槽

闻声τ再；电锁门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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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纺线情

门磁＋电锁｜ 紧急饺钊 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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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且应主盎

进门诙卡然安装在室外. 120刑预州

瓮（门ff夏包i且 111 ）底边距地 1.-' 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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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刑刊ll!H食．底JJ1Ul’地 I .-'m 

罔 9 双扇门双向控制玻璃门 HI 人口控制设备安装示意隐l

4）锁具应合理安装并有效防护．确保在~~受控区或低受控区

一侧不能通过简单螺丝拆卸、线缆剪断、人为破坏开门，保证系统

的安全可靠。双向读卡控制出入口时，锁具也不能在受控区内进

行简单的螺丝拆卸等。

7. 2. 8 本条对线缆接续连接做了规定。

2 本款条文说明如下：

( I ）电缆接续避免损伤芯线。建议采用焊接方式进行接续并

做好绝缘、防水、防腐蚀处理。线缆接续或分支在接线箱（盒）内进

行，不得将接头留在穿线管孔或线槽内。

(2）各类跳接电缆和连接器件间接触应良好．接线无误．标识

齐全。不同类型电缆之间必须经过符合安求的接线盒或连接器进

行连接。

(3 ）多4；电缆的芯线应正确接续，接续点相互错位．焊接牢阳

光滑。

• 233 • 



C4)RS-485 信号电缆采用首尾结构方式依次相连．主设备置

于主干线路的一端．设备尾线与主「线采用焊接方式端接。

7.3 系统调试

7. 3. I 系统调试方案是用来指导调试全过程的综合性文件，依据

方案进行调试能有效保证调试科学、有序、高效开展。

依据深化设计文件、施工组织方案等资料．并根据现场情况、

技术力量及装备情况等综合编制系统调试方案．系统调试方案一

般包括组织、计划、流程、功能／性能日标等内容。

7.3.2 根据说］试方案，合理进行子系统、安全防范管理平台、系统

集成等分层级的 i周试．实现功能．优化性能。对调试过程进行如实

记录，调试记录包括调试时间、调试对象、调试人员、调试方案和调

试结论等内容。

7. 3. 3 根据调试记录如实填写系统调试报告．系统调试报告概括

工程基本信息和系统调试信息．并记录调试遗留问题。经调试人

员、建设单位、施丁－单位和监理单位等会签确认后．系统进入试运

行阶段。

7.3.4 本条对系统调试准备做了规定。

5 网络为基础的安全防范系统突破了时间、地域的限制，省

去了传统布线和线路维护费用．降低了成本；用户在授仪的情况

F，就可以不受地域限制随时按百监控，受到了广泛关注。

怔l系统对网络有着很大的依赖性。往往存在庞大系统数据初

信号流址 Lj相对过小的可用带宽的矛盾．使得我们有必要对网络、

系统的配置进行合理规划．以便最大程度解决阁像质量、网络速

度、传输时延、网络安全等问题．充分发挥网络和系统的最优效能。

对于规模较大、较为复杂的系统．建议根据系统设计要求．在

系统调试之前．通过安全防也管理平台、软件对系统相关资源进行

预配置．并进行功能验证工作．以便提前发现问题、降低系统风险、

提升系统调试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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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 本条对系统调试做了规定。

4 本款条文说明如下。

7）现行国家标准《民用闭路监视电视系统丁－程技术规范》GH

50198 201 1 分别就模拟和数字的图像质量评价做了明确要求。

模拟图像分别就随机信噪比、单频干扰、电源干扰、脉冲干扰进行

主观评价，图像质量对应表 5. 4. 1-1 五级损伤制评分分级要求。

数字图像分别就马赛克效应、边缘处理、颜色平滑度、画面真实性、

快速运动图像处理、低照度环境图像质量处理进行主观评价，图像

质量对应表 5. 4. 3- 1 五级损伤制评分分级要求。

5 本款条文说明如下。

2）根据物理特性或外观形态的不同，一般包含磁条、条码、

ID 、 IC 、 RFID 和 NFC 等电子卡／标签凭证类型；根据系统定义的

不同，一般可设置为通用、定时、失效、黑名单、加密、防劫持等卡／

标签凭证类型。

3）根据人体固有生理特性的不同，一般包含指纹、掌形、虹膜、

声控、人脸及其复合技术等不同类型生物识别技术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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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工程监理

8. 1 一般规定

8. 1. 2 组织协调是指协调工程建设相关方的关系，工程建设相关

方包括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丁－单位等。

8. 1. 3 监理单位是指具有独立法入资格和相应等级资质，为建设

单位提供安全防范工程监理服务的单位。

8. 1. 4 监理单位可根据建设单位的要求或者监理项目的规模设

置总监理工程师代表，总监理工程师代表辅助总监理工程师履行

对安全防范工程的监理职责。

总监理工程师由取得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的人员担任，总监

理工程师代表口J由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5 年及以上安

全防范工程实践经验，并经监理业务培训合格的监理人员担任；专

业监理工程师可由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3 年及以上安

全防施工程实践经验，并经监理业务培训合格的监理人员担任。

8. 1. 5 本条对监理规划和监理细则做了规定。

( 1 ）监理规划主要内容包括：

①工程概况：包括［程名称、地点、规模、建设项目主要内容、

特点及各相关单位信息；

②监理范围和日标：对监理范罔、工作内容、工期控制目标、工

程质量控制日标、工程造价控制目标等做出明确阐述；

③工程进度和质量：结合工程具体内容和建设特点，对工程总

体进度目标按照工序节点和阶段性目标任务进行详细分解，应明

确控制程序、控制要点、控制风险的措施；

④合同及其他事项管理：包括对工程变更、索赔等事项的管理

程序和要点，合同争议及协调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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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项日监理机构：结合工程具体情况．确定监理机构组织形

式、人员构成、职责分工，各类人员进场计划安排：

＠监理工作管理制度：结合t程内容和特点，编制信息和资料

管理、监理会议、监理工作报告等监理工作制度。

(2）监理细则主要内容包括：

①安全防范工程系统组成的基本描述、I.程应用技术与施工特点；

②监理1：作包括设计与施工方案变更、产品规格与价格变更、

产品进场检验、隐蔽工程及各施工阶段的验收等主要t作，工作中

应明确各时序节点的要求及实施主体与责任；

③监理工作的控制要点及日标：包括施工阶段、初步验收与试

运行阶段的各项重要节点内容；

④监理方法及措施包括各阶段中的重要节点所采取的方法和措施。

8. I. 6 整改通知通过《安全防范工程监理通知单》（参见表 3 ）方

式下达。不合格项处置记录应填写《安全防范工程不合格项处置

记录》（参见表的。

表 3 安全防范工程监理通知单

监理项目文号：

一仁程名称：

致（施工单位h

事由 z

内容．

J!)j[j 监理机构及监理I程师（签章）

年 月 日

出t理单位总监理T，程师（答章｝

年 月 日

注：发送相关单位各一份. }j' ii: 明发送各单位名称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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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安全防范工程不合格项处置记录

监理项目文号：

一［将 11，称：

不合格JJij 发生部位与原因 z

致（施 l单位）：

fi1 r 以 F情况．使你单位凸
严重口 J －般口

,f合格．请及时采取措施 F以格改．并在整改完成1月．报F我方。

具体情况．

监理工程师｛筝’7: ) 

不合格项整改措施：

施工单位毡改贞任人｛签字） 施工单位项目经理（签字｝

年 月 日 年

不介恪I虫格改结束，：

致（监跑单位）：

根据你方要求．我方已经完成整改．请予以验收。

中发’t.

月 日

月 日

施E单位项目经理（签字｝

年 月 日

擎改结论 口同意验收 口继续整改

项日监理机构（盖章） 监理工程师｛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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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施工准备的监理

8. 2. I 项目监理机构的审核工作包括：

( 1 ）施工单位资质的有效性。

(2 ）专职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证、

上岗证是存符合同家相关规定，在工程实施过程中随时监督检查，发

现问题及时签发《安全防范工程监理通知单》（参见表 3）责令整改。

(3）特殊行业施工许可证的有效性。

(4）对在国家行政许可管理范罔内的 I：程项目，是否具有政府

有关部门已批准的施t许可证或设计方案报备手续。

8.2.4 在施工准备过程中要组织项目管理机构、施工单位召开施

工安全会议，监督施丁．单位在施工前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并

做好培训记录和存档。需组织协调多方单位时，也可采用《安全防

范工程监理工作联系单》（参见表 5）方式进行。

表 5 安全防范工程监理工作联系单

监理项目文号：

王程名称：

致｛单位） ' 

事 If! ' 

内容：

发文单位及负责人（签章）

收文单位及负责人（签章）

注 z发送相关单位各一份．并注明发送各单位名称．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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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设备器材的核检可包括：

( 1 ）主要设备器材由具有相应资质能力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有

效检测合格报告：

(2）列入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的产品的有效证明文件；

(3）设备器材包装、说明书、产品出厂检验合格证、配件、质量

保证书、安装使用维护说明书，进口产品还应提供产地证明、商检

证明和安装使用维护中文说明书：

(4）设备器材的外包装信息与设备器材信息的→致性；

(5）进场安装的线缆及配线设备的型号、规格、数量、材质；

(6 ）线缆和配线设备的外观。

8.3 工程施工的监理

8. 3. 1 项目监理机构对施工准备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后，达到开

工条件的由总监理工程师签发《安全防范工程开工通知书》（参

见表们。

监理项目文号：

工程名称 z

致（施工单位） ' 

表 6 安全防范工程开工通知书

经审核，我方认为你方已经完成了工程施汇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满足了开工条

件，同意你方于 年 月 同 时起开始进场施工。工程将按照建设单

位批准的工程系统设计方案和施仁组织设汁执行。

并做好以下I作 g

项目监理机构（盖章｝

总监理［程师f签字）

签发日期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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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工程变更应符合卒标准第 7. 2. 1 条要求．监督相关单位对

工程变更的相关协议文件及时记录、归梢．为以后的竣工图纸做

准备。

8.3.3 项目监理机构的旁站工作要填写《安全防范工程旁站记录

单》（参见表 7 ）。

表 7 安全防范工程旁姑记录单

监规项目文号：

1宇平型名称：

旁灿监f理部位或 T. I于名称

！好 fr／；监王理时间 年 J1 日 时 分专 年 月 日 时 分

施仁情况．

！监理情况．

发现问题

处理措施反 .11!'. 见

备注：

施 r_ 单位及项目经理｛答审｝．

JI fl 

J9！口监理机构及监理 T.程师（签章）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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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隐蔽工程的随工验收填写《安全防范工程隐蔽工程随工验

收单》（参见表们。

表 8 安全防范工程隐蔽工程随工验收单

监理项目文号：

E程名称：

验收l豆域及部份·

隐蔽外部材料及部盖方式：

隐蔽部位设备管线内容：

致（监理 "f'- IV: > : 

我单位U完成了 丁作．经我方向检合恪．现报上i主工 w报验

申请表. i肯 F以审查和验收。

附件：

施工单位（盖章｝

项目经理（签＇t:)

报验日期 z 年 月 日

验收意见 z

项目监理机构（盖章） 总监理！ T程师或监理丁－程师（答宇）

审奇日期 z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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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系统调试的监理

8. 4. I 系统调试方案的确认主要包括：设备综合参数的设置计

划、系统的功能性能的调试计划、业务操作流程的设计规划等，同

时还要注重系统调试目标与系统设计目标的一致性以及调试进度

汁划与项目总体进度计划的一致性。

8.4.3 系统调试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调试过程中，会随着调试的

效果对初始化数据进行动态调整。在系统i周试后期，项目监理机

构可组织项目管理机构、施工单位，对系统的初始化数据需求进行

确认，并按照需求对施工单位进行监督 a

8.5 工程初步验收与系统试运行的监理

8. 5. I 技术烧训计划基本内容包括：培训内容、培训目标、培训时

间安排、受训人员要求、培训考核方式等。

8.5.2 初步验收报告基本内容包括 3 系统概述；对照设计任务祀

的要求， x•r系统功能、效果进行检查的主观评价；对照正式设计文

件对安装设备数量、型号进行核对的结果；对隐蔽工程随丁．验收单

的复核结果等。《安全防范工程初步验收报告》参见表 9.

表 9 安全防范工程初步验收报告

1丁程名称

建设（侦ltJ ）单t f if 

设计、施 1单位

系统概述．

系统功能、效果的主观i于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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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衰 9

M安装设备的数挝、型号进行核对的i'i'i果

对隐蔽 rr~随工验收单的复核结果：

初步验收结论：

监规单位公章

建设（使用单位）公章

设计、施 I: 1'(1. f.'7. 公审

8.5.4 试运行计划基本内容包括：试运行系统的概述、试运行系

统的基本功能、试运行时间、试运行的人员安排、试运行效果预

估等。

8.5.7 监理过程文件主要包括监理日志、报验申请表、停／暂停工

通知朽、复1’通知书、开工通知书、开 E申请表、工程更改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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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赔申请表、工程款支付申请表、工作联系单、监理通知单、设备器

材进场报验单、监理抽验记录、不合格项处置记录、工期延期申请

表、旁站监理记录、隐蔽验收报告、试运行记录、试运行报告、初步

验收报告、工程质量评估报告、质量事故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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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工程检验

9. 1 一般规定

9. 1. 1 Z程检验是按照程序对工程的一种和多种特性进行测量、

检查、试验、度量并将这些特性与规定进行对比以确定其符合性的

活动，检验的基本要点包括：检验对象、检验依据、检验手段、检验

数据、检验结论等；安全防范工程的检验对象为施E验收前的新

建、改建、扩建系统或己交付使用且运行中的系统．在检验活动中

必须对质量特性进行观察、测量、试验和判断。

9. 1. 2 对于每个工程．它的所属行业和系统规模、功能都不相同，

工程检验项口应覆盖工程所属行业的管理和标准要求以及工程设

计的主要范罔，以便对系统的主体特性做出全面评价。

9. 1. 3 木条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检验用仪器、仪表的

准确性在接关系到检验数据的准确性和溯源性。因此要求所使用

仪器设备的性能应稳定可靠，计量、检验、管理使用与检定、校准应

符合同家有关法规的规定。

9. I. 4 为了保证工程检验的质量和顺利实施，本条规定了检验机

构的检验实施程序。检验实施程序对检验过程来说是必不可少

的．特别是编制检验实施细则和检验方案尤为重要。通过审查技

术文件，可使检验人员对被检验系统的情况有较全面的了解（包括

系统所涉及的范罔．各子系统的结构、功能、运转情况等），便于检

验实施细则和检验方案的制定。在受检工程的技术文件中，对于

变更文件，应是经甲乙双方确认的、盖章的有效文件。

1 资料的内容非常重要，是检验的依据，是判别的重要依据，

通常包括：工程合同、深化设计文件、工程合同设备清单、工程变更

文件、隐蔽工程随工验收单、初步验收报告、试运行记录、主要设备



的检验报告或认证证书等。

2 开展检验工作前．应确定检验的趋围，必要时需进行现场

的勘察．勘察的内容应包括：工程建设情况，包括建设时间，系统构

成、工程造价等；确定检验路线等；监控中心（室）情况．供电情况

等；各子系统组成，涉及产品数量等；检验中需要中断的子系统的

防护措施等。

检验实施细则作为检验过程的指导性文件，它应当规定检验

过程的主要检验依据、检验项目、使用仪器、抽样率、人员组成、检

验步骤、检验周期等主要内容。检验方案的设计非常重要，系统的

特性和存在的缺陷只有通过周密的检验方案才能反映出来。实施

检验时，由检验人员根据本标准的要求提出具体的实施细则和检

验方案。

4 判定仁程的质量的合格性是仁程检验活动的日的，在获取

质量特性的数据之后，与规定的要求进行比较，确定是否合格。

9. I. 5 本条对抽样数量做了规定。

3 采用现行国家标准《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l 部分：按接

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Gl3/T 2828. 1 2012 

进行抽样时．按系统设备和前端设备的类型和型号进行分别抽样，

抽样母体数为各设备／类型的数量；抽样应根据产品功能、性能的

不同，合理分布。对于高风险保护对象安全防范王程，可提高抽样

数量或全数检验。抽出样机所需检验的项目如受检验条件制约，

无法进行检验，可重新进行抽样，但应以相应的可实施的替代检验

项目进行检验。

9. I. 6 检验中，如有不合格项并进行了复检，在检验报告巾应注

明进行复检的内容及结果。复检抽样在数量不够时啕应全数检验。

9. I. 7 运行检验是对交付后运行一段时期的安全防范系统的功

能性能进行的检验。系统运行检验通常不需要全项检验．应选择

重要项目进行检验。本章下列各项表格中打·· ”的项目，是运行

检验的必检项目。

• z,17 • 



9.2 系统架构检验

系统架构的检验是对安防工程实际建设情况的总体把握，对

系统的实际情况从配置、资源、管理、传输、安全等各方面进行总体

评判。

9.4 电子防护检验

9. 4. 2 报警发生复位后，需要对设防、撤防状态是否正常进行确

认；在很多E程中，入侵探测器的防拆报警信号线与报警信号线是

并接的．在撤防状态下，系统对探测器的防拆信号不响应，这种设

计或安装是不符合探测器防拆保护要求的．因此，检验系统的入侵

探测器防拆报警功能时，应能在任意状态下进行。

9.4.3 不同防护要求的工程，其图像记录回放的效果、质量要求

不同．因此，应根据该工程正式设计文件的要求进行检验。其他检

验项目应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工程合同、正式设计文件的要求

检验。

9.5 安全性、电磁兼容性、防雷与接地检验

9. 5. I 监控中心由于放置有系统控制设备、显示设备等，且监控

中心需要人员长期值守，电子设备产生的电场和磁场交互变化，形

成电磁辐射，电磁辐射的危害及防护王作在世界各罔均高度重视，

我国也对环境辐射限制制定了相应的现行国家标准《电磁环境控

制限制》GB 8702 2014 ，对电磁环境中电场强度、磁场强度、磁感

应强度、等效平面波功率密度等均作出控制限值，同时在现行环境

保护行业标准《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监测仪器与方

法》HJ/T 10. 2 中对电磁辐射的测量方法均做出明确规定，包括：

测量仪器、测量位置、测量高度、测量时间、测量频率等，因此为保

护监控巾心的人身安全，对监控中心进行辐射限制的检验是非常

有必要的，意义也是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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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 3 防雷与接地检验也是系统安全性检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南北东西的气候环境、雷电环境、地质土壤环

境等因素差异较大，因此雷电防护和接地施工的难度也各不相同。

对安防工程的防雷接地检验应按相关标准和具体工程的设计－要

求，重点实施对室外前端设备的雷电防护检查和监控中心的接地

设施检（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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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工程验收

10.1 验收组织

10. I. I 工程验收一般由建设单位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安排。做这

样的规定是为了全面贯彻执行《行政许可法》，同时也考虑到安防

行业的特殊性和我同安全防范工程管理的现状。

本条所指的相关部门是泛指在行政许可框架下的行业主管部

门以及在行业主管部门监督指导下的社会中介组织。

10. I. 2 2与丁－程规模较小、系统相对简单时，验收组下设的··组”可

以简化．可以兼任或合并。

I 0. 1. 3 组长的职责通常包括：验收工作策划、主持验收会议．合

理分配工作任务．把握验收进度。

I 0. I. 4 技术专家是指具有 5 年以上安防行业从业经历和中级及

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且技术水平得到业内广泛认可的技术人员。

验收组中技术专家比例不低于 50%. 这是基于验收性质、任

务本身的要求．同时考虑到安全防也 r程的特点．以有利于更全

面、更科学地把握好t程的技术质量。未经检验机构检验的王程

验收时．可适当增加技术专家的比例。

所谓不利于验收公正的人员如：施工单位人员、工程主要设备

生产、供货单位人员以及其他需要回避的人员等。

10. I. s 本条主要强调验收组应以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坚持标
准、严格把关。验收中如有疑问或巳暴露 Hi 重大质量问题．可视答

辩情况决定验收是否继续进行。

为体现验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确保工程质量才是根本．本条强

调验收通过的工程．如有质量问题仍需要落实整改；验收基本通过或

不通过的t程，验收组必须明确指出存在的质量问题和整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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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施工验收

10.2.2 施工验收不负责审核变更内容．只负责审核变更手续的

规范性。设计变更或工程洽商等需在实施过程中经建设／总包、设

计、监理、施t单位四方确认。

施工验收时只负责查验隐蔽工程随王验收单的规植性，不对

隐蔽工程质量进行检查和评价。隐蔽工程应由建设单位或监理单

位随工验收。

10.3 技术验收

本节规定了技术验收的内容、要求与方法。技术验收主要包

括以下内容：

一一检查系统应达到的基本要求、主要功能与技术指标，应符

合设计任务书、王程合同相关标准以及现行管理规定等相关要求：

检杏工程实施结果，即t程配置包括设备数量、型号及安

装部位等是否符合深化设计文件：

按各子系统的专业特点，检查其功能要求和技术指标，同

时检查监控中心。

1 O. 3. I 表 10. 3. 1 给出了技术验收的现场检查项目。

对于经检验机构检验合格的工程．验收组可根据工程性质、规

模大小等情况确定抽样检查项目，但表 l o. 3. 1 9rJ HJ 的带··食”的项

目和检验报告中的所有不合格项必须检查，其余项目可复核工程

检验报告的检验结果。没有经过工程检验的项目．技术验收应对

表 I 0. 3. 1 列出的检查项目逐项进行现场检查。

表 I 0. 3. I 列出的带“食”的检查项目共有 10 I页，是技术验收

的重点项目，实行一票否决制，应认真检查，严格把关。

10.4 资料审查

本节规定了对验收图纸资料的审查内容、要求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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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纸资料的准确性主要是指标记确切、文字清楚、数据准确、

罔文表一致．特别是要同工程实际施工结果一致。

罔纸资料的完整性主要是指所提供的资料内容要完整，成套

资料要符合表 I 0. 4. 1 的要求。

罔纸资料的规范性主要是指图样的绘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安全防也系统通用罔形符号》GAIT 74 等相关标准要求：罔纸资

料向按照1：程建设的程序编制成套。

10.5 验收结论

验收结论是王程验收的结果。验收结论应明确并体现客

观、公正、准确的原则。技术验收组、施工验收组、资料审查组应独

也根据价收 f:iJ据（合格率计算公式）通过打分的方式分别给出检查

成审ft结果．验收组根据本节的规定确定验收结论。对E程验收

ii: 重挝化、 ）J 求克服随意性，是保证验收工作“客观、公正、准确”的

基础B ～

10. 5. 1 1气 I：程验收结果 K喝、 K， 、 K， 均二三 0. 8 时．表明该安全防

也：r和能较好地满足建设（使用）单位的实际需求，建设单位、设计

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在施工、技术实现、资料整理气方面的工

作 llil做得较充分、有效，因此应判为通过。

10.5.2 写了，科验收结果 κ 、K， 、 K， 均二三o. 6 ，但有出现一项＜O. 8 

的情况时．表明 i亥安全防施工程能基本满足建设（使用）单位的实

际苛求．但尚有欠缺，相关单位需要予以重视并改进。此种情况判

为基本通过。

10.5.3 当丁．程验收结果 K， 、 K； 、 K ， 中出现一项＜O. 6 时，表明

该安全防范丁．程在施工、技术、资料在某个方面存在不能满足建设

（使用）单位的实际需求。需要相关单位认真分析、排查问题的原

因．并制定强有力的措施，及时完成整改。此种情况验收不能

通过。

10.5.5 本条规定．验收不通过的工程不得正式交付使用，应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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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结论提出的问题抓紧整改，整改后方可再提交验收。

10.5.6 验收通过或基本通过的工程，施工、设计单位、建设（使

用）单位应根据验收结论提出的建议与要求，落实整改措施。施工

单位、设计单位的整改落实后应提交书面报告并经建设（使用）单

位确认。这样做，强调了整改和工程后续完善的重要性，体现了

“验收是手段，保证工程质量才是目的”的验收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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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系统运行与维护

11. 1 一般规定

11.1.1 安全防范系统的运行与维护1工作是为了确保系统在生命

周期内持续满足安全防范管理要求．保持系统有效防范效能。一

方面．随着安全防范系统应用环境和安全防范管理要求的变化．会

涉及管理业务的调整和运行机制的优化等问题，如，随着保护对象

环境变化．可能会增加某个风险部位的监视要求．相应警情等级会

可能进行调整，这就要求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警情处置人员等资源

配置的变更和处置预案（流程）的优化。另一方面，由于系统和设

备的使用寿命、使用环境等因素会造成系统防护效能不同程度的

下降．需要通过有效的维护工作使系统和设备提高可靠性、排除隐

患和故障、延民使用期限，进而达到相应阶段的防护要求。

系统维护丁．作应该如l实反映系统士作状态．注意积累系统的

运行与维护数据．为系统效能评估提供坚实基础。

11.1.2 系统运行与维护工作需要系统化工作的思路，其中→项

重要内容就是运行与维护工作规划。主要可以包括以下内容：

( 1 ）系统运行规划一般包括：

1 ）系统运行工作目标、工作范围、t作要求、工作团队建设要

求等。

2）系统运行工作费用预算。包指值机人员工资、办公等费用，

系统和设备折旧和使用所产生日常性支出费用等（如：设备用电等

费用。）

(2 ）系统维护规划一般包括：

1 ）维护对象的系统组成、维护工作范围、主要E作内容和维护

要求．以及t作团队建设要求等；



2）维护需要的费用预算。费用预算编制办法可参考现行行业

标准《安全防范系统维护保养规范》GA 1081 2014 和《安全防范工

程建设与维护保养费用预算编制办法》GA/T 70~ 2014 的规定。

11.1.3 考虑到许多安全防施系统建设（使用）单位具有一定的运

行和维护能力，在本标准中允许建设（使用）单位自行实施对系统

的运行初维护。但无论是建设（使用）单位自行实施，还是委托第

2方服务商实施系统运行与维护．都应符合本章的规定。随着安

全防范系统应用范罔不断扩大、管理要求不断提升、运用的技术越

来越复杂，对安全防范系统运行与维护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完全依靠建设（使用）单位自身实施系统运行与维护的模式已难以

适应。因此，基于专业化的第三气方服务商实施系统运行与维护的

模式已成为趋势。本章内容将对安全防范系统运行与维护的规范

化起到推进和指导作用。

11. 1. 4 建立系统设备台账，是系统运行与维护工作的重要内容。

系统设备的伞生命周期管理是保证设备及时保养、更换．持续发挥

系统效能的重要方法。

建设（使用）单位应根据国家相关财税规定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

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合理选择系统和设备的使用年限、折旧等。

11.1.5 本条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系统运行与维护所

涉及的管理内容、处置预案（流程）、数据等信息，事关建设（使用）

单位的安全。管理内容、处置预案（流程）、数据等信息的泄露．可

能导致针对保护对象的防护措施失效，进而产生不可预知的后果。

因此，保密责任落实和措施保障成为必须要考虑的要求。

在《报警运营服务规范》GA1383 2017 的 5. 5 中．专门对报

警运营服务单位和人员提出了保密安全要求。

11. I. 6 本条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安全防范系统运行

和维护人员是否合格．是安全防范系统自身安全保障的重要基础。

在《报警运营服务规范》GA 1383-2017 的 5. 4 中，专门对值机员、

维护员等提出了培训上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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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 系统运行

11. 2. 1 本条条文说明如下：

(1 ）根据工作目标、工作范围、工作要求，运行工作团队人员可

分为管理人员、值机人员、现场处置人员等，负责日常具体的系统

运行工作。《公安部关于保安技防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公

复字〔2012〕 2 号）中提出：“……在开展报警运营服务的企业中从

事人工值守和现场处置工作的人员，应当依据《保安服务管理条

例》和《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的有关规定纳入保

安员管理。”这是以国家行业规范方式明确报警运营服务的人员要

求和管理要求。相关行业安全防范系统运行管理可以参考。

现行行业标准《报警运营服务规范》GA 1383 2017 的第

3. 1. 9 条和第 3. 1. 11 条规定了“值机员”和“现场处置员”要求：

值机员：在报警运营服务中心负责接收、处理报警信息、视音

频信息、故障信息及受理咨询、技诉的人员。

现场处置员：负责巡逻、值守以及报警现场处置的人员。

( 2 ）日常管理制度一般包括：值班制度、值机制度、现场处置制

度、例会制度、安全保密制度、内部监督制度、环境检查制度和内务

卫生制度等。

值机和现场处置制度建议参考现行行业标准《报警运营服务

规范》GA 1383 2017 相关要求编制。

例会制度应包括值机人员例会、相关负责人例会、管理部门例

会等；

安全保密制度应该按照国家有关保密工作的法律法规和建设

（使用）单位具体情况制定知密人员、知密范围、涉密文件、资料、信

息等的管理与控制制度；

培训应该包括岗前培训和在岗培训，培训的内容一般包括法

律法规常识、职业道德、纪律作风、安全保密知识、工作规班、管理

制度、系统与设备的基本知识、前端设备的分布情况、基本操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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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常见案（事）件的发案规律和特点、案（事）件处置预案以及经验

交流、系统操作技巧、处置方法的运用和演练、案（事）件处置预案

的模拟训练、信息的分析研判等。

在现行行业标准，《基层公安机关社会治安视频监控中心（室）

工作规范》GAIT 1072 2013 专门对值机人员和监控中心提出了

培训和考核要求，可结合实际情况参考实施。

( 3 ）在系统运行中会涉及诸多需要协调管理的工作，如：①与

系统和设备维护团队相关的保障、报修等的协调、对接T作规则

等；②事件／警情处置中可能涉及的主管部门（保卫、后勤部门等人

相关其他职能部门．主管上级部门，公安机关等相关责任人、联系

方法，相关的协调、对接工作规则等。

11. 2. 2 系统运行环境是系统运行的基本保障，涉及各子系统配

置和参数。如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中的布防时间和撤防时间。布

撤防时间的确定．就意味着在这个时间段内对设防区域启动入侵

探测报警，这个时间段的确认是与安全防范管理要求相一致的。

如银行营业场所的营业柜台紧急报警是 24h 布防，不允许撤防的，

其他场所则可能是在下班后实施布防．上班后撤防。

11. 2. 3 本条条文说明如下：

2 运行作业和要求的确认，是系统运行中针对事件／警情处

置的基本保障。系统运行中首先需要明确管理边界，如：哪些事件

和警情是需要管理的？如何管理？

在实际的系统运行中，应该按照安全防范管理的要求，梳理需

要管理的内容，并对事件／警情进行分类分级．设置报警、监控和 HJ

入口控制等系统的联动规则．以及相应处置流程和预案等。

现行行业标准（（基层公安机关社会治安视频监控中心（室）工

作规范》GA 1072 2013 巾的常见监控作业给出了可参考的方法

和要求。

现行行业标准《报警运营服务规范》GA 1383 2017 中，针对

报警接收与处置给出了可参考的报警接收和处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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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预案的编制应遵循安全防范户－要素 T棚＋ T＂＇－应运T剧

的原则进行，如综合考虑保护对象现场探测报警能力、保护对象现

场实体防护系统的阻滞时间以及处置人员到达现场的时间等因

素。要特别注重突发事件／紧急报警的处置预案编制。

在实际的运行业务梳理时，较为常见的方法是进行报警类事

件、故障类事件和异常类事件的划分。报警类事件按警情处置预

案和流程进行处置、故障类事件按维护流程进行处置、异常类事件

为重点关注需要进行复核后进行处置。

11. 2. 4 本条对作业指导文件应包括的内容做了规定。

4 日志至少应包括日期、天气、常规操作情况、时间或特殊操

作情况、系统和设备的运行状况、接办事务处理情况、交办事务处

理要求等按照工作规则、处置预案等完成执行值机工作任务。

5 交接班一般包括 2各防范区域基本情况、系统和设备运转

情况、事件／警情处理情况、接办或续办事务等内容。

11. 2. 5 根据作业指导文件进行值机操作，可以保证事件／警情处

置的合规性。在实际的值机操作中，要能达到相应要求还有许多

细节要求，如对值机人员的技能要求等。

1 表 10 为参考的系统运行记录表。

表 10 ×××系统运行记录表

系统范因l

运行工作团队（公司）名称 记录日期：

记录内容

序号 时间 事件 系统 事件描述 位置 处置情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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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0

系统运行综述

签字 签字：

值班人 运行维护负责人

年 JJ 日 年 月 日

11. 2. 6 系统运行环境中系统配置和参数．运行作业中的报警和

接收、监视和录像、授权和控制等的正确性，是安全防范系统运行

t作的基本保障。

以入｛圭和紧急报警系统为例，其系统配置和参数中的探测点

位、布撤防时间、报警信息记录与存储、与视频和（或）出入口控制

系统联动规则、操作权限、运行日志和操作日志存储时间、处置预

案等的任何一个参数、配置以及流程的变化都可造成安全防范管

理的失效。

系统运行环境、运行作业和内容会由于人为戎非人为因素以

及管理要求的变更等产生变化．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变化情况进行

符合性检查，以确定其变更的规范性。

符合性检查既包括对运行环境、运行作业和内容本身的检查．

也包括相关内容变更的合规性检查。

11. 2. 7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紧急报警发生一般

预示着重大警情。为确保重大警情能准确及时处置，在现行行业

标准《报警运营服务规范》GA 1383 2017 的第 5. 2. 3 条中专门对

接入公安机关的紧急报警信息，提出了由监控中心人士向公安机

关接警中心进行确认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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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3 系统维护

11. 3. 2 系统维护工作团队应根据系统的规模、工作内容和维护

要求组建。系统维护工作团队组建的目的是确保维护质量。

维护工作团队是指承担安全防范系统维护职能的t作／项目

管理团队，一般应该由维护服务单位、系统建设（使用）单位的相关

人员组成。相关人员包括维护服务单位的管理人员、技术管理人

员、操作人员、设备供应商及工程承包商等。

维护工作程序所涉及的相关单位、人员应相互配合．共同完成

系统维护工作。相关人员的培训，应包括相关的法律知识、安全生

产规程和专业技能。

图 10～图 13 分别描述了相应的参考维护工作程序。

优化也议
－一一－一－一－一－一－一·→I 圳、’准备

口洛维护

一←℃二1

故隙处理

一←口

维护实施 l

特殊A·[tt/j 保陈

一一户口

- - - - - - - - - - - - - - ....I - - - - - - - - - - - - - - .J 

维护i'I'价

CJ 

整，5【合格

E二1

图 10 安全防范系统维护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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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月’始

查询日常·维护
记录

日常维护操作

~f 是 故~：处理工作、
程序

信息、开悄

流程占束

图 1 I 安全防范系统日常维护工作程序

注 2故障处理申请可通过人I：进行．也可通过维护专用工具自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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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安全防范系统故障处理工作程序



流和开始

保障小组进！Jt
现场

f苦扩t

l己反分析

维护报告

信息、有悄

特殊时期纣束

流科结束

是
故障处理T作

程序

图 13 安全防范系统特殊时期保障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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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评价指标、考核方法和定期评价维护工作，是确保

维护工作质量的基本保证。缺乏评价指标、考核方法将严重

影响系统维护工作质量，进而不能保障系统发挥应有的防护

效能。

评价指标一般至少包括系统维护工作团队维护工作质量的

评价，考核方法一般至少包括针对所维护系统设备的现场抽检、

统计系统设备的在线率和完好率以及维护管理制度的执行

情况。

11. 3. 3 系统维护工作中应考虑采取多种方式保障系统正常运

行，如维护时间段错峰选择、采用备品备件搭建临时的部件和

（或）装置、管理主机、终端主机、服务器主机等，对已记录的数据

采取保护性和修复措施、做好相应应急预案、维护工作安排及时

通告等。

11. 3. 4 由于安全防范系统安装使用的地域可能非常广阔，系统

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程度也越来越高，所以对维护本身的技术

要求也随之提高，因此，应配置相关的仪器仪表、设备设施，以及系

统运行状态监测、维护过程管理等的专用工具，提升运行维护工作

的自动化和网络化程度。

涉及测量精度的，相关工具应具有国家授权认证机构的检测

报告。

11. 3. 5 本条条文说明如下。

1 系统勘查是做好系统维护工作的基本保证，一般在系统维

护实施前进行。系统勘查是为了全面掌握系统设备、设施的数量、

安装位置、功能性能、工作状态和故障情况等，为系统维护方案编

制、系统维护实施等打下坚实基础。

表 11 为参考的维护勘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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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维护勘察表一×××系统

维护团队（公司〉名称

勘察内容

勘察对象 功能项 1：作状态 备注

编号 设备／设施 型号／序列号 位置 正常 故障 故障现象

xxx 系统勘察综述

签字：

勘察人 运行维护负责人

？每 月 日

2 表 12 为参考的系统维护与要求表：

表 12 ×××系统维护与要求表

维护团队（公司）名称 z

维护内容与要求
序号

签字＝

维护项目 维护对象 维护内容 维护要求

系统设备设施

年 月 IJ 

维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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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2

维护内容与要求
序号 维护说明

维护项目 维护对象 维护内容 维护要求

2 防护效能

系统评价、
4 

优化

11. 3. 6 本条对日常维护做了规定。

5 系统维护记录可参考表 13 0 

表 13 系统维护记录表

设施／系统名称 日期

位置／范围 类 grj

运行维护团队（公司）名称

维护内容

维护情况

相结果

问题／建议

签字： 签字

维护人 运行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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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常维护报告一般包括系统设备设施运行状态情况（如

设备在线率、设备隐患、系统服务器性能资源等情况）、系统防护

效能情况（如防区探测覆盖范围变化或缩减、监视区域变动或

图像质量降低、受控区域元授权变动等）、安全防范管理业务

运行情况、系统维护情况分析、客户服务质量、日常维护重点

工作等。

维护报告一般应该定期编制。日常维护工作中遇突发性重大

问题的还应该及时专题报告。

11. 3. 7 本条对故障处理做了规定。

1 系统故障处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处理好安全技术防范系

统的业务连续性、业务恢复和业务重续三大问题。故障处理要遵

循的原则是尽可能减少业务的中断时间、尽可能快地恢复业务和

尽可能减少监控数据的损失。

2 表 14 给出了一个参考的故障分级和处理要求表。应根据

安全防范系统规模和分布的实际情况．提出符合安全防范管理要

求的具体响应时间和解决时间。

表 14 故障分级和处理要求表

故障描述
响应 解决

';j'级
时间 时间

系统崩愤导放大也阳系统和设备停止运
·级

行、数据丢失 '1f I忱陈

工级
部分系统和设备失效、系统性能 F降．但能

正常运行

二级
系统和设备很错或警告．们l 系统布1 设备能

继续运行民性能不受影响

3 故障维修及反馈情况记录可参考表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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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故障维修反馈表

设备／设施／系统名称 型号J序列号

位置 子分部／系统名称

维护团队（公司J ）名称

故障现象描述

故障原因分析

维修步骤

维修结果及

反馈意见

客户评价

签字 签字

维修人 运行负责人

年 月 日 句 月 日

11. 3. 8 特殊时期一般可以是国家重要节假日、政府或相关职能

部门组织的重大活动期间，以及国家应急管理部门预报发布的涉

及重大自然灾害、生产、食品卫生、社会治安等应急管理时期。

11. 3. 9 涉及可能优化维护规划的．建设（使用）单位应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规划调整。涉及可能优化系统维护工作内容和流程的，

维护工作团队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维护方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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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通过系统维护可以积累大量的系统设备的运转状态

数据，因此，针对系统设备的优化建议，应考虑在系统维护数据基

础上进行。

此外，系统优化建议应基于原系统。由于事关系统防护效能、

系统安全等，制定的优化整改方案，要征得建设（使用）单位的许可

方能实施，并保证能够实现优化目的。

11. 3. 10 维护工作效果主要涉及系统防护效能的评价。建议根

据安全防范系统使用年限、使用环境、运行状况等，委托第兰方检

验机构进行客观、规范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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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咨询服务

12.1 一般规定

12. I. 2 建设单位对咨询服务的具体需求包括：咨询服务的内容、

周期、方式及成果等。咨询团队需明确咨询负责人，咨询负责人需

具有 5 年及以上的安全防范工程从业经验。

12. 2 咨询服务内容

12. 2. 1 本条对立项阶段的咨询服务内容做了规定。

2 风险评估的详细内容和要求，参照本标准第 4. 1. 2 条及其

条文说明。

3 项 H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通常是作为安全防范工程

建设的投资决策依据。在编制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前一

般都需要进行现场勘察、风险评估，咨询单位可协助建设单位进行

现场勘察、风险评估，并在编制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时给

予建设单位咨询建议。

12. 2. 2 本条对设计阶段的咨询服务内容做了规定。

3 本条内容对应本标准第 3～ 6 章和现行行业标准《安全防

范工程技术文件编制深度要求》GA/T 1185 2014 以及现行行业

标准《银行营业场所安全防范要求》GA 38 等不同治安保卫重点

单位的安全防范标准。

4 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

00500 2013 的要求，检查工程量清单的编制规范性、完整性。

12.2.7 本条对系统运行与维护阶段的咨询服务内容做了规定。

1 安全防范系统运行一段时期后，安全防施工程建设（使用）

单位根据安全防范管理的需要，可以委托咨询服务机构重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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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对需要防范的风险重新进行确认。风险评估的具体程

序和内容详见第 4. 1. 2 条文说明。

2 安全防范系统效能评估的目的是为了评价系统的有效性．

为系统的持续运行、维护、升级、改造或重建提供依据。系统效能

评估的具体程序和内容详见第 2. 0. 39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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