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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是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13 年工程建设

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识建标〔2013 〕 6 号）的要求，由工

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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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国

内最新的实践经验，并参考国内外有关的标准，广泛征求意见，反

复修改，最后经审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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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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日常管理，由中国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本标准在执行中，请各单位结合工程

实践，认真总结经验，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建

议寄至中国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小屯路 8

号，邮政编码： 100141) ，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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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规范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

收，适应我国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建设的需要，提高电子

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的质量，制定本标准。

1. 0. 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

化工程。

1. 0. 3 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除应

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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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 0.1 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 integrated automation 

engineering of electronic industry plant 

为电子工业生产的工厂提供厂务管理控制、公共安全和信息

设施的自动化系统工程。

2.0.2 综合自动化控制系统 integrated automation control 

system 

为电子工业生产的工厂提供服务的厂务管理控制系统、公共

安全系统、信息网络系统和自动化集成系统。

2.0.3 厂务系统 facility system 

为工厂生产和运营管理工作提供动力等支持服务的系统。

2. 0. 4 厂务管理控制系统 facility management control sys一

tem(FMCS) 

通过传感器、执行器、控制器、人机界面、通信网络、数据库、组

态软件等对工厂的公用设备进行监视和控制的综合系统。

2.0.S 入侵报警系统 intruder alarm systemCIAS) 

利用传感器技术和电子信息技术探测并警示非法进入或试图

非法进入设防区域的行为、处理报警信息、发出报警信息的电子信

息系统或网络。

2.0.6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system(VSCS) 

video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 

利用视频技术探测、监视设防区域并实时显示、记录现场图像

的电子信息系统或网络。

2.0.7 出人口控制系统 access control system(ACS) 

利用自定义符识别或／和模式识别技术对出入口目标进行识
• 2 • 



别，并控制出人口执行机构启闭的电子信息系统或网络。

2.0.8 防盗安全检查系统 security inspection system for an 

ti-theft 

检查有关人员是否携带违禁品的电子信息系统。

2.0.9 自动化集成系统 FMCS and IT integrated system 

将厂务管理控制、公共安全和信息设施等系统，通过统一的信
息平台实现集成，以形成具有自动控制、信息汇集、资源共享及优
化管理等综合功能的系统。

2.0.10 控制中心 control center 

为自动化系统的设备和装置等提供安装条件，以确保各系统

安全、稳定和可靠地运行与维护的建筑环境。

2.0.11 人机界面 human machine interface( HMD 

是人与计算机之间传递、交换信息的媒介和对话接口，是计算

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又称用户界面或使用者界面。

2.0.12 冗余化设计 redundance design 

通过重复配置某些关键设备或部件，当系统出现故障时，冗余

的设备或部件介入工作，承担故障设备或部件的功能，为系统提供

服务，减少岩机事件的发生。

2.0.13 组态软件 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 

CSCADA) 

又称组态监控系统软件，是指数据采集与过程控制的专用软

件，为用户提供快速构建工业自动控制系统监控功能的、通用层次

的软件工具。

2.0.14 电磁兼容性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设备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符合要求运行，并且不对其环境

中的其他任何设备产生电磁干扰的能力。

2.0.15 串行通信 serial communication 

计算机主机与外设之间以及主机系统与主机系统之间使用一

条数据线，将数据一位一位地依次的传送。
• 3 • 



2.0.16 冷热源系统 resource of cooling and heating systems 

向整个工厂提供冷源和热源系统的总称。

2. 0.17 压缩空气系统 compressed air system 

空气压缩机将空气压缩后，输送到阀门或驱动工具等使用点，

作为动力源的系统。

2.0.18 真空系统 vacuum system 

真空泵抽取管线内空气，形成真空度，供使用点使用的系统。

2.0.19 大宗气体系统 bulk gas system 

使用量较大的工艺气体系统，多指氮气系统、氧气系统、氢气

系统和氮气系统。

2.0.20 工厂能源管理和节能系统 factory energy sav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监测工厂的能量使用和优化能量使用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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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基本功能

3.1.1 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应满足工厂厂务系统的自

动控制与监测所需功能的要求。

3.1. 2 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应满足危险品、核心技术、

贵重物品等被防护对象的公共安全管理的要求。

3.1. 3 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应满足使用单位对信息传

输所需功能的要求。

3.2 基本组成

3.2.1 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宜包括电子工业厂房的厂

务管理控制系统、公共安全系统、信息设施系统及自动化集成

系统。

3.2.2 厂务管理控制系统宜包括洁净厂房系统监控，通风与空调

系统监控，冷热源系统监控，工艺冷却水系统监控，压缩空气、真空

及大宗气体系统监控，纯水站系统监控，特种气体及化学品输配系

统监控，给排水系统监控，工业污水处理系统监控，工艺废气排放

系统监控和工厂能源管理及节能等监控系统。

3.2.3 公共安全系统宜包括厂区内的视频安防监控、出入口控

制、入侵报警、防盗安全检查系统。

3.2.4 信息设施系统宜包括厂区内的信息接人子系统、布线子系

统、程控交换子系统、元线对讲子系统、信息网络子系统、有线电视

及卫星电视接收子系统、公共广播子系统、信息引导及发布子

系统。

3.2.5 自动化集成系统宜将厂务管理控制系统、公共安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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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设施系统的信息进行集中显示管理。

3.3 厂务管理控制系统

3.3.1 厂务管理控制系统的组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厂务管理控制系统应由仪表设备和执行机构、现场控制

器、管理层系统三部分组成；

2 仪表设备应能在控制现场直接采集数据，执行机构应能控

制设备的动作；

3 现场控制器应能对现场数据进行逻辑分析，并应发出指

令，指挥执行机构动作；

4 管理层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对测控点各种过程或设备进行实时数据采集；

2）应能对本地或远程的自动控制过程进行全面实时监控；

3）应为生产安全、调度、管理、优化和故障诊断提供必要和

完整的数据及解决措施。

3.3.2 仪表设备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具有测定温度、湿度、压力、压差、露点、气体浓度、流量

的功能；

2 应采用模拟信号或数字信号。

3.3.3 执行机构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能通过其机构动作直接改变被控变量；

2 可采用电动、气动、电磁和液压方式驱动；

3 可进行开关、比例或积分控制；

4 可由电流信号、电压信号、脉冲信号和压力信号进行控制。

3.3.4 控制器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具有逻辑运算和指令控制的能力；

2 可由可编程逻辑、分布式和直接数字控制。

3.3.5 管理层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由工作站、组态软件、打印机、通信设备和服务器组成；



2 应具有数据采集和状态显示、远程监控、报警和报警处理、

事故查询和趋势分析的功能；

3 宜具有能源管理功能；

4 控制软件应有控制、通信、记录分析、系统优化和安全保障

的功能，数据量大时宜配置数据库。

3.4 公共安全系统

3.4.1 公共安全系统应由前端设备、传输设备、处理控制设备和

记录显示设备四部分组成。

3.4.2 前端设备应具备对防区内信息进行探测、收集，以及执行

系统指令的功能。

3.4.3 传输设备应具备对前端设备探测、收集的信息与控制中心

管理信息之间进行信息传输的功能。

3.4.4 处理控制设备应具有接收、处理、分发前端设备发来的探

测信息、状态信息及对前端设备进行控制等功能。

3.4.5 记录显示设备应具有记录、显示前端设备发来的探测信

息、状态信息等功能。

3.5 信息设施系统

3. 5. 1 信息设施系统的设备组成应根据各子系统的功能架构

确定。

3.5.2 信息设施系统的功能应根据厂区的设施条件，为厂区的使

用者及管理者提供信息应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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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设计宜按厂务管理控制系

统、公共安全系统、信息设施系统及自动化集成系统设计。

4.1. 2 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设计应根据电子工业厂房

的建设标准、功能需求、生产组织方式等因素确定。

4.1. 3 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设计应建立实用、可靠和高

效的应用系统，实现数据共享、节能及优化管理功能，并应优先选

用节能技术产品。

4.1.'4 综合自动化控制系统应具有人机交互界面，界面应直观、

操作方便。

4.1. 5 综合自动化控制系统应设立权限控制等安全机制。

4.1. 6 综合自动化控制系统应有参数越限报警、事故报警及报警

记录功能，并宜设有系统或设备故障诊断功能。

4.1. 7 综合自动化控制系统的主机宜进行冗余化设计。

4.1.8 综合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关键系统及设备宜设置应急电源。

4.1. 9 综合自动化控制系统所选用的设备应满足工厂环境下的

可靠性和稳定性的使用要求。

4.1.10 厂务管理控制系统应实现电子工业厂房机电设备参数检

测、运行状态显示、自动调节与控制、工况自动转换、设备联锁与自

动保护、能量计量、节能管理等功能。

4.1.11 厂务管理控制系统的组态软件应能将系统和设备运行的

状况、实时数据、历史数据、报警和故障信息形成报表。

4.1. 12 厂务管理控制系统所选用的仪表设备，应满足工艺所需

精度及量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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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13 公共安全系统应建立应对火灾、非法侵人、自然灾害、重

大安全事故等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及长效技术防范保障体系。

4.2 洁净室（区｝环境监控设计

4.2.1 根据工艺要求，应对洁净室（区）的空气参数进行监视、测

量和记录。

4.2.2 洁净室（区）的监控系统与净化空调的监控系统宜合用，或

采用通信的方式进行数据共享。

4.2.3 多个洁净室（区）采用一套监控系统时，应根据最严格的洁

净室（区）的温度和湿度要求选择控制系统的精度。

4.2.4 洁净室（区）内外的压差检测，宜采用压差变送器监测。

4. 2. 5 洁净室（区）安装有过滤器时，宜具有过滤器压差报警

功能。

4.2.6 传感器宜对化学物质沉积采取防护措施或具备自洁功能。

4.3 供暖、通凤与空气调节系统监控设计

4.3.1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监控应对供暖、通风、空调系统

的运行工况进行监视、控制、测量和记录。

4.3.2 净化空调与一般空调的控制系统宜分开设置。

4.3.3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监控应对送排风机及新风空调

机组的运行状态、故障报警、启停控制、手自动切换进行监控。

4.3.4 洁净室（区）的送风、回风和排风系统的启停宜连锁。当连

锁控制时，宜采用措施对各部分的运行状态进行确认；当各部分的
运行状态不满足要求时，应报警。

4. 3. 5 净化空调系统的风机宜采用变频控制，变频器的数据宜通

过通信的方式获得。

4.3.6 冬季存在结冻可能的新风机组、空调机组应设置防冻保护

措施。

4.3.7 腐蚀及爆炸危险气体的排风系统，其仪表设备及执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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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应满足防腐蚀和防爆的要求。

4.3.8 新风空调控制系统宜监测室外的空气参数。

4.3.9 排风系统主管上应设置压力检测，在管路最不利处宜设置

压力监测。

4.3.10 净化空调系统采用电加热器时，电加热器与风机必须连

锁控制，并应设置无凤及超温断电保护。采用电加湿器时，必须设

置无水及无风断电保护。

4. 3.11 空调机组的附属设备在空调机组关闭时应连锁关闭。

4.3.12 自动控制水阀及风阀的执行机构宜有位置反馈信号。

4.3.13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监控应对风机的出风状态进

行监测。

4.3.14 高湿环境中使用的温度传感器，其选型及安装应满足湿

度条件。

4.3.15 应用于防火防爆及恶劣环境中的控制阀，可采用电动控

制方式。

4.3.16 空调系统中安装有空气过滤器时，应具有过滤器压差报

警功能。

4.3.17 废气排放系统的运行状态、故障报警信号应上传至控制

中心。

4.3.18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监控的设计应与供暖、通风与

空气调节系统综合考虑，应符合节能运行的要求。

4.4 冷热源系统监控设计

4.4.1 冷热源系统监控应对冷冻水、冷却水、锅炉和蒸汽及热水

等系统运行工况进行监视、控制、测量、记录。

4.4.2 制冷设备冷冻水与冷却水的控制系统应合并设立。

4. 4. 3 锅炉、蒸汽和热水系统的控制系统宜合并设立。

4.4.4 冷热源系统监控应对冷冻水、冷却水、锅炉和蒸汽及热水

系统的运行状态、故障、启停、手自动切换等进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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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S 冷冻机组的冷冻水和冷却水进出接口应安装水流开关传

感器。

4.4.6 水温度仪表及压力仪表宜安装在冷冻机组的冷冻水及冷

却水进出接口的直管道段。

4.4.7 冷热源系统监控宜监控冷冻水泵及冷却水泵的工作状态。

4.4.8 冷热源系统监控宜监控冷却塔风机的工作状态。

4.4.9 冷冻水管路系统宜通过压力控制来保证水传输到各支路

和使用点。冷冻水系统的水泵采用变频控制时，宜采用系统主管

线上的压力仪表信号作为逻辑判断的依据。

4.4.10 冷冻水供回水主管线宜安装压力仪表。
4. 4.11 冷冻水主管线宜安装水流量仪表，水流量仪表的量程应

大于设计流量的 1. 5 倍～2 倍。

4.4.12 冷热源系统监控应实时监测锅炉设备的水位参数。

4.4.13 监控系统必须监测锅炉设备输出蒸汽或热水的压力参数

和温度参数。

4.4.14 冷热源系统监控应监测锅炉燃烧设备的工作情况。

4.4.15 冷热源系统监控应监测锅炉设备燃气和燃油输配管线的

压力、流量参数。

4.4.16 冷热源系统监控应监测锅炉设备燃油储罐的油液位

参数。

4.4.17 冷热源系统监控宜监测锅炉设备进水水质参数。

4.4.18 冷热源系统监控应监测锅炉设备间的一氧化碳气体浓

度、二氧化碳气体浓度和可燃气体浓度。

4.5 工艺冷却水系统监控设计

4.5.1 工艺冷却水的控制系统宜独立设置，当系统规模较小时，

可与其他控制系统合用。

4.5.2 工艺冷却水系统监控应对工艺冷却水系统的状态、故障、

启停、手自动转换等进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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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工艺冷却水系统监控应监测工艺冷却水换热器冷媒的进

出温度和压力信号。

4.5.4 工艺冷却水系统监控应监测工艺冷却水主管水温度参数

和压力参数。

4.5.5 工艺冷却水系统监控应监测工艺冷却水过滤器两端的水

压差参数。

4 .. 5. 6 工艺冷却水系统监控应监测开放式循环工艺冷却水水箱

的液位。

4.6 压缩空气、真空及大宗气体系统监控设计

4.6.1 压缩空气、真空及大宗气体系统监控应对压缩空气、真空

及大宗气体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监视、控制、测量和记录。
4.6.2 压缩空气、真空及大宗气体系统的控制系统可与其他厂务

管理控制系统合用。

4.6.3 压缩空气、真空及大宗气体系统监控应对压缩空气、真空

及大宗气体系统的运行状态、故障、启停、手自动转换等进行监控。

4.6.4 压缩空气、真空及大宗气体系统监控应监测空气压缩机的

运行状态。

4.6.5 压缩空气、真空及大宗气体系统监控应监测压缩空气系统

主管线上的压力、质量流量和设备用电量参数。

4.6.6 压缩空气、真空及大宗气体系统监控宜监测压缩空气系统

主管线上的空气露点温度。

4.6.7 压缩空气、真空及大宗气体系统监控应监控真空系统真空

泵的运行状态。

4.6.8 压缩空气、真空及大宗气体系统监控宜监控真空系统主管

线的真空度参数。

4.6.9 压缩空气、真空及大宗气体系统监控应显示并记录在线气

体阀门开关状态和气体传感器、气体纯化分析仪的数据。

4.6.10 气体监测系统报警信号应传递给厂务管理控制系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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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信号应包括低系统压力、高系统压力和低储罐液位。

4.7 纯水站系统监控设计

4. 7.1 纯水站系统监控应对纯水系统的运行工况进行监视、控

制、测量和记录。

4.7.2 纯水系统的监控系统宜独立设置。

4.7.3 纯水站监控系统应实现设备的全自动运行，同时也可通过
手动功能加以控制。

4. 7. 4 反渗透系统的启动、运行和冲洗等过程均应实现自动控

制。反渗透装置还应设置现场控制盘，在现场仪表盘可读出反渗

透系统的相关工艺参数，且可操作进水高压泵的启停和相关阀门。

4.7.5 反渗透装置的高压泵迸出口应分别设置压力传感器，在压

力过低或过高时联动启停高压泵。每套反渗透装置的进水、段间

和浓水口宜设置压力变送器。

4.7.6 反渗透装置技入运行时，宜在高压泵出口设置慢开阀门。

4.7.7 水泵应设置联锁与报警功能；原水泵、增压泵、反洗泵应根

据相应的水箱液位自动控制启停，并应联动整个系统设备的启停。

4.7.8 存放液体的箱、罐、池都应有液位开关或远程连续式液位

变送器。水箱的液位信号应在管理层系统中显示。超纯水水箱液

位宜采用连续监测。

4.8 特种气体及化学晶输配系统监控设计

4. 8.1 特种气体及化学品输配系统监控应设置独立的监控系统。

4.8.2 易燃、易爆、有毒气体输送中，在阀门、可拆卸连接等容易

发生泄漏处必须设置对应的气体浓度传感器；易燃、有毒、腐蚀性

以及泄漏会对自身或其他设备造成损害的液态或固态输送的化学

品，必须在阀门、可拆卸连接等容易发生泄漏的地方设置传感

装置。

4.8.3 设置传感器的气体或化学晶源端及其支管路上必须设置



自动阀门 0

4.8.4 特种气体浓度传感器在采样输送距离的范围内，应集中安

装。在人员通道、物流通道、机械通道等易发生损坏的环境安装的
传感器应设置防护装置。

4.8.5 特种气体间、化学晶间及其使用区域的出口、入口必须设

置控制系统急停开关。

4.8.6 特种气体间、化学晶间及其使用车间区域的出口、入口须

设置声光报警装置，报警声应大于现场环境声音 60dB，最低不应

低于 lOOdB。

4.8.7 监控系统设置在防爆区的设备或装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0058 和《电气装置安装

工程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气装置施王及验收规范》GB 50257 的

有关规定。

4.8.8 监控系统应能联动控制广播系统进行应急广播推送。

4.8.9 监控系统应能联动解锁门禁系统。

4.8.10 监控系统所使用的控制器、传感器、执行机构应使用安全

电压。

4. 8.11 监控系统所使用的控制器、传感器、执行机构应采用有安

全认证的产品。

4.8.12 监控系统应设置独立的 UPS 系统， UPS 续航时间应大

于供气设备 30min 。

4.8.13 监控系统应记录并实时显示各传感器的数据，在侦测到

危险发生时应发出报警并记录。

4.8.14 监控系统传感器一年内校准次数不应少于一次。

4.8.15 监控系统一年内应做一次以上模拟联动测试。

4.9 给排水系统监控设计

4. 9.1 给排水系统监控应对给排水系统的运行情况进行监视、控

制、测量和记录。



4.9.2 给排水系统的控制系统宜独立设置。

4.9.3 给排水系统监控应对给水泵及排水泵的状态、故障、启停、

手自动转换进行监控。
4.9.4 给水水箱应在水箱内高、低限制液位安装液位开关。

4.9.5 排水集水坑应在高限制液位安装液位开关。

4.10 工业污水处理系统监控设计

4.10.1 工业污水处理系统监控应对工业污水系统的运行情况进

行监视、控制、测量和记录。

4.10.2 大中型污水处理的监控系统应独立设置。处理现场可设

置分控站。

4.10.3 分控站应有独立工作能力，并应保证系统的安全性和可

靠性。

4.10.4 大中型污水处理监控系统宜进行冗余化设计。

4.10.5 工业污水处理系统应按照工艺设计要求、控制参数类型

选用温度、压力、液位、流量、pH 值、电导率、水质分析仪等各类

仪表。

4.10.6 控制盘柜的安全接地与屏蔽接地宜分开设置，盘柜在设

计时应满足防水要求。

4.10.7 工业污水监控系统在实现系统自动控制的同时，应在现

场控制盘柜和控制室电气盘柜面板设置自动手动转换开关。

4.10.8 化学药品及腐蚀性液体桶槽液位监测宜选用超声波液位

仪，超声波液位仪宜配置现场显示仪表，其他液体宜选用电缆浮球

液位仪。

4.10.9 工业污水处理监控系统中，执行机构宜选用气动或电动

执行机构。

4.10.10 压力和温度仪表宜配置现场显示仪表。

4.10. 11 流量仪、电导率仪、水质分析仪、 pH 仪宜采用交流

220V 电源，宜配置现场显示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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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2 阀门安装区域有防爆要求应选用气动执行机构。

4.11 工厂能源管理及节能系统设计

4. 11. 1 工厂能源管理及节能系统应包括能量计量系统、统计分

析系统。

4.11. 2 能量计量系统应计量工厂的能源输入和工业排放。

4. 11. 3 能量计量系统宜全面地计量工厂的能量消耗情况，宜重

点计量高能耗的使用点。

4.11. 4 用电量的计量宜包括瞬时功率和用电时间。

4.11. 5 工艺用电宜分别对不同的生产工艺区域和生产线进行计

量。能量计量系统对高能耗设备宜单独计量。

4.11.6 动力用电宜分别对不同系统和不同的服务区域进行

计量。

4. 11. 7 生产照明和办公用电宜按区域和用途进行计量。

4.11. 8 工厂用水量的计量宜按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分别计量。

4.11. 9 能量计量系统应在外部供应的燃气主管道、燃油主管道、

蒸汽主管道和热水主管道上安装流量仪表，对于高耗能的设备宜

独立计量。

4.11.10 统计分析系统根据计量的结果应给出各种能源在一定

时间内的使用总量、平均量、峰值。统计分析系统宜按使用和分析

要求计算出统计学参数。

4. 11. 11 对于新建工厂项目和改建项目，在项目设计阶段应进行

能效目标设计。能效目标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宜包括基准目标；

2 宜包括优化目标；

3 功能设计宜包含基本功能和优化功能；

4 流程设计宜包括基本流程设计、流程变量识别、流程优化

设计；

5 宜进行模型验证。



4.12 公共安全系统设计

4.12.1 公共安全系统的设计应具有安全性、可靠性、开放性、可

扩充性和使用灵活性。

4.12.2 更衣室与生产厂房出入口处宜设置防盗安全检查系统。

4.12.3 厂房风险区域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厂房内不同功能区域应根据风险等级由高到低划分为一

级、二级、三级；

2 涉及危险品的区域应定为一级风险区；

3 涉及贵重物品或核心技术的区域应定为二级风险区；

4 不属于一级和二级的区域应定为三级风险区。

4.12.4 一级风险区安全防护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危险品库房应采取实体防护措施。

2 危险品库房应安装紧急报警装置，库房门内外均应安装声

光报警装置。
3 危险品库房应安装入侵报警系统，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能准确探测、报告区域内门、窗、通道及要害部位的人

侵事件；

2）危险品库房应安装 2 种以上不同探测原理的探测器。

4 涉及危险品的区域应安装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系统应具备视频图像自动识别、实时分析与处理功能，能

对场景中的动态目标进行检测、识别和跟踪，进行智能监

控，发现可疑的人、可疑的行为或可疑的物品后即时

报警；

2）存储图像应能清晰地显示人员的活动情况及面部特征；

3）出人口的存储图像应能清晰辨别进出人员的体貌特征。

5 涉及危险品的区域应安装出人口控制系统和音像复核装

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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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入口应安装生物特征识别装置；

2）在发生入侵报警时，应能进行音像复核；

3）交接区的声音复核应能清晰辨别对话内容。

4.12.5 二级风险区安全防护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安装入侵报警装置；

2 应安装视频安防监控装置，回放图像应能清晰显示区域内

人员的面部特征；

3 应安装出入口控制装置；

4 应安装音像复核装置。

4.12.6 三级风险区安全防护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安装入侵报警装置；

2 宜安装视频安防监控装置，对需要记录的活动实施监视和

录像，回放图像应能清晰显示人员的活动情况；

3 宜安装出入口控制装置。

4.13 信息设施系统设计

4.13.1 信息设施系统应实现内部与内部、内部与外部信息互联

互通，实现语音、数据、图像和多媒体等各类信息的接收、交换、传

输、存储、检索和显示等功能。

4.13.2 信息设施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智能建筑设

计标准》GB 50314 的有关规定。

4.13.3 信息设施系统宜根据厂区所在地理位置和安全级别设置

应急通信系统。

4.13. 4 流动人员较多或大空间的工作区域，宜配置元线局域网

络系统。

4.13.5 广播系统宜根据需要配置传声器和呼叫站，宜具有分区

呼叫控制功能。

4.13. 6 信息引导及发布系统播放内容应顺畅清晰，不应出现画

面中断或跳播现象，显示屏的视角、高度、分辨率、刷新率、响应时



间和画面切换显示间隔等应满足播放质量的要求。

4.13.7 存有易燃易爆、放射性、有害气体、液体等原材料及高度

污染废弃物的区域，系统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危险场所电气

防爆安全规范》AQ 3009 和《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

规范》GB 50058 的有关规定。

4.14 自动化集成系统设计

4.14.1 自动化集成系统硬件应有多种数字通信协议转换功能。

4.14.2 自动化集成系统应具备通用工业通信协议的能力。

4.14.3 子系统宜提供以太网通信协议供系统集成，系统内不同

通信协议不宜超过 4 种。

4.14.4 自动化集成系统宜集成厂务管理控制系统、公共安全系

统、信息设施系统，集成不应影响系统内各子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4.14.5 自动化集成系统宜采用工业以太网环网，网络应具备防

范网络风暴功能和故障自愈功能。

4.14.6 自动化集成系统网络接入其他网络时，应设置网络防火

墙。系统集成点数超过 2000 点时，系统宜采用专业冗余服务器，

配套采用专业工作站工作。

4.14.7 自动化集成系统数据存储应设置专用数据存储冗余服务

器，服务器硬盘工作模式应配置相匹配或更高可靠性工作模式。

4.14.8 自动化集成系统应配置时钟服务器，系统内各设备应同
步时钟服务器时间。

4.14.9 自动化集成系统应集成影响系统运行的参数，宜集成全

部运行参数。

4.14.10 自动化集成系统应能控制系统中影响公共安全的参数。

4.14.11 自动化集成系统宜能够实现对厂务管理控制系统、安全

防范系统及信息设施系统的数据监控。

4.14.12 自动化集成系统应能够提供通信接口，传输所需要的数

据给工厂生产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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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13 自动化集成系统宜具备远程信息发送功能。

4.15 信号传输线路设计

4.15.1 信号传输应保证系统内信号传输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z

1 信号传输线路布线设计应有利于施工，便于维护；

2 信号线路的路由应满足传输信号防电磁干扰和防泄漏的

要求；

3 通信路由宜短，并应符合节约材料和信号衰减度小的原则；

4 敷设管道应安全可靠，并应满足物理安全和抗电磁干扰的

要求。

4.15.2 计算机网络信号传输线路除应满足信号传输的质量要求

外，还应满足系统兼容性、安全性和稳定性的要求。

4.15.3 模拟视频、射频信号的电缆应采用视频同轴电缆传输，数

字视频信号应采用 CAT5 以上等级 4 对对绞电缆。

4.15.4 信号传输线路设计应根据信号传输速率和距离选择通信

光缆。选用单模光缆时，传输距离不宜大于 lOOOOm；选用多模光

缆时，传输距离宜小于 2000mo

4.15.5 通讯电缆应采用低烟元卤、阻燃双绞线缆，在有电磁干扰

环境中应使用屏蔽双绞线缆。

4.15.6 低压信号线缆以及广播音频、对讲音频电缆，应根据信号

的电压等级、额定电流、预期短路电流、频率、传输距离、环境条件、

电磁兼容性要求及预期寿命来选择电缆的型号和规格，线缆选型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GB 50217 的有关

规定。

4.15.7 电力线缆和信号线缆不得在同一线管或线槽内敷设。

4.16 控制中心设计

4.16.1 控制中心宜由中心大厅、设备间、机房构成。



4.16.2 中心大厅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装饰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中心大厅的面积应与电子洁净厂房的规模相适应，不宜

小于 40m2 ，吊顶距装饰地面高度不应小于 2. 7m; 

2）室内地面应安装静电地板，地板安装高度不宜小于

O. 25m，地板下地面应做防尘处理，保持光滑、平整、不

起尘；

3）室内墙面应粉刷环保乳胶漆或采用防静电金属壁板；

4）出人口门的宽度不应小于 1. 5m，高度不应小于 2. lm 。

2 照明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灯具宜采用元眩光荧光灯具或节能灯具；

2）室内正常照明和应急照明应分开布置，应急照明系统应

由应急电源供电；照明线路宜穿钢管暗敷或在吊顶内穿

钢管明敷；

3）出人口和疏散通道应设置疏散照明及疏散指示灯；

4）操作台照度不宜低于 150 lx; 

5）照明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的有关规定。

3 电源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控制中心内的显示设备应采用不间断电源CUPS）供电；

2）电源应按设备用电负荷的要求设计，系统不应少于 20%
冗余；

3）电源质量应符合所配置设备的技术要求；

4）电源输入端应设浪涌保护装置；

5）配电线路的中性线截面积不应小于相线截面积。

4 设备接地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宜采用综合接地，其接地电阻值应小于 l.O,;

2）引下线应采用截面不小于 35m旷的铜导体；

3）局部等电位联结；等电位接地宜采用 M 型或 SM 混



合型；

4）不间断或应急电源系统输出端的中性线CN 极），应采用

’重复接地；

5）工作台面宜采用导静电或静电耗散材料；

6）所有设备的金属外壳、金属支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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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暖通空调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控制中心暖通空调宜根据建筑条件采用独立的空调系统

或共用厂区内中央空调系统；

2）风管及管道的保温、消声材料和教结剂，应选用防火等级

不低于 Bl 级的材料；

3）风管不宜穿过防火墙和变形缝；必须穿过时，应在穿过防

火墙和变形缝处设置防火阀；防火阀应具有手动和自动

功能；

4）新风系统应设置初效和中效空气过滤器，也可设置亚高

效空气过滤器；末级过滤装置宜设置在正压端；

5）水管应做冷桥处理；

6）空气调节装置的选型应符合运行可靠、经济适用、节能和

环保的要求。

6 中心大厅的建筑防火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GB 50016 的有关规定。

7 场地环境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在监控设备停机时，测量的噪声值应小于 65dBCA);

2）当元线电干扰频率为 0. 15MHz～ lOOOMHz 时，无线电

干扰场强不应大于 126dB;

3）磁场干扰环境场强不应大于 800A/m;

4）静电电位差不应大于 lkV 。

4.16.3 设备间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独立设备间，面积应与电子洁净厂房的规模相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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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宜留有扩展余地；

2 控制中心各系统信号采集箱、监控管理服务器应统一安装

在设备间。

4.16.4 机房的建设要求、设备布局、环境、装饰、供配电、暖通、弱

电、消防各系统设计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数据中心设计规范》GB

50174 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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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施工

5.1 一般规定

5.1.1 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施工前，应在技术设计的基

础上进行深化设计，并应绘制施工图。施工图应得到原设计单位

的认可。

5.1. 2 电子工业厂房综合自动化工程施工应编制施工方案。

5.2 施工准备

5.2.1 施工前应做图纸会审及施工前技术交底。

5.2.2 施工前，施工单位应对施工现场各项准备情况进行自检，

检查记录按照本标准附录 A 的要求填写，总监理工程师或建设单

位项目负责人应进行检查，并应做出检查结论。

5.2.3 施工单位应协调相关专业做好预留孔洞、预埋管件工作。

5.2.4 材料、设备应进场检验合格，检验记录应按照本标准附录

B 的要求填写。

5.2.S 施工机具应齐备并应满足使用要求。

5.2.6 施工单位应确认现场具备施工条件。

5.2.7 施工所使用的测试仪器和仪表性能应稳定可靠，其精度等

级应能满足测定的要求，标定应合格有效。

5.3 工程施工

5.3.1 设备安装前应做开箱检查，检查记录应按照本标准附录 C

的要求填写。

5.3.2 各种类型传感器、变送器安装应满足设计、产品技术文件

和安装工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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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执行机构的驱动气源压力应满足阀门正常动作的压力要

求，气源通断宜采用电磁换向阀控制，电磁换向阀应安装于专门控

制箱内，控制箱宜安装在气动阀门较集中区域。

5. 3. 4· 压缩空气主管道接入电磁换向阀控制箱时，应安装气动三

联件。气动阀安装于室外时，气管宜选用包塑铜管或不锈钢管；当

选用尼龙管作为气动阀进气管道时，尼龙管应穿热镀钵电线管保

护。气动阀安装在室内时，宜选用尼龙管或 PU 管，进气管应敷设

于线槽内或穿镀铸管。

5.3.5 各种类型传感器、变送器应安装在能真实反映输人变量的

位置。取源部件安装位置应选择在介质变化灵敏和具有代表性的

位置。

5.3.6 取源阀门与工艺设备或管道的连接不宜采用卡套式接头。

5.3.7 在压力工艺管道和设备上开孔时，应确保安全性能。

5.3.8 在合金、有色金属的工艺管道和设备上开孔时，不得影响

材料的性能。

5.3.9 风管上安装空气压力、压差传感器时，应在风管绝热施工

前开测压孔，测压点与风管连接处应采取密封措施。

5. 3.10 ·风管温度传感器应设在风速平稳的风管直管段上。传感

器插入时应加密封圈，固定后周围用密封胶密封。

5. 3.11 检测气体密度小于空气密度时，传感器应安装在风管或

房间的上部；检测气体密度大于空气密度时，传感器应安装在风管

或房间的下部。

5.3.12 测量室内温湿度的敏感元件和监测元件，应设置在不受

局部热、湿源影响，且空气流通较好的地点和高度。

5. 3.13 安装在管道上的传感器、变送器应在管道吹扫后试压前

安装。

5.3.14 系统安装应满足电磁屏蔽的要求。

5.3.15 有底座设备的底座尺寸，应与设备相符，其直线允许偏差

为士lmm/m；当底座的总长超过 Sm 时，全长允许偏差为±5mm。



S.3.16 设备底座安装时，其上表面应保持水平，水平方向的倾斜

允许偏差为土lmm/m；当底座的总长超过 5m 时，全长允许偏差

为土5mm。

5.3.17 柜式中央控制器及网络通信设备的安装应垂直、平正、

牢固。

S.3.18 线缆敷设应整齐、有序，线缆两端应有防水、耐摩擦的长

效标签，标签书写应清晰、准确。

S.3.19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进行检查，检查记录应按照本标准

附录 D 的要求填写。

5.4 系统调试

s. 4.1 系统调试应编制调试方案，并应经过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

的批准后方可实施。

S.4.2 系统调试应分为点对点调试和联动调试。

S.4.3 点对点调试应满足下列规定：

1 调试前应对线缆进行校验，保证控制柜设备接线端与实际

所接设备相符；

2 系统通电后应检查控制设备是否正常运行；

3 应检查传感器的读数是否正确；

4 应逐个核实传感器与实际位置是否相符；

s 应对控制设备逐个进行输出控制，并应确定实际状态是否
与输出相符。

S.4.4 联动调试应满足下列规定：

1 通过改变设定参数，输出状态应与设计相符；

2 通过模拟报警动作，输出状态应与设计相符。

5.4.S 厂务管理控制系统的调试应包括单机调试和系统联动试

运转调试。通风与空调子系统的调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风

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 的有关规定。

S.4.6 公共安全系统调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防范工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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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规范》GB 50348 的有关规定。

5.4.7 信息设施系统调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智能建筑工程施

工规范》GB 50606 的有关规定。

• 27 •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16603521214

2010155

https://d.book118.com/16603521214201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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