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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民用建筑新型基础设施设计通则（征求意见稿）》意见及采纳情况汇总表

序号 单位 条文 原文表述 修改意见 修改理由 处理情况 说明

1 某公司 6.2.3-1

6.2.3条第一款“光伏组

件应选用高效组件”，

修改为“光伏组件鼓励

选用高效组件”。

条文解释中明确“所谓高效光伏

组件，在当前技术水平下，要求

光 伏 组 件 标 称 功 率 不 小 于

250W/平米，单晶硅组件平均光

电转换效率不低于 20%，多晶硅

组件平均光电转换效率不低于

18%，硅基、铜钢硒 (CIGS)、
确化 (CdTe)及其他薄膜组件平

均 光电 转换 效率 分别 不低 于

13%、16%、15%、15%。”该

功率要求已基本接近行业领先的

组件要求，组件颜色较为单一。

当前深圳作为国内发展最快的一

线城市，对建筑第五立面需求不

断提高，大量原色的光伏组件难

以满足高品质第五立面的建设需

要，建议适当降低转换效率，提

高组件颜色可选范围，为第五立

面设计保留审批渠道。

部分采纳 改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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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2.5

6.2.5 条“屋面太阳能光伏发电

应配套组件清洗设备”调整为“屋

面太阳能光伏发电应配套组件清

洗设备或具有完善清洗方案”。

部分项目不具备配套组建

清洗设备的条件，例如异形

曲面建筑，建议拓宽清洗保

障方式的可选性，增加提供

完善清洗方案的方式。

采纳

3 6.5.2

6.5.2条中“其余车位应

预留变压器容量和安装

条件，且应将管线和桥

架等设施敷设到车位，

以满足直接装表接电的

需要”

进一步明确安装条件预留程度，

例如是否包含从变压器到车位的

配电箱、电缆及开关等。

明确安装条件预留程度，能

提高落地实施性，保障工程

实施的效果。

部分采纳
改为“预留变压器安

装空间和条件”

4 某公司 3.0.5

3.0.5 “民用建筑应根

据项目建设流程开展三

类新型基础设施专篇设

计”。

相关表述改为“民用建筑宜根据

项目建设流程开展三类新型基础

设施专篇设计，文件印发给予一

年过渡期”。

一是已经开始工作的民用

建筑设计合同并不一定包

括此部分内容，将会对正在

执行设计合同造成重大影

响；二是此条款关系到设计

报批，对设计单位来说专篇

设计完成的难度较大，有能

力做出所有新型基础设施

专篇的设计单位并不多。建

议按照以往规范发布惯例，

考虑一段时间执行的过渡

期，增加本规范颁布时间和

执行时间，给设计单位和建

设方留出工作准备时间，以

适应新的规范要求。

部分采纳

标准发布时会有发

布时间和执行时间，

具体条文中不增加

文件印发给予一年

过渡期等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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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表4.1.4

表 4.1.4 【主要民用建

筑内新型智慧基础设施

设置推荐】

表 4.1.4 【主要民用建筑内新型

智慧基础设施设置推荐】中对居

住、市政和交通类的民用建筑，

由“应”改为“可”。

一是不是所有的居住类的

民用建筑都有相关需求，容

易造成浪费，应考虑居住类

的民用建筑具体规模和用

途，达到一定规模的项目和

有需要的项目，再要求建设

智能建筑数字平台和数据

中心。二是市政及交通类的

民用建筑，理由同上，应按

实际情况区分项目的重要

性和用途，确有需要的项

目，再要求建设数字平台和

数据中心。综上，建议调整

通则要求，对居住、市政和

交通类的民用建筑，由“应”

改为“可”。

部分采纳

增加结合项目规模；

BIM有文件要求，数

字平台与之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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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3.3

4.3.3【条文说明】“通

行管理结合人脸识别门

禁、智能车辆道闸等物

联网设备，对人员和车

辆进行一体化管理，实

现多种方式的人车身份

核验快速通行。”

相关表述中删除“人脸识别”文

字。

国家网信办今年发布的《人

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

规定》其中第四条要求：“只

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

分的必要性，并采取严格保

护措施的情形下，方可使用

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

息。实现相同目的或者达到

同等业务要求，存在其他非

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方案的，

应当优先选择非生物特征

识别技术方案。” 通行管

理除了人脸识别方式，还可

以采取密码、证件、指纹等

其他认证方式，因此建议按

照《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

管理规定》，调整相关要求。

采纳

7 4.4 4.4【智能建筑数字平

台】。

章节 4.4【智能建筑数字平台】的

要求调整为“宜”或“可”。

此章节的内容都要求“应”

做，项目类型和规模各有不

同，如若按同一标准建设，

可能存在不符合项目实际

要求的设计方案，例如并非

所有民用建筑数字平台都

适用云化和分布式部署。综

上，建议将通则此章节要求

的“应”调整为“宜”或“可”。

部分采纳

调整部分条款，增加

“宜”的选项；可选

项在专业业务中，可

根据建筑功能有选

择地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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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6.3-3

第 4.6.3 条第 3款“道

路上管线设计尚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工

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

GB 50289 的 有 关 规

定”。

修改为“道路上管线设计尚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工程管线

综合规划规范》GB 50289的有

关规定，应以应以集约利用地下

空间、避免机动车道下直埋管线

为原则。其中，城市道路无法避

免机动车道下直埋管线的，应因

地制宜采用适宜的地下综合管廊

方式敷设；小区道路无法避免机

动车道下直埋管线的，宜采用缆

线管沟、支线综合管廊等型式集

约敷设管线” 。

道路上管线设计除符合国

家标准外，应树立集约利用

地下空间、避免机动车道下

直埋管线的设计原则，从源

头解决“马路拉链”现象。

部分采纳

增加集约利用地下

空间；管廊及避免机

动车道直埋等与本

条文主旨不适配

9 5.1.9

第 5.1.9 民用建筑内新

型通信基础设施宜按表

5.1.9 推荐设置。
居住建筑类室内覆盖系统由“△

*”调整为“○*”。

深圳新建的居住建筑大多

数为高层建筑，设置有电梯

和地下室，高层建筑的电梯

和地下室必为信号盲区，高

度大于50米部分的户型一

般为信号盲区，不能通过户

外的宏基站和微基站保障

通信，为保障居住居民通信

权利，特别是应急通信权

利，建议给予调整。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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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3.7
Ⅲ室内覆盖系统 5.3.7 核实无源器件应支持的频段范

围。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

调整 700MHz频段频率使

用规划的通知》（工信部无

〔 2020 〕 50 号 ） ，

702-798MHz频段频率已

用于移动通信系统，建议和

信息通信运营商核实此频

段是否用于室内覆盖系统，

如用于室内覆盖系统，则将

无 源 器 件 应 支 持

“ 800Mhz ～ 3700Mhz
频段”调整为“700Mhz～
3700Mhz频段”。

采纳

11 5.7.3

第 5.7.3 条中“室外接

入管道应按应用场景分

为对外连接管道和地面

接 入 管 道 ， 宜 按 φ

100mm塑料管设计”。

修改为“室外接入管道应按应用

场景分为对外连接管道和地面接

入管道，宜按φ100mm塑料管

或满足使用要求的其他管材设

计”。

室外接入管道目前以硬质

聚氯乙烯（PVC-U）塑料管

为主，不宜排斥采用满足使

用要求的其他管材。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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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表6.1.9 表 6.1.9 中【太阳能发

电系统】。

将表 6.1.9中【太阳能发电系统】

的居住、科研、市政、交通要求

的“应”调整为“宜”或“可”。

此表要求各类民用建筑都

应建设光伏太阳能发电系

统。有些建筑的实际情况可

能不适合建设光伏，例如有

上盖公园的市政建筑、屋面

周边有大面积遮光影响、改

造条件不佳的老旧建筑，以

及临时建筑，从实际能量利

用率和安全的角度都不适

合建设光伏发电。按上述建

议要求调整为“宜”或“可”。

采纳

在 6.2.1条中增加以

下文字：“如仍不满

足要求，在征得相关

管理部门同意后，可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覆

盖。”

13 6.5.6/P
63

6.5.6/P 63“民用建筑

室外非机动车停车位宜

按车位数的 100%预留

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安装

的电力设施及管线条

件。”

增加明确对现有建筑非机动车停

车位增设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的要

求。

本规范 1.0.2 规定适用于

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民用建

筑项目。对于既有项目，仅

升级改造电动自行车位，加

装充电桩不明确，易造成执

行困难。

解释说明

本条文仅提出预留

要求，具体安装数量

根据其他相关标准

执行

14 1
4

某公司

封面
建议增加：发布单位建议增加深

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本文涉及有线电视网络设

计、应急广播系统建设等相

关内容，建议增加行业主管

单位作为联合发文单位。

解释说明
会商市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后处理

15 4.6.12/
23

建议修改:应急指挥中心按管理

可分为市级及区级，与同级智慧

管理平台互联互通，由调度、会

务、大屏、通信、应急广播等分

项系统组成，宜具有下列功能。

应急广播也是通信应急保

障的工具；5.5.1提到城市

应急通信系统包含应急广

播。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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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5.1.5/3
2

建议增加：民用建筑宜单独设置

城区型有线电视机房，设置条件

及使用面积参考通信机房同等标

准执行。

按照 2022 年 5 月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

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意

见明确：依托有线电视网络

形成国家文化专网。国家文

化专网要求与公共互联网

物理隔离，建议单独设置有

线电视机房。

解释说明

城区级有线电视机

房在城区级机房内

统筹考虑

17 5.1.7/3
2

建议修改：满足本通则设置条件

的城区型通信机房及城区型有线

电视机房宜纳入民用建筑规划设

计要点。

按照 2022 年 5 月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

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意

见明确：依托有线电视网络

形成国家文化专网。国家文

化专网要求与公共互联网

物理隔离，建议单独设置有

线电视机房。

解释说明

城区级有线电视机

房在城区级机房内

统筹考虑

18 5.6.2/4
6

条文说明内容，建议修订：民用

建筑内常规通信按光纤到户、综

合布线开展设计；但有线电视网

络因与电视内容及宣传等相关，

根据《有线电视设计规范》，该

网络与其他通信网络之间物理隔

离，须采取独立纤芯组网，相关

设备宜设置独立空间。

删除（可共光缆不共纤芯）

内容；根据深圳市地方标准

DB4403/T 417-2023《住

宅和商务楼宇光纤到房间

工程技术规程》，6.1.2 光

纤到房间的建设要求如下:
公用电信网运营商应敷设

单芯/双芯单模光缆从用户

接入点配线设施/建筑物入

部分采纳
删除（可共光缆不共

纤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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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设施引入 a）至家居配线

箱/信息配线箱内;有线电

视网络运营商应单独敷设

双芯单模光缆从用户接入

点配线设施/建筑物入口设

施引入至家居配线箱/信息

配线箱内。

19 5.6.5/4
8

建议修改：民用建筑项目宜单独

设置有线电视机房，机房面积参

考 5.6.4设置。

根据 2015 年 8 月市经贸

信息委、市新闻出版广电

局、市住房建设局以及市通

信管理局四部门联合印发

的《深圳市有线电视网络接

入基础设施工程设计、施工

及验收规范（试行）》文中

5.2.2片区汇聚机房、小区

总机房及单体建筑机房的

选址、面积、设置标准、土

建、防火、环境、电源、接

地、设施布置及布线等要求

符合《深圳市通信接入基础

设施工程设计规范(试行)》
的相关要求。

解释说明

本条就是专设的有

线电视机房，不用参

考 5.6.4条设置

20 5.6.10/
48

建议修订：建筑型通信机房及建

筑型有线电视机房宜靠近道路的

市政通信管道，宜设置在建筑物

的首层或楼上层；

根据 2015 年 8 月市经贸

信息委、市新闻出版广电

局、市住房建设局以及市通

信管理局四部门联合印发

的《深圳市有线电视网络接

部分采纳

在 5.6.1条文说明中

补充建筑级机房所

含类别；建筑级机房

含有线电视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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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基础设施工程设计、施工

及验收规范（试行）》文中

5.2.2片区汇聚机房、小区

总机房及单体建筑机房的

选址、面积、设置标准、土

建、防火、环境、电源、接

地、设施布置及布线等要求

符合《深圳市通信接入基础

设施工程设计规范(试行)》
的相关要求。

21 5.6.11/
49

建议修订：民用建筑应按下列规

定布置 1 个或多个 150 ㎡～

180 ㎡城区型通信机房及城区

型有线电视机房，建筑主体能提

供一级用电负荷时机房面积取低

值；

根据 2015 年 8 月市经贸

信息委、市新闻出版广电

局、市住房建设局以及市通

信管理局四部门联合印发

的《深圳市有线电视网络接

入基础设施工程设计、施工

及验收规范（试行）》文中

5.2.2片区汇聚机房、小区

总机房及单体建筑机房的

选址、面积、设置标准、土

建、防火、环境、电源、接

地、设施布置及布线等要求

符合《深圳市通信接入基础

设施工程设计规范(试行)》
的相关要求。

部分采纳

在条文说明中增加

所含内容及使用方

法；城区级通信机房

含城区级有线电视

机房

22 5.6.12/
49

建议修订：城区型通信机房及城

区型有线电视机房的位置宜设置

根据 2015 年 8 月市经贸

信息委、市新闻出版广电
解释说明 城区级通信机房含

城区级有线电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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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物的首层或楼上层，靠近

两条城市道路上市政通信管道，

并应设置两条通道分别与市政通

信管道连通；

局、市住房建设局以及市通

信管理局四部门联合印发

的《深圳市有线电视网络接

入基础设施工程设计、施工

及验收规范（试行）》文中

5.2.2片区汇聚机房、小区

总机房及单体建筑机房的

选址、面积、设置标准、土

建、防火、环境、电源、接

地、设施布置及布线等要求

符合《深圳市通信接入基础

设施工程设计规范(试行)》
的相关要求。

房

23 5.7.8/5
2

建议增加：有线电视网络参照《有

线 电视 网络 工程 设计 标准 》

(GB/T50200)标准执行，有线电

视通道内的管线、线槽应与其他

系统分开敷设。

根据有线电视国标要求修

改（依据：《有线电视网络

工 程 设 计 标 准 》

（GB/T50200）第 11.0.5
内容）：“竖向通道内的管

线、线槽应与其他系统分开

敷设、并做好标记”。

此外，鉴于有线电视网络安

全播出的特殊要求，以及考

虑到今后抢修运维时避免

互相影响，建议线路分开敷

设。

解释说明

有线电视单独敷设

缆线组网的前提条

件不成立，也不存在

单独的针对有线电

视的条文

24 5.7.14/ 建议修订：民用建筑内设置城区

型通信机房、城区型有线电视机

按照 2022 年 5 月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解释说明 有线电视机房均含

在建筑级机房、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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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房和数据中心以及存在对信息通

信安全较高的用户时，应在建筑

内设置双路由通道，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布置在塔楼层的双路由通道需

求，建筑内垂直通道宜采用 2个

弱电竖井，条件受限时可在强电

井内设置作为第二路由的专用通

信槽盒，宜与强电槽盒分别布置

在强电竖井的两侧，并应采取降

低强电线路对通信线路、有线电

视线路影响的隔离措施，应与对

外连接管道和市政通信管道连

通；

2 布置在裙房层的通信机房、有

线电视机房或数据中心，宜通过 2
个弱电竖井与市政通信管道连

接，条件受限时尚宜沿建筑外墙

设置配套垂直通道，并应与对外

连接管道和市政通信管道连通；

3 对外连接管道至通信机房、有

线电视机房和数据中心或竖井，

机房至竖井、至重要信息通信用

户的水平通道等，宜分别设置桥

架或槽盒，宜尽可能保持必要的

安全距离。

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

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意

见明确：依托有线电视网络

形成国家文化专网。

国家文化专网要求与公共

互联网物理隔离，建议单独

设置城区型有线电视机房。

为确保有线电视机房信息

安全，建议设置双路由通

道。

级机房、通信线路等

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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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5.8.8/5
6

建议增加：有线电视机房的相关

设计标准，参照上述通信机房标

准建设。

根据 2015 年 8 月市经贸

信息委、市新闻出版广电

局、市住房建设局以及市通

信管理局四部门联合印发

的《深圳市有线电视网络接

入基础设施工程设计、施工

及验收规范（试行）》文中

5.2.2片区汇聚机房、小区

总机房及单体建筑机房的

选址、面积、设置标准、土

建、防火、环境、电源、接

地、设施布置及布线等要求

符合《深圳市通信接入基础

设施工程设计规范(试行)》
的相关要求。

解释说明
已含有线电视机房，

不单独再列

26
引 用 标

准 名 录

/111

建议增加：GB/T 50200《有线

电视网络工程设计标准》。

本通则多处提及有线电视

网络设计相关内容，建议增

加国标《有线电视网络工程

设计标准》文件。

采纳 已有

27 个人
3.0.3

表 3
增加“空气源热泵系统”和“地

源热泵系统”

与 GB55015-2021《建筑

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

用规范》保持一致。

解释说明

空气源热泵系统属

传统系统，本标准无

优化内容，地源热泵

系统深圳地区较少

采用，本标准无优化

内容；两者不纳入本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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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3.0.5-1 改成“2）项目用地面积不小于 5
万m2” 勘误 解释说明 为公顷

29 4.1.1 “建筑内软件”的说法不懂 是否勘误？ 采纳 参见 4.1.1修订

30 4.1.2 “为主要场景”改为“为主要应

用场景”
更恰当 部分采纳

结合其他专家意见

一起修改

31 4.1.4 “推荐”后+“表” 规范用语，其它表余同 解释说明

根据《工程建设标准

编写规定》，没有图、

表的后缀

32 4.3.6 将“绿色用能”改成“节约能源” 说法不妥当

部分采纳 节约能源不能概括

绿色用能的所有方

面，改为“节约能源、

高效用能”。

33 4.3.8 将“应用配置”改为“的应用配

置”
句法有误 部分采纳

“专业业务应用”是

一个名词，不宜在

“ 应 用 ” 面 加 上

“的”，为了更加明

确，调整了部分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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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4.5.5 将“电梯和自动扶梯”改为“电

梯”
自动扶梯属于电梯 部分采纳

电梯和自动扶梯改

为电梯（包含自动扶

梯和自动人行步道

等）

35 6.1.1 增加“空气源热泵系统”和“地

源热泵系统”
同 3.0.3 解释说明

空气源热泵系统属

传统系统，本标准无

优化内容，地源热泵

系统深圳地区较少

采用，本标准无优化

内容；两者不纳入本

标准

36 6.1.8
重复

排版有误 采纳

37 表 G “绿色用能”说法是否妥当？ 同 4.3.6条 解释说明
便于表达，是节约能

源、高效用能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