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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筑电气和建筑智能化工程安全及质量问题的探究
彭 建 1 刘 渝 2

1.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 400000

2.重庆市信息通信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重庆 400000

【摘 要】：在人类居住条件日益改善的今天，建筑物服务职能逐渐向智能化、自动化、电化发展。随着建筑电气和建筑智能化

工程的日益复杂，其对系统的品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工程建筑的安全性和使用都受到了工程质量的影响。文章对建筑电气

和建筑智能化工程安全及质量进行了剖析，并探讨了如何对其进行管理与控制，以保证其在建设过程中的安全性与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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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increasingly improved human living conditions, building service functions are gradually developing towards

intelligence, automation and electrification. With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building electrical and building intelligence projects, higher

requirement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quality of the system. The safety and use of the engineering building can be affected by the quality of

the project.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safety and quality of building electrical and building intelligent engineering, and discusses how to

manage and control them to ensure their safety and quality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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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电气和建筑智能化是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其安全性和技术指标都有很高的要求。这两个项目对建设的作

用和安全性都有很大的影响，一旦出现问题，将会威胁到整个

结构的生命周期。近几年，电力与智能系统失灵、火灾、设备

损坏、施工中触电、高处坠落等多起事件下，应对其进行正确

的管理，以避免以后再发生此类事件。

1 建筑电气和建筑智能化工程概述
1.1内涵

建筑电气是现代化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了电力设

备及电力设备的运作。建筑智能化是指对各种设备进行操作、

管理和控制的智能操作。在应用遥感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同时，

也为人们创造了一个更为安全、温馨、方便的居住空间。

1.2发展现状

电气系统是电力供应、照明、给排水和防火的重要组成部

分。随着建筑智能化的出现，将建筑物内部的内部构造与外部

的设施与服务管理有机地融合起来，通过最优的方式进行整

合，将更多的高技术应用到建筑物的智慧化之中。建筑智能化

的实施并非一蹴而就，它是以现代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现

代控制技术、图形显示技术为核心的 CRT技术。4C技术是利

用电脑作为主要设备，对建筑物进行管理和控制，利用线缆和

多种传感器进行数据收集，并根据系统的反馈做出相应的决定

[1]，利用“智能”的控制终端来完成现代化的大楼。

1.3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的建设程度不断提高，建筑智能化工程的使用范

围也在不断扩大，无论是安保、照明、通讯设备、水电费等等，

都得到了很好的保障。随着电力、以太网络等多种技术的应用，

电力系统的性能也在飞速提升，且越来越复杂。在当前提倡低

碳环境的时代，在这种新的发展方式下，建筑电器与智能楼宇

也要在这一轮新的发展中，达到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的目的。

2 建筑电气及智能化工程安全和质量问题
2.1前期准备的问题

2.1.1设计不合理

由于建筑电气与建筑智能化是一门综合性很高的专业，因

此在进行系统的前期准备时，必须从整体上进行。它不但是电

力系统的电气控制技术，也是电气控制、接地和电气安全技术

的有机统一。一个好的设计，是需要大量的调查和数据的，一

个不小心，就会对整个项目的规划产生不利的影响。

2.1.2原料不过关

在前期的准备工作中，要对有关的仪器和电料、材料进行

质量控制。许多建筑公司为了利润而选择原材料，往往只考虑

成本，而忽略了品质，而不考虑原材料的性能和使用年限。比

如说，许多原料根本就达不到防火的标准，万一着火了，线路

短路，那可就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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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安全管理方面的问题

2.2.1安全责任落实方面的问题

实践表明，大部分安全生产事件都与安全责任制不健全、

安全制度不落实、安全培训不及时、安全检查不到位等相关。

而在实践中，安全技术知识交流常常只停留在表面，没有针对

每个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详尽的技术知识和技能训练，造成了

对安全管理的模糊认识，以及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失误。

2.2.2施工过程中的管理问题

由于在工程建设中，有关部门对工地的控制不到位，而对

施工的有关规定和规范也不严格遵守，导致了工程建设中出现

了一种“麻痹大意”现象，一些工程建设中，甚至没有进行必

要的安全防范。尤其是在智能建筑中，建筑工人们常常把这种

建筑视为“弱电”，以为不会有什么意外，因此对其安全性的

需求就会有所松动，因此也就成为一种潜在的隐患。

2.3施工质量方面的问题

2.3.1管路敷设及线缆布放方面

在管道铺设中，一些工人偷懒，不了解或不遵守有关的技

术规程。经常发生管道重叠、管口漏水、弯曲处管线开裂、变

形、管道穿入配电箱后，管口露出过长、管口长短不一或未安

装护口、在中间接线箱处未正确焊接、管路布置间距与配电箱

之间不协调造成的错位现象。当线缆在线缆布置时，多根电线

同时连接到一根线缆上，直接与插座、开关、配电箱接线端直

接相连，不采用压铜接线端子，也不采用标准的接线和焊锡密

封及绝缘，导致端子上有多根导线。

2.3.2箱体及箱体内设备安装方面

箱（配电箱、智能箱、设备箱）最大的问题是箱的装配高

度和埋入壁的厚度没有达到设计要求，导致箱体的位置和厚度

不一致，从而对箱体的美观和安装产生不利的效果，同时由于

安装过程中的防护不足，导致箱体的变形，有时候没有及时地

清除掉里面的杂物和进行防腐，从而导致管道阻塞或者对箱体

造成重大损伤。外部机柜与墙壁不紧密，安装不牢固；机柜内

部无线路号码，造成线路布置不合理。设备与导线的连接过程

中，由于导线与设备的联结不牢固，造成短路，箱体内没有安

装特殊的地脚，导致设备不能正常工作或设备烧毁。在进行试

车时，没有对每一个环节进行彻底的检验就盲目地送出电力，

造成了装置的烧坏、着火和触电等。

2.3.3防雷接地方面

在实际的避雷网安装中，避雷网焊接、钢制避雷器的安装

不合格、接地母线焊接不合格、接地不满足标准、等电位连接

不到位、接地电阻超标等问题，都将影响到建筑和用户的人身

健康。尤其是在智能建筑中，由于等电位的不正确，导致了机

房和前部的损坏。另外，在地面上安装地脚时，因技术规范的

不精确，造成管道的破坏，也是一项非常严重的安全和品质问

题。

2.3.4前后端设备安装方面

这些问题表现在前、后端设备的不美观、不整齐、不牢固。

比如安装电路板、电源线不均匀、电路板高度不一致、线路顺

序错误、灯具、摄像机、传感器等安装不牢固、标高不一致、

角度不正确、安装配件和螺栓不齐、机柜内部设备陈列不整齐、

固定不牢靠；室外设备无防水措施等，这些问题除了会影响工

程形象外，在运行中还会影响使用功能或者造成设备损毁和安

全事故[2]。

2.4调试、验收的问题

施工现场的安全运行是施工机电一体化、智能化施工的重

要保证。如果最终的验收和调试仅仅是敷衍了事，将对以后的

系统的安全运营造成很大的威胁。

3 建筑电气及智能化工程安全及质量问题的解决对
策

3.1加强工程的安全和质量管理

3.1.1落实安全责任制度，严格遵守安全工作程序

要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在严格执

行质量和环保制度的基础上，必须加强对建筑工地的管理，加

强对企业的管理，加强技术交流和安全巡查，及时排查和纠正

隐患，把安全事故消除在萌芽阶段，同时必须落实安全生产的

奖惩制度，实行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

3.1.2加强安全教育培训，提升人员安全意识和能力

要坚持定期、有针对性地开展安全教育与训练，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要坚持严格执行三级教育和班前班后安全会议结

合，坚持“持证上岗”的原则，加强员工的“安全意识”“应

急处理”和“自救”的能力。

3.1.3提高施工人员的技术水平

建筑工人的整体素质将直接关系到建筑电气与智能建筑

的质量，因此，要加强对施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责任心的培养。

这就需要不断地、逐步地强化对施工工人的质量观念和有关技

术的训练，在建设电气设备和智能设备的建设中，应根据质量

检验、操作规程和质量验收规范进行质量检验，并对影响电力

设备质量的各个方面进行严格的管理和防范。施工单位应把施

工项目的质量控制纳入施工项目的管理系统，强化施工现场的

监督，建立责任制度，检验方法、汇报、讲评、奖惩制度。

3.2加强施工技术和工艺的管理

3.2.1管路敷设和线缆布放

管道铺设时，应在外包覆的厚壁管上添加外圈，以确保其

密实、丰满，并经防腐蚀；薄壁管材应确保接头可靠；在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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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应暂时封闭管道，以避免杂质及水分进入管道，造成管

道阻塞或造成导线的绝缘老化；线缆桥的安装必须确保接头的

稳固和可靠，并且在桥的接头上要有一个接地的跨线。在进行

线缆铺设之前，应先将管线、桥架上的毛细清除，并将多根线

缆彼此并联，不可相互纠缠。

如果在工程中出现线缆的绝缘损坏，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

维修；多根电线在一个终端上，应采用压铜线，并采用与电线

颜色一致的绝缘胶或热收缩套管。施工工人应区分线路颜色，

避免线路顺序不正确。在建筑智能化工程中，BNC端与视频线

路的对接是需要进行焊接的；严禁使用本装置所携带的终端，

以直接连接线缆；线缆号码应清楚、精确、捆牢[3]。

3.2.2箱体及箱内设备安装

在安装箱之前，应先测定其标高、坐标等资料，并对进入

墙面的箱体进行支承防护以避免发生位移；在将管道埋入箱中

时，要做好防护措施，箱中的装置要正确地安装，正确地定位，

牢固地固定好，便于线缆的接续和拆解维护；开关回路等要有

清晰的标志，尤其是在智能建筑工程中，线缆的编号要精确；

箱内的线缆应正确捆绑，确保连接正确和牢固。工程完成后，

在供电前要进行检查和验收。

3.2.3防雷接地

在防雷网、避雷针、引下线、均压环、接地母线、接地极

避雷带等应进行的焊点应充分，并清除残余物。防雷网的焊缝

应做防腐。当采用螺纹连接或对焊接主筋作为导电性导线时，

需在碰焊点上按照要求进行焊接。设备与供电线路的接线应采

用等电势。在进行地线安装时，在安装地线之前一定要了解线

路状况，避免盲目地进行，特别是在智能化施工中，在室外监

控杆防雷接地施工时，与户外管线碰头的可能性非常大，尤其

是电力和煤气管线，一旦损坏很可能引发安全事故，因此必须

加以重视。

3.2.4前后端设备安装

在安装之前，应仔细查看产品的外形，并仔细地看其使用

说明。在墙体、棚顶、地面上安装的，安装之前要进行入放，

确保相同地区的相同装置安装位置和高度相对一致，从而使其

具有良好的美感。比如在大楼的走道上，照明设备要做一条直

线，在停车场里，摄像头的位置要保持相同的位置；设备应牢

固地固定，确保其正确的方向和安全性；室外设施应具有优良

的防水性能；机柜内的各种仪器要摆放整洁，安装牢固，间隔

要符合装置的散热及维修需求。在装置完成后，必须对其进行

检查，确保其与电线的接合是正常的。

3.3做好工程检验管理

通过对工程检测的分析，可以保证施工机电产品的质量与

安全性。每天都要进行巡查，对项目的重要工程和重要的施工

进行不定时的拉网式检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保证在施

工、电力、建筑智能施工中贯彻落实好的品质控制。要严格控

制好工程的验收关，并将管道预埋、电缆连接等暗部和箱体设

备安装等形象工程列为重点检查。

3.4优化设计，一切从实际出发

虽建筑电气和建筑智能化水平较高，但其整体的结构设计

仍需立足于实践。由于各种智能体系的相互结合，各有其优劣，

因此，要确保结构的整体性和结构的安全性，必须避免盲目追

求创新，以免导致成本控制、运行管理和维修工作的困难，也

会对系统的安全品质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实现智能化的前提

下，不仅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还要按照国家有关规范进行设

计，并充分利用电力和智能装置的优势，既减少操作、管理和

维修的困难，又确保了产品的安全性和品质。

3.5建立监督制度，严守安全工作程序

建筑智能化工程的工作量非常大，一个端子、一个开关都

会影响到整个项目的运转，因此，在施工管理中要有一个健全

的工作制度和监督机制，把责任落实到每个人的身上，从而达

到对项目的有效监控，确保在严格执行环保法规的前提下，进

行安全施工。

4 结语

建筑电气及建筑智能化工程管理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

工作，它与技术工人的技术能力密切相关，也与施工企业的管

理工作密切相关。建筑电气和建筑智能化工程安全质量问题

中，施工安全管理和安全防护、管路敷设和线缆布放、箱体及

内部设备安装、防雷接地、前后端设备安装方面的问题最为常

见。应该加强施工队伍的技术素质，严格控制施工过程中的安

全和技术的控制，加强项目的检查和质量控制。在建设中，应

加大对电力系统和智能系统的建设管理，以避免在施工中发生

的安全和质量问题，使整个工程的安全性和品质得到改善，从

而达到为用户服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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