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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昌

根据建设部建 标 [2 O 0 1 ] 8 7 号文件《关于印发
“ 二 o O o 年至

二 O O
一

年度工 程建设 国家标准制订
、

修订计划
”

的通知》的要求
，

本规范编制组在认真总结我国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 程 的实践经验

基础上 ，

参考国内外相关行业的工 程技术规范
，

广泛征求国内相关

技术专家和管理机构的意见 ，

制定本规范
。

本规范是《安全防范工 程技术规范》G B 5 O 3 4 8 的配套标准
，

是

安全防范系统工 程建设 的基础性标准之
一

，

是保证 安 全 防范 工 程

建设质量
、

保护公民人身安全和国家
、

集体
、

个人财产安全的重要

技术保障 。

本规范共 1 O 章
，

主要 内容包括 ：总则
，

术语
，

基本规定
，

系统构

成 ，

系统功能
、

性能设计
，

设备选型与设置
，

传输方式
、

线缆选型 与

布线
，

供电
、

防雷与接地
，

系统安全性
、

可靠性
、

电磁兼容性
、

环境适

应性 ，

监控中心
。

本规范中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 ，

必须严格执行
，

本

规范由建设部负责管理 和对 强 制性条文的解释
，

由公安部负责 日

常管理
。

本规范 由全 国安全 防范报警 系统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S A C ／T c 1O O )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工 作
。

在应用过程中如

有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 ，

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送全国安全防范

报警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 书处 (北 京 市海淀 区首都体育馆南

路 一

号
，

邮 政 编 码 ： 1 O 0 O 4 4 ，

电 话 ： O 1 O
一

8 8 5 1 2 9 9 8 ，

传 真 ： O 1 0
—

8 8 5 1 3 9 6 O ，E
—

m a il：t c 1 O O s jl@ 2 6 3
．

n e t )以供修订时参考
。

本规范主编单位 、

参编单位和主要起 草人 ：

主 编 单 位 ： 全 国安全防范报警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参 编 单 位 ： 公安部第
一

研究所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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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 ．

1 为了规范安全防范工 程的设计
，

提高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

程 的质量
，

保护公民人 身安全和国家
、

集体
、

个人财产安全
，

制定本

规范 。

l-O ．

2 本规范适用于以安全防范为 目的的新建
、

改建
、

扩建的各

类建筑物 (构筑物)及其群体的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 程 的设计
。

1．O ．

3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 程的建设
，

应与建筑及其强弱电系统

的设计统 一

规划
，根据实际情况

，

可
一

次建成
，

也可分步 实施
。

1．O ．

4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应具有安全性
、

可靠性
、

开放性
、

可扩 充

性和使用灵活性
，

做到技术先进
，

经济合理
，

实用可靠
。

1 ．

0
．

5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 程 的设计
，

除应执行本规范外
，

尚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技术标准 、

规范的规定



2 术 语

2 ．

0
．

1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v id e o s u r v e illa n c e & c o n t r 0 l s y s t e m

(V S C S )

利用视频探测技术 、

监视设 防区域并实时显示
、

记录现场图像

的电子系统或网络 。

2 ．

0
．

2 模拟视频信号 v id e o s ig n a l

基 于 目前 的模拟电视模式
，

所需 的大约为 6 M H z 或更高带宽

的基带图像信号 。

2 ．

O
．

3 数字视频 d西 t a l v id e o

利用数字化技术将模拟视频信号经 过 处 理 ，

或从光学图像直

接经数字转换获得的具有严格时间顺序的数字信号
，

表示为特定

数据结构的能够表征原始图像信息的数据 。

2 ．

O
．

4 视频探测 v id e o d e t e c tio n

采用光电成像技术 (从近红外到可见光谱范围内)对 目标进行

感知并生成视频 图像信号 的 一

种探测手段
。

2 ．

0
．

5 视频监控 v id e o m o n it o r in g

利用视频手段对 目标进行监视和信息记录 。

2 ．

0
．

6 视频传输 v id e o t r a n s p o r t

利用有线或无线传输介质 ，

直接或通过调制解调等手段
，

将视

频图像信号从
一

处传到另
一

处 ，

从
一

台设备传到另
一

台设备的过

程 。

2 ．

0
．

7 前端设备 fr ()n t _ e n d d e v ic e

在本规范中 ，

指摄像机 以及与之配套 的相关设备 (如镜头
、

云

台 、

解码驱动器
、

防护罩等 )
。

2 ．

0
．

8 视频主机 v id e o c o n t r O lle r ／s w it c h e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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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常指视频 控 制 主机
，

它是视频系统操作控制 的核心设备
，通

常可 以完成对图像的切换
、

云 台和镜头的控制等
。

2 ．

0
．

9 数字录像设备 d ig ita l v id e o r e c o r d e r (D V R )

利 用标准接 口 的数字存 储介 质
，

采用数字压 缩 算法
，

实现视

(音 )频信息的数字记录
、

监视与 回放 的视频设备
。

数字录像设备俗称数字录像机 ，又 因记 录介质 以硬 盘 为主
，

故

又称硬盘录像机 。

2 ．

0
．

1 0 分控 b r a n c h c o n s o le

在 监控 中心 以外设立 的控制终端设备
。

2 ．

0
．

1 l 模拟视频监控系统 a n a lo g v id e o s u r v e illa n c e s y s t e m

除显示设备外的视频设备之间以端对端模拟视频信号传输方

式的监控系统 。

2 ．

O
．

1 2 数字视频监控系统 d遮it a l v id e o s u r V e illa n c e s y s t e m

除显示设备外的视频设备之间以数字视频方式进行传输 的监

控系统 。

由于使用数字网络传输 ，

所以又称网络视频监控系统
。

2 ．

0
．

1 3 环境 照度 e n v ir 0 n m e n t a l illu m in a tio n

反映 目标所处环境 明暗 (可见光谱 范 围 内 )的物理量
，

数值上

等于垂直通过单位面积的光通量
。

2 ．

0
．

1 4 图像质量 p ic t u r e q u a lit y

是指图像信息的完整性 ，

包括图像帧内对原始信息记录的完

整性和图像帧连续关联的完整性 。

它通常按照如下的指标进行描

述 ：像素构成
、

分辨率
、

信噪比
、

原始完整性等
。

2 ．

0
．

1 5 原始完整性 o r ig in a l in t e g r a 1it y

在本规范中 ，

专指图像信息和声音信息保持原始场景特征的

特性 ，即无论 中间过程如何处理 ，

最后显示／记录／回放的图像 和声

音与原始场景保持 一

致 ，即在色彩还原性
、

灰度级还 原 性
、

现 场 目

标 图像轮廓还原性 (灰度级)
、

事件后继顺序
、

声音特征等方面均与

现场场景保持最大相似性 (主观评价 )的程度
。

· 3



2
．

0
．

1 6 实时性 r e a l tim e

一

般指图像记录或显示的连续性 (通 常指帧率不低于 2 5 fps

的图像为实时图像 ) ；在视频传输 中
，

指终端图像显示与现场发生

的同时性或者及时性 ，

它通常由延迟时间表征
。

2 ．

0
．

1 7 图像分辨率 p ic t u r e r e s o lu t io n

人眼对 电视 图像细节辨认 清晰程度 的量度 ，

在数值上等于在

显示平面水平扫描方向上
，

能够分辨的最多的 目标图像的电视线

数 。

2 ．

0
．

1 8 图像数据格式 v id e o d a t a fD r m a t

指数字视频图像的表示方法 ，用像素点阵序列来表征
。

2 ．

0
．

1 9 数字图像压缩 d远it a l c o m p r e s s io n fo r v id e 0

利用图像空间域 、

时间域和变换域等分布特点
，

采用特殊的算

法 ，

减少表征图像信息冗余数据的处理 过程
。

2 ．

0
．

2 O 视频音频同步 s y n c h r 0 n iz a t io n o f v id e o a n d a u d io

视频显示 的动作信息与音频的对应的动作信息具有
一

致性
。

2 ．

0
．

2 1 报警图像复核 v id e o c h e c k t o a la r m

当报警事件发生时 ，

视频监控系统调用与报警 区域相关 图像

的功能 。

2 ．

0
．

2 2 报警联动 a c t io n w it h a la r m

报警事件发生时 ，

引发报警设备 以外的相关设备进行动作 (如

报警图像复核 、

照明控制等 )
。

2 ．

0
．

2 3 视频移动报警 v id e o m o v in g d e t e c tio n

利用视频技术探测现场图像变化 ，
一

旦 达 到设定阈值即发出

报警信息的 一

种报警手段
。

2 ．

0
．

2 4 视频信号丢失报警 v id e o lo s s a la r m

当接收到视频信号的峰峰值小于设定阈值 (视频信号丢失)时

给出报警信息的功能

发输电群895564918，供配电群204462370，基础群530171756 



3 基 本 规 定

3 ．

O
．

1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 程设计应符合 国家现行标准《安全防

范工 程技术 规 范 》G B 5 O 3 4 8 和 《视频 安 防监控 系统技术 要求 》

G A ／T 3 6 7 的相关规定
。

3 ．

O
．

2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 程 的设计应综合应用视频探测
、

图像

处理／控制／显示／记录 、

多媒体
、

有线／无线通讯
、

计算机网络
、

系统

集成等先进而成熟的技术 ，

配置可靠而适用 的设 备
，

构成先进
、

可

靠 、

经济
、

适用
、

配套 的视频监控应用系统
。

3 ．

0
。

3 视频安防监控 系统 中使用的设备必须符合 国家法律法规

和现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

并经法定机构检验或认证 合格 。

3 ．

0
．

4 系统的制式应与我 国的电视制式
一

致
。

3 ．

0
．

5 系统兼容性应满足设备互换性要求
，

系统可扩展性应满足

简单扩容和集成 的要求 。

3 ．

O
．

6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 程 的设 计 应 满 足 以下要 求 ：

1 不 同防范对象
、

防范区域对防范需求 (包括风险等级和管

理要求 )的确认 ；

2
风险等级

、

安全防护级别对视频探测设备数量和视频显示／

记录设备数量要求 ；对图像显示及记录和回放的图像质量要求 ；

3 监视 目标的环境条件和建筑格局分布对视频探测设备选

型及其设置位置的要求 ；

4 对控制终端设置的要求 ；

5 对系统构成和视频切换
、

控制功能的要求 ；

6 与其他安防子系统集成的要求 ；

7 视频 (音频)和控制信号传输的条件以及对传输方式的要求
。

3 ．

0
．

7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 程的设计流程与深度应符合附录 A

的 规定
。

设计文件应准确
、

完整
、

规范



4 系 统 构 成

4 ．

O
．

1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包括前端设备
、

传输设备
、

处理／控制设

备和记录／显示 设 备 四部分
。

4 ．

0
．

2 根据对视频图像信号处理／控制方式的不同
，

视频安防监

控系统结构宜分为以下模式 ：

1 简单对应模式 ：监视器和摄像机简单对应 (图 4
．

O
．

2
—

1 )
。

L
叶

— —

叫垡划 ：
l I l

I I l

堂塑 ：笪塑 ：丛里型 ： 星型旦茎

图 4
．

0
．

2
—

1 简单对应模式

2 时序切换模式 ：视频输 出中至少有
一

路可进行视频图像的

时序切换 (图 4
．

O
．

2
—

2 )
。

盟 ： 塑 型 ： 星巡

图 4
．

O
．

2
—

2 时序切换模

发输电群895564918，供配电群204462370，基础群530171756 



3 矩阵切换模式 ：可 以通 过任
一

控制键盘
，

将任意
一

路前端

视频输入信号切换到任意
一

路输出的监视器上
，

并可编制各种时

序切换程序 (图 4
．

0
．

2
—

3 )
。

l I l

丛 ：堂 ： 尘里型 ： 里垂监

图 4
．

O
．

2
—

3 矩 阵切换模式

4 数字视频网络虚拟交换／切换模式 ：模拟摄像机增加数字

编码功能 ，

被称作网络摄像机
，

数字视频前端也可 以是别的数字摄

像机 。

数字交换传输 网络可 以是 以太 网 和 D D N
、

S D H 等传输 网

络 。

数字编码设备可采用具有记录功能的 D V R 或视频服务器
，

数字视频的处理
、

控制和记录措施可以在前端
、

传输和显示 的任何

环节实施 (图4
．

O
．

2
—

4 )



前端 ： 传输 ： 处理 ，控制 ： 显示 ，记录

·

8 ·

图 4
．

O
．

2
—

4 数字视频网络虚拟交换／切换模

发输电群895564918，供配电群204462370，基础群530171756 



5 系统功能
、

性能设计

5 ．

0
．

1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应对需要进行监 控 的建筑 物 内 (外 ) 的

主要公共活动场所 、

通道
、

电梯 (厅 )
、

重要部位和 区域等进行有效

的视频探测与监视 ，

图像显示
、

记录与 回放
。

5 ．

0
．

2 前端设备的最大视频 (音频 )探测范围应满足现场监视覆

盖范围的要求 ，

摄像机灵敏度应与环境照度相适应
，

监视 和记 录图

像效果应满足有效识别 目标 的要求
，

安装效果宜与环境相协调
。

5 ．

O
．

3 系统的信号传输应保证 图像质量
、

数据的安全性和控制信

号的准确性 。

5 ．

0
．

4 系统控制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系统应能手动或 自动操作
，

对摄像机
、

云 台
、

镜头
、

防护罩

等的各种功能进行遥控 ，

控制效果平稳
、

可靠
。

2 系统应能手动切换或编程 自动切换
，对视频输入信号在指

定的监视器上进行 固定或 时序显示 ，

切换 图像显示重建时间应 能

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

3 矩 阵切换 和数 字视频 网络 虚 拟 交换／切 换模 式 的 系统应 具

有 系统信 息存储 功能 ，

在供电中断或关机后
，

对所有编程信息和时

间信息均应保持 。

4 系统应具有与其他系统联动 的接 口
。

当其他系统 向视频

系统给出联动信号时 ，

系统能按照预定工 作模式
，

切换出相应部位

的图像至指定监视器上 ，

并能启动视频记录设备
，

其联动响应时间
不大于 4 s 。

5 辅助照明联动应与相应联动摄像机的图像显示 协调同步
。

6 同时具有音频监控能力的系统宜具有视频音频 同步切换
的能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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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需要多级或异地控制的系统应支持分控的功能
。

8 前端设备对控制终端的控制响应和图像传输的实时性应

满足安全管理要求 。

5 ．

0
．

5 监视图像信息和声音信息应具有原始完整性 。

5 ．

0
．

6 系统应保证对现场发生的图像
、

声音信息的及时响应
，

并

满足管理要求 。 ’

5 ．

0
．

7 图像记录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记 录图像 的回放效果应满足资料的原始完整性
，

视频存储

容量和记录／回放带宽与检索能力应满足管理要求 。

2 系统应能记录下列 图像信息 ：

1 )发生事件的现场及其全过程的图像信息 ；

2 )预定地点发生报警时的图像信息 ；

3 )用户需要掌握 的其他现场动态 图像信息
。

3 系统记 录的图像信 息应包含 图像 编号／地址
、

记 录时的时

间和 日期 。

4 对于重要 的固定 区域 的报警 录像宜提供报警前 的图像记

录 。

5 根据安全管理需要 ，

系统应能记录现场声音信息
。

5 ．

0
．

8 系统监视或回放的图像应清晰
、

稳定
，显 示 方式应满足安

全管理要求
。

显 示 画 面上 应 有 图像编号／地 址
、

时间
、

日期等
。

文

字显示应采用简体 中文 。

电梯轿厢内的图像显示宜包含电梯轿厢

所在楼层信息和运行状态的信息
。

5 ．

0
．

9 具有视频移 动报警 的系统
，

应能任意设置视频警戒 区域和

报警触发条件 。

5 ．

0
．

1 0 在正 常工 作照明条件下系统图像质量的性能指标应符合

以下规定 ：

1 模拟复合视频信号应符合以下规定 ：

视频信号输 出幅度

实时显示黑 白电视水平清晰度
·

1 0 ·

1 V P P ± 3 d B V B S

≥ 4 0 0 T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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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显示 彩色电视水平清晰度 ≥ 2 7 0 T V L

回 放图像中心水平清晰度 ≥ 2 2 0 T V L

黑 白电视灰度等级 ≥ 8

随 机信噪 比 ≥ 3 6 d B

2 数字视频信号应符合以下 规定 ：

单路画面像素数量 ≥ 3 5 2 × 2 8 8 (C IF )

单 路显示 基 本 帧率 ： ≥ 2 5 fp s

数字视频的最终显 示 清晰度应满足本条第 1 款的要求
。

3 监视 图像质量不应低于《民用 闭路监视 电视系统工 程技术

规范》G B 5O l 9 8
—

1 9 9 4 中表 4
．

3
．

1
—

1 规定 的 四级
，

回放 图像质量

不应低于表 4
．

3
．

1
一

l 规定的三 级 ；在显 示 屏 上应能有效识别 目标



6 设备选型 与设置

6 ．

0
．

1 摄像机的选型与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

1 为确保系统总体功能和总体技术指标
，

摄像机选型要充分

满足监视 目标的环境照度 、

安装条件
、

传输
、

控制和安全管理需 求

等因素的要求 。

2 监视 目标 的最低环境 照度不应低 于摄像机靶面最低照度

的 5 O 倍
。 ’

3 监视 目标 的环境 照度不 高
，

而要求 图像 清晰度较高时 ，宜

选用黑 白摄像机 ；监视 目标 的环境照度不高
，且需安装彩色摄像机

时 ，

需设置附加照明装置
。

附加照明装置 的光 源 光 线宜避免直射

摄像机镜头 ，以免产生晕光
，

并力求环境照度分布均匀
，

附加照明

装置可由监控中心控制
。

4 在监视 目标 的环境 中可见光照明不足或摄像机隐蔽安装

监视时 ，宜选用红外灯作光源
。

5 应根据现场环境照度变化情况
，选择适合的宽动态范围的

摄像机 ；监视 目标 的照度变化范围大或必须逆光摄像时
，

宜选用具

有 自动电子快门的摄像机 。

6 摄像机镜头安装宜顺光源方向对准监视 目标
，

并宜避免逆

光安装 ；当必 须 逆光 安装 时 ，

宜降低监视区域的光照对 比度或选用

具有帘栅作用等具有逆光补偿 的摄像机 。

7 摄像机的工 作温度
、

湿度应适应现场气候条件 的变化 ，必

要 时可采 用适 应环境 条件 的防护罩 。

8 选择数字型摄像机应 符合本规 范第 3
．

O
．

5 条
，

第 5
．

0
．

2

条 ，

第 5
．

O
．

3 条
，

第 5
．

O
．

4 条第 2 、

8 款
，

第 5
．

O
。

5 条
，

第 5
．

O
．

6 条
，

第 5
．

O
．

1 0 条的规定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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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摄像机应有稳定牢固的支架 ：摄像机应设置在监视 目标区

域附近不易受外界损伤的位置 ，

设置位置不应影响现场设备运 行

和人员正常活动
，

同时保证 摄像机的视野范 围满足监视 的要求
。

设置的高度 ，

室 内距地 面不宜低 于 2
．

5 m ；室外距 地 面不 宜低 于
3 ．

5 m 。

室外如采用立杆安装 ，立 杆 的强 度 和稳 定度应满足摄像机

的使用要求
。

1 0 电梯轿厢 内的摄像机应设置在 电梯轿厢门侧顶部左或右

上角 ，

并能有效监视乘员的体貌特征
。

6 ．

0
．

2 镜头的选型与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图 6
．

0
．

2 ) ：

l 镜头像面尺寸应与摄像机靶面尺 寸相适 应 ，

镜头的接 口与

摄像机的接 口 配套
。

2 用于固定 目标监视 的摄像机
，

可 选 用 固定 焦 距 镜 头
，

监视

目标离摄像机距离较大 时可选用长焦镜 头 ；在需要改变监视 目标

的观察视角或视场范围较大时应选用变焦距镜头 ；监视 目标离摄

像机距离近且视角较大时可选用广角镜头 。

3 镜头焦距的选择根据视场大小和镜头到监视 目标的距 离

等来确定 ，

可参照如下公式计算 ：

^

l
曰

t

监 视目标

二 ∑ ? 二

霉
： =

趣 ：：：j

图 6
．

O
．

2 光学成像关系图

式 中 厂
— —

焦距 ( m m ) ；

．

A × L
， 一

一再
一

场

，

叫 像
一

， 一

一

_}
一

一一

一一

一
一一

己 一
一



A
— —

像场高／宽 (m m ) ；

L — —

镜头到监视 目标的距 离 ( m m ) ；

H — —

视场高／宽 ( m m )
。

4 、

监视 目标环境照度恒定 或变化 较小 时宜选用手动可变光

圈镜头 。

5 监视 目标环境照度变化范围高低相差达到 1 O 0 倍以上 ，

或

昼夜使用的摄像机应选用 自动光圈或遥控电动光圈镜头 。

6 变焦镜头应满足最大距离的特写与最大视场角观察需求
，

并宜选用具有 自动光圈 、

自动聚焦功能的变焦镜头
。

变焦镜头的

变焦和聚焦响应速度应与移动 目标的活动速度和云 台的移动速度

相适应 。

7 摄像机需要隐蔽安装时应采取隐蔽措施
，

镜头宜采用小孔
镜头或棱镜镜头 。

6 ．

O
．

3 云 台／支架的选型与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

1 根据使用要求选用云 台／支架
，

并与现场环境相协调
。

2 监视对象为固定 目标时
，

摄像机宜配置手动 云 台即万 向支

架 。

3 监视场景范围较大时
，

摄像机应配置电动遥控云 台
，

所选

云台的负荷能力应大于实际负荷的 1
．

2 倍 ；云 台的工 作温度
、

湿度

范 围应满足现场环境要求
。

4 云 台转动停止时应具有良好的自锁性能
，

水平和垂直转角

回差不应大于 1 。 。

5 云 台的运行速度 (转动角速度 )和转动的角度范围 ，

应与跟

踪的移动 目标和搜索范围相适应 。

6 室内型电动云 台在承受最大负载时
，机械噪声声强级不应

大于 5 O d B 。

7 根据需要可配置快速云 台或
一

体化遥控摄像机 (含内置云

台等 )
。

6 ．

0
．

4 防护罩的选型与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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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使用要求选用防护罩
，

并应与现场环境相协调
。

2 防护罩尺寸规格应与摄像机
、

镜头等相配套
。

6 ．

0
．

5 传输设备的选型与设置除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安全防范

工程技术规范》G B 5 O 3 4 8 的相关规定外
，还要 符合下列规定 ：

1 传输设备应确保传输带宽
、

载噪比和传输时延满足系统整

体指标的要求
，

接 口应适应前后端设备的连接要求
。

2 传输设备应有 自身的安全防护措施
，

并宜具有防拆报警功

能 ；对于需要保密传输的信号
，

设备应支持加／解密功能
。

3 传输设备应设置 于 易于 检 修和保护的区域
，

并宜靠近前／

后端的视频设备 。

6 ．

O
．

6 视频切换控制设备 的选型应符合 以下规定 ：

1 视频切换控制设备的功能配置应满足使用和冗余要求
。

2 视频输入接 口 的最低路数应 留有
一

定的冗余量
。

3 视频输出接 口 的最低路数应根据安全管理需求和显 示
、

记

录设备的配置数量确定 。

4 视频切换控制设备应能手动或 自动操作 ，对镜头
、

电动云

台等的各种动作 (如转向
、

变焦
、

聚焦
、

光 圈等动作 )进行遥控
。

5 视频切换控制设备应能手动或 自动编程切换
，

对所有输入

视频信号在指定 的监视器上进行 固定或时序显示 。

6 视频切换控制设备应具有配置信息存储功能
，

在供电中断

或关机后 ，

对所有编程设置
、

摄像机号
、

地址
、

时间等均可记忆
，

在

开机或电源恢复供电后 ，

系统应恢复正 常工 作
。

7 视频切换控制设备应具有 与外部其他 系统联 动 的接 口
。

当与报警控制设备联动时应能切换出相应部位摄像机 的图像 ，

并

显示记录
。

8 具有系统操作密码权限设置和中文菜单显示
。

9 具有视频信号丢失报警功能
。

1 0 当系统有分控要求时
，

应根据实际情况分 配控制终端 如

控制键盘及视频输 出接 口等
，

并根据需要确定操作权限功能
。

· 1 5



l l 大型综合安防系统宜采用多媒体技术
，

做到文字
、

动态报

警信息 、

图表
、

图像
、

系统操作在同
一

套计算机上完成
。

6 ．

0
．

7 记 录与 回放设备 的选 型与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

1 宜选用数字录像设 备
，

并宜具备防篡改功能 ；其存储容量

和回放的图像 (和 声音 )质量应满足相关标准和管理使用要求
。

2 在同
一

系统 中 ，对 于磁带 录像机 和记 录介质的规格应
一

致 。

3 录像设备应具有联动接 口
。

4 在录像的同时需要记录声音时
，

记录设备应能同步记录图

像和声音 ，

并可同步回放
。

5 图像记录与查询检索设备宜设置在易于操作的位置
。

6 ．

0
．

8 数字视频音频设备的选型与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

1 视频探测
、

传输
、

显 示 和记 录等数字视频设备符合本规范

第 3
．

0
．

5 条
，

第 5
．

0
．

2 条
，

第 5
．

O
．

3 条
，

第 5
．

0
．

4 条第 2
、

8 款
，

第
5 ．

O
．

5条 ，第 5
．

O
．

6 条
，

第 5
．

0
．

10 条的规定
。

2 宜具有联 网和远程操作
、

调用的能力
。

3 数字视频音频处理设备
，

其分析处理 的结果应与原有视频

音频信号对应特征保持 一

致
。

其误判率应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

6 ．

0
．

9 显 示设 备的选型 与设置应符合以下 规定 ：

1 选用满足现场条件和使用要求的显示设备
。

2 显 示 设 备 的 清 晰 度 不 应 低 于 摄 像机的清晰度
，

宜 高 出

1 O O T V L 。

3 操作者与显 示 设备屏幕之 间的距离宜为屏幕对角线的
4 ～

6倍
，

显示 设 备的屏幕尺寸宜为 2 3 O m m 到 6 3 5 m m 。

根据使用

要求可选用大屏幕显 示设 备等
。

4 显 示 设 备的数量
，

由实际配置的摄像机数量和管理要求来

确定 。

5 在满足管理需要和保证图像质量的情况下
，

可进行多画面

显示 。

多台显示设备 同时显示 时
，

宜安装 在显示设备柜或 电视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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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以获取较好的观察效果

。

6 显示设 备的设置位置应使屏幕不受外界强光直射
。

当有

不可避免的强光入射时 ，

应采取相应避光措施
。

7 显示设备的外部调节旋钮／按键应方便操作
。

8 显示设 备的设置应与监控 中心 的 设计统
一

考虑
，

合理 布

局 ，

方便操作
，

易于维修
。

6 ．

0
．

10 控制台的选型与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

1 根据现场条件和使用要求
，选用适合形式 的控制 台

。

2 控制台的设计应满足人机工 程学要求 ；控制 台的布局
、

尺

寸 、

台面及座椅 的高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子设备控制台的布

局 、

形式和基本尺寸》G B 7 2 6 9 的规定



7 传输方式
、

线缆选型与布线

7 ．

0
．

1 传输方式除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安全防范工 程技术规

范》G B 5 0 3 4 8 的相关规定外
，

对有安全保密要求的传输方式还应

采取信号加密措施 。

7 ．

0
．

2 线缆选择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防范工 程技术规

范 》G B 5 O 3 4 8 的相关规定外
，还应 符合下列 规定 ：

1 模拟视频信号宜采用 同轴 电缆
，

根据视频信号的传输距

离 、

端接设备的信号适应范围和电缆本身的衰耗指标等确定同轴

电缆的型号 、

规格 ；信号经 差 分处理
，

也 可 采用不劣于 五类线性能

的双绞线传输 。

2 数字视频信号的传输按照数字系统 的要求选择线缆
。

3 根据线缆的敷设方式和途经环境的条件确定线缆型号
、

规

格 。

7 ．

0
．

3 布线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防范工 程技术规范》

G B 5 o 3 4 8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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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供电
、

防雷与接地

8 ．

O
．

1 系统供 电除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安全防范工 程 技 术 规

范》G B 5 O 3 4 8 的相关规定外
，

还应符合 以下规定 ：

1 摄像机供 电宜 由监控 中心 统
一

供电或 由监控 中心 控制的

电源供电 。

2 异地的本地供 电 ，

摄像机和视频切换控制设备的供 电宜为

同相电源 ，

或采取措施以保证图像同步
。

3 电源供 电方式应采用 T N
—

s 制式
。

8 ．

0
．

2 系统防雷与接地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防范工 程技

术规范 》G B 5 0 3 4 8 的相关规定外
，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采取相应隔离措施
，

防止地 电位不等引起图像干扰
。

2 室外安装的摄像机连接电缆宜采取防雷措施



9 系统安全性
、

可靠性
、

电磁
兼容性 、

环境适应性

9 ．

0
．

1 系统安全性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防范工 程技术规

范》G B 5 0 3 4 8 的相关规定外
，还 应符合以下规定 ：

1 具有视频丢失检测示警能力
。

2 系统选用的设备不应引入 安全隐患和对防护对象造成损
害 。

9 ．

0
．

2 系统可靠性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安全防范工 程技术规

范》G B 5 O 3 4 8 的相关规定
。

9 ．

0
．

3 系统电磁兼容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防范工 程技术

规范》G B 5 0 3 4 8 的相关规定
，

选用的控制
、

显示
、

记录
、

传输等主要

设备 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系列标准的规
定 ，

其严酷等级应满足现场电磁环境 的要求
。

9 ．

0
．

4 系统环境适应性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安全防范工 程技术

规范》G B 5 O 3 4 8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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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监 控 中 心

10 ．

0
．

1 监控 中心的设 置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安全防范工 程技

术规范》G B 5 O 3 4 8 的相关规定
。

1O ．

0
．

2 对监控中心的门窗应采取防护措施
。

1 0 ．

0
．

3 监控 中心宜设 置 独立设 备间
，

保证 监 控 中心 的散热
、

降

噪 。

10 ．

0
．

4 监控中心宜设置视频监控装置和出人 口 控制装置



附录 A 设计流程与深度

A ．

1 设 计 流 程

A ．1．1 视频安防监控 系统工 程 的设 计应按照
“

设计任务书的编

制
一

现 场勘察 初 步设计
一

方案论证
一

施 工 图设计文件 的编制

(正 式设计 ) ”

的流程进行
。

A ．

1．2 对于新建建筑 的视频安 防监 控 系统 工 程
，

建设单位应向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设计单位提供有关建筑概况 、

电气和管槽路 由

等设计资料 。

A ．

2 设计任务书的编制

A ．

2
．

1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 程设 计前
，

建设单位应根据安全防

范需求 ，

提出设计任务书
。

A ．

2
．

2 设计任务书应包括 以下内容 ：

1 任务来源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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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 建设单位的安全管理现状与要求
。

4 工 程项 目的内容和要求 (包括功能需求
、

性能指标
、

监控 中

心要求 、

培训和维修服务等 )
。

5 建设工 期
。

6 工 程投资控制数额及资金来源
。

A ．

3 现 场 勘 察

A ．

3
．

1 视频安防监控 系统工 程设 计前
，

设计单位与建设单位应

进行现场勘察 ，

并编制现场勘察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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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3
．

2 现场勘察应符合 国家现行标准《安全防范工 程 技术规 范 》

G B 5 O 3 4 8 的相关规定
。

A ．

4 初 步 设 计

A ．

4
．

1 初步设计的依据应包括以下 内容 ：

1 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现行标准
。

2 工 程建设单位或其主管部 门的有关管理规定
。

3 设计任务书
。

4 现场勘察报告
、

相关建筑图纸及资料
。

A ．

4
．

2 初步设计应包括 以下 内容 ：

l 建设单位的需求分析与工 程设计的总体构思 (含防护体系

的构架和系统配置 )
。

2 前端设备的布设及监控范围说明
。

3 前端设备 (包括摄像机
、

镜头
、

云 台
、

防护罩等 )的选型
。

4 中心设备 (包括控制主机
、

显示设 备
、

记 录设 备等 )的选型
。

5 信号的传输方式
、

路由及管线敷设说明
。

6 监控 中心的选址
、

面积
、

温湿度
、

照 明等要求和设备布局
。

7 系统安全性
、

可靠性
、

电磁兼容性
、

环境适应性
、

供电
、

防雷

与接地等的说明 。

8 与其他系统的接 口关系 (如联动
、

集成方式等 )
。

9 系统建成后的预期效果说明和系统扩展性的考虑
。

1 O 对人防
、

物防的要求和建议
。

1 1 设计施工
一

体化企业应提供售后服务与技术培训 的承

诺 。

A ．

4
．

3 初步设计文件应包括设计说 明
、

设计图纸
、

主要设备材料

清单和工 程概算书
。

A ．

4
．

4 初步设计文件的编制应包括以下内容 ：

l 设计说明应包括工 程项 目概述
、

布防策略
、

系统 配置及其

他必要的说明 。

．

≯3



2 设计图纸应包括系统图
、

平面图
、

监控中心布局示意图及

必要说明 。

3 设计图纸应符合以下规定 ：

1 ) 图纸应符合 国家制图相关标准的规定
，

标题栏应完整
，

文字应准确 、

规范
，

应有相关人员签字 ，设计单位盖章 ；

2 ) 图例应符合《安全防范系统通 用 图形符号》G A ／T 7 4 等

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

3 ) 平面图应标明尺寸
、

比例和指北针 ；

4 ) 在平面图中应包括设备名称
、

规格
、

数量和其他必要 的

说 明 。

4 系统图应包括以下内容 ：

1 ) 主要设备类型及配置数量 ；

2 )信号传输方式
、

系统主干的管槽线缆走 向和设备连接关

系 ；

3 ) 供电方式 ；

4 ) 接 口方式 (含与其他系统的接 口关系 ) ；

5 ) 其他必要 的说 明
。

5 平面图应包括以下内容 ：

1 )应标明监控 中心 的位置及面积 ；

2 )应 标明前端设备的布设位置
、

设备类型和数量等 ；

3 )管线走向设计应对主干管路的路由等进行标注 ；

4 )其他必要的说明
。

6 对安装部位有特殊要求的
，

宜提供安装示意图等工 艺性图

纸 。

7 监控 中心布局示意 图应包括 以下 内容 ：

1 ) 平面布局和设备布置 ；

2 ) 线缆敷设方式 ；

3 ) 供电要求 ；

4 ) 其他必要 的说 明
。

·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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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主要设备材料清单应包括设备材料名称
、

规格
、

数量等
。

9 按照工 程 内容
，

根据《安全防范工 程 费用 预算 编制 办法 》

G A ／T 7 0 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

编制工 程概算书
。

A ．

5 方 案 论 证

A ．

5
．

1 工 程项 目签订合同
、

完成初步设计后
，

宜 由建设单位组 织

相关人员对包括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在 内的安 防工 程初步设计进行

方案论证 。

风险等级较高或建设规模较大的安防工 程项 目应进行

方案论证 。

A ．

5
．

2 方案论证应提交以下资料 ：

1 设计任务书
。

2 现场勘察报告
。

3 初步设计文件
。

4 主要设备材料的型号
、

生产厂家
、

检验报告或认证证 书
。

A ．

5
．

3 方案论证 应包括以下内容 ：

1 系统设计内容是否符合设计任务书的要求
。

2 系统设计 的总体构思是否合理
。

3 设备选型是否满足现场适应性
、

可靠性 的要求
。

4 系统设备配置和监控中心 的设 置 是否符合防护级别的要

求 。

5 信号传输方式
、

路由和管线敷设方案是否合理
。

6 系统安全性
、

可靠性
、

电磁兼容性
、

环境适应性
、

供电
、

防雷

与接地是否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

7 系统的可扩展性
、

接 口方式是否 满足使用要求
。

8 初步设计文件是否符合 A
．

4
．

3 和 A
．

4
．

4 的规定
。

9 建设工 期是否符合工 程 现场 的实 际情况 和满 足建设 单位

的要求 。

10 工 程概算是否合理
。

l 1 对于设计施工
一

体化企业 ，

其售后服务承诺和培训内容
·

2 5



是否可行
。

A ．

5
．

4 方案论证应对 A
．

5
．

3 的内容做 出评价
，

形成结论 (通 过
、

基本通过 、

不 通 过 )
，

提出整改意见
，

并由建设单位确认
。

A ．

6 施工 图设计 文件 编制

A ．

6
．

1 施工 图设计文件编制的依据应包括以下内容 ：

l 初步设计文件
。

2 方案论证中提出的整改意见和设计单位所做出的并经建

设单位确认的整改措施 。

A ．

6
．

2 施工 图设计文件应包括设计说 明
、

设计图纸
、

主要设备材

料清单和工程预算 书 。

A ．

6
．

3 施工 图设计文件的编制应符合 以下规定 ：
．

1 施工 图设计说明应对初步设计说明进行修改
、

补充
、

完善
，

包括设备材料 的施 工 工 艺说 明
、

管线敷设说 明等
，

并落实整改措

施 。

2 施工 图纸应包括 系统 图
、

平面图
、

监控 中心布局 图及其必

要说 明 ，

并应符合第 A
．

4
．

4 条第 3 款的规定
。

3 系统图应在第 A
．

4
．

4 条第 4 款的基础上
，

充实系统配置

的详细内容 (如立管图等)
，

标注设备数量
，

补充设备接线图
，

完善
系统内的供电设计等 。

4 平面图应包括以下内容 ：

1 )前端设备布防图应正 确标明设备安装位置
、

安装方式和

设备编号等 ，

并列出设备统计表 ；

2 )前端设备布防图可 根 据需要提供安装说明和安装大样

图 ；

3 )管线敷设图应标明管线的敷设安装方式
、

型 号
、

路由
、

数

量 ，

末端出线盒的位置高度等 ；分线箱应根据需要
，

标明

线缆的走向 、

端子号 ，

并根据要求在主干线路上预 留适 当

数量的备用线缆 ，

并列出材料统计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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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线敷设图可根 据需 要 提供 管路敷设的局部大样图 ；

5 )其他必要 的说 明
。

5 监控 中心布局 图应包括 以下 内容 ：

1 )监控中心 的平面图应标明控制台和显示设备柜 (墙 )的位

置 、

外形尺寸
、

边界距离等 ；

2 )根据人机工 程学原理
，

确定控制 台
、

显 示 设 备
、

机 柜 以及

相应控制设备 的位置 、

尺 寸 ；

3 )根据控制 台
、

显示设备柜 (墙 )
、

设备机柜及操作位置的布

置 ，

标明监控中心 内管线走向
、

开孑L位置 ；

4 )标明设备连线和线缆的编号 ；

5 )说明对地板敷设
、

温湿度
、

风 口
、

灯光等装修要求 ；

6 )其他必要的说明
。

6 按照施工 内容
，

根据《安全防范工 程 费用 预算 编制 办法 》

G A ／T 7 0 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

编制工 程 预算 书



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 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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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用 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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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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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 ：

正 面词 采用
“

宜
” ，

反面词采用
“

不宜
” ；

表示有选择 ，

在
一

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
，

采用
“

可
” 。

2 本规范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
、

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

应

符合 ⋯ ⋯

的规定
”

或
“

应按
⋯ ⋯

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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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

7 传输方式
、

线缆选型与布线
⋯ ⋯ ⋯ ⋯ ⋯ ⋯ ⋯ ⋯ ⋯ ⋯ ⋯ ⋯

( 4 8 )

8 供电
、

防雷与接地
⋯ ⋯ ⋯ ⋯ ⋯ ⋯ ⋯ ⋯ ⋯ ⋯ ⋯ ⋯ ⋯ ⋯ ⋯ ⋯

( 4 9 )

9 系统安全性
、

可靠性
、

电磁兼容性
、

环境适应性
⋯ ⋯ ⋯ ⋯

( 5 o )

附录 A 设计流程与深度
⋯ ⋯ ⋯ ⋯ ⋯ ⋯ ⋯ ⋯ ⋯ ⋯ ⋯ ⋯ ⋯ ⋯

(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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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

0
．

1 本条说明制订本规范的目的
。

视频安防监控 系统是安全技术 防范 系统 中的主要子 系统 之
一 。

本规范的制定是为了适应安全防范工 程 的实际需要
，

为了提

高工 程设计质量
，

为广大工 程设计人员设计视频安 防监控系统 提

供 一

个全国统
一

的
、

较为科学合理 的设计规范
，

也 为中介服务机构

和政府监督管理 部门提供方案论证
、

系统评估和监督检查的技术

依据 。

1．0 ．

2 本规范是《安全防范工 程技术规范 》G B 5 0 3 4 8 的配套 标

准 ，

是对 G B 5 O 3 4 8 中关 于视频安 防监控 系统 工 程 通用性 设计 的

补充和细化 。

1．O ．

3 本条强调了工 程建设 的总体规划与协调
。

1．O ．

4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设计包括设备配置
、

设备控制及显示

记录功能的要求都要符合各防护 目标 的风险等级和防护级别 的要

求 ，

强调它的经济
、

实用
、

安全
、

可靠
。

1．0 ．

5 本条规定了本规范与其他有关规范的关系
。

本规范是 一

个专业技术规范
，

其内容涉及 范 围广 ，

在设计视频

安防监控系统时 ，

除本专业范围的技术要求应执行本规范规定外
，

还有 一

些属于本专业范围以外的涉及其他有关标准
、

规范的要求
，

应当执行有关标准 、

规范
，

而不 能 与 之相 抵 触
。

这就保证各相关标

准 、

规范之间的协调
一

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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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 ·

0
·

儿 、 2
．

0
．

1 2 介绍了模拟视频监控系统和数字视频监控系统
的基本 内涵 。

使用视频光端机 ，

由于其端对端 的模拟视频输入／输出
，

即使

其采用数字化通过光传输 ，

通常也视为模拟视频设备
。

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通 常采用网络摄像机
，

视频服务器
，

或使用
具有网络传输功能的 D V R

。 一

般的
，

同
一

台数字视频设备可支持

多用户的网络并发访问 。

2 ．

0
．

1 3 介绍了摄 像机工 作环 境的重要指标
。

2 ·

O
·

1 4
～

2
．

0
．

2 O 介绍了与图像性能指标有关的几个重要概念
。

2 ·

O
·

1 5 本条文中的灰度级是指电视 图像 中
，

从最黑到最 白之间
能区别的亮度等级

。

2 ．

0
．

1 6 在数字图像处理 中
，

采用按照
一

定规则丢弃中间图像帧
的做法叫做抽帧 ，

若图像帧丢弃方法不当
，

会造成重要信息丢失 的

问题 ，

这种情形叫丢帧
。

抽帧方式记录的图像回放时 ，

会使人感觉
目标动作不连续 。

“

实时”这
一

词被大家广泛使用
，

在不同的场合所指有所不同
，

如实时显 示 表示要及时显示和显示的图像严格连续 ；如实时记录
，

则更强调记录图像的帧率为 2 5 fps ；实时传输
，

则强调数据的传输
延迟足够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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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 ．

O
．

3 本条说明了选定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设备
、

材料的重要原

则 ，

是强制性条款
。

为保证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 作的可靠和稳定
，

其设备和材料要经过法定机构的检测或认证
，

使其性能满足有关

规范和使用要求
。

这是确保设计效果 的重要措施之
一 。

3 ．

0
．

4 本条说明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制式应与我国的 目前 电视

制式 一

致
。

由于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所采用 的设备及传输 和电视有很 多 一

致的地方 ，如显示设 备就可采用收监两用机 ，因此二 者制式需要
一

致 。

模拟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所处理的信号是基带信号
。

3 ．

0
．

5 系统兼容性和可扩展性是满足系统灵活配置和经济实用

性的重要前提 。

1 为使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在设备上互 相兼容
，

在连接端 口 层

面上保持物理特性和输人输 出信号特性的
一

致性是十分必要 的
。

如模拟视频输入 ／输出阻抗及 同轴 电缆特性阻抗都 以 目前 的模拟

电视制式为准 ；音频复核设备的输入 ／输出阻抗符合
一

般线路的通

常特性阻抗等 。

2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由多种设备组成
。

这些设备也 由多个

生产厂家生产 ，因此
，

各设备之间只有在技术性能上互 相兼容才能

组成 一

个完整的系统
。

3 ．

0
．

6 本条说明了系统设计应考虑的因素
，

这些因素也是视频安

防监控系统设计中经常遇到的 ，

所 以在现场勘察时要充分 了解
。

1 通过对设计需求分析确认
，

明确设计 目标
。

2 系统的技术功能要求来 自于防护对象相应的风险等级和

防护级别的要求及主管部门或者建设单位 的具体要求 ，

系统各组
·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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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设备要达到这些技术要求
。

图像 的显示 和记 录 ，

特别是 回放 的图像质量要求直接反映视

频安防监控系统质量结果 。

其监控效果和风险等级及 防护级别有

直接的关系 。

3 环境条件包括风
、

雨
、

雪
、

雾及雷电等气候变化
、

环境照度
、

电磁场辐射等情况 。

为适应不同的使用环境
，

前端摄像机要有相

应的保护措施 ，

如防尘采用防护罩
，

室外全 天候防护罩要有 自动调

节温度 、

防雨水
、

遮阳等措施 ；高温环境使用的摄像机要有降温冷
却措施 ；水下摄像机要有防水密封措施 ；在易燃

、

易腐蚀等环境 中

使用的摄像机要采取相应保护措施 。

前端设备的安装位置要结合平面图和现场勘察情况来确定实

际效果 ，

如安装面的状况
，

有无视线遮挡
。

4 控制终端和系统建设的管理 要 求密切相关
，

如主控和分控

的设置要 求
。

5 视频切换控制包括视频输入输出信号 的接 口 容量
、

显示 分

配 、

切换要求 (切换时间
、

切换顺序及切换方式要求等 )
。

6 根据安全防范系统设计要求
，

各子系统之 间要达到联动关

系 ，

如入侵报警子系统
、

出人 口控制子系统等都要求和视频安防监

控子系统联动 ，

这就要求视频安防监控子系统具备通信接 口 ，

其通

信协议要和其他子 系统相适应才能达到集成要求 。

7 前端摄像设备产生的模拟视频图像信号是
一

个 6 M H z 的

基带信号 ( 目前 的制 式 )
。 一

般来说
，

近距 离 (数百米 以 内)传输可

用视频 同轴 电缆 (双绞 电缆传输注意实际效果和阻抗匹 配 转换
，

可

用视频补偿放大器 )
，

长距离传输须采用光纤传输 ，无论是 电缆还

是光缆传输都要通过管路敷设
，

因此要结 合环境条件 和摄像机 的

分 布选 择路 由 ， 以达 到 既 经 济又 满足传输要求的 目的
。

在某些场

合下 ，

无法进行管路敷设 (中问经 山坡 或机场跑道等无法逾越的障

碍 ) ，

可 以采用无线传输
，

即把视频信号调制到微波载波上发送
，

接

收端解调成视频信号再进行显示 记 录等
。

无线传输
一

般在可视距
·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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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范围内(否 则要进行转发 )
。

总之 ，

设备的功能要满足整个系统的功能
，

但不同档次的设备

其价格相差甚远 ，

因此要根据投资情况选用相应档次 的设备
。

3 ．

0
．

7 本条说明了设计文件的规范化
、

标准化要求
，这是保证设

计质量的基本要求 。

设计文件包括设计说 明书 、

设计 图纸
、

主要设 备 材料清单
、

工

程 概 (预)算书四部分 内容
。

在安防界
，

把整套设计文件
一

般合称

为设计方案 。

设计图纸应符合 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标题栏应完整
、

文

字应准确 ，

应有相关人员签字
、

设计单位 盖章
。

图例应符合《安全

防范系统通用图形符号》G A ／T 7 4 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

对于高风险等级的单位或者有特别安全要求 的视频安防监控

系统工 程设计应按照安全保密要求对文件进行分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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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 统 构 成

4 ．

0
．

2 本条说明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结构模式
。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设计应根据实际使用需要 ，

结合现场分布

特点和设备的性能 ，

综合平衡选择适合的结构模式
。

下述模式中
，

传输环节 可 以是普通同轴电缆
，

复用方式的射频

电缆 、

光缆
、

无线微波
，

或者数字网络传输介质及相应接 口设备等
。

1 本款描述了监控点较少情形下的系统构成模式 ：监视器和

摄像机简单对应 。

2 本款描述了监控点较多但不 要 求数字视频传输情形下的
系统构成模式 ：视频输出中至少有

一

路可进行视频图像的时序切
换 。

3 本款描述 了大规模模拟方式情形下的系统构成模式 ：可以

是多前端视频设备输入 、

多终端显示控制 的矩阵切换控制视频 图

像 。

摄像机为模拟式的 ，

传输设备是普通 的模拟视频传输系统 ，

中

心控制主机为矩阵切换控制系统 。

4 本款描述了数字视频网络虚拟交换／切换的系统构成模式

将模拟摄像机功能与数字编码功能结合在 一

起
，

即为 网络摄

像机 。

数字交换传输 网络可 以是 局 域 以太 网
，

也 可 以是 D D N ，

S D H 等公共数字传输网络
。

数字编码设备在许多场合被 D v R 所

取代 ，

具有记录功能
。

图中所述 的数字编码设备仅对模拟视频信号进行数字视频音

频转换 。

数字编码设备主要是指信源编码
，

一

般为视频音频的压

缩编码 ；数字解码设备主要指信宿解码
， 一

般指数字视频音频的解

码还原 。

·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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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机可以是模拟式的
，

也可以是数字式 ；模拟式的摄像机需

经由数字视频转换设备转换为数字视频输出 ，

且 此 设 备通常位于

接近摄像机安装位置的附近 。

在这种情形下
，

特别要求数据的原

始完整性 、

实时性和及时响应性
。

在更大规模的系统互 联中
，

这里要求 的视频数 据 的原始完整

性 ，更多地体现为系统的物理空间安全和系统操作安全的要求
。

若模拟摄像机按照模拟信号传输到监控 中心 ，

然后在 中心 接

入到 D V R 等进行记 录和显 示 ，通 常不认 为是数 字视频 监控 系统
，

因为这种情况没有很好地体现数字视频在传输等方面的特点和优

势 。

在数字组 网模式 中 ，

由于智能视频技术和分布存储技术 的发

展 ，

使得对数字视频的处理
、

控制和记录措施可以在前端
、

传输和
显示的任何环节实施

。

由于软硬件运 算能力的大幅提升
、

传输能

力进 一

步提高及其造价的进
一

步降低
，

在数字视频音频系统中
，

集
处理 、

记录
、

控制与采集或传输于
一

体的集成智能结构会进
一

步涌

现 。

图中给出的仅是
一

个示意的逻 辑结构www.weboos.comwww.weboos.com



5 系统功能
、

性能设计

5 ．

0
．

1 本条说明了系统功能设计的基本要求
。

摄像机 的安装部位 主要集 中于建筑物 内的人 流 、

车流和物

流的主要通道和活动 区 ，

在 区域边界 的通 行 门 区 域
，

重要 物资

或现金 、

物品
、

票 据 等 的接 待 交 割 区
，

重 要 物 资 设 备 等存 放 区

及其 附近 ，

重 要 工 作 区
，

建 筑 物 的外 周 界 区
，

以 及 其他认 为需
要安装的部位 。

5 ．

0
．

3 本条强调 了信号传输选择以安全和可靠为基本原则
。

5 ．

0
．

4

8 强调 了数字视频系统中的实时监控图像的显 示 重建时间
和图像反馈时间的及时性 。

由于数字视频数据在图像切换时
，

需

要延迟 一

定时间重新刷新显示缓冲区 的数据
，

这些新数据在传输

也存在 一

定延 时
，

这些延迟 的时间构成 了显示 图像 的重建时间
。

由于对现场遥控设备如遥控摄像机的控制要通过反馈 图像来观察

控制效果 ，

所 以必须在控制现场设备和 图像观察之 间有
一

个合理

的时问均衡 ，

以保持控制动作的协调性
。

5 ．

0
．

5 本条强调了视频 图像质量的严格原始完整性
，

保证后端显

示 与现场实际情况的
一

致性
。

图像的原始完整性 ，

是图像的重要指标
。

如果在图像采集
、

传

输 、

处理
、

记录和显示任何
一

个环节出现不完整的问题
，

例如在数
字视频系统中 ，

技术上极有可能通过改变某些图像数据
，明明是黑

的 ，

却改为了红 的
，

明明有个人在现场
，

在显示 图像上却看不到这

个人 ，

破坏 图像 的有效性而失去观察和取证 的意义
。

5 ．

0
．

7 视频存储能力 (包括存储容量
，

记 录／回放 带宽等 )和 检索

能力应能满足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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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能力是指对记录图像信息能够以适宜的速度查询到 目标

信息的能力 。

5 ．

0
．

8 本条 中的显 示 画 面 上 的时 间
、

日期
，

是指监视 图像 的当前

时间 、

日期
，

或回放图像的记录时的时间
、

日期
。

5 ．

0
．

9 作为视频报警的重要应用
，

设备应能具有 良好 的可操作

性 。

5 ．

0
．

1 0 本技术性能指标和图像质量的要求是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基本指标 ，也是系统 的最低指标要求
，

实际工 程 的指标要根据被监

控 目标 的风险等级和 防护级别及实际现场来确定
。 一

般来说
，

低

于这些要求就满足不了安全防范要求 。

正 常工 作照明条件通 常应 理解 为 防护 目标被监视时所对应的

环境照度条件 。

1 视频安防监控效果受光照条件
、

气候条件
、

目标主体对 比

度 、

光学镜头指标
、

摄像机灵敏度等因素的限制
，

因此系统指标 只

反映 一

个基本要求
，

每个 系统都要根据实际效果 的要求来调整
。

就拿回放来说 ，

它和所监视的 目标 (特别是人体特征 )的即时位置

有关 ，

虽然 电视 线很高
，

但如果因为距 离过远 ，

或者镜头焦距过短
，

而没有记录下脸部主要特征 (可能是侧面或背面
，也可能是 目标部

分 的电视线数量过少 ) ，

也不能有满意 的效果
，

若增加安装摄像机

的数量又将 提高成本
。

所 以
一

定要做好现场勘察工 作
，

选择好最

佳的配置参数 。

2 对于数字视频 的图像要求
，

在不同的应用场合会有不同的

特别要求 ，

例如对于柜员制的实时录像强调的记录帧率至 少 为 2 5

帧／秒 ·

路
，

而对于
一

般的保安录像可 以采用动态检测 的记 录图

像 ，

帧率动态可变
，

或设定为不小于 6 帧／秒
·

路的记录方式
，

但无

论哪种帧率 ，

每路图像的单幅图像的像素均不低 于 3 5 2 × 2 8 8
。

一

般的 D V R 应支持快速跳帧检索图像资料的能力
。

3 对于视频 图像 的评价 目前 主要依赖于人 的心理 因素
，

起主

要作用的有灰度 、

清晰度和信噪比等指标
。

但图像质量 高不 等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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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效果好
。

即使 图像质量好
，

若存在上 述 所 讲的无法显 示 需要

的目标特征 ，图像也不能很好地反 映监控 目标 的有效信息
，

那么其

监控效果也并不好 。

因此
，

这里强调在显示屏上应能辨别防护 区

域 内 目标 的特征 ，

如人的体貌或车辆的特征
、

车牌等
，显 示 程 度应

满足管理要求

发输电群895564918，供配电群204462370，基础群530171756 



6 设备选型与设置

6 ．

0
．

1 摄像机是对防护 目标进行探测
，

并将光信号转变为可以传

输的电信号的光电器件 ，

是取得现场第
一

信息的关键环节 ，也是反

映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性 能指标 的主要设备之
一 。

因此 ，摄像机的

选择是至关重要的
，

重点强调摄像机对基本功能 的有效性和环境

的适应性 、

协调性的要求
。 ．

1 摄像机产生的图像信号经 过传输
、

控制设备等在监视器上

显示 ，无论是其清晰度或信噪比都将下降
，而视频安 防监控系统 的

图像质量最终体现在 图像显示上
。

所 以摄像机的性能指标要充分

考虑到传输 、

控制过程的损失
。

2 摄像机的灵敏度也就是说该摄像机能得到可用 图像 的最

低照度 。

防护 目标光信号先通过光学镜头聚焦到摄像机靶面上 ，

光学镜头的通光量和最大相对孑L径有关 。

到达摄像机靶面的图像

光线照度远小于实际环境光线照度 。

因此
，

为了保证 摄像机靶面

实际接收到的照度 ，

环境 照度大约要不低 于摄像 机靶 面处最低 照

度的 5 O 倍
。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可 以提 高环境 照度 (如增加照明

装置等)以满足摄像机的灵敏度的需要
。 一

般来说
，

灵敏度高的摄

像机价格也高 ，要注意选择性能价格 比好 的摄像机
。

3 一

般的 ，黑 白摄像机的灵敏度 比彩色摄像机高
。

当环境 照

度不高的场合
，

黑 白摄像机能得到高清晰度 图像 (注意摄像机灵敏

度指标和环境照度相对应 )
。

当使用彩色摄像机
，

而环境 照度 达不

到要求时
，可 以附加照明装置 ，要求光源 照 明均匀 ，

其光线不能直

射摄像机镜头 ，

否则产生晕光
，

无法得到明晰的图像信号
。

在没有

任何可见光线的场合 ，

普通摄像机必须附加照明装置
。

4 红外光是人 眼不可见的光线 ，

在不需要或不能暴露可见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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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明或 隐蔽安装 的场合
，

安装对红外光敏感的摄像机可以得到清

晰的视频图像 。

有些摄像机 自带红 外光源
，

并 由照度开关来启闭

红外光源 ，

注意不要选用有红曝的光源
。

5 当监视 目标的环境照度不是
一

个较为稳定的情况
，

如户外

的光照变化很大 ，而且 光线方 向也 在变化 ，

若用固定光圈摄像机 ，

则图像信号将随着光线 的变化而变化 ，无 法清 晰稳定地观察监视

目标 。

自动电子快门可 以根 据光线强弱来 自动调整光圈
，

背景光

处理 能将晕光部分滤掉
，

这样就能得到质量高的图像
。

当然更大

的变化范围还需要镜头光圈的配合 ，而且 注意环境光照度变化范

围过大与低照度适应需 考虑平衡 问题
，

以避 免发生视频输出不稳

定的情况 。

6 为了清楚地显示被监控 目标特别是人物面貌
，

一

般顺光观

察 (相对于摄像机视线方 向与光源光线的投射方 向
一

致 )
。

逆光不

易得 到清晰图像
，

在图像中易产生晕光现象 (特别是采用 自动光圈

镜头而使背景偏暗)
。

7 前端摄像机安装部位可能在各种环境下 ，各处的温度湿度

相差很大 。

如在室外安装
，

摄像机将经受春夏秋冬各个季节
，

白天

晚上 温差也大
，

白天阳光照射
，

冬天结冰
，

雨天淋雨等
，

而摄像机的

工作条件适应范 围窄 ，

为适应这些气候条件
，

须将摄像机安装在防

护罩中 ，

防护罩内可根据各种气候 的变化进行 自动调整
。

防护罩

对摄像机起到保护作用 ，可 以防尘
，户外防护罩起到使摄像机在各

种外界气候条件下正 常工 作的作用
。

8 本款推荐在系统中采用更新技术和更好性能的摄像机 ，但

强调保证 符合本规范第 3
．

O
．

5 条
，

第 5
．

0
．

2 条
，5

．

0
．

3 条
，

第 5
．

O
．

4

条第 2
、

8 款
，

第 5
．

0
．

5 条
，

第 5
．

0
．

6 条
，

第 5
．

O
．

1O 条的规定
。

6 ．

0
．

2 镜头的作用是将从监控 目标来的光线聚焦到摄像机靶面

上 ，

以得 到清晰的图像
。

如何选择摄像机镜头 ，

关系到对防护 目标的监控效果
，

要考虑

被摄物体大小 ；需综合考虑被摄物体 的细节尺寸
、

物距 (被摄物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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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摄像镜头的距离 )尺 寸
、

所用摄像镜头 的焦距数值
、

光学成像接

收器 (摄像机靶面 )的尺寸
、

镜头及摄像机的分辨率等因素
。

若考

虑到红外成像 ，还需要选择具有能够矫正红外 聚焦偏差 的镜头
。

1 当镜头成像的像面尺寸大于摄像机靶面尺寸
，

则摄像机图

像不可能将视场内图像全部反映出来 ；当镜头成像的像面尺 寸 小

于摄像机靶面尺寸
，

则摄像机图像的周边是
一

个空 白
，

图像不是满

幅 。

本款说明了各种焦距镜头的使用场合
。

镜头与摄像机的接 口 分 C 型 和 C S 型 ，

镜头与摄像机的接 口

应 配套 ，

才能达到最佳聚焦
。

2 视频安防监控的效果 主要是所监控 目标 的细节要求
。 一

般来说细节要求越高 ，

需要镜头的焦距越长
，

监控视场越小
。

而要

求监控视场大时则要求镜头焦距短 ，

相对地
，

物体或人细节就观察

不清楚 。

3 式中
，，近似等于像距 ；A 像场高／宽 可用 靶 面纵 向／横 向

尺寸代替 ，

表示满屏幕显 示 时 的 图像高度或者水平宽度 ；A 与 H

应 对应
，

即纵 向尺寸和横 向尺寸不能交叉对应
， “

高
”

对应
“

高
” 。

变

焦镜头的焦距范围应根据实际监视范围综合确定 ；L 近 似 等 于物

距 。

在物理原理 上
，

式 中的 -厂应为像距
，

但摄像机镜头通常都是

使用在物距 远 大于像距 和镜 头 焦距 的情 况 下 ，

物距通常为米级
，

而

焦距通常为毫米级 ，

根据下述 的焦距公式 ，可 以得 出 ，

像距通常非

常接近于镜头的焦距 ，

在近似计算中
，

可将像距直接代换为镜头焦

距 。

三一

_l_+ 土
／ 甜 剐

式中 厂
— —

镜头焦距 ；

“ — —

观察 的物体的物距 ；

。— —

物体所成像的像距
。

6 对于有跟踪移动 目标和搜索移动 目标需要的变焦镜头
，

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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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焦和聚焦的速度应与实际需要相协调
，

特别是 目标移动速

度和云 台移动速度
。

6 ．

O
．

3 云 台是承载摄像机及附属物的支持物
，

包括手动云 台和全

方位云 台
。

云 台的选择根据摄像机的安装角度以及 承 载物的重量

等来决定 ，

并对云 台的转动性能 (转动速度 ，稳定性和制动性能)有

要求 ，

使摄像机的现场适应性进
一

步增强
。

6 ．

O
．

4 室 内防护罩主要用于防尘
、

防潮湿等
，

有的还起隐蔽作用
，

外形宜美观大方 ，且 易 于 安装
。

室外 防护罩
一

般应具有全天候防

护功能 (可 防高温
、

低温
、

风 沙
、

雨雪
、

凝霜等 )内设 自动调节温度
、

自动除霜装置 ，所具功能可依据实际使用环境 的气候条件加 以选

择 。

防护罩的外形尺寸可以根据实际环境和摄像机镜头尺寸来决

定 。

它是摄像机环境适应性的重要保证
。

6 ．

O
．

5 图像信号 的传输效果直接影 响到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的质

量 ，

在确保传输质量的条件下 ，尽量采用经济实用的传输方式
。

传
输方式的选定对整个系统的成功与否 至关重要

，通 常其传输指标
应高于系统 的总体指标 (如带宽

、

延迟时间
、

信噪比
、

平均无故障工

作 时间等 ) ，

传输设备的质量应确保在传输带宽
、

载噪比和传输时

延等方面的性能 。

6 ．

0
．

6
一

般的
，

视频切换控制设备是视频监控系统的控制中心 ，

它直接关系到整个系统的管理功能和操作控制水平 ，

是人机界面

的重要内容 。

有的视频切换控制设备还具有对音频的控制功能 ，

其矩阵切

换功能可 比对视 频 矩 阵切换控制进行考虑
。

本条内容主要针对模

拟视频主机控制设备提出的要求 。

数字视频监控系统主机的配置

可参照其功能和性能要求
。

6 ．

0
．

7 本条说 明记录手段可以根据实际应用需要和费用情况来

选定 ，

数字录像设备具有保存性好
、

回放 效果好等特点
，

被越来越

广泛地使用 。 ’

6 ．

0
．

8 在视频探测
、

传输
、

显 示 和记 录等环节
，可 以采 用 数字视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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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设备
，

但应符合本规范第 3
．

O
．

5 条
，

第 5
．

O
．

2 条
，

第 5
．

O
．

3 条
，

第 5
．

0
．

4条第 2
、

8 款
，

第 5
．

0
．

5 条
，

第 5
。

0
．

6 条
，

第 5
．

0
．

1 O 条的要

求 ；后端 (含传输 )数字设备对前端设备的控制应与现场图像 的观

察相协 调 ，

如云台的动作和观察图像的变化在跟踪 目标时
，不应 出

现明显超前或 滞后 的现象 。

实时监视和控制等基本功能是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的基本需

要 ，

是用于现场观察
、

控制的必须手段
，

因此
，

任何其他手段的增

加 ，

尤其是某些智能型的视频音频分析设备
，

这些设备甚至可以帮

助值机人员解决大面积长时间观察搜查异常事件工 作而引起的生

理 、

心 理疲劳等问题
，

但也不能代替这些功能的保持
。

6 ．

0
．

9 显 示 是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图像信号的探测采集
、

传输
、

控

制质量的客观反映 ，

因此 ，显 示 设 备 的型 号
、

规格要和视频安 防监

控系统规模相适应 ，

如控制室的大小
、

视频输入的数量
， 一

般来说
，

小系统 、

控 制 不 大 的 场 合 选 用 较 小 屏 幕
，

如 1 4 ” ～

1 7 ” ( 1 ” 一

2 5 ．

4 m m )之间 ，而大系统
、

控制室面积大的场合选用 2 1” 以上 ，

特

别是作为主显示设备可以采用 2 9”或 3 4 ”等
。

同时
，还要充分考虑

值机人员对显示 图像 的观察 的人机关系
。

显示设 备的性能指标 (主要是清晰度 ) 比摄像机高才能将摄像

机的信号水平充分反映 。

由于专用显示设备的价格贵
，

只要能满

足监控要求 ，可 以选用 具有视 频 输入 端子的收监两用 电视 机
。

显示设 备的配置数量是根据视频控制器的输出路数及需要显

示 的图像情况
，

有些重点部位不参加时序切换就专用显 示 ，参加时

序的图像信号根据显示 时 间 和 时 序 数量来确定
，

这些都要根据实

际管理需求来设定 。

6 ．

O
．

10 控制台是监控中心 的主要设施之
一 。 一

般经 常操作的各
类键盘 、

控制开关及经 常操作的设备都布置在台面上 ，因此控制 台

的设计不但要考虑各设备 的安排要方便操作
，

布设合理美 观 ，又要

考虑 到人机关 系 ，

操作员的舒适等要求
， G B 7 2 6 9 《电子设备控制

台的布局 、

形式和基本尺寸》说明了基本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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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传输方式
、

线缆选型与布线

7 ．

0
．

1 传输环 节 是保证 系统内信号和能量传输有效性和可靠性

的重要条件 。

对于有安全保密要求 的使用场合
，

特别是通过公网

或无线网络传输视频图像时 ，

应考虑加密措施
。

7 ．

0
．

2 线缆传输 中
，

同轴 电缆作为传输模拟视频信号的主要线

缆 ，

应合理规划选型
。

3 O 0 m 以 内的视频信号传输距离
，

推荐选用 S Y V 7 5
—

5 的同轴

电缆 。

若为内部近距离 一

般为 3 0 m 内的视频设备间互 连
，

推荐采用
S Y V 7 5 —

3
—

2 的同轴电缆
。

更远距离的视频信号传输 ， 一

般可以采用 S Y V 7 5
—

7 的同轴 电

缆 ，也 可采用有源方式传输
，

如双 绞线缆或光缆
。

7 ．

0
．

3 布线设计应充分考虑前端设备分布
、

线缆选型和管槽的路

由分布情况 ，

以利于施 工 ，

使用可靠
，

便于保护
。

线路路 由的设计

原则为传输效果最优 ，包括以下 方面 ：

满足电磁兼容要求 ：

线路的路由应充分满足传输信号不易受

到干扰和防泄漏 的要求
。

长度最优 ：路由最短
，

符合节约材料和信号衰减小的经 济原

则 。

建立必 要 的管槽防护 ：敷设路径安全可靠
，

符合系统的物理安

全和抗电磁干扰原则 。

另外 ，

符合现行的施工 规范的规定
，

这是保证施工 质量的重要

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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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供电
、

防雷与接地

8 ．

0
．

1 本条说明了对供电的基本要求
。

视频安 防监控 系统 的主

电源宜按 一

级或二 级负荷来考虑
。

安装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场所

均为重要建筑或场所 ，因此要确保 正常供 电
。

当发生停 电或意外

事故时要能启用备用电源 ，并 自动切换
。

为了保护系统免受外来

的雷电冲击等和系统的操作使用安全 ，

应采用 T N
—

s 交流电供 电

系统 。

8 ．

0
．

2 由于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前端设备安装在高处 (有些在户
外) ，

雷电易通过这些设备 (摄像机
、

解码驱动盒等 )引入
，

不但易击

毁设备 ，也可 能造成人身伤害
，

所以应将防雷措施列为重点考虑的

问题 。

对于单纯电缆传输视频信号的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应注意防

止地电位不等而使图像受到干扰 ，

应采取前端设备接地 悬 浮 ，

单点

接地或者光电隔离等措施 。

室外高处主要是指那些不在建筑体 防雷保护范 围内的安装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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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设计流程与深度

A ．

1 设 计 流 程

A ．

1．1 本条说明设计流程的基本步骤
。

由于历史原因 ，

安防行业相对独立发展了很多年
，

形成了
一

些

特定 的术语 和工作方法
。 一

般来说
，基于安全考虑

，

会对某些重要

设计环节和资料提出保密的要求 。

1 设计任务书
。

是工 程建设方依据工 程项 目立项 的可行性

研究报告而编制 的 、

对 工 程 建设项 目提 出设计 要 求 的技术 文 件
。

是工 程招 (投 )标的重要文件之
一 ，

是设计方 (或承建方 )进行工 程

设计 的重要依据之 一 。

2 现场勘察
。

在进行工 程设计前
，

设计者对被防护对象的现

场进行与系统设计相关的各方面情况 的了解 、

调查和考察
。

3 初步设计
。

工 程设计方 (或承建方 )依据设计任务书 (或工

程 合同书 )
、

现场勘察 报 告 和 国家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以及 现行规范
、

标

准的要求 ，

对工 程建设项 目进行方案设计 的活动
。

初步设计阶段

所形成的技术文件应包括 ：设计说 明
、

设计 图纸
、

主要设 备材料清

单和工 程概算书等
。

在安防系统中 ，

这个 阶段 比建设行业要求 的设计深度会有所

加深 ，

并且 由于安防产品的离散化特点
，

要求提供产品的供应厂家

或者品牌信息
，

以便核实造价
。

这个阶段的许多工 作为建筑设计等其他专业设计的配合设计

做了一

个基本的准备
。

4 方案论证
。

是建设方组织的对设计方 (或承建方 )编制的

初步设计文件进行质量评价的 一

种评定活动
。

它是保证工 程设计

质量的 一

项重要措施
。

方案论证的评价意见是进行工 程项 目正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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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的重要依据之
一 。

5 正式设计
。

是设计方 (或承建方 )依据方案论证 的评价结

论和整改意见 ，

对初步设计文件进行深化设计 的
一

种设计活动
。

正 式设计阶段所形成的技术文件应包括 ：设计说明 (包含整改意见

落实措施 )
、

设计图纸
、

主要设备材料清单和工 程预算书等
。

这个阶段相 当于建设行业施工 图设计 阶段
。

本规范中
，

称为

施工 图文件 的编制
。

A ．

1．2 建设单位提供的有关建筑概况
、

电气和管槽路由等设计

资料是视频安防监控系统设计的重要依据 ，

这为视频安防系统提

出对新建建筑工 程做好预埋预 留提供重要 的保证 ，

是交流设计信

息 、

确保工 程设计可行性 的重要环节
。

A ．

2 设计 任 务 书 的编 制

设 计任务书是工 程设计 的依据
。

在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 程建

设之初通常由建设单位规划视频安 防监控系统工 程 的规模
、

资金

来源和实施计划 ，

并编制设计任务书
，

也可委托具有编制能力的单

位代为编制 。

A ．

3 现 场 勘 察

对 于不 同的建筑体 (群 ) ，现场勘察 的侧重点是有所 区别 的
。

对于 已有建筑进行的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建设
，

应按照
一

般

原则逐 一

收集现场的各种相关信息
，

如原有管线敷设信息
，

建筑格

局信息 ，

安全管理 的历 史信息等
。

对于古建筑等需要保护 的设施

还需要特别了解协调安装的可行性问题 。

对于新建建筑 ，

强调对建筑设计资料的获取
。

应与建设单位

充分沟通 ，

了解未来使用 的需求
、

周围的社情民意和 自然环境
，

与
建筑设计单位充分配合

，

确定好建筑格局和用途
，

做好管线综合和

专业配合 (如现场的照明设计信息
、

供电信息
、

装饰效果信息和其

他安防系统信息等 ) ，

做好预埋 预 留 的设 计工 作
，

减少施工 过程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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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必要拆改
。

现场勘察报告应 由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共 同签署 。

A ．

4 初 步 设 计

A ．

4
．

1 、 A
．

4
．

2 这两条说明系统设计的基本工 作思 路或者工 作 内

容 。

特别指出的是随着新建工 程 的大规模建设
，

安全技术防范系

统工 程设计需要直接对建筑设计 (物防)和其后 的保卫管理措施提

出要求和建议 ，

并尽可能满足安全保卫 部门在设计前提出的管理

要求
，

这也充分体现了人防
、

物防和技防相结合的原则
。

在这里 ，

特别强调总体构思的要求
，

这是 全 面规划
、

统筹设计

的重要环节 。 一

方面结合纵深防护体系的思 想
，

针对现场建筑格

局分布情况 ，

合理设定摄像机的设置 位 置 和 配 置 数量 ；另
一

方面
，

还要根据现场分布特点
，

合理选 择传输方式
，

从而进
一

步确认技术

路线和系统配置 。

特别针对高风险等级工 程项 目 ，

应注意对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的特别设计要求 ：如低照度
，

宽动态摄像机要求
，

摄像机 的隐蔽协

调安装等 。

结合选定的视频安防监控系统设备的特点 ，

对人 防和物 防提

出 一

些合理化 的建议 ，

这是保证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正常发挥效能

的基本条件 。

以监控中心的设置为例
，

特别强调值班制度
，

提 出对

值机人员和系统管理员素质和数量 的基本要求 ，

监控 中心 防入 侵
措施与基本生活设施 的配置 ，以及 紧急情况下的应急预案等

。

A ．

4
．

4

3 图纸应能对 系统进行有效
、

准确的描述
，

并做到与文字说

明相互 印证 和相 互 呼 应 ， 图文表的数据应
一

致
，

格式符合规范要

求 。

图纸设计要 以能够 向审核者和施工 者提供完整
、

明晰
、

准确 的

设计信息为 目的 ，不 强调 几类几 张 图
。

5 平面图通常包括前端设备布 防图和管线走 向图
。

管线走

向设计应对主干管路的路由等进行设计标注 ，

特别是安防管线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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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确定
。

6 对于某些关键或者特异的安装场所
，

特别是需要其他专业
如建筑装修等配合的情形 ，要特别指 明安装方法 ，

并提供相应的安

装工 艺示意图
，以保证设 计方案的可实施性

。

7 监控 中心 的设计需在前期就提 出与装修
、

暖通
、

强 电和其

他弱 电专业 的配合要求 ，

以保证值机人员的工 作环境
。

8 主要设备材料清单 的编制 ：从经济上对初步设计进行评估

以达到系统的最佳性价 比 。

A ．

5 方 案 论 证

A ．

5
．

1 强调方案的论证
、

审核和批准
，

以保证 设 计方案的科学性

和合理性
。

强调合 同的签订
， 以确保方案实施主体的有效性

，以便

于落实后续的工 作内容
。

A ．

5
．

2 主要设备材料需要在初步设计 的基础上
，

补充设备材料

相应的生产厂家 、

检验报告或认证证书等资料
，以便于评审者确定

系统设计的可实施性 。

A ．

5
．

3 在方案论证 内容 中
，

应充分考虑到
一

些 高风 险等级 的单

位 的要求 ，

如文博系统对设备材料安装工 艺
、

对实施 的可行性
、

工

程 造价等给出较为详细的论证
。

A ．

5
．

4 方案论证 的结论可分为通过
、

基本通过
、

不通 过
，

对初步
设计的整改措施须由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确认 。

A ．

6 施工 图设计文件的编制 (正 式设计 )

A ．

6
．

1 本条所列的依据
，

并不是设计依据的全部
，

但这是最关键

的内容 。

A ．

6
．

2 施工 图设计文件 的编制的主要 内容体现了两个 目的 ：

一

是针对整改要求和更详细 、

准确 的现场条件
，

修改
、

补充
、

细

化初步设计文件的相关 内容 ，

确保设备安装的可行性和良好的使

用效果 (主 要 是观察效果 ) ，

着重体现现场安装的可实施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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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是结合系统构成和选用设备 的特点
，

进行全面的图纸修改
、

补充 、

细化设计
，

确保系统的互 联互 通 ，

着重体现系统配置 的可 实

现性 。

A ．

6
．

3 施工 图设计文件 的编制在 原有初 步设 计文件 的基 础上
，

至少完 善如下内容 ：

提供详细的各类图纸 ，

特别需要增加安装大样图
、

设备连接关

系图等 。

管线敷设图也可 以进
一

步分解为管路敷设图和线缆敷设 图
，

以利于分阶段组织人员实施
，

同时保护有关安全信息
。

预 留管线

指的是并行预 留敷设 的管或者线 的根数和规格 ，不 是指 长度 的简

单延伸 。

按照施工 图
，

编制的设备材料清单和工 程 预算 书
，

是设备订货

和工 程实施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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