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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号

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发布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

公共广播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和 «民用运输机场

航站楼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的公告

现发布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公共广播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Ｔ ５０２０—２０１６) 和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综合布线系统工程

设计规范» (ＭＨ/ Ｔ ５０２１—２０１６) 两部行业标准ꎬ 自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ꎬ 原 «民用机场航站楼广播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Ｔ

５０２０—２００４) 和 «民用机场航站楼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Ｔ ５０２１—２００４) 两部行业标准同时废止ꎮ

本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局机场司负责管理和解释ꎬ 由中国

民航出版社出版发行ꎮ

中国民用航空局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２ 日



前　 言

«民用机场航站楼广播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２０—２００４) 自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 日施行以来ꎬ 满足了当时一段时期机场建设的需要ꎬ 对指导我国民用运输机场航

站楼公共广播系统工程设计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随着近几年机场业务和公共广播技术

的飞速发展ꎬ 目前该规范已滞后于实际设计工作的需要ꎬ 因此进行修订ꎬ 并更名为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公共广播系统工程设计规范»ꎮ

本规范在修订过程中ꎬ 广泛征求了有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ꎬ 最后经审查定稿ꎮ

本规范共分为八章ꎬ 包括总则ꎬ 术语ꎬ 公共广播系统工程设计ꎬ 应急广播系统

工程设计ꎬ 布线ꎬ 广播电源ꎬ 防雷、 接地ꎬ 配套设施等ꎮ

本规范在修订过程中ꎬ 在维持原规范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做了修改和补充ꎬ 主要

体现在以下方面:

———调整、 补充了术语和缩略语的相关内容ꎮ

———补充了应急广播系统设计的技术要求ꎮ

本规范第一、 七章由潘象乾编写ꎬ 第二、 八章由赫民编写ꎬ 第三章由潘苏昙编

写ꎬ 第四章由宋燕萍编写ꎬ 第五章由蔡振合编写ꎬ 第六章由史永涛编写ꎮ

本规范由主编单位负责日常管理工作ꎮ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ꎬ 请函告本

规范日常管理组 (联系人: 潘象乾ꎻ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１１１ 号ꎻ 邮

编: １００１０１ꎻ 传真: ０１０－ ６４９５２５８６ꎻ 电话: ０１０－ ６４９２１６７０ꎻ 电子邮箱: ｃａｃｃｐａｎ＠

１２６ ｃｏｍ)ꎬ 以便修订时参考ꎮ

主编单位: 中国民航机场建设集团公司

主　 　 编: 潘象乾　 赫　 民

参编人员: 潘苏昙　 宋燕萍　 蔡振合　 史永涛

主　 　 审: 金　 辉　 顾　 巍

参审人员: 马志刚　 郑　 斐　 赵家麟　 薛　 平　 朱亚杰　 刘映菲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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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　 冀　 吴文芳　 周成益　 王明春　 赵晓晖　 孙成群

吴新勇　 詹晓东　 刘继东　 苗　 健

«民用机场航站楼广播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于 ２００４ 年首次发布ꎬ 主编单位为中

航机场设备有限公司ꎬ 主要起草人为张同荣ꎮ 本次修订为第一次修订ꎮ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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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 ０ １　 为指导和规范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公共广播系统的设计ꎬ 促进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公共

广播系统建设ꎬ 制订本规范ꎮ

１ ０ ２　 本规范适用于民用运输机场 (包括军民合用机场的民用部分) 航站楼新建公共广播系统

及系统升级改造的设计ꎮ 原有系统升级改造可参照本规范执行ꎮ

【条文说明】 航站楼新建公共广播系统是指机场新建、 改建、 扩建、 迁建项目中的新建系统ꎮ

１ ０ ３　 航站楼公共广播系统的设计ꎬ 应针对民用运输机场的具体特点ꎬ 做到 “安全适用、 技术

先进、 经济合理、 绿色环保、 便于扩展”ꎮ

１ ０ ４　 航站楼公共广播系统的设计ꎬ 除应符合本规范外ꎬ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规定或标准的

要求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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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 ０ １　 公共广播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ｄｒｅｓｓ

航站楼内为业务管理、 公众服务进行的音频广播ꎬ 包括业务广播、 服务性广播及应急广播ꎮ

２ ０ ２　 业务广播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航站楼内为日常运行业务进行的音频广播ꎬ 包括航班信息广播、 登机广播、 催促登机广播、

最后登机广播等ꎮ

２ ０ ３　 服务性广播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航站楼内为旅客提供服务进行的音频广播ꎬ 包括公益广播、 寻呼广播及背景音乐广播等ꎮ

２ ０ ４　 应急广播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航站楼内应对紧急事件进行的音频广播ꎬ 包括消防、 空防及突发公共事件广播ꎮ

２ ０ ５　 热备用 ｈｏｔ ｓｔａｎｄｂｙ

设备不用预热或准备ꎬ 处于随时可用状态ꎮ

２ ０ ６　 广播分区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ｚｏｎｉｎｇ

公共广播区域根据不同流程、 功能和服务对象划分的若干个分区ꎮ

２ ０ ７　 广播优先级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根据广播内容的重要性确定优先播出的等级ꎮ

【条文说明】 优先等级从高到低依次为应急广播、 业务广播和服务类广播ꎮ

２ ０ ８　 强插 ｏｖｅｒｒｉｄｅ

强行用某些广播信号内容覆盖正在广播的信号内容ꎬ 或通过强行切换处于热备用状态的公

共广播系统ꎬ 发布更高优先级广播ꎮ

２ ０ ９　 分区强插 ｚｏｎｉｎｇ ｏｖｅｒｒｉｄｅ

有选择地向某个或多个广播服务分区进行强插而不影响其他分区的运行状态ꎮ

２ ０ １０　 应备声压级 ｅｎｓｕｒｅｄ ｓｏｕ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ｅｖｅｌ

公共广播系统在广播服务区内ꎬ 应能达到的稳态有效值广播声压级的平均值ꎮ

２ ０ １１　 漏出声衰减 ｌｅａｋ ｏｕｔ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

公共广播系统的应备声压级与服务区边界外 ３０ ｍ 处的声压级之差ꎮ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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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１２　 声场不均匀度 ｓｏｕ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公共广播服务区内各测量点测得的声压级的最大差值ꎮ

２ ０ １３　 系统设备信噪比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 ｒａｔｉｏ

从公共广播系统设备声频信号输入端ꎬ 到广播扬声器声频信号激励端的信号噪声比ꎮ

２ ０ １４　 传输频率特性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公共广播系统在正常工作状态下ꎬ 服务区内各测量点稳态声压级相对于公共广播设备信号

输入电平的幅频响应特性ꎮ

２ ０ １５　 无源终端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不需要电源供给的终端ꎮ

２ ０ １６　 有源终端 ａｃｔｉｖ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需要电源供给的终端ꎮ

２ ０ １７　 自动广播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ａｄｄｒｅｓｓ

广播系统服务器将接收到的信息自动生成播音文件ꎬ 并通过广播系统进行播放ꎮ

２ ０ １８　 半自动广播 ｓｅｍｉ￣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ａｄｄｒｅｓｓ

对自动广播进行人工干预、 调整或修改后自动播放的广播ꎮ

２ ０ １９　 语音合成 ｓｐｅｅｃｈ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语音合成是通过机械的、 电子的方法产生人造语音的技术ꎮ 可利用电子计算机和一些专门

装置模拟人、 制造语音的技术ꎮ

２ ０ ２０　 ＴＴＳ 广播 ｔｅｘｔ ｔｏ ｓｏｕｎｄ

ＴＴＳ 技术 (又称文语转换技术) 隶属于语音合成ꎬ 它是将计算机自己产生的或外部输入的

文字信息转变为可以听得懂的、 流利的语言口语输出的广播技术ꎮ 文本经过合成设备后生成的

语音广播ꎮ 包括 ＴＴＳ 定时播放和 ＴＴＳ 立即播放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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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公共广播系统工程设计

３ １　 系统功能

３ １ １　 公共广播系统根据使用需求分为业务广播、 服务性广播和应急广播ꎮ

３ １ ２　 公共广播系统可选用数字广播系统、 模拟广播系统ꎬ 也可选用数字广播和模拟广播混合

系统ꎮ

３ １ ３　 公共广播系统应具备自动广播、 半自动广播、 ＴＴＳ 广播和人工语音广播等播音模式ꎮ

３ １ ４　 公共广播系统应能实时发布语音广播和提示音ꎮ

３ １ ５　 语音广播应根据机场所在地域和主要旅客来源确定所播放的语言种类ꎬ 至少包括中文在

内的两种语言ꎮ

３ １ ６　 自动广播航班信息应由机场信息集成系统提供ꎮ

３ １ ７　 当多个信号源同时对同一广播分区进行广播时ꎬ 优先级别高的应优先广播ꎮ

３ １ ８　 公共广播系统应具备分区管理、 分区强插、 编程管理、 日志、 广播优先级排序、 功放检

测、 监听、 线路检测及系统故障报警等功能ꎮ

【条文说明】 日志功能包括系统日志、 管理日志、 操作日志等ꎮ

３ １ ９　 公共广播系统宜具备实时录音功能ꎬ 录音记录保存时间应不小于 ３０ ｄꎮ

３ １ １０　 广播应清晰、 流畅ꎬ 音量适中ꎮ

３ ２　 系统构成

３ ２ １　 公共广播系统的构成应根据运行需求及投资等因素确定ꎮ

３ ２ ２　 公共广播系统主要由广播音源、 控制设备、 功率放大器、 扬声器、 传输线路、 传输设

备、 录音设备、 广播接口和电源等组成ꎬ 见图 ３ ２ ２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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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 ２　 公共广播系统示意图

３ ３　 电声性能指标

公共广播系统在各广播分区内的电声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３ ３ 的规定ꎬ 传输频率特性范围见

图 ３ ３ꎮ

表 ３ ３　 公共广播系统电声性能指标

声压级
声场

不均匀度
漏出声
衰减

系统设备
信噪比

扩声系统语
言传输系数

传输频率特性

≥８３ ｄＢ ≤１２ ｄＢ ≥１２ ｄＢ ≥７０ ｄＢ ≥０ ５５

以 １２５ Ｈｚ~６３００ Ｈｚ 的平均声压级为
０ ｄＢꎬ 在此带内允许范围: －４ ｄＢ~
＋４ ｄＢꎻ ５０ Ｈｚ~１２５ Ｈｚ 和 ６３００ Ｈｚ~
１２５００ Ｈｚ 的允许范围见图 ３ ３ 中斜
线部分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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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３　 公共广播系统传输频率特性范围

３ ４　 广播分区划分

３ ４ １　 应按照不同功能区域划分广播分区ꎬ 并可根据运行需求对广播分区进一步分区ꎮ

３ ４ ２　 航站楼的广播分区一般包括:

———旅客到达区ꎻ

———旅客出发区ꎻ

———旅客中转区ꎻ

———贵宾休息区ꎻ

———行李提取区ꎻ

———行李分拣区ꎻ

———工作区ꎻ

———设备机房ꎻ

———航站楼陆侧广播区ꎻ

———航站楼空侧广播区ꎮ

可根据航站楼规模和功能区的变化ꎬ 对上述广播分区进行调整ꎮ

３ ４ ３　 同一广播分区的广播扬声器应连接在受同一信号源驱动的功放单元上ꎮ 当一个广播分区

再划分为若干分区单元时ꎬ 同一分区单元的广播扬声器应连接在受同一信号源驱动的功放单

元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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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４　 同一广播分区可分若干个广播回路ꎮ

３ ５　 广播音源

３ ５ １　 广播音源应包括: 语音合成航班信息音源、 录音音源、 人工音源ꎮ

３ ５ ２　 同一广播分区的扬声器应由同一信号源驱动ꎮ

３ ５ ３　 广播播音室和消防控制室应设置广播呼叫站ꎮ 应急指挥中心、 登机口和服务台等处可根

据实际需要设置广播呼叫站ꎮ

３ ５ ４　 广播呼叫站应受广播主控设备控制ꎬ 可将使用者的声音向指定广播分区内进行播放ꎮ

３ ５ ５　 广播呼叫站的呼叫优先级别应由广播控制设备设置ꎮ 人工语音广播优先于其他广播ꎮ

３ ５ ６　 广播呼叫站、 内部通讯话筒呼叫广播分区的范围应由广播控制设备授权界定ꎬ 以避免广

播呼叫站越权呼叫广播分区ꎮ

３ ５ ７　 广播呼叫站呼叫方式为手动人工呼叫ꎬ 呼叫前应有提示音ꎮ

３ ５ ８　 广播呼叫站应能够进行播音区域选择和控制ꎮ

３ ６　 广播功率放大器

３ ６ １　 广播功率放大器可为单通道或多通道设备ꎻ 驱动无源终端的广播功率放大器ꎬ 宜选用定

压式功率放大器ꎮ

３ ６ ２　 公共广播 (应急广播除外) 用的广播功率放大器ꎬ 额定输出功率应不小于其所驱动的广

播扬声器额定功率总和的 １ ３ 倍ꎮ

３ ６ ３　 用于应急广播的广播功率放大器ꎬ 额定输出功率应不小于其所驱动的广播扬声器额定功

率总和的 １ ５ 倍ꎻ 全部应急广播功率放大器的功率总容量ꎬ 应满足所有广播分区同时发布应急广

播的要求ꎮ

３ ６ ４　 广播功率放大器应设置备用单元ꎬ 并应实现功率放大器的自动倒备功能ꎮ ７ 台功率放大

器至少应配置 １ 台备用单元ꎬ 备用单元的额定功率应满足主用单元中的最大输出功率ꎮ

３ ６ ５　 数字型广播系统的功率放大器可根据实际需求采用分散式布置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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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７　 广播扬声器

３ ７ １　 广播扬声器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无源终端方式、 有源终端方式或无源终端和有源终端相

结合的方式ꎮ

３ ７ ２　 广播扬声器应根据广播服务区的建筑空间特性进行选型ꎬ 满足声场设计的要求:

１　 在旅客人流集中的大空间区域ꎬ 可适当选用线阵列音箱ꎮ

２　 在室内行李分拣区域等噪声大的大空间宜选用号角扬声器ꎮ

３　 在室外空侧和陆侧空间ꎬ 如航站楼前车道或空侧站坪宜选用号角扬声器ꎮ

４　 布置在室外的扬声器应具有防尘、 防水和防霉的特性ꎮ

３ ７ ３　 广播扬声器外形、 色调、 结构的选择及设置方式应与现场环境相适应ꎮ

３ ７ ４　 广播扬声器应根据广播服务区的建筑空间特性ꎬ 并结合后期室内装修方案进行布点ꎬ 满

足声场设计的要求:

１　 扬声器可采用分散和集中相结合的设置方式ꎬ 设置高度应不低于 ２ ２ ｍꎻ 扬声器不宜隐

蔽安装ꎮ

２　 在有吊顶且净高 ４ ｍ 以下的区域ꎬ 宜选择吸顶设置ꎮ

３　 在出发、 到达、 候机和行李提取厅等高大空间ꎬ 可利用房中房屋顶结构、 航站楼的结构

柱和风塔等部位设置扬声器ꎮ

３ ７ ５　 需要调节广播音量的场所ꎬ 如母婴休息室、 头等舱休息室、 贵宾室等ꎬ 宜设有音量调

节器ꎮ

３ ７ ６　 室外扬声器的设置应满足室外环境要求ꎮ

３ ８　 广播接口

３ ８ １　 公共广播系统应根据实际需求配置下列系统接口:

１　 与内部通讯系统的接口ꎬ 实现内部通讯系统的广播功能ꎮ

２　 与信息集成系统的接口ꎬ 接收航班信息ꎮ

３　 与时钟系统的接口ꎬ 实现时间同步ꎮ

４　 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接口ꎬ 实现消防应急广播ꎮ

３ ８ ２　 公共广播系统通过接口服务器从信息集成系统获得航班信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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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９　 设备控制

３ ９ １　 公共广播系统应具备在控制室或播音室通过控制计算机人机界面进行广播分区设置、 区

域广播、 输入音源选择、 广播优先级设置等控制功能ꎮ

３ ９ ２　 公共广播系统应具备强插功能ꎬ 优先等级较高的广播应可强插优先等级较低的广播ꎮ

３ １０　 信号传输

３ １０ １　 公共广播信号宜通过布设在广播服务区内的同轴电缆、 双绞线或光缆等有线广播线路

传输ꎮ

３ １０ ２　 公共广播信号可用无线传输ꎬ 但不应干扰其他系统运行ꎮ

３ １０ ３　 公共广播系统室内广播功率传输线路使用 １ ｋＨｚ 测试信号测量时ꎬ 衰减宜不大于 ３ ｄＢꎮ

３ １１　 播音模式

３ １１ １　 自动广播

自动广播模式要求如下:

１　 广播接口服务器应在每天预定时间内接收航班计划ꎬ 并将其存储在广播系统数据库中ꎮ

２　 广播接口服务器应能接收航班动态信息、 更新数据库ꎬ 并将更新信息发送至控制工

作站ꎮ

３　 广播控制工作站应根据广播数据库的信息ꎬ 控制音频矩阵切换到相应的区域ꎬ 控制自动

语音合成信息播放ꎮ

【条文说明】 自动语音设备合成的语音ꎬ 将通过音频矩阵、 功率放大器、 扬声器播送到指定的

区域ꎮ

３ １１ ２　 半自动广播

工作人员应在取得授权后方可实施半自动广播操作ꎮ

３ １１ ３　 ＴＴＳ 广播

ＴＴＳ 广播语音应准确ꎬ 术语应专业、 统一ꎬ 语句通顺易懂ꎬ 内容更新及时ꎬ 并具备定时播放

和周期循环播放功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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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１ ４　 人工语音广播

人工语音广播要求如下:

１　 播音者应通过授权的广播呼叫站向选定的区域进行广播ꎮ

２　 设有内部通讯系统接口的广播ꎬ 播音者应通过授权的内部通讯终端向选定的区域进行

广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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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应急广播系统工程设计

４ １　 应急广播系统控制

４ １ １　 当公共广播系统有多种用途时ꎬ 应急广播应具有最高优先级ꎮ

４ １ ２　 应急广播与业务广播、 服务性广播系统宜合用一套广播设备ꎬ 也可单独设置ꎮ 当合用

时ꎬ 广播系统应具有强制切入应急广播的功能ꎮ

４ １ ３　 应急广播的优先级顺序为消防广播、 空防广播、 突发事件广播ꎮ

４ １ ４　 应急广播系统应具有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的接口ꎬ 实现消防应急广播ꎮ

４ １ ５　 当确认火灾后ꎬ 应同时向整个航站楼进行消防广播ꎮ

４ １ ６　 在消防控制室应设置消防广播呼叫站ꎮ

４ １ ７　 在消防控制室应能手动或按照预设控制逻辑联动控制选择广播分区ꎬ 启动或停止应急广

播系统ꎬ 并应能监听消防应急广播ꎮ 在通过传声器进行应急广播时ꎬ 应自动对广播内容进行

录音ꎮ

４ １ ８　 消防应急广播系统控制及信号传输应具备不依赖于计算机网络的连接方式ꎬ 并应采用铜

芯绝缘导线或铜芯电缆ꎮ

４ １ ９　 在应急指挥中心等处可设置空防和突发事件广播呼叫站ꎬ 具备呼叫任意一个广播分区、

多个广播分区和呼叫全部广播分区的能力ꎮ

４ １ １０　 当空防或突发事件发生时ꎬ 应急广播系统根据应急指挥中心等的指令ꎬ 向相应的广播

分区自动或人工播放警示信号、 警报语声文件或实时指挥语声ꎮ

【条文说明】 警示信号、 警报语声文件是指当空防或突发事件发生时ꎬ 应急广播系统向指定的广

播分区自动播放警铃、 警报、 警钟等特种报警声和由录音介质、 多媒体语音等合成的突发事件

处置命令ꎮ

４ ２　 应急广播技术要求

４ ２ １　 应急广播系统应能在手动或警报信号触发的 １０ ｓ 内ꎬ 向相关广播分区播放警示信号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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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笛)、 警报语声文件或实时指挥语音ꎬ 消防广播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声光报警器交替循环

播放ꎮ

４ ２ ２　 消防应急广播的单次语音播放时间宜在 １０ ｓ~３０ ｓ 之间ꎬ 应与火灾声警报器分时交替工

作ꎬ 可采取 １ 次火灾声警报器播放ꎬ １ 或 ２ 次消防应急广播播放的交替工作方式循环播放ꎮ

４ ２ ３　 消防控制室内应能显示消防应急广播分区的工作状态ꎮ

４ ２ ４　 消防应急广播扬声器的设置规定如下:

１　 航站楼内扬声器应设置在走道和大厅等公共场所ꎮ 每个扬声器的额定功率应不小于３ Ｗꎬ

其数量应能保证从一个防火分区内的任何部位到最近一个扬声器的直线距离应不大于 ２５ ｍꎻ 走

道末端距最近的扬声器距离应不大于 １２ ５ ｍꎮ

２　 在环境噪声大于 ６０ ｄＢ 的场所设置的扬声器ꎬ 在其播放范围内最远点的播放声压级应高

于背景噪声 １５ ｄＢꎮ

３　 壁挂扬声器的底边距地面高度应不低于 ２ ２ ｍꎮ

４ ２ ５　 应急广播系统设备 (含主机、 功放) 应处于热备用状态ꎬ 并具有定时自检和故障自动告

警功能ꎮ

４ ２ ６　 应急广播系统应能自动调节广播音量至不小于应备声压级界定的音量ꎮ

４ ２ ７　 当需要 “手动” 发布应急广播时ꎬ 应设置一键到位功能ꎬ 空防或突发事件应急广播可在

应急指挥中心或广播控制室控制ꎬ 消防应急广播应在消防控制室 (中心) 控制ꎮ

４ ２ ８　 应急广播扬声器应使用阻燃材料ꎬ 或具有阻燃后罩结构ꎮ

—２１—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公共广播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２０—２０１６)



５　 布　 线

５ １　 一般规定

５ １ １　 公共广播系统定压式功率放大器的标称输出电压应与广播线路额定传输电压匹配ꎮ 定压

线路应采用电压等级不低于交流 ５００ Ｖ 的铜芯绝缘导线或铜芯电缆ꎮ

５ １ ２　 控制线路和采用交流 ２２０ / ３８０ Ｖ 的供电线路应采用电压等级不低于交流 ４５０ / ７５０ Ｖ 的铜

芯绝缘导线或铜芯电缆ꎮ

５ １ ３　 应急广播系统的传输线路应选择不同颜色的绝缘导线ꎮ 正极 “ ＋” 线宜为红色ꎬ 负极

“－” 线宜为白色ꎮ 相同用途导线的颜色应一致ꎬ 接线端子应有标号ꎮ

５ １ ４　 公共广播系统的供电线路和传输线路设置在室外时ꎬ 应穿热镀锌厚壁钢管敷设ꎮ

５ ２　 传输线路

５ ２ １　 公共广播信号应通过布设在广播服务区内的双绞线、 同轴电缆、 五类线缆、 光缆等线缆

传输ꎮ

５ ２ ２　 当传输距离不大于 ３ ｋｍ 时ꎬ 广播传输线路宜采用双绞线传送广播功率信号ꎻ 当传输距

离大于 ３ ｋｍꎬ 且终端功率在千瓦级以上时ꎬ 广播传输线路宜采用五类线缆、 同轴电缆或光缆传

送低电平广播信号ꎮ

５ ２ ３　 当广播扬声器为无源扬声器ꎬ 且传输距离大于 １００ ｍ 时ꎬ 额定传输电压宜选用 ７０ Ｖ 或

１００ Ｖꎻ 当传输距离与传输功率的乘积大于 １ ｋｍｋＷ 时ꎬ 额定传输电压可选用 １５０ Ｖ、 ２００ Ｖ

或 ２５０ Ｖꎮ

５ ２ ４　 公共广播系统的供电线路和传输线路设置在地 (水) 下管沟或湿度大于 ９０％的场所时ꎬ

线路及接线处应做防水处理ꎮ

５ ２ ５　 公共广播系统定压线路的线芯截面选择ꎬ 除应满足公共广播装置技术条件的要求外ꎬ 还

应满足机械强度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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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 ６　 传输距离、 负载功率、 线路衰减和传输线路截面之间的关系ꎬ 可按公式 (１) 计算:

Ｓ ＝ ２ρＬＰ
Ｕ２ (１０γ / ２０ － １)

(１)

　 　 式中:

Ｓ ———传输线路截面 (ｍｍ２) ꎻ

ρ ———传输线材电阻率 (Ωｍｍ２ / ｋｍ) ꎻ

Ｌ ———传输距离 (ｋｍ)ꎻ

Ｐ ———负载扬声器总功率 (Ｗ) ꎻ

Ｕ———额定传输电压 (Ｖ) ꎻ

γ———线路衰减 (ｄＢ) ꎮ

５ ２ ７　 当传输线采用铜导线ꎬ 额定传输电压为 １００ Ｖꎬ 线路衰减为 ３ ｄＢꎬ 且广播扬声器沿线均

布时ꎬ 式 (１) 可简化为式 (２):

Ｓ ≈ ５ＬＰ (２)

　 　 式中:

Ｓ ———传输线路截面 (ｍｍ２)ꎻ

Ｌ ———传输距离 (ｋｍ)ꎻ

Ｐ ———负载扬声器总功率 (Ｗ)ꎮ

５ ２ ８　 公共广播系统的功率传输线路应单独敷设ꎮ

５ ３　 室内布线

５ ３ １　 应急广播系统的传输线路应采用金属管、 可挠 (金属) 电气导管或封闭式线槽保护ꎮ

５ ３ ２　 应急广播系统线路暗敷设时ꎬ 宜采用金属管、 可挠 (金属) 电气导管保护ꎬ 并应敷设在

不燃烧体的结构层内ꎬ 且保护层厚度不宜小于 ３０ ｍｍꎻ 线路明敷设时ꎬ 应采用金属管、 可挠

(金属) 电气导管或金属封闭线槽保护ꎮ 矿物绝缘类不燃性电缆可明敷ꎮ

５ ３ ３　 应急广播系统用的电缆竖井ꎬ 宜与电力、 照明用的低压配电线路电缆竖井分别设置ꎮ 如

受条件限制必须合用时ꎬ 两种电缆应分别布置在竖井的两侧ꎮ

５ ３ ４　 不同电压等级的线缆不应穿入同一根保护管内ꎬ 当合用同一线槽时ꎬ 线槽内应有隔板

分隔ꎮ

５ ３ ５　 采用穿管水平敷设时ꎬ 不同广播分区的线路不应穿入同一根保护管内ꎮ

５ ３ ６　 从接线盒、 线槽等处引到扬声器箱的线路均应加金属保护管保护ꎮ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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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３ ７　 应急广播系统的线缆应采用阻燃耐火铜芯电线电缆ꎮ

５ ３ ８　 应急广播系统信号传输线路使用定压线路时ꎬ 铜芯绝缘导线或铜芯电缆的截面应不小于

１ ５ ｍｍ２ꎮ

—５１—

５　 布　 线



６　 广播电源

６ １　 公共广播系统供电

６ １ １　 公共广播系统应采用独立的供电回路ꎬ 不应与其他动力或照明设备共用同一供电回路ꎮ

６ １ ２　 交流电压偏移值应介于额定值的－１０％ ~ ＋１０％之间ꎬ 当电压偏移不能满足要求时ꎬ 应配

置自动稳压装置ꎮ

６ ２　 应急广播系统供电

６ ２ １　 应急广播设备应采用消防母线或应急母线供电ꎬ 电源切换时间应不大于 １ ｓꎮ

６ ２ ２　 应急广播系统应设置蓄电池备用电源ꎬ 蓄电池容量应满足航站楼内人员疏散时间要求ꎮ

蓄电池应配置自动充电装置ꎮ

６ ２ ３　 应急广播电源不应设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和过负荷保护装置ꎮ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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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防雷、 接地

７ １　 防　 雷

７ １ １　 引入、 引出航站楼的公共广播系统线缆均应加装浪涌保护器 (ＳＰＤ)ꎮ 公共广播系统设备

的线缆经过不同的雷电防护区 (ＬＰＺ) 时也应设置 ＳＰＤꎮ 机房设备应可靠接地ꎮ

７ １ ２　 广播线路浪涌保护器应根据线路的工作频率、 传输速率、 传输带宽、 工作电压、 接口形

式和特性阻抗等参数ꎬ 选择插入损耗小、 分布电容小并与纵向平衡、 近端串扰指标适配的浪涌

保护器ꎮ

７ １ ３　 广播线路浪涌保护器宜设置在雷电防护区界面处ꎬ 见图 ７ １ ３ꎮ 根据雷电过电压、 过电

流幅值和设备端口耐冲击电压额定值ꎬ 可设单级浪涌保护器ꎬ 也可设能量配合的多级浪涌保

护器ꎮ

图 ７ １ ３　 广播线路浪涌保护的设置

—７１—

７　 防雷、 接地



说明:

ＬＰＺ０Ａ———室外雷电防护区外ꎻ

ＬＰＺ０Ｂ———室外雷电防护区内ꎻ

ｄ———雷电防护区的等电位连接端子板ꎻ

ｍ、 ｎ、 ｏ———符合Ⅰ、 Ⅱ或Ⅲ类试验要求的电源浪涌保护器ꎻ

ｆ———信号接口ꎻ

ｐ———接地线ꎻ

ｇ———电源接口ꎻ

ｈ———信号线路或网络ꎻ

Ｉｐｃ———部分雷电流ꎻ

ｊ、 ｋ、 ｌ———不同防雷区边界的信号线路浪涌保护器ꎻ

ＩＢ———直击雷电流ꎮ

７ １ ４　 广播线路浪涌保护器的选择原则: 最大持续运行电压 (Ｕｃ) 应大于线路上的最大工作电

压 １ ２ 倍ꎬ 电压保护水平 (Ｕｐ) 应低于被保护设备的耐冲击电压额定值 (Ｕｗ)ꎬ 具体参数宜符

合表 ７ １ ４￣１ 和表 ７ １ ４￣２ 的规定ꎮ

表 ７ １ ４￣１　 广播线路浪涌保护器的参数推荐值

雷电防护区 ＬＰＺ０ / １ ＬＰＺ１ / ２ ＬＰＺ２ / ３

浪涌范围

１０ / ３５０ μｓ ０ ５ ｋＡ~２ ５ ｋＡ — —

１ ２ / ５０ μｓ
８ / ２０ μｓ — ０ ５ ｋＶ~１０ ｋＶ

０ ２５ ｋＡ~５ ｋＡ
０ ５ ｋＶ~１０ ｋＶ
０ ２５ ｋＡ~５ ｋＡ

１０ / ７００ μｓ
５ / ３００ μｓ

４ ｋＶ
１００ Ａ

０ ５ ｋＶ~４ ｋＶ
２５ Ａ~１００ Ａ

浪涌保护器要求

ＳＰＤ (ｊ) Ｄ１、 Ｂ２

ＳＰＤ (ｋ) Ｃ２、 Ｂ２

ＳＰＤ (ｌ) Ｃ１

　 　 注: １ ＳＰＤ (ｊ)、 ＳＰＤ (ｋ)、 ＳＰＤ (ｌ) 见图 ７ １ ２ꎻ

２ 浪涌范围为最小的耐受要求ꎬ 可能设备本身具备 ＬＰＺ２ / ３ 栏标注的耐受能力ꎻ

３ Ｂ２、 Ｃ１、 Ｃ２、 Ｄ１ 等是表 ７ １ ４￣２ 规定的广播线路保护冲击试验类型ꎮ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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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１ ４￣２　 广播线路浪涌保护器的冲击试验推荐采用的波形和参数

类别 试验类型 开路电压 短路电流

Ａ１ 很慢的上升率
≥１ ｋＶ

０ １ ｋＶ / μｓ~１００ ｋＶ / ｓ
１０ Ａꎬ ０ １ Ａ / μｓ~２ Ａ / μｓ
≥１０００ μｓ (持续时间)

Ａ２ ＡＣ — —

Ｂ１

Ｂ２

Ｂ３

慢上升率

１ ｋＶꎬ １０ / １０００ μｓ １００ Ａꎬ １０ / １０００ μｓ

１ ｋＶ~４ ｋＶꎬ １０ / ７００ μｓ ２５ Ａ~１００ Ａꎬ ５ / ３００ μｓ

≥１ ｋＶꎬ １００ Ｖ / μｓ １０ Ａ~１００ Ａꎬ １０ / １０００ μｓ

Ｃ１

Ｃ２

Ｃ３

快上升率

０ ５ ｋＶ~２ ｋＶꎬ １ ２ / ５０ μｓ ０ ２５ ｋＡ~１ ｋＡꎬ ８ / ２０ μｓ

２ ｋＶ~１０ ｋＶꎬ １ ２ / ５０ μｓ １ ｋＡ~５ ｋＡꎬ ８ / ２０ μｓ

≥１ ｋＶꎬ １ ｋＶ / μｓ １０ Ａ~１００ Ａꎬ １０ / １０００ μｓ

Ｄ１

Ｄ２

高能量
≥１ ｋＶ ０ ５ ｋＡ~２ ５ ｋＡꎬ １０ / ３５０ μｓ

≥１ ｋＶ ０ ６ ｋＡ~２ ｋＡꎬ １０ / ２５０ μｓ

　 　 注: 表中数值为 ＳＰＤ 测试的最低要求ꎮ

７ １ ５　 公共广播系统在室外独立设置的广播扬声器立杆应设置接闪器ꎮ

７ ２　 接　 地

７ ２ １　 公共广播系统机房、 设备间、 播音室内应设等电位接地端子箱ꎬ 电气和电子设备的金属

外壳、 机柜、 机架、 金属管、 槽等应采用等电位连接ꎮ 广播设备的接地应直接接至等电位接地

端子箱或等电位连接网ꎮ

７ ２ ２　 公共广播系统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值要求如下:

１　 采用共用接地装置时ꎬ 接地电阻值应不大于 １ Ωꎮ

２　 采用保护接地装置时ꎬ 接地电阻值应不大于 ４ Ωꎮ

７ ２ ３　 公共广播系统设备机房和播音室采用防静电活动地板时ꎬ 防静电活动地板接地应采用

“Ｍ” 型网形接地结构ꎮ 广播设备的箱体、 壳体和机架等金属组件应与建筑物的共用接地系统做

等电位接地连接ꎬ 其接地网的形式宜采用 “Ｍ” 型网形多点接地结构ꎮ

７ ２ ４　 由广播设备接至等电位接地端子板的专用接地线应选用铜芯绝缘导线ꎬ 其线芯截面积应

不小于 ６ ｍｍ２ꎮ

７ ２ ５　 等电位接地端子板与建筑接地体之间应选用铜芯绝缘导线ꎬ 其线芯截面积应不小于

２５ ｍｍ２ꎮ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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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配套设施

８ １　 设备机房

８ １ １　 设备机房建筑面积宜根据广播设备需求而定ꎬ 也可与其他弱电机房合用ꎮ

８ １ ２　 公共广播系统机房的位置设计要求如下:

１　 位置应尽量靠近公共广播系统负荷中心ꎬ 并应远离应急发电机房、 变电站、 水泵房、 冷

冻机房、 空调机房和电梯、 扶梯、 强电竖井等产生强电磁干扰的场所ꎬ 否则应采取屏蔽等抗干

扰措施ꎮ

２　 不宜设在航站楼的顶层ꎬ 并宜避开其外围结构柱ꎬ 以防雷击电磁脉冲的干扰ꎮ

８ １ ３　 与公共广播系统无关的管线不宜穿越广播机房ꎮ 如必须穿越ꎬ 应暗敷或采取防漏保护的

套管ꎮ

８ １ ４　 室内设备的布置应满足其使用、 检修和维护保养的要求ꎮ 一般设备正面操作距离不小于

１ ５ ｍꎻ 设备背后检修距离不小于 １ ０ ｍꎮ 设备维护距离不小于 ０ ８ ｍꎬ 室内主通道不小于

２ ０ ｍꎮ

８ １ ５　 当公共广播系统机房与消防控制室合用时ꎬ 其设备布置应首先满足消防系统的布置

要求ꎮ

８ １ ６　 设备机房宜设置防静电活动地板ꎬ 其架空高度应不低于 １５０ ｍｍꎻ 宜设防尘吊顶顶棚ꎻ

应设向外开双扇防火门ꎬ 门宽应不小于 １ ２ ｍꎬ 门室内净高应不低于 ２ １ ｍꎮ

８ １ ７　 设备机房室内地面等效均布荷载应不小于 １０ ｋＮ / ｍ２ꎮ

８ １ ８　 设备机房应设置消防设施ꎮ

８ １ ９　 设备机房室内温度宜为 ２２℃ ~２８℃ꎬ 相对湿度宜为 ４０％~７５％ꎬ 且不应结露ꎮ

８ １ １０　 应配有良好的电气防护、 防雷与接地设施ꎮ

８ １ １１　 设备机房照明照度应不低于 ５００ Ｌｘꎮ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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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２　 播音室

８ ２ １　 播音室的设计应考虑噪声控制、 场地选择、 音质设计等因素ꎬ 可参照 ＧＹＪ２６ 进行设计ꎮ

８ ２ ２　 工作台面照度应不低于 ５００ Ｌｘꎮ

８ ２ ３　 播音室应设置应急照明ꎮ

—１２—

８　 配套设施



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ꎬ 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ꎬ 说明如下:

１) 表示很严格ꎬ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ꎬ 反面词采用 “严禁”ꎮ

２) 表示严格ꎬ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ꎬ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ꎮ

３)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ꎬ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ꎬ 反面词采用 “不宜”ꎮ

４) 表示有选择ꎬ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ꎬ 采用 “可”ꎮ

２　 本规范中指定按其他有关标准、 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执行时ꎬ 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

定” 或 “应按的规定执行”ꎮ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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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ꎮ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ꎮ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ꎮ

[１] «外壳防护等级 (ＩＰ 代码) » (ＧＢ ４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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