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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民 用 航 空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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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用机场航站楼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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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场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随着近几年机场业务和弱电技术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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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运输机场航站楼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ꎮ

本规范在编制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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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范共分六章ꎮ 主要内容包括: 总则ꎬ 术语和缩略语ꎬ 系统设计ꎬ 系统配置

设计ꎬ 安装工艺设计要求ꎬ 防雷、 接地等ꎮ

本次规范编制过程中ꎬ 在维持原规范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做了修订和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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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补充了航站楼综合布线系统设计的技术要求ꎬ 并对航站楼相关功能区域提

出布点要求ꎮ

本规范第一章由潘象乾编写ꎬ 第二章由赫民编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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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由潘象乾、 史永涛共同编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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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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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审人员: 马志刚　 郑　 斐　 赵家麟　 薛　 平　 朱亚杰　 刘映菲

祁　 冀　 吴文芳　 周成益　 王明春　 赵晓晖　 詹晓东

刘继东　 孙成群　 苗　 健　 吴新勇

«民用机场航站楼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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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既来 ꎮ 本次修订为第一次修订ꎮ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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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次

１　 总则 １

２　 术语和缩略语 ２

２ １　 术语 ２

２ ２　 缩略语 ４

３　 系统设计 ５

３ １　 一般规定 ５

３ ２　 系统构成 ５

３ ３　 系统指标 ７

３ ４　 专业系统布线 ８

３ ５　 办公区和商业区布线 ９

４　 系统配置设计 １０

４ １　 工作区子系统 １０

４ ２　 配线子系统 １０

４ ３　 干线子子系统 １１

４ ４　 机场建筑群子系统 １２

４ ５　 设备间子系统 １２

４ ６　 进线间子系统 １２

４ ７　 管理子系统 １３

５　 安装工艺设计要求 １４

５ １　 工作区 １４

５ ２　 弱电间 １４

５ ３　 总配线间 １５

５ ４　 进线间 １５

５ ５　 线缆敷设 １６

—Ⅲ—

目　 次



６　 防雷、 接地 １８

６ １　 防雷 １８

６ ２　 接地 ２０

标准用词说明 ２１

引用标准名录 ２２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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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总　 则

１ ０ １　 为指导和规范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综合布线系统的设计ꎬ 促进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综合

布线系统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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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航站楼综合布线系统

及系统升级改造的设计ꎬ 原有系统升级改造可参照本规范执行ꎮ

【条文说明】 新建航站楼综合布线系统是指机场新建、 改建、 扩建、 迁建项目中的新建系统ꎮ

１ ０ ３　 航站楼综合布线系统的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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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站楼综合布线系统的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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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语和缩略语

２ １　 术　 语

２ １ １　 综合布线系统 ｃａｂ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采用模块化结构ꎬ 使用各种线缆、 跳线、 接插软线和连接器件ꎬ 为航站楼的语音、 数据设

备提供一套标准的信号传输通道的系统ꎮ

２ １ ２　 弱电间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ｒｏｏｍ

放置配线设备并进行线缆交接的专用房间ꎮ

２ １ ３　 工作区 ｗｏｒｋ ａｒｅａ

设置终端设备的独立区域ꎮ

２ １ ４　 信道 ｃｈａｎｎｅｌ

连接两个应用设备的端到端的传输通道ꎬ 包括设备电缆、 设备光缆、 工作区电缆和工作区

光缆ꎮ

２ １ ５　 链路 ｌｉｎｋ

一种传输线路ꎬ 如 ＣＰ 链路或永久链路ꎮ

２ １ ６　 永久链路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ｌｉｎｋ

信息点与楼层配线设备之间ꎬ 不包括工作区线缆、 连接楼层配线间的设备线缆、 跳线ꎬ 但

可以包括一个 ＣＰ 链路的传输线路ꎮ

２ １ ７　 集合点 (ＣＰ)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楼层配线设备与工作区信息点之间水平线缆路由中的连接点ꎮ

２ １ ８　 ＣＰ 链路 ｃｐ ｌｉｎｋ

楼层配线设备与 ＣＰ 之间ꎬ 包括各端的连接器件在内的永久链路ꎮ

２ １ ９　 建筑群配线设备 ｃａｍｐｕ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ｏｒ

终接建筑群主干线缆的配线设备ꎮ

２ １ １０　 建筑物配线设备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ｏｒ

终接建筑物主干线缆或建筑群主干线缆的配线设备ꎮ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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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１１　 楼层配线设备 ｆｌｏ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ｏｒ

终接水平电缆、 水平光缆和其他布线子系统线缆的配线设备ꎮ

２ １ １２　 连接器件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用于连接电缆线对和光纤的一个或一组器件ꎮ

２ １ １３　 光纤适配器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ｆｉｂｅｒ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

连接一对或两对光纤连接器的器件ꎮ

２ １ １４　 建筑群主干电 (光) 缆 ｃａｍｐｕｓ ｂａｃｋｂｏｎｅ ｃａｂｌｅ

在建筑群内连接建筑群配线架与建筑物配线架的电缆、 光缆ꎮ

２ １ １５　 水平线缆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ｃａｂｌｅ

楼层配线设备到信息点之间的连接线缆ꎮ

２ １ １６　 信息点 (ＴＯ)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ｕｔｌｅｔ

各类电缆或光缆终接的信息插座模块ꎮ

２ １ １７　 跳线 ｊｕｍｐｅｒ

配线设备之间的连接线缆ꎮ

２ １ １８　 线缆 ｃａｂｌｅ

在一个护套里ꎬ 一个或多个同一类型的线对组成的电缆或光缆ꎮ

２ １ １９　 光缆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ｃａｂｌｅ

由单芯或多芯光纤构成的线缆ꎮ

２ １ ２０　 电缆、 光缆单元 ｃａｂｌｅ ｕｎｉｔ

型号和类别相同的电缆线对或光纤的组合ꎮ

２ １ ２１　 线对 ｐａｉｒ

一个平衡传输线路中的两个导体ꎬ 一般指对绞线对ꎮ

２ １ ２２　 平衡电缆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ｃａｂｌｅ

由一个或多个金属导体线对组成的对称电缆ꎮ

２ １ ２３　 屏蔽平衡电缆 ｓｃｒｅｅｎｅ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ｃａｂｌｅ

带有总屏蔽和 /或每线对均有屏蔽物的平衡电缆ꎮ

２ １ ２４　 非屏蔽平衡电缆 ｕｎｓｃｒｅｅｎｅ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ｃａｂｌｅ

不带屏蔽物的平衡电缆ꎮ

２ １ ２５　 接插软线 ｐａｔｃｈ ｃａｂｌｅ

线端带有连接器件的软电缆或软光缆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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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２６　 多用户信息插座 ｍｕｌｔｉ￣ｕｓｅｒ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ｕｔｌｅｔ

若干信息插座模块的组合点ꎮ

２ １ ２７　 交接 (交叉连接) ｃｒｏｓｓ￣ｃｏｎｎｅｃｔ

配线设备和信息通信设备之间采用接插软线或跳线上的连接器件相连的一种连接方式ꎮ

２ ２　 缩略语

表 ２ ２　 缩略语

英文缩写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或解释

ＡＣＲ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ｒｏｓｓｔａｌｋ Ｒａｔｉｏ 衰减—串音衰减比率

Ｂ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ｏｒ 建筑物配线设备

ＣＤ Ｃａｍｐｕ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ｏｒ 建筑群配线设备

ＣＰ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集合点

ＥＬＦＥＸＴ Ｅｑｕ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ｆａｒ ｅｎｄ ｃｒｏｓｓｔａｌｋ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 (ｌｏｓｓ) 等电平远端串音衰减 (损耗)

ＦＤ Ｆｌｏ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ｏｒ 楼层配线设备

ＦＥＸＴ ｆａｒ ｅｎｄ ｃｒｏｓｓｔａｌｋ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 (ｌｏｓｓ) 远端串音衰减 (损耗)

ＨＵＢ ＨＵＢ 集线器

ＩＥ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

ＩＬ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ｌｏｓｓ 插入损耗

ＩＰ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因特网协议

ＩＳ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国际标准化组织

ＲＬ Ｒｅｔｕｒｎ ｌｏｓｓ 回波损耗

Ｔ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终端设备

ＴＯ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ｌｅｔ 信息点 (电信引出端)

Ｖｒ ｍ ｓ Ｖ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电压有效值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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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系统设计

３ １　 一般规定

３ １ １　 航站楼综合布线系统的工程设计ꎬ 应根据工程项目的性质、 功能、 环境条件和近、 远期

用户需求进行ꎬ 并考虑施工和维护的便利ꎬ 确保综合布线系统工程的安全和质量ꎬ 并应统筹规

划机场建筑群综合布线系统的设计ꎮ

３ １ ２　 综合布线系统应与信息系统、 弱电系统、 公共安全系统和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等统筹规

划、 相互协调ꎬ 并按照各系统的传输要求优化设计ꎮ

３ １ ３　 在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中ꎬ 应为多家电信业务运营商提供统一的业务平台ꎮ

３ ２　 系统构成

３ ２ １　 综合布线系统应支持语音、 数据、 图像和多媒体业务等信息的传递ꎮ 综合布线系统网络

结构应为开放式拓扑结构ꎬ 并应满足航站楼各网络设计需求ꎮ

３ ２ ２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宜按下列七个部分进行设计:

１　 工作区子系统———由配线子系统的信息插座模块延伸到终端设备处的连接线缆及适配器

组成ꎮ

２　 配线子系统———由工作区的信息插座模块、 信息插座模块至弱电间配线设备的配线电缆

和光缆、 弱电间的配线设备及设备线缆和跳线等组成ꎮ

３　 干线子系统———由设备间至弱电间的干线电缆和光缆、 安装在设备间的建筑物配线设备

及设备线缆和跳线组成ꎮ

４　 建筑群子系统———由连接多个机场建筑物之间的主干电缆和光缆、 建筑群配线设备及设

备线缆和跳线组成ꎮ

５　 设备间子系统———在航站楼等建筑物的适当地点进行网络管理和信息交换的房间ꎮ 对于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ꎬ 设备间主要用于安装建筑物配线设备ꎮ 电话交换机、 计算机主机设备

及入口设施也可与配线设备设置在一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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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航站楼设备间一般指弱电机房或弱电主机房ꎬ 总配线间通常可设在其内ꎮ

６　 进线间子系统———设置在航站楼等建筑物外部通信和信息管线的入口部位ꎬ 并可作为入

口设施和部分建筑群配线设备的安装场地ꎮ

７　 管理子系统———对工作区、 弱电间、 设备间、 进线间的配线设备、 线缆、 信息插座模块

等设施按一定的模式进行标识和记录ꎮ

３ ２ ３　 航站楼综合布线系统基本构成如图 ３ ２ ３ꎬ 其中 ＣＰ 可按实际需求设置ꎮ

图 ３ ２ ３　 综合布线系统基本构成图

３ ２ ４　 综合布线子系统构成应符合图 ３ ２ ４－１ 或 ３ ２ ４－２ 要求ꎮ

图 ３ ２ ４－１　 综合布线子系统构成图 ａ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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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３ ２ ４－２　 综合布线子系统构成图 ｂ

注: １　 图中的虚线表示 ＢＤ 与 ＢＤ 之间ꎬ ＦＤ 与 ＦＤ 之间可以设置主干线缆ꎮ

２　 建筑物 ＦＤ 可以经过主干线缆直接连至 ＣＤꎬ ＴＯ 也可以经过水平线缆直接连至 ＢＤꎮ

３ ２ ５　 综合布线系统入口设施和引入线缆构成应符合图 ３ ２ ５ 的要求ꎮ

图 ３ ２ ５　 综合布线系统引入部分构成图

注: 对设置了设备间的建筑物ꎬ 设备间所在楼层的 ＦＤ 可以和设备中的 ＢＤ / ＣＤ 及入口设施安装在同一场地ꎮ

３ ２ ６　 大型航站楼宜设多处进线间ꎮ

３ ２ ７　 小型航站楼的进线间及总配线间设施可设置在同一房间ꎮ

３ ２ ８　 进线间引入管道应按实际需求设置并留有余量ꎮ

３ ２ ９　 航站楼至信息中心或机场电话站的管线宜采用双路由敷设ꎮ

３ ３　 系统指标

３ ３ １　 ３ 类和 ５ 类布线系统信道、 永久链路和 ＣＰ 链路应考虑衰减和近端串音等指标ꎮ

３ ３ ２　 ５ｅ 类、 ６ 类、 ７ 类布线系统信道ꎬ 永久链路和 ＣＰ 链路应考虑插入损耗、 近端串音、 衰减

串音比、 等电平远端串音、 近端串音功率和、 衰减串音比功率和、 等电平远端串音功率和、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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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损耗、 时延和时延偏差等指标ꎮ

３ ３ ３　 屏蔽布线系统应考虑非平衡衰减、 传输阻抗、 耦合衰减及屏蔽衰减ꎮ

３ ３ ４　 综合布线系统设计应考虑产品的线缆结构、 直径、 材料、 承受拉力、 弯曲半径等机械性

能指标ꎮ

３ ４　 专业系统布线

３ ４ １　 专业系统布线是指航站楼内通过综合布线系统传递信息的相关系统的布线ꎬ 所涉及系统

包括信息集成系统、 航班信息显示系统、 安检信息管理系统、 离港信息管理系统、 安防系统和

楼宇自控系统等ꎮ

３ ４ ２　 专业系统布线应用于航站楼所有区域的信息点ꎬ 应能支持语音、 数据、 图像、 视频和控

制等信息的传递ꎬ 并应根据工作环境选择布线种类和防护等级ꎮ

３ ４ ３　 专业系统布线根据不同配线系统的需求ꎬ 采用二级或三级星形网络拓扑结构ꎮ

３ ４ ４　 语音大对数线缆容量的配置ꎬ 应综合考虑语音电话和内部通讯电话的容量ꎮ

３ ４ ５　 所有信息点应配置完整ꎬ 提供给视频监控、 航班信息显示等系统终端使用的信息点应配

置相应信息插座ꎮ

３ ４ ６　 航站楼主要功能区信息点数量可按表 ３ ４ ６ 确定ꎮ

表 ３ ４ ６　 航站楼主要功能区信息点参考配置表

航站楼功能区
功能区信息点数量 (单位: 个)

语音 数据 光纤 (双工端口)
备注

登机口柜台 ２ ４ １ 安检信息、 离港及备用

值机柜台 ２ ６ １ 离港、 Ｘ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及备用

安检通道 ４ ６ １ Ｘ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离港、 开包台及备用

　 　 注: 表中信息端口不包括航班信息显示、 视频监控等系统信息点数量ꎮ

３ ４ ７　 根据不同配线系统的需求ꎬ 信息插座可设置在墙面、 地面、 柜台或者吊顶上ꎮ 室外连接

器件应有适当防护ꎮ

３ ４ ８　 在配线系统较为集中的值机区、 商业区和办公区等宜设置现场配线设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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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５　 办公区和商业区布线

３ ５ １　 办公区域内一般按 ５ ｍ２ ~１０ ｍ２划为一个工作区ꎮ 每一个工作区信息插座模块的数量按业

务需求设置ꎬ 通常宜不少于 ２ 个ꎮ

３ ５ ２　 办公区和商业区综合布线系统线缆长度计算方法如下:

１　 各段线缆长度可按表 ３ ５ ２ 选用ꎮ

表 ３ ５ ２　 各段线缆长度限值

单位为米 (ｍ)

电缆总长度 水平布线电缆 Ｈ 工作区电缆 Ｗ 弱电间跳线和设备电缆 Ｄ

１００ ９０ ５ ５

９９ ８５ ９ ５

９８ ８０ １３ ５

９７ ７５ １７ ５

９７ ７０ ２２ ５

２　 工作区电缆、 弱电间跳线和设备电缆的长度之和 Ｃ 可按公式 (１) 或公式 (２) 计算:

Ｃ ＝ １０２ － Ｈ
１ ２

(１)

Ｃ ＝ Ｗ ＋ Ｄ (２)

式中:

Ｃ ———工作区电缆、 弱电间跳线和设备电缆的长度之和ꎬ 单位为米 (ｍ)ꎻ

Ｄ———弱电间跳线和设备电缆的总长度ꎬ 单位为米 (ｍ)ꎻ

Ｗ———工作区电缆的长度ꎬ 单位为米 (ｍ)ꎬ Ｗ ≤２２ ｍꎻ

Ｈ———水平电缆的长度ꎬ 单位为米 (ｍ)ꎮ

３ ５ ３　 采用集合点时ꎬ 集合点配线设备与楼层配线设备之间水平线缆的长度应大于 １５ ｍꎮ 集合

点配线设备容量宜按该区域用户需求设置ꎮ 同一个水平链路只能设置一个集合点ꎮ 从集合点引

出的线缆应终接于工作区的信息插座ꎮ 集合点的配线设备应设置在墙体、 柱子等处或机柜内ꎮ

【条文说明】 集合点由无跳线的连接器件组成ꎬ 在电缆与光缆的永久链路中都可以存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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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系统配置设计

４ １　 工作区子系统

４ １ １　 工作区适配器的选用要求如下:

１　 设备的连接插座应与连接电缆的插头匹配ꎬ 不同的插座与插头之间加装适配器ꎮ

２　 信号数模转换、 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速率转换等装置的连接宜采用适配器ꎮ

３　 为保证网络规程的兼容ꎬ 宜采用协议转换适配器ꎮ

４ １ ２　 终端设备或适配器的设置位置应配套考虑电源与接地ꎮ

４ １ ３　 光纤信息插座模块安装的底盒尺寸应充分考虑水平光缆 (２ 芯或 ４ 芯) 端接处的光缆盘

留空间和满足光缆弯曲半径要求ꎮ

４ １ ４　 每一个 ８ 位模块通用插座应连接 １ 根 ４ 对对绞电缆ꎻ 每 １ 个双工或 ２ 个单工光纤连接器

件及适配器应连接 １ 根 ２ 芯光缆ꎮ

４ ２　 配线子系统

４ ２ １　 应根据近期和远期终端设备的设置要求、 网络结构、 各层需要安装信息点的数量及位置

确定配线设备的位置和容量ꎮ

４ ２ ２　 配线子系统线缆可采用 ４ 对对绞电缆或室内光缆ꎮ

４ ２ ３　 弱电间跳线应符合以下要求:

１　 语音跳线的连接方式见图 ４ ２ ３－１ꎮ

２　 数据跳线的连接方式见图 ４ ２ ３－２ꎮ

３　 经设备线缆连接方式见图 ４ ２ ３－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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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 ３－１　 语音跳线连接方式

图 ４ ２ ３－２　 数据跳线连接方式

图 ４ ２ ３－３　 经设备线缆连接方式

４ ２ ４　 弱电间至每一个工作区的水平光缆宜按 ４ 芯光缆配置ꎮ

４ ２ ５　 连接至弱电间的每一根水平电缆 /光缆应终接于相应的配线模块ꎮ 配线模块应与线缆容

量相匹配ꎮ

４ ２ ６　 配线设备主干侧各类配线模块应按主干电缆 /光缆的规格进行配置ꎮ

４ ２ ７　 配线设备的跳线宜按信息点的数量进行配置ꎬ 比例范围为 ５０％~１００％ꎮ

４ ３　 干线子系统

４ ３ １　 干线子系统所需要的电缆总对数和光纤总芯数应满足工程的实际需求ꎬ 并留有适当备份

容量ꎮ

４ ３ ２　 干线子系统主干线缆应选择安全路由ꎬ 且宜采用点对点端接ꎮ

４ ３ ３　 在同一层若干弱电间之间宜设置干线路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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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４　 主干电缆和光缆所需的容量及配置要求如下:

１　 大对数主干电缆的容量应按 １ 个语音信息点 １ 对线计算ꎬ 内通调度电话语音信息点应按

２ 对线计算ꎮ 应在总需求线对数量基础上预留 １０％的余量ꎮ

２　 主干光纤芯数应按交换机数量计算ꎬ 交换机的每个上联端口应按 ２ 芯光纤容量配置ꎬ 并

留有备用容量ꎮ

３　 当工作区至弱电间的水平光缆延伸至设备间的光配线设备时ꎬ 主干光缆的容量应包含所

延伸的水平光缆光纤的容量ꎮ

４ ４　 机场建筑群子系统

４ ４ １　 对于多航站楼的机场ꎬ 机场综合布线系统主干应优先选择网状结构ꎮ

４ ４ ２　 机场室外通信网络与机场建筑物综合布线系统界面分割点: 管道界面为建筑物外最近处

进线井ꎻ 线缆界面为保安配线架 (箱)、 光纤配线架 (箱)ꎮ

４ ４ ３　 机场建筑群配线设备宜安装在建筑物进线间或设备间ꎬ 并可与入口设施或建筑物配线设

备合用场地ꎮ

４ ４ ４　 机场建筑群配线设备内、 外侧的容量应与建筑物内连接建筑物配线设备的主干线缆容量

及建筑物外部引入的建筑群主干线缆容量相匹配ꎮ

４ ５　 设备间子系统

４ ５ １　 在设备间内安装的建筑物配线设备干线侧容量应与主干线缆的容量相一致ꎮ 设备侧的容

量应与设备端口容量相一致或与干线侧配线设备容量相匹配ꎮ

４ ５ ２　 建筑物配线设备与语音及数据设备的连接方式应符合 ４ ２ ３ 的规定ꎮ

４ ５ ３　 建筑物综合布线系统与外部配线网连接时ꎬ 应遵循相应的接口标准要求ꎮ

４ ６　 进线间子系统

４ ６ １　 机场建筑群主干电缆和光缆、 公用网和专用网电缆、 光缆及天线馈线等室外线缆进入建

筑物时ꎬ 应在进线间成端转换成室内电缆、 光缆ꎮ 在线缆的终端处可由多家电信运营商设置入

口设施ꎬ 入口设施中的配线设备应按引入的电、 光缆容量配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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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６ ２　 电信运营商在进线间设置安装的入口配线设备应与建筑物配线设备或建筑群配线设备之

间敷设相应的连接电缆、 光缆ꎬ 实现路由互通ꎮ 线缆类型与容量应与配线设备匹配ꎮ

４ ６ ３　 在进线间线缆入口处的管孔数量应满足建筑物之间、 外部接入业务及多家电信运营商线

缆接入的需求ꎬ 并预留适当余量ꎮ

４ ７　 管理子系统

４ ７ １　 对设备间、 弱电间、 进线间和工作区的配线设备、 线缆、 信息点等设施应按一定的模式

进行标识和记录ꎬ 并应考虑下列事项:

１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宜采用计算机进行文档记录与保存ꎬ 简单且规模较小的综合布线系统

工程可按图纸资料等纸质文档进行管理ꎬ 并做到记录准确、 及时更新、 便于查阅ꎮ

２　 综合布线的每一电缆、 光缆、 配线设备、 端接点、 接地装置、 敷设管线等组成部分均应

给定唯一的标识符ꎬ 并设置标签ꎮ 标识符应采用相同数量的字母和数字等标明ꎮ

３　 电缆和光缆的两端均应标明相同的标识符ꎮ

４　 设备间、 弱电间、 进线间的配线设备宜采用统一的色标区别各类业务与用途的配线区ꎮ

４ ７ ２　 所有标签应保持清晰、 完整ꎬ 并满足使用环境要求ꎮ

４ ７ ３　 对于规模较大的布线系统工程ꎬ 宜采用电子配线设备对信息点或配线设备进行管理ꎬ 以

显示与记录配线设备的连接、 使用及变更状况ꎮ

４ ７ ４　 综合布线系统采用电子配线设备时ꎬ 其工作状态信息应包括: 设备和线缆的用途、 拓扑

结构、 传输信息速率、 占用器件编号、 色标、 链路与信道的功能和各项主要指标参数等ꎬ 还应

包括设备位置和线缆走向等内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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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安装工艺设计要求

５ １　 工作区

５ １ １　 工作区信息插座的安装要求如下:

１　 工作区信息插座优先选用墙面型插座ꎮ

２　 安装在地面上的接线盒应防水和抗压ꎮ

３　 安装在墙面或柱子上的信息插座底盒、 多用户信息插座盒的底部离地面的高度宜为

０ ３ ｍꎮ

４　 集合点配线箱体的底部离地面的高度宜为 １ ４ ｍꎮ

５　 信息插座宜根据业务用途选用不同的颜色或标识ꎮ

５ １ ２　 工作区的电源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每个工作区至少配置一个 ２２０ Ｖ 交流电源插座ꎮ

２　 工作区的电源插座选用带保护接地的单相电源插座 (ＵＰＳ 插座除外)ꎬ 保护接地与中性

线应严格分开ꎮ

５ ２　 弱电间

５ ２ １　 弱电间的位置应根据建筑布局、 信息点分布和水平电缆长度等确定ꎮ 水平电缆长度应不

大于 ９０ ｍꎮ

５ ２ ２　 弱电间宜与强电间分开设置ꎮ

５ ２ ３　 弱电间的使用面积应不小于 ５ ｍ２ꎮ

【条文说明】 一般情况下ꎬ 综合布线系统的配线设备和计算机网络设备采用 １９″标准机柜安

装ꎮ 如果按信息点数不超过 ２００ 个配置一个 ４２Ｕ １９″机柜ꎬ 以此测算弱电间面积至少应为５ ｍ２

(２ ５ ｍ×２ ０ ｍ)ꎮ 对于涉及布线系统设置内、 外网或专用网时ꎬ １９″机柜应分别设置ꎬ 并在保持

一定间距的情况下预测弱电间的面积ꎮ

５ ２ ４　 弱电间至少应提供两个 ２２０ Ｖ 带保护接地的单相电源插座ꎬ 该插座不应作为设备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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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ꎮ

５ ２ ５　 弱电间应采用外开防火门ꎬ 门宽应不小于 １ ｍꎮ 弱电间内温度应为 １０℃ ~３５℃ꎬ 相对湿

度宜为 ２０％~８０％ꎬ 应无结露ꎮ

５ ３　 总配线间

５ ３ １　 总配线间位置应根据设备的数量、 规模、 网络构成等因素综合确定ꎮ

５ ３ ２　 航站楼内应至少设置 １ 个总配线间ꎬ 或可根据安全需要ꎬ 设置 ２ 个或 ２ 个以上总配线间ꎮ

语音与数据总配线间可分别设置在不同的场所ꎬ 以满足不同业务的设备安装需要ꎮ

５ ３ ３　 总配线间的设计要求如下:

１　 宜处于干线子系统的中间位置ꎬ 并考虑主干线缆的传输距离与数量ꎮ

２　 宜尽可能靠近建筑物线缆竖井位置ꎬ 有利于主干线缆的引入ꎮ

３　 应尽量远离高低压变配电、 电机、 Ｘ 射线、 无线电发射等有干扰源存在的场地ꎮ

４　 应有足够的设备安装空间ꎬ 其使用面积应不小于 １０ ｍ２ꎮ

５　 梁下净高应不小于 ２ ５ ｍꎬ 应采用外开双扇防火门ꎬ 门宽应不小于 １ ５ ｍꎮ

５ ３ ４　 设备安装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机架或机柜前面的净距不小于 １ ２ ｍꎬ 后面的净距不小于 １ ｍꎮ

２　 壁挂式配线设备底部离地面的高度不小于 ０ ３ ｍꎮ

５ ３ ５　 总配线间至少应提供两个 ２２０ Ｖ 带保护接地的单相电源插座ꎬ 该插座不应作为设备供电

电源ꎮ

５ ４　 进线间

５ ４ １　 进线间应设置管道入口ꎮ 与综合布线系统无关的管道不宜穿过进线间ꎮ

５ ４ ２　 进线间的高度和面积应满足线缆敷设路由、 成端位置及数量、 线缆盘留空间、 线缆弯曲

半径、 维护设备、 配线设备及多家电信运营商入口设施等安装的需求ꎮ

５ ４ ３　 进线间的管道入口尺寸应按进入管道的最终容量设计ꎮ

５ ４ ４　 进线间的设计规定如下:

１　 管道入口宜设置在航站楼外墙位置ꎬ 外线应采用下进线引入ꎮ

２　 应采取防渗措施ꎬ 并设有抽排水装置ꎮ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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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应与布线系统垂直竖井沟通ꎮ

４　 应根据防火要求采用相应等级的外开防火门ꎬ 宽度应不小于 １ ５ ｍꎮ

５　 应设置通风装置ꎬ 换气量按每小时 ３~４ 次容积计算ꎮ

５ ４ ５　 进线间所有布放线缆和空闲的管孔应用防火材料封堵ꎬ 做好防水处理ꎮ

５ ５　 线缆敷设

５ ５ １　 配线子系统线缆在吊顶和墙体内敷设时ꎬ 保护套管应采用热镀锌金属焊接钢管或封闭金

属桥架ꎻ 在弱电机房内可采用开放式金属电缆桥架或光纤槽道敷设ꎻ 当线缆在地面敷设时ꎬ 应

根据环境条件选用地板下线槽、 网络地板、 高架 (活动) 地板布线等安装方式ꎻ 在楼板内或地

面内预埋保护套管时ꎬ 应采用厚壁热镀锌金属焊接钢管ꎮ

５ ５ ２　 机场建筑群之间的线缆宜采用地下管道或电缆沟敷设ꎮ

５ ５ ３　 线缆应远离高温和强电磁干扰的场所ꎮ

５ ５ ４　 管线的弯曲半径应符合表 ５ ５ ４ 的要求ꎮ

表 ５ ５ ４　 管线敷设弯曲半径

线缆类型 弯曲半径 (ｍｍ) /倍

２ 芯或 ４ 芯水平光缆 >２５ ｍｍ

其他芯数和主干光缆 不小于光缆外径的 １０ 倍

４ 对非屏蔽电缆 不小于电缆外径的 ４ 倍

４ 对屏蔽电缆 不小于电缆外径的 ８ 倍

大对数主干电缆 不小于电缆外径的 １０ 倍

室外光缆、 电缆 不小于线缆外径的 １０ 倍

５ ５ ５　 当线缆采用电缆桥架布放时ꎬ 桥架内侧的弯曲半径应不小于 ３００ ｍｍꎮ

５ ５ ６　 应根据线缆的规格确定敷设线缆的管与线槽的管径或截面利用率ꎮ 管内敷设大对数电

缆、 ４ 对对绞电缆或 ４ 芯以上光缆时ꎬ 直线管路的管径利用率应为 ４０％ ~５０％ꎬ 弯管路的管径利

用率应为 ２５％~３０％ꎮ 布放线缆在线槽内的截面利用率应为 ３０％~５０％ꎮ

【条文说明】 某些结构 (如 “＋” 型等) 的 ６ 类电缆在布放时为减少对绞电缆之间串音对传输信

号的影响ꎬ 不要求完全做到平直和均匀ꎬ 甚至可以不绑扎ꎬ 因此对布线系统管线的利用率提出

了较高要求ꎮ

对于综合布线管线可以采用管径利用率和截面利用率的公式加以计算ꎬ 得出管道线缆的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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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根数ꎮ

１　 管径利用率＝ｄ / Ｄꎮ ｄ 为线缆外径ꎻ Ｄ 为管道内径ꎮ

２　 截面利用率＝Ａ１ / Ａꎮ Ａ１ 为穿在管内的线缆总截面积ꎻ Ａ 为管子的内截面积ꎮ

线缆的类型包括大对数屏蔽与非屏蔽电缆 (２５ 对、 ５０ 对、 １００ 对)ꎬ ４ 对对绞屏蔽与非屏蔽

电缆 (５ｅ 类、 ６ 类、 ７ 类) 及光缆 (２ 芯至 ２４ 芯) 等ꎮ 尤其是 ６ 类与屏蔽线缆因构成的方式较

复杂ꎬ 众多线缆的直径与硬度有较大的差异ꎬ 在设计管线时应引起足够的重视ꎮ

为了保证水平电缆的传输性能及成束线缆在电缆线槽中或弯角处布放不会产生溢出的现象ꎬ

故提出了线槽利用率在 ３０％~５０％的范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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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防雷、 接地

６ １　 防　 雷

６ １ １　 引入、 引出航站楼的综合布线系统线缆均应加装浪涌保护器 (ＳＰＤ)ꎮ 综合布线系统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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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１ ２　 综合布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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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１ ３　 综合布线线路浪涌保护器宜设置在雷电防护区界面处ꎬ 见图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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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１ ３　 综合布线线路浪涌保护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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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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１ ４　 综合布线线路浪涌保护器的选择原则: 最大持续运行电压 (Ｕｃ) 应大于线路上最大工作

电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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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１ ４￣１ 和表 ６ １ ４￣２ 的规定ꎮ

表 ６ １ ４￣１　 综合布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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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 ＳＰＤ (ｎ)、 ＳＰＤ (ｏ) 见图 ６ １ ３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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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１ ４￣２ 规定的综合布线线路保护冲击试验类型ꎮ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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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１ ４￣２　 综合布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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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２　 接　 地

６ ２ １　 综合布线系统进线间、 配线间和设备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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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布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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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２ ２　 综合布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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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２ ３　 综合布线系统配线间和设备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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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布线设备的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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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２ ４　 由综合布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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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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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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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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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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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１１)

[２]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５７)

[３]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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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ＭＨ / Ｔ ５００９—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楼宇自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６) ２０ ００

４ ＭＨ ５０１３—２０１４ 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 (０１８９) ３８ ００

５ ＭＨ / Ｔ ５０１５—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班信息显示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５) ２０ ００

６ ＭＨ / Ｔ ５０１８—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信息集成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７) ２０ ００

７ ＭＨ / Ｔ ５０１９—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时钟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０８) １０ ００

８ ＭＨ / Ｔ ５０２０—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公共广播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１１) ２０ ００

９ ＭＨ / Ｔ ５０２１—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１０) ２０ ００

１０ ＭＨ / Ｔ ５０２７—２０１３ 民用机场岩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１４５) ６８ ００

１１ ＭＨ ５０２８—２０１４ 民航专业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０２１８) ９８ ００

１２ ＭＨ ５０２９—２０１４ 小型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０２３３) ２５ ００

１３ ＭＨ / Ｔ ５０３０—２０１４ 通用航空供油工程建设规范 (０２０４) ２０ ００

１４ ＭＨ ５０３１—２０１５ 民航专业工程施工监理规范 (０２４２) ４８ ００

１５ ＭＨ / Ｔ ５０３２—２０１５ 民用运输机场航班信息显示系统检测规范 ( ０２６６ ) ２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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