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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工图质量监督工作

后 ，全省强条呈明显下   

降趋势。一是设计水平   

在提高 ，二是强条判罚   

更严谨 ，三是项目减少。

1） 2023年湖南省违反强 

条总数429条；平均每季 

度107条；

2） 2024年1.2季度湖南 

省违反强条总数108条； 

平均每季度54条。

3） 自2023年1季度开始



口   二、关于规范的实施

对于住建系统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执行哪些规范、标准？是否所有国家标准GB都需执行？推荐性标准GB/T是否可不 

执行？各部委之间的发文是否需执行？

（一）根据通用规范的“前言”关于规范实施：

1.  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包括通用规范和项目规范，GB 55系列）必须严格执行；

2. 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配套的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GB/T 50001起系列，建筑工程行业标准JGJ 、城镇建设行业标准CJJ系列）， 

一般情况下也应当执行；

3.  可合理选用相关团体标准、企业标准。

（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81号）：第十七条 勘察、设计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设计的，责令改正， 

并处以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

2.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四）设计单位未按照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的。

3.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建质【2013】111号）：六、关于审查的技术依据  12. 审 

查机构应当依据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国务院、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批准发布的施工图审查要点开展技术性审查工作。



口   二、关于规范的实施

《中国标准文献分类法》 P—工程建设

（三）怎样辨别工程建设标准？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包括哪些？

通常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 ，左上角有” P“标识；包括①推荐性工程建设国家标准GB/T 5XXXX系列， 

②建筑工程行业标准JGJ ，③城镇建设行业标准CJJ 系列 ，④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如在修编的GB 50054-2011将变成GB/T 50054 ，    

GB/T 50034-2024；JGJ 242-2011、JGJ/T 67-2019； DBJ 43/T 306-2014。    第一类： GB/T 5系列推荐性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UDC-国际十进分类法



第二类 ：JGJ  建筑工程行业标准 第三类： CJJ城镇建设行业标准



口   二、关于规范的实施

第四类 ：工程建设 
地方标准

（四）部委发文：

工程项目需要受到多个部门管理，如消防应急救援、人防、 

教育、发改、国土、电力、通信部门等。各个部门的行政性审   

注 ：非工程建设标准 ，一般只是管理、制造、检验、 判定的一些必要依据 ，可不在工程设计中直接使用 ，施工图审查也不建议以

此作为审查依据。



批与住建部部委执法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在各个部委的审

批要   件中，可能会提一些规范执行问题，或高于工程建设标

准的要   求，因此很可能会有一些技术性交叉问题，部委发文

一般情况   下应执行。



口   二、关于规范的实施
案例1 ：学生宿舍设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问题。

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功能参《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GB 
20517-2006；《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GB 30122-2013。 
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组网参 14X505-1： P62



1. GB 31177-2014为非工程建设标准 ，可不作为设计、 审查的依

据；违反其中的强制性条款更不应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注：住建系统违反强条处罚的依据为“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2. “十项规定” 中与设计相关的条文 ，一般情况下应执行。



口   二、关于规范的实施
案例2 ：某专业施工图审查系统中强条的判定





非工程建设标准，不建议作为判定违反强条的依据

湖南省房屋建筑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要点



口   三、 电气高频强条整理及解读

案例1 ：某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审图意见 ：无障碍服务设施内供使用者操控的照明、设备、设施的操控开关和调控面板应易于识别 ，距地面高度应为

0.85m~ 1. 10m。无障碍卫生间的坐便器附近应设置救助呼叫装置 ，并应满足坐在坐便器上和跌倒在地面上的人均能够使用。

案例2 ：某酒店装修工程

审图意见： 1）20图 ：旅馆1层大堂出入口、楼梯间、 电梯厅漏设视频监控装置；违反GB 55025-2022  2.0. 15条规定。 2）

21图： 9层设置了一间无障碍客房（见装饰AR-01图） ，无障碍客房未见设置救助呼叫装置、并应将呼叫信号报至有人值班 

处；违反GB 55025-2022  4.2.3条规定。

1. 电气强条数量第1名：无障碍设计。



案例3 ：某幼儿园室内装修工程

审图意见 ：无障碍厕所的坐便器附近没有设置救助呼叫装置 ，违反了《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2021第   

3.1.8条6款“无障碍坐便器附近应设置救助呼叫装置 ，并应满足坐在坐便器上和跌倒在地面的人均能够使用。 ”的规范规定。



2.2.4  无障碍通道上有井盖、算子时 ，井盖、算子孔洞的宽度或直径不应大于 13mm ，条状孔洞应垂直于通行方向。（暂无）

3.1.4  具有内部使用空间的无障碍服务设施应设置易于识别和使用的救助呼叫装置。

3.1.6   无障碍服务设施内供使用者操控的照明、设备、设施的开关和调控面板应易于识别 ，距地面高度应为 0.85m一1.10m。

注2 ：如无障碍卫生间、无障碍客房和无障碍住房、居室（无障碍宿舍、无障碍病房） ；

3.1.8  无障碍坐便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6  在坐便器附近应设置救助呼叫装置 ，并应满足坐在坐便器上和跌倒在地面的人均能够使用。

3.4  无障碍客房和无障碍住房、居室

3.4.3  主要人员活动空间应设置救助呼叫装置。

注 ：主要人员活动空间指的是人员会比较长时间停留的空间 ，包括起居室（厅） 、 卧室、卫生间、厨房等。

3.4.8  无障碍住房的门禁和无障碍客房的门铃应同时满足听觉障碍者 、视觉障碍者和言语障碍者使用。（暂无强条）

2本规范 ， 7个条文；无障碍电气强条整理如下：

55019-2021

注1 ：无障碍服务设施——保障残疾人、老年人和其他有需求的人自主安全使用的卫生设施、住宿设施、席位和低位服务设施；

注3：包括灯开关、 吊扇开关、空调温控面板等；插座安装高度建议参照执行。

注 ：按条文解释 ：可通过安装不同高度的救助呼叫按钮 ，或设置救助呼叫拉绳 ，满足坐在坐便器上和跌倒在地面人均可使用。

口   三、 电气高频强条整理及解读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宿舍、旅馆建筑项目规范》GB 55025-2022

4.2.3   无障碍客房应设救助呼叫装置 ，并应将呼叫信号报至有人值班处。



口   三、 电气高频强条整理及解读

案例1 ， 审图意见： 建施12的2-2楼梯断面图中，商业楼梯间一层安装灯具位置的高度2.4m，扣除楼板厚度仅2.3m，总配电箱AP的楼 

梯灯配电回路未设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作为附加防护，存在安全隐患，违反GB55024-2022第4.5.4条。

案例2 ， 审图意见： 1#厂房DS-09电井里设置了照明，DS-06的电气设备材料表中序号9的电井设置的墙上座灯的图例备注为距地0.3m 

安装；DS-08的1AL-G配电系统图的电井照明回路未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违反GB 55024-2022第4.5.4条。

案例3 ， 审图意见： 电施DS-15一层照明平面图的7轴交A~C轴的雨篷灯具吸顶安装，建施JS-04的雨篷二标注雨篷板顶标高为2.4m.结

施GS-10的雨篷二大样标注雨篷板厚为0.1m，因此雨篷灯具吸顶安装在雨篷二的板底高度距地不足2.5m，而电施DS-12的1层普通照明

WL3的雨篷照明回路未设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作为附加防护。注：室外照明不含固定在建筑物外部，并由建筑物内部线路直接供电的灯具。 

提示：设计容易忽视灯具安装高度不高于2.5m的部位包括：

1）井道壁灯门框上0.3m：（电井门： 门槛0.3m，门洞1.8m，门框上0.3m，则实际距地为2.4m）；建议直接标注灯具安装高度。

2）首层楼梯歇台下灯、雨棚灯；      3）车道入口壁灯；

4）医疗建筑中的220V壁装夜灯；      5）装修项目的立面灯 住宅建筑卫生间灯等其安装高度是否高于2.5m。

注：规定的2.5m是成年人伸臂范围；只包括交流低压照明配电回路。特低电压（ELV）：交流 U≤50V或直流 U≤120V；  

低压（LV）：交流 50V＜U≤1000V，直流：120V＜U≤1500V；

电气强条数量第2名： GB 55024-2022：4.5.4   当正常照明灯具安装高度在2.5m及以下 ，且灯具采用交流低压供

电时 ，应设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作为附加防护。
2.



高压（HV）：交流 U＞1000V或直流 U＞1500V。强条数量第一、二名为定量的强条，专业技术含量不高，设计提高责任心和细心！



口   三、 电气高频强条整理及解读
电气强条数量第3名：公共厨房的电气设计。（涉及到四本规范多个条文）

1） 附加防护： GB 55024-2022第4.6.10条： 公共厨房用电设备应采用额定剩余电流动作值不大于30mA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 

应设置辅助等电位联结。注：本条需设置2种附加防护措施的用电设备还包括：加热电缆辐射供暖设备、电辅助加热的太阳能热水  

器、升降停车设备、人员可触及的室外金属电动门。

2）静电防护： GB 55024-2022第7.2.12条 ：输送可燃气体的金属工艺设备、容器和管道设防静电接地； 

GB 55037-2022第9.3.9条第1款 ：事故排风系统（事故风机和金属风管）设防静电接地。

注：厨房辅助等电位联结和防静电接地可共用接地端子箱。案例：SEB就近接地还是通过接地干线连通？预期接触电压为故障电流  

由接地故障点流至SEB箱这一截导体（辅助联结的保护联结导体）所产生的电压降U=Ia*R≤50V；故外露可导电部分应就近接入SEB， 

SEB就近与结构柱钢筋通过接地导体连接，而不建议通过接地干线与SEB连接（R大）。Ia保护电器可靠动作电流；塑壳1.3Iset3,5I△n 

3）事故风机控制 ：根据GB 50736-2012第6.3.9条第2款 ：事故通风应根据放散物的种类 ，设置相应的检测报警及控制系统。事故  

通风的手动控制装置应在室内外便于操作的地点分别设置。 注：民用建筑中设置事故通风的场所，如采用有毒制冷剂的空调机房。

4）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 ：根据GB 55037第8.3.3条 ：建筑内可能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气的场所应设置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 

不含小于100m住宅厨房。 注：包括可燃气体探测报警控制器、可燃气体探测器、声光警报器及联动关闭燃气阀和启动事故排风机。 

5）潮湿场所电气设备防护等级： GB 55036-2022第12.0.18条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备的防护等级应满足在设置场所环境条件下正 

常工作的要求。 GB 55037-2022： 10.1.12条 ：潮湿环境内的消防电气设备外壳的防尘与防水等级不低于IP45（应急灯IP65）。

注：JGJ 64-2017第5.3.6条规定的：饮食建筑中的加工间、烹饪间、洗碗间为潮湿场所。

3.



6）潮湿场所布线系统 ：根据GB 55024-2022第6.2.2条 ：室内潮湿场所的线缆明敷时 ，应符合下列规定 内容略。



口   三、 电气高频强条整理及解读

强条1： GB 55036： 12. 0. 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总线上应设置总线短路隔离器 ，每只总线短路隔离器保护的火灾探测器、手动火灾报警 

按钮和模块等设备的总数不应大于32点。总线在穿越防火分区处应设置总线短路隔离器。

提示：除设计说明满足要求外，报警系统图和平面图也应满足要求；特别注意穿越防火分区的防火墙时应在平面图中表示出SI；局部两 

层的上部空间（如门厅）属于下一层防火分区，不应由上层直接引入报警总线。

强条2： GB 55036： 12. 0. 7 手动报警按钮的设置应满足人员快速报警的要求 ，每个防火分区或楼层应至少设置1个手动火灾报警按钮。

提示：小面积的防火分区，应至少设置1只手报。

强条3： GB 55036： 12. 0. 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供电线路、消防联动控制线路应采用燃烧性能不低于B2级的耐火铜芯电线电缆 ，报 

警总线、消防应急广播和消防专用电话等传输线路应采用燃烧性能不低于B2级的铜芯电线电缆。 注：人员密集场所报警总线B1级。

提示：阻燃电缆执行《阻燃和耐火电缆或光缆通则》GB/T 19666-2019，分为阻燃A.B.C.D级）；地标和团标有要求，如《民用建筑电气   

线路防火设计标准》TASC23-2021；《民用建筑电线电缆防火技术规程》DBJ/T15-226-2021；（标注示例：WDZB-YJY-B1、WDZBN-YJY-B1） 

燃烧性能执行《电缆及光缆燃烧性能分级》GB 31247-2014，燃烧性能分为A（不燃电缆）、B1（阻燃1级）、B2（阻燃2级）、B3（普通   

电缆）；团标：《建设工程用电缆燃烧性能分级认证实施规则》CQC17-463416-2020（标注示例：阻燃WDZB1，ZB2；耐火WDZB1N，ZB2N）。 

耐火电缆与燃烧性能是否有对应关系？

GB 51348-2019第8.9.1：耐火电缆和矿物绝缘电缆应具有不低于B1级的难燃性能。

电气强条数量第4名：消防电气强条整理及解读。4.



在编的XF/T 306-20XX《阻燃及耐火电缆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耐火电缆要求应至少满足阻燃电缆B2级的要求； 

现行版本为《阻燃及耐火电缆 塑料绝缘阻燃及耐火电缆分级和要求 第2部分：耐火电缆》XF 306.2，没有规定。



口   三、 电气高频强条整理及解读

强条4： GB 55036： 11. 1. 5 当系统中任一常闭加压送风口开启时 ，相应的加压风机均应能联动启动； 当任一排烟阀或排烟口开启 

时 ，相应的排烟风机、补风机均应能联动启动。

提示1：与暖通落实条件，不得遗漏常闭加压送风口、排烟阀或排烟口的联动；（类似暖通专业漏设280 °排烟防火阀的强条）；

提示2：排烟阀或排烟口需由同一防烟分区内两只独立火灾探测器报警信号的“逻辑与 ”组合联动开启；当一个排烟系统负担多个防 

烟分区时，注意小面积防烟分区至少设2只探测器（自动触发报警装置）；

提示3：区分防烟系统（正压送风机）和排烟系统（排烟风机、补风机）；电气图中都标注为消防风机不妥，其控制要求是不一样的。

GB 55036： 12.0.11 消防联动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需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控制的消防设备 ，其联动触发信号应为两个独立 

的报警触发装置报警信号的“与”逻辑组合； 2 消防联动控制器应能按设定的逻辑控制向各相关受控设备发出联动控制信号 ，并接  

受其联动反馈信号； 3 受控设备的特征参数应与消防联动控制器发出的联动控制信号匹配。

问题：常闭加压送风口或排烟阀（ 口）开启，直接联动启动加压送风机或排烟风机，与GB 55036第12.0.11条第1款规定的其联动触 

发信号应为两个独立的报警触发装置报警信号的“与 ”逻辑组合不符？

电气强条数量第4名：消防电气强条整理及解读。4.



解答：根据GB 55036第12.0.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设置自动和手动触发报警装置。火灾探测器属于自动触发报警装置，手动火灾 

报警按钮属于人工手动触发报警装置；而送风口或排烟阀（ 口）则属于“受控设备 ”，而非“报警触发装置 ”，故不需要“与 ”逻 

辑信号。



口   三、 电气高频强条整理及解读

加压送风机的联动启动：加压送风口所在防火分区内2只火灾探测器或1只火灾探测器与1只手报（触发报警装置）的动作信号组成  

“与 ”逻辑信号，联动开启常闭加压送风口；消防联动控制器接收送风口开启信号（消防联动触发信号），消防联动控制器按设定 

逻辑进行判断，向受控设备（加压送风机）发出消防联动控制信号（第12.0.11条第2款），启动加压送风机；受控设备动作后向消 

防联动控制器发送消防联动反馈信号。注：先开常闭加压送风口再启动加压送风机；楼梯间一般为常开，合用前室为常闭送风口。

排烟风机和补风机的联动启动：同一防烟分区内2只火灾探测器或1只手报。。。，与加压风机同。

GB 55036： 12.0.3 火灾报警区域的划分应满足相关受控系统联动控制    

的工作要求 ，火灾探测区域的划分应满足确定火灾报警部位的工作要求。

提示一： 报警区域和探测区域划分的作用：报警区域的划分主要是确保火灾报  

警控制器准确确认火灾报警区域，满足消防联动控制器对受控设备联动控制编程 

的要求。

探测区域的划分主要是为了迅速而准确地探测出被保护区发生火灾的部位， 

使消防管理人员确定火灾报警部位。

电气强条数量第4名：消防电气强条整理及解读。

部分受控系统报警区域的划分

4.



提示二：报警区域怎么划分：参考GB 55036-2022实施指南 表12-1

注1：探测区域是火灾报警的一个单元；一个报警区域包含一个或多个探测区域。



口   三、 电气高频强条整理及解读
注2：报警区域不是固定的，报警区域是根据消防联动控制器对受控系统、设备的联动控制要求来划分的；

注3：对于灭火系统和排烟系统，报警区域是由消防设施所服务范围确定。如气体灭火系统，报警区域就是所在气体灭火防护区；对 

于排烟口的联动控制，报警区域就是所在防烟分区；对于排烟风机的联动控制，报警区域就是排烟风机所服务的区域。

注4：与安全疏散有关的消防受控系统（火灾警报、消防广播、切非、疏散照明、电梯迫降、门禁系统），确认火灾后应全楼联动启 

动；和安全疏散有关的消防系统的报警区域就是防火分区或楼层。

提示三：报警区域的划分有何变化：GB 50116-2013第3.3.1：报警区域是根据防火分区或楼层划分的，可以将一个防火分区或一个 

楼层划分为一个报警区域，也可将发生火灾时需同时联动消防设备的相邻几个防火分区或楼层划分为一个报警区域，与受控消防设 

备无关。而GB 55036对报警区域的划分是根据受控系统、设备联动控制的需要，故做出较大调整。

提示四：如何理解12.0.12 联动控制模块严禁设置在配电柜（箱） 内 ，一个报警区域内的模块 

不应控制其他报警区域的设备。

举例：受控设备“排烟口（阀） ”报警区域的划分是按“防烟分区 ”，图中一个小间商铺为一 

个独立的防烟分区，设置一个常闭排烟口和2个常开280 °排烟防火阀。

注1：排烟口的联动开启需要两个独立的报警触发装置报警信号的“与 ”逻辑组合，当一个防烟 

分区面积较小时，也应设置2只探测器或1只探测器+1只手报；建议设置2只探测器（自动触发报 

警装置），如设置1只探测器+1只手报，夜间或无人时，1只探测器不能自动联动开启排烟口。



注2：用于联动开启排烟口的模块箱建议设置在所服务的防烟分区内。

按照报警区域为单元设置模块，且本报警区域内设置的模块仅能控制本区域内的受控设备。



口   三、 电气高频强条整理及解读

强条5： GB 55037： 2. 2. 4 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封闭楼梯间、 防烟楼梯间应急排烟窗应具有手动和联动开启功能。

提示：应急排烟窗需手动+联动两种方式开启；应急排烟窗替代了GB 51251的固定排烟窗，楼梯间加压送风系统失效，供消防救援  

队员使用的窗；其联动包括应急排烟窗控制器（220V消防电源接入，为电动开窗机提供电源）、楼梯间顶部面对面墙上壁装2只灵  

敏度级别低的感烟探测器（防误报及误动作；考虑储烟仓高度0.5m及热屏障影响，壁装高度可取顶板下0.2m）；应就地手动，是否 

需消防控制室或楼层楼梯间内手动由设计确定。

注意：除建筑物屋顶楼梯间外，地下室出地面一层的楼梯间也可能有应急排烟窗。

GB 55037： 2.2.5条对于应急排烟排热设施则为手动、联动或依靠烟气温度等方式自动开启；

应急排烟排热设施是建筑内排烟系统失效情况下能及时排出火灾的烟气和热，便于消防救援行动。手动包括现场和消防控制室远程 

手动；屋顶采用易熔材料作为应急排烟排热设施，可实现依靠烟气温度自动开启。

一个防烟分区内有自然排烟窗，则无机械排烟系统；有应急排烟排热设施，则一定有机械排烟系统。

强条6： GB 55037： 2.2.10 消防电梯轿厢内部应设置专用消防对讲电话和视频监控系统的终端设备。

提示：消防电梯轿厢内专用消防对讲电话可否由电梯多方通话系统兼用？

电气强条数量第4名：消防电气强条整理及解读。4.



GB 51348-2019第17.2.7 消防电话为多线制调度主机时，可用消防电话替代电梯多方通话系统。 

消防电梯轿厢内视频监控系统，应将视频信号传至消防控制室。



口   三、 电气高频强条整理及解读

强条7： GB 55037： 7.1.7 除住宅的户门可不受限制外 ，建筑中控制人员出入的闸口和设置门禁系统的疏散出口门应具有在火灾时 

自动释放的功能。

提示：需消防联动的门禁系统门有较大修改。理解疏散出口：建筑中在火灾时供人员逃离着火区域或建筑的出口，包括安全出口和 

房间疏散门；而GB 50116-2013为疏散通道上门禁系统。

GB 55024-2022：出入口控制系统、停车库（场）管理系统应能接收消防联动控制信号，并应具有解除门禁控制的功能。

强条8： GB 55037： 7.1.15、 7.1.16 避难层和避难间设消防专线电话和应急广播、避难层（间）灯光指 

示标识、 10lx疏散照明和消防备用照明（备用照明非强条）。

强条9： GB 55037： 6.3.1 电梯井应独立设置 ， 电梯井内不应敷设或穿过可燃气体或甲、 乙、丙类液体管 

道及与电梯运行无关的电线或电缆等。

电气强条数量第4名：消防电气强条整理及解读。4.



强条10： GB 55037： 6.3.4 电气线路和各类管道穿过防火墙、 防火隔墙、竖井井壁、建筑变形缝处和楼 

板处的孔隙应采取防火封堵措施。 注：防火墙——防火分区之间的隔墙，耐火极限不低于3h墙体；

防火隔墙——建筑内防止火灾蔓延至相邻区域且耐火极限不低于规定的要求的不燃墙体，如机房隔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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