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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16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

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函 (201日 274 号)的要求，本标准

由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共同修订完成。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工程设计和应

用经验，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总则，术语和缩略语，基本规定，系

统设计，设备选择，设备布置，传输与线路敷设，监控室，供电以及

接地与防雷。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有:1.增加了第 3 章基本规定。

2. 增加了视频信号接入方式，摄像机设备外壳防护等级，交换机选

择， IP 有线网络传输性能等设计要求。 3. 在《工业电视系统工程

设计规范))GB 50115-2009 的基础上，对数字视频工业电视系统

的图像质量、不同环境条件下辅助照明灯具的选择、监控室的功

能、电源控制器、稳压电源的设置等设计要求进行了完善和补充。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解释，中冶京诚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

建议，请寄送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建安街 7 号，邮编 :100176) ，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主编单位: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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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规范工业电视系统的工程设计，保证工程设计质量，提

升工业电视系统在生产和管理的应用水平，利用图像资源及时监

视生产工况，及时发现和排除生产事故隐患，保障人身和设施安

全，提高社会和经济效益，制定本标准。

1. O. 2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企业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工业电视系统

工程设计。

1. O. 3 工业电视系统工程设计应做到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

合理。

1. O. 4 工业电视系统工程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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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缩略语

2.1 术语

2. 1. 1 工业电视系统 industrial t巳l巳vision system 

在工业企业生产操作、生产过程和生产管理中，利用视频技术

及其装备，通过有线或无线传输方式构成的视频监控系统。

2. 1. 2 原始完整性 original int巳grality

指视频、音频设备或系统获得的数据表述的场景和目标特征

与原始现场的特征的特性保持一致性的程度。

2. 1. 3 实时性 real time 

指图像记录或显示的连续性(通常指帧率不低于 25f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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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视频信号 video signal 

指电视系统的基带信号，泛指图像信号、有复合消隐脉冲的图

像信号和全电视信号。

2. 1. 5 模拟视频 analog video 

指由连续的模拟信号组成的视频图像。基于目前的模拟电视

模式，所需的大约为 6MHz 或更高带宽的基带图像信号。

2. 1. 6 数字视频 digital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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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 数字视频系统 digital vid巳o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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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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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8 监控室 monitoring room 

用于工业电视系统监控管理、操作人员值守，对系统进行管

理、控制，对监控信息进行使用、处置的场所。

2. 1. 9 '模拟视频系统 analog video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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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的系统。

2. 1. 10 镜头 lens 

由一组光学单元或多组光学单元组成的透镜，用于摄像机将

被拍摄的景物成像的装置。

2. 1. 11 云台 pan/tilt 

使摄像机能在水平和垂直一个或两个方向上转动或调整角

度，以便对准监视目标的装置。

2. 1. 12 防护罩 housing 

在室内、室外或特殊环境条件下，保护摄像机能正常工作的罩

或装置。

2. 1. 13 视频分配器 video distributor 

使一路视频信号分成多路相互独立、幅度相同的视频信号的

设备。

2. 1. 14 视频切换器 video switcher 

从多路输入视频信号中选通其中的某一路，以实现集中监视

或记录的设备。

2. 1. 15 图像质量 picture quality 

图像画面信息的完整性和还原效果。通常按照像素构成、分

辨率、信噪比、原始完整性等指标进行描述。

2. 1. 16 高清视频 high definition video 

系统图像分辨率大于或等于 1280X 720 的视频。

2. 1. 17 线缆 cable 

光缆和电缆的统称。

2. 1. 18 清晰度 defi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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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眼能察觉到的电视图像细节清晰程度。

2. 1. 19 电视线 tel巳vision line(TVL) 

在图像水平或垂直方向等于光栅高度的距离上所能分辨的黑

白相间的线数，是测试电视系统清晰度的单位。

2. 1. 20 信噪比 signal to 口01S巳 ratlO

视频信号中亮度信号幅度的标称值与随机杂波幅度的有效值

之比，以 "dB"为单位。

2. 1. 21 帧率 frame rat巳

视频图像中单位时间内可以连续采集、传输、记录或展示完整

画面的总数。

2. 1. 22 峰值信噪比 p巳ak signal to 口oise ratio(PSNR) 

是图像压缩系统中信号重建质量评价的重要参数，它是信号

的峰值功率与噪声功率的比值，以"dB"为单位。

2. 1. 23 阻抗匹配 lmp巳dance matching 

信号源阻抗与所连接的负载阻抗相等。

2. 1. 24 环境照度 environmental illumination 

反映目标所处环境明暗的物理量，数值上等于垂直通过单位

面积的光通量。

2. 1. 25 红外热图像 infrared thermal imaging 

利用红外热成像技术，通过探测装置分析其现场获得的信号

的光谱特征，寻找与黑体或己知背景的吸收差率而产生不同的红

外图像。

2. 1. 26 宽动态 wide dynamic 

在同一场景存在高对比亮度的情况下，摄像机呈现亮、暗区域

景物的状态。通常采用可分辨的灰阶阶数、动态范围、灰阶线性

度、灰阶的灰度、可分辨的彩色区域数量、拖尾阻抗、对比度、方块

阵列清晰度和信噪比等性能指标评估宽动态的能力。

2. 1. 27 分辨力 picture resolution 

表征图像细节的能力，指显示屏单位距离上像素点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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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显示器用整个屏幕能显示的像素点阵(水平×垂直)来表示。

2. 1. 28 视频拼接显示屏(墙)

(wall) 

video display scree丑 together

由显示屏单元物理拼接而成，是图像显示区域的总称。显示

屏单元间依靠适当的电气连接(包括信号传输路径) ，由控制系统

进行控制，可单独显示视频画面，或显示画面的某一部分，还可与

系统中的其他单元配合组成完整的画面。

2. 1. 29 基带 base-band 

信源发出的未经调制的原始电信号所占有的频带。

2. 1. 30 电缆均衡器 cable equalizer 

补偿电缆传输电视信号时的损耗和高频特性失真的装置。

2. 1. 31 共用接地 commo且 earth

将各部分防雷装置、建筑物金属构件、低压配电保护线 (PE) 、

等电位联结带、设备保护地、屏蔽体接地、防静电接地及接地装置

等连接在一起的接地方式。

2. 1. 32 等电位联结 equipotential bonding 

设备和装置外露可导电的部分的电位基本相等的电气连接。

2. 1. 33 防雷装置 lightning protection system 

用于减少闪击击于建筑物上或建筑物附近造成的物质性损害

和人身伤亡，由外部防雷装置和内部防雷装置组成。

2. 1. 34 ~良涌保护器。PD) surg巳 protective devic巳

用于限制瞬态过电压和泄放浪涌电流的电器，它至少包含一

个非线性元件，又称电涌保护器。

2.2 缩略语

CCD( Charge Coupled Devic巳) 电荷藕合器件

CMOS( Complementary M巳tal Oxide Semiconductor) 互补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CIF(Common Int巳rmediate Format) 通用中间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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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Inter口巳t Protoco l) 因特网协议

MPEG(Movi吨 Pict盯巳 Experts Group) 动态图像专家组

TC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 l) 传输控制协议

UPS(Unint巳rruptible Pow巳r System) 不间断电源

VBS(Vid巳o Burst Syne ) 视频、消隐、同步(全电视)信号

Vp-p(Volts , P巳ak-to-Peak) 峰一峰值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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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工业电视系统工程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满足生产和管理要求;

2 应满足系统视频图像的原始完整性和系统实时性要求;

3 应满足系统实用性、可靠性、先进性、经济性、可维护性和

可扩展性等原则。

3. O. 2 工业电视系统应在工业企业的生产现场、生产流程、生产

装置等场所设置。

3. O. 3 工业电视系统应采用彩色电视系统。无彩色要求的工业

电视系统可采用黑白电视系统。

3. O. 4 工业电视系统的电视制式宜与通用的电视制式一致。

3.0.5 工业电视系统架构宜按现场级、车间(分厂)级和公司(总

厂)级三级设计。

3.0.6 工业电视系统按监视目标在生产过程、生产操作和生产管

理中的重要程度可分为:重要监视目标和普通监视目标。

3.0.7 工业电视系统视频信号可包括模拟视频信号和数字视频

信号。

3. O. 8 工业电视系统采用网络型数字视频系统时，其网络交换层

宜按接入层、汇聚层、核心层三层网络架构设计。

3.0.9 工业电视系统设备应选择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市场准入

制度的工业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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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设计

4.1 一般规定

4. 1. 1 工业电视系统设计应与工程建设项目的各阶段设计同步

进行。

4. 1. 2 现场级工业电视系统应根据生产工艺要求，对系统组成、

设备选择、传输与线路敷设，以及监控室等进行设计。

4. 1. 3 车间(分厂)级工业电视系统应根据生产管理要求，对系统

构架、设备选择、传输与线路敷设，以及监控室等进行设计。

4. 1. 4 公司(总厂)级工业电视系统应根据生产管理和联网的要

求，对系统网络架构、设备选择、传输与线路敷设，以及监控室等进

行设计。

4. 1. 5 工业电视采用数字视频系统时，应考虑与模拟视频系统的

兼容性。

4.2 系统组成

4.2.1 工业电视系统宜由前端、传输、控制、存储和显示等部分

组成。

4.2.2 前端部分的设备应包括工业电视系统摄像机、镜头、云台、

防护罩等，以及可包括编码器、控制解码器、拾音器、辅助照明等。

4.2.3 传输部分的设备宜包括工业电视系统有线/元钱传输方式

的网络交换设备、光传输设备、元钱信号数字传输设备，及其传输

线路。

4.2.4 控制、存储和显示部分的设备宜包括工业电视系统视频分

配器、视频切换器、画面分割器、云台镜头控制器、矩阵控制器、控

制键盘、服务器、存储设备、解码设备、显示设备、拼接控制设备、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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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设备、控制台和工业电视机柜等。

4.2.5 工程设计时，各部分设备的组成应满足工业电视系统模拟

或数字视频信号传输方式的要求，其性能、参数等技术指标应综合

考虑，协调一致。

4.3 要求与设置场所

4.3.1 工业电视系统工程设计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正常监控情况下应保证工业电视系统独立、连续运行;

2 在不同现场的环境条件下，应清晰传送监视目标的图像

信息;

3 采用不同的传输方式应保证系统图像质量;

4 与企业其他视频系统宜预留接口;

5 利用互联网、局域网等网络传输时，应符合网络传输、通信

协议、网络安全的相关要求。

4.3.2 当监视目标的视频信号有实时性传输要求时，宜采用模拟

视频系统。

4.3.3 生产和管理对新建的工业电视系统有高清图像要求时，应

采用高清视频系统。

4.3.4 工业电视系统应在下列场所设置:

1 生产流程需要监视的设施;

2 生产操作中需要边监视边操作的设备;

3 生产作业需要监视又不易直接观察到的工位;

4 元人值守场所需要监视的生产装置;

5 爆炸危险、有毒有害场所内需要监视的生产部位;

6 生产和管理需要设置的其他场所。

4.4 类型与接入方式

4.4.1 根据生产和管理对系统功能配置要求，工业电视系统构成

的类型可分为:基本对应型、视频切换型、画面分割型、视频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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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矩阵切换型和网络交换型等。工程设计时，宜按下列一种类型

或多种类型组合配置:

1 当摄像机摄取的图像信息直接传送到与摄像机相对应的

显示设备上时，宜采用基本对应型;

2 当多台摄像机摄取的图像信息通过视频切换器在同一台

显示设备上逐个显示时，宜采用视频切换型;

3 当多台摄像机摄取的图像信息通过画面分割器在同一台

显示设备上同时显示多个不同的画面时，宜采用画面分割型;

4 当摄像机摄取的图像信息通过视频分配器在多台显示设

备上同时显示相同的画面时，宜采用视频分配型;

5 当摄像机摄取的图像信息通过系统内操作键盘，将任一路

摄取的视频输入信号切换到任一路输出的显示设备上，并可实现

各种时序的切换时，宜采用矩阵切换型;

6 当摄像机摄取的图像信息，通过交换机、服务器、存储等设

备，利用互联网、局域网等网络传输时，宜采用网络交换型。

4.4.2 工业电视系统视频信号接入监控室的方式宜包括模拟接

入、数字接入，以及两种接入的混合模式。工程设计时，视频信号

接入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前端摄像机通过模拟传输设备将模拟视频信号传送到

监控室时，应采用模拟接入;

2 当前端摄像机通过 IP 网络将数字视频信号传送到监控室

时，应采用数字接入;

3 当工业电视系统和其他视频系统均为模拟视频信号时，可

在监控室对模拟信号进行分路处理后，接入部分或全部视频资源;

4 当工业电视系统和其他视频系统均为数字视频信号时，可

在监控室利用原有或新设置的网络传输设备、编解码设备，接入部

分或全部视频资源;

5 当工业电视系统和其他视频系统为不同类型的视频信号

时，可在监控室采用将模拟视频信号转换为数字视频信号或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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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视频信号转换为模拟视频信号，接入部分或全部视频资源。

4.4.3 前端网络摄像机与交换机之间的线缆长度不大于 90m

时，宜采用 4 对对绞电缆直接接入交换机;前端网络摄像机与交换

机之间的线缆长度大于 90m 时，宜采用光纤接入。

4.4.4 工业电视系统与其他视频系统的互联宜在监控室交接。

4.5 图像质量

4.5.1 模拟视频工业电视系统图像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图像质量应按五级损伤制评定，图像质量的评分分级应符

合表 4.5.1 的规定。图像质量不应低于 4 分。

表 4.5.1 五级损伤制评分分级

评分分级 图像质量损伤的主观评价

5 分 图像上不觉察有损伤或干扰存在

4 分 图像上有稍可觉察的损伤或干扰，但并不令人讨厌

3 分 图像上有明显觉察的损伤或干扰，令人感到讨厌

2 分 图像上损伤或干扰较严重，令人相当讨厌

1 分 图像上损伤或干扰极严重，不能观看

2 彩色电视系统图像水平清晰度不应低于 480 电视线。

3 黑白电视系统图像水平清晰度不应低于 500 电视线。

4 恶劣环境条件下，黑白电视系统图像水平清晰度不应低于

350 电视线。

5 视频信号在监视器输入端的电平值应为 lVp-p 士

3dB VBS 。

6 图像画面的灰度不应低于 8 级。

7 系统信噪比不应低于 Z5dB 。

4.5.2 数字视频工业电视系统图像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图像质量可按五级损伤制评定，实时图像质量不应低于

5 分，回放图像质量不应低于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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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视频格式为 720P 时，实时图像分辨率不应低于

1280 X 720; 

3 视频格式为 1080P 时，实时图像分辨率不应低于

1920 X 1080; 

4 单路画面像素数量应不小于 352X288(CIF) ; 

5 单路显示视频帧率应不小于 25 帧/5 ; 

6 图像画面的灰度不应低于 8 级;

7 峰值信噪比不应低于 32d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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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备选择

5.1 一般规定

5. 1. 1 工业电视系统设备、部件的视频输入、输出阻扰，及其电缆

特性阻抗等技术指标应满足系统传输阻抗匹配的要求，并应满足

系统设备之间接口互连的要求。

5. 1. 2 工业电视系统设备的选择应满足视频信号不同传输模式

的兼容性要求。

5.2 摄像机、镜头与云台

5.2.1 应根据生产工艺要求、设备工作条件和监视目标的环境条

件等因素，合理选择不同类型的摄像机，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业电视系统宜采用 CMOS 或 CCD 摄像机;

2 生产和管理对工业电视系统有高清图像要求时，应采用高

清晰度摄像机;

3 图像清晰度较高且元彩色要求时，宜采用黑白摄像机;

4 元任何辅助照明且图像色彩要求较高时，宜采用星光级摄

像机;

5 监视目标环境照度在1. 0 lx 以下的场合，宜采用低照度

或红外低照度摄像机;

6 监视水下目标的场合应采用高灵敏度摄像机;

7 在多雾环境下应采用具有透雾功能的摄像机;

8 观察物体热图像的场合宜采用红外热图像摄像机;

9 观察钻孔孔底及孔壁的场合应采用短焦距广角镜头摄像机;

10 火炸药粉尘场所需设置云台时，宜采用一体化球形防爆

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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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环境照度变化大的场所宜采用宽动态摄像机;

12 在有特种射线辐照作用的场合应采用耐辐照摄像机;

13 矿井下作业面等场所应采用矿用摄像机;

14 当必须逆光安装时，应选用带背光补偿的摄像机;

15 生产运行过程中需进行非接触式温度检测时，可采用工

业检测型红外热成像仪。红外热成像仪的探测器分辨力应不小于

320 X 240 。

5.2.2 摄像机镜头的选择应符合下列基本规定:

1 应满足生产工艺对监视目标的监视需要;

2 镜头的成像尺寸应与摄像机传感器的有效尺寸相匹配;

3 镜头的光圈值、光圈类型及光圈控制接口应与摄像机及其

安装环境相适应;

4 镜头的焦距、变焦类型及变焦控制接口应满足摄像机及其

监视范围的需求;

5 镜头的分辨力应与摄像机清晰度相适应，镜头的分辨力应

大于或等于摄像机清晰度;

6 镜头应满足高清摄像机采集高清图像要求。

5.2.3 镜头的焦距应根据视场大小和镜头与监视目标的距离确

定。工程设计时，焦距宜按下式计算:

f = hLjH = uL jW (5.2.3) 

式中 : f-←一-焦距(mm);

h一一像场高(mm) ; 

u一一像场宽(mm) ; 

L一一镜头到监视目标(物体)的距离(mm) ; 

W 视场宽度 (mm) ; 

H 视场高度(mm) 。

5.2.4 监视目标有不同的摄取要求时，其镜头类型的选择宜符合

下列规定:

1 监视固定目标时，宜采用定焦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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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需要监视目标全景并兼有目标图像局部细节时，宜采用变

焦镜头;

3 监视目标照度恒定或变化较小时，宜采用于动可变光圈

镜头;

4 监视目标环境照度变化范围高低相差 100 倍以上或昼夜

使用的摄像机，应采用自动光圈镜头;

5 监视目标视距较大时，宜采用长焦距镜头;

6 监视目标视距较小且视场角较大时，宜采用广角镜头;

7 在高温、热辐射强、粉尘大的场合，宜采用针孔镜头。

5.2.5 变焦距镜头，其变焦和聚焦响应速度应与移动目标的活动

速度以及云台的移动速度相适应。

5.2.6 云台的选择应满足生产工艺对监视目标的要求，且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监视固定目标时，摄像机宜采用固定云台;

2 监视多场景动态目标时，摄像机应采用电动云台;

3 云台的标称承载值应大于或等于安装负载值的1. 2 倍;

4 云台转动停止时应具有自锁性能。

5.3 摄像机防护

5.3.1 摄像机采用的防护装置应与监视目标所处的环境相

协调。

5.3.2 在环境温度高、含尘量放度大于 10mg/m3 等场合下，防护

罩的规格尺寸应与所采用的摄像机、镜头配套。防护罩的选型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环境温度在 40"C及以下时，应采用防尘型防护罩;

2 环境温度在 40"C 以上且不高于 80"C 时，应采用风冷型防

护罩;

3 环境温度在 80"C 以上且不高于 350"C 时，应采用水冷、风

冷型防护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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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温度在 350"C 以上且不高于 800"C 时，应采用针孔型

防护罩;

5 环境温度在 800"C 以上时，应采用高温型防护罩。

5.3.3 设置在环境温度高于 80"C 高温区的摄像机，应设置工作

温度上限时的超温报警装置，并对摄像机采取防护措施。

5.3.4 设置在炉壁上或炉内监控高温炽热物体的摄像机，应配置

专用高温透镜，具有冷却功能，以及遇故障时可自动退出和报警

功能。

5.3.5 摄像机采用不同的冷却介质防护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压缩空气冷却防护时，应采用无水、无油的工业用气。

采用普通的压缩空气，应设空气净化装置。冷却气源技术参数指

标应满足摄像机所在环境条件的要求。

2 采用冷却水防护时，应采用洁净的工业用水。冷却水技术

参数指标应满足摄像机所在环境条件的要求。

5.3.6 不同环境条件下设置的摄像机采用的防护装置或采取的

防护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置在环境温度低于一 lO"C低温区的摄像机，应采用具有

保温性能的防护装置;

2 设置在水下的摄像机，应配备密闭、耐压及渗水报警等防

护装置;

3 设置在钻孔孔壁的摄像机，应配备管状耐压外罩、牵引等

防护装置;

4 设置在盐雾环境下的摄像机，应配备耐盐雾腐蚀的防护

装置;

5 设置在强腐蚀环境下的摄像机，应采取防腐蚀措施;

6 设置在剧烈振动环境下的摄像机，应采取防振、隔振措施;

7 设置在室外等其他环境下的摄像机，应采用与所在环境条

件相适应的防护装置;

8 设置在爆炸危险环境的摄像机等设备，应采用与其环境相



适应的防爆设备，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

设计规范 ))GB 50058 的有关规定。

5.4 辅助照明

5.4.1 监视目标的环境照度不能满足摄像机正常工作照度要求

时，应配置辅助照明装置。

5.4.2 辅助照明装置的选择应与监视目标所在的环境照度相适

应，其照明光源的显色指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

准))GB 50034的有关规定。

5.4.3 辅助照明装置宜采用节能灯具。

5.4.4 监视目标处于雾气环境时，彩色电视系统摄像机的辅助照

明装置宜采用棋锦灯，黑白电视系统摄像机的辅助照明装置宜采

用卤素射灯。

5.4.5 水下摄像机的辅助照明装置，宜采用波长集中在 520nm

附近的光源，在灯具结构上宜装设使光源集中辐射的反射镜。

5.4.6 监控多场景或变化场景的照度有要求时，辅助照明灯具宜

安装在配有电动云台的摄像机防护罩外顶上，或安装在与电动云

台同方向转动的其他装置上。

5.4.7 辅助照明装置可由监控室控制或本地控制。

5.4.8 不同环境条件下辅助照明装置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高温场所宜采用散热性能好、耐高温的灯具;

2 腐蚀性气体或蒸汽场所宜采用防腐蚀密闭式灯具;

3 爆炸危险环境应采用与其环境相适应的防爆型灯具，并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58 

的有关规定。

5.5 控制、存储和显示设备

5.5.1 视频控制设备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控制设备的功能配置应满足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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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能对摄像机、云台、镜头、防护罩等正常运行时相应的动

作进行手动或自动操作;

3 应能手动切换或编程自动切换;

4 视频切换控制设备应具有适宜的高清视频输入输出接口，

实现高清视频信号的切换、控制;

5 与外部其他系统联动的接口应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确定。

5.5.2 视音频编解码设备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视频编码设备应支持 H.264 或H. 265 或 MPEG-4 等视

频编码标准，视频解码设备应同时支持 H. 264 、 H. 265 和

MPEG-4等视频解码标准;

2 音频编码设备应支持 G.711 或 G. 72'3 、 1 或 G.729 等音

频编码标准，音频解码设备应同时支持 G.711 、 G. 723. 1 和

G.729 等音频解码标准;

3 工业电视系统有需求时，应具有不同分辨力、帧率等参数

的双码流及其以上码流输出功能;

4 编解码的处理结果应与原始视频信号特征保持一致;

5 解码设备应支持高清视频图像输出显示，其解码能力应与

高清视频图像相适应;

6 应提供三次开发的软件接口;

7 输入、输出接口应满足系统连接要求。

5.5.3 监视目标的图像信息有记录要求时，应设置图像存储设

备。存储设备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处理能力应满足生产和管理，以及系统扩容的需要;

2 应具有按时间、地点、事件等多种方式进行存储和检索的

功能;

3 硬盘应支持在线热插拔;

4 可同时处理的存储图像路数应满足系统要求;

5 存储服务器的电源模块宜采用双冗余;

6 应提供二次开发的软件接口;



7 应支持存储设备进行远程管理。

5.5.4 工业电视系统存储方式的选择应满足生产和管理要求，可

选择分布式存储、集中式存储或两种存储方式的组合。

5.5.5 设置的图像存储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保存原始场景的监视记录;

2 监视记录应有原始监视时间和地址信息;

3 重要监视目标的图像信息存储或复制备份资料的保存时

间不应少于 30 天;

4 普通监视目标的图像信息存储或复制备份的资料的保存

时间不应小于 7 天;

5 图像信息存储设备应具有防篡改功能。

5.5.6 显示设备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生产和管理要求确定显示设备的类型、规格和

数量;

2 显示设备的分辨力不应低于摄像机的分辨力。

5.5.7 在不同级别的监控室，单屏显示设备屏幕尺寸的选择宜符

合下列规定:

1 现场级监控室，单屏显示设备屏幕尺寸不宜小于 19 英寸;

2 车间(分厂)级监控室，单屏显示设备屏幕尺寸不宜小于

42 英寸;

3 公司(总厂)级监控室，单屏显示设备屏幕尺寸不宜小于

55 英寸;

4 生产和管理对单屏显示设备的屏幕尺寸另有要求时，应根

据工程的实际情况确定。

5.5.8 工业电视系统工程有关视频显示系统的分类和分级要求，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视频显示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 50464 的

有关规定。

5.5.9 在监视目标的图像信息时，需同步监听现场声音的系统应

设拾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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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0 工业电视系统有视频图像内容分析的要求时，其设备的

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生产和管理要求应选择适合的视频图像内容分析

设备。

2 视频图像内容分析方式宜包括以下两种:

1) 当采用前端分析方式时，应选择带有分析功能的编码器

或网络摄像机;

2) 当采用后端分析方式时，应在监控室的计算机、服务器上

安装视频分析软件。

3 应根据不同生产过程监测要求提供实时告警信息。

5.5.11 根据生产和管理要求，系统配置的管理平台应具有设备

管理、网络管理、用户管理等功能，宜支持二次开发。

5.5.12 生产和管理对系统内的数据、设备操作等视频资源有访

问、控制的需求时，可设置用户终端。

5.6 防护等级

5.6.1 工业电视系统设备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外

壳防护等级CIP 代码) ))GB/T 4208 的有关规定。

5.6.2 室外设置的摄像机及与之配套的设备，其外壳防护等级不

应低于 IP66 0

5.6.3 漫入水中或可能有水积聚的场所设置的摄像机及与之配

套的设备，其外壳防护等级应采用 IP68 0

5.6.4 在车间厂房内、矿井等场所设置的摄像机及与之配套的设

备，应根据环境条件确定防护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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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备布置

6. 1 一般规定

6. 1. 1 工业电视系统的设备布置应满足生产工艺要求。

6. 1. 2 设备的布局应便于操作和维护。

6. 1. 3 设备的安装位置应避开受外界损伤或有剧烈振动等部位，

并应远离强电磁干扰源的区域。

6. 1. 4 设备应安装在稳定牢固的承载体上，其承载体的强度应满

足设备荷重和安装维护受力的要求。

6. 1. 5 设置在振动较大场所的摄像机应有防振、防脱落措施。

6.2 摄像机

6.2.1 摄像机在现场的布置、安装高度、角度等应满足生产和管

理对监视目标采集图像信息的清晰度、视场采集范围及其图像完

整性等要求。

6.2.2 设置在室内的摄像机可采用壁装、吊装等安装形式，设置

在室外的摄像机可利用建筑物附着、立杆等安装形式。工程设计

时，应根据摄像机所在的环境条件选择适合的安装形式。

6.2.3 在满足监视目标视场采集范围时，摄像机安装高度宜符合

下列规定:

1 室内摄像机安装高度距地不宜低于 2.5m;

2 室外摄像机安装高度距地不宜低于 3.5m;

3 车间厂房内摄像机安装高度应根据监视目标的标高等因

素与有关专业商定。

6.2.4 摄像机布置在相对所在地的平面高度为 3m 及以上时，可

设置检修梯架和检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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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摄像机镜头应与光源同方向布置，在镜头视场内不应有遮

挡目标的物体。

6.3 控制、存储和显示设备

6.3.1 视频控制、存储设备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备排列应合理，安装应稳固;

2 设备宜采用后出线方式;

3 采用不同类型的控制台或机柜时应满足设备布置要求。

6.3.2 显示设备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便于操作和观看，操作人员观看显示屏幕的可视方向范

围内不应有遮挡和干扰;

2 设备安装应稳固;

3 布置应合理，显示屏幕上不应有阳光或其他强光直接照射;

4 显示设备采用视频拼接显示屏(墙)落地布置时，最底层显

示设备的底边距地的高度应符合工程设计要求;

5 视频拼接显示屏(墙)屏幕不应直对空调出风口，屏幕与出

风口的间距不应小于 1m;

6 与其他专业在同一坐标立面布置显示设备时，应统筹协

调，合理布置。

6.3.3 在不同级别的监控室，显示设备的安装方式宜符合下列

规定:

1 现场级监控室宜采用吊挂、壁挂安装;

2 车间(分厂)级监控室宜采用视频拼接显示屏(墙)、台架组

合安装;

3 公司(总厂)级监控室宜采用视频拼接显示屏(墙)安装。

6.3.4 根据生产和管理要求，车间(分厂)级、公司(总厂)级监控

室的视频拼接显示屏(墙)可配套布置信息条屏显示屏。

6.3.5 工业电视机柜安装在不同的场地或环境时应符合下列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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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落地安装时，机柜的底座应与钢筋混凝土地面固定，或应

与牢靠的承载体固定;

2 在生产现场安装时，应选择便于检修和不影响生产正常运

行的位置;

3 在元人值守的场所安装时，应采取防盗、防撬等措施;

4 在室外安装时，应根据环境条件选择适合的安装方式，以

及采取与环境条件相适应的防护措施;

5 在爆炸危险环境内安装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危

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0058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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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传输与线路敷设

7.1 一般规定

7. 1. 1 工业电视系统视频信号传输方式宜符合下列规定:

1 生产厂区内的工业电视系统宜采用有线传输方式;

2 生产厂区与矿山采区之间或与远程生产作业场地之间的

工业电视系统采用有线传输方式受限时，可采用无线传输方式，或

无线与有线传输组合方式。

7. 1. 2 工业电视系统视频信号采用无线传输方式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无线发射和接收装置的使用频率、功率应符合现行国家无

线电管理的有关规定;

2 无线发射和接收装置安装的场所应满足其射频辐射安全

防护条件。

7. 1. 3 对涉密的生产场所，其视频信号传输应有防泄密措施。

7. 1. 4 信号传输信道的带宽、衰耗、信噪比、时延等指标应满足视

频传输的要求。

7. 1. 5 现场采用的光端机、编码器、网络交换机等设备的位置处，

应设置设备箱。

7. 1. 6 线路路由上线缆分支、光缆接续处，应设置接线箱(盒)。

7. 1. 7 光缆接续时应设光缆护套接头;电缆接续时应采用专用接

插件。

7.2 传输设备

7.2.1 传输设备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工业电视系统的工程设计，及其采用的传输介质、



传输方式等因素确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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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传输设备的带宽应满足视频信号传输的要求。

7.2.2 交换机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选择达到线速标准、无阻塞的交换机;

2 背板带宽不应小于端口数×端口速率X2(全双工) ; 

3 接入层交换机宜选择百兆交换机，交换机的每个接入端

口带宽应大于或等于 lOOMbps ，上联汇聚层交换机端口带宽宜为

千兆;

4 汇聚层交换机宜选择千兆交换机，交换机的每个接入端口

带宽应大于或等于 lOOOMbps;

5 核心层交换机宜选择千兆及以上交换机。

7.2.3 光端机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摄像机采集点布置较分散且为单个图像时，宜选择单路

视频光端机或光网络单元;

2 当摄像机采集点布置较集中时，宜选择多路视频光端机;

3 当摄像机有转向、变焦等控制功能时，宜选择视频/数据光

端机。

7.2.4 传输设备的安装位置宜靠近前端工业电视设备或设置在

监控室内。

7.3 传输线缆

7.3.1 工业电视系统采用有线传输方式传输模拟视频信号时，其

线缆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传输距离不大于 300m 时，宜采用外导体内径为 5mm 的

同轴电缆;

2 传输距离大于 300m 时，宜采用外导体内径为 7mm 的同

轴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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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传输距离超过 500m 时，宜采用光缆。

7.3.2 工业电视系统采用有线传输方式传输数字视频信号时，网

络摄像机至接入层交换机之间的传输线缆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传输距离不大于 90m 时，宜采用 5 类及以上等级 4 对对

绞电缆;

2 传输距离大于 90m 时，宜采用光缆。

7.3.3 光缆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系统的传输距离选择适合类型的光缆;

2 光缆芯线数的选择应根据实际使用要求，以及预留适当芯

线余量等因素综合考虑;

3 光缆一次牵引长度不宜超过 lOOOm;

4 光缆类型和护层结构的选择应满足敷设地段的使用环境，

以及敷设方式的要求。

7.3.4 根据线缆敷设环境的不同和传输安全性的要求，工业电视

线缆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腐蚀性场所应采用防腐蚀线缆;

2 水下应采用具有抗拉、耐蚀、持续防水性能的线缆;

3 架空敷设时宜采用自承式线缆;

4 直埋敷设时应采用铠装线缆;

5 有化学和电气腐蚀的地段不宜采用金属外护套线缆;

6 井下水平巷道或倾斜 45。以下的井巷内固定敷设的线缆，

应采用钢带铠装阻燃线缆;

7 竖井井筒或倾斜 45
0

以上的井巷内固定敷设的线缆，应采

用钢丝铠装阻燃线缆;

8 60
0

C 以上的高温环境应采用耐高温线缆;

9 -15
0

C 以下的低温环境应采用耐寒线缆;

10 电磁干扰场强高于 3V/m 的环境或在电力电缆沟或电

缆隧道内等场所应采用屏蔽线缆;

11 特种射线辐照作用场所应采用具有适合耐受放射线辐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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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的线缆;

12 移动摄像机的引出线缆应采用与移动体同步移动的专用

线缆;

13 爆炸危险环境工业电视线缆的选择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0058 的有关规定。

7.4 传输性能

7.4.1 工业电视系统采用同轴电缆传输时，传输损耗及其部件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电视基带信号，从发送端到接收端之间的传输净衰减不宜

大于 3dB 。

2 彩色电视基带信号在 5.5MHz 时，电缆传输衰减不平坦

度大于 3dB 时，应加电缆均衡器，校正后的群延时，不得超过

:i:: 100ns o 电缆均衡器输出信噪比不应小于 40dB 。

3 黑白电视基带信号在 5MHz 时，电缆传输衰减不平坦度

大于 3dB 时，应加电缆均衡器;达到 6dB 时，应加电缆放大器。电

缆均衡器输出信噪比不应小于 38dBo

7.4.2 IP 网络型高清视频监控系统的传输带宽应能满足前端设

备接入监控室、用户终端接入监控室的带宽要求，并留有余量。

7.4.3 当工业电视系统的信息经由 IP 网络传输时，前端设备信

号直接接入的监控室相应设备间端到端的信息延迟时间不应大

于 2s 。

7.4.4 工业电视系统现场级监控室内部及现场级监控室之间互

联的 IP 有线网络性能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时延应小于 400ms;

2 时延抖动应小于 50ms;

3 丢包率应小于 1 X 10- 3 。

7.4.5 网络带宽利用率宜按不超过 70%设计。

7.4.6 当 IP 网络采用无线方式传输时，其带宽应不低于所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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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类数据的带宽要求。

7.4.7 工业电视网络型数字视频系统应支持 TCPjIP 协议。

7.5 线路路由与敷设

7.5.1 工业电视线路路由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路由应短捷、安全，宜避免或减少与其他线路路由的交叉;

2 不应敷设在影响操作、妨碍设备维修和人员通行的位置;

3 应避开强电瞄场干扰源的地方;

4 应避开有化学和电气腐蚀的地段，以及高温等其他恶劣环

境的场所;

5 应避开易使管线受机械损伤的地段;

6 应避开与其他管线或障碍物交叉跨越的地段;

7 在爆炸危险环境，应选择在爆炸危险性较小的环境或远离

释放源的地方。

7.5.2 工业电视线路在不同的环境敷设时，其敷设方式宜符合下

列规定:

1 车间厂房内工业电视线路可采用沿墙柱、安全走道栏杆穿

管明敷设或槽盒内敷设，或利用电缆托盘敷设方式。车间厂房内

同一路由上配管根数超过 6 根时，宜采用金属槽盒敷设方式。在

元机械损伤的车间厂房等建筑物内的工业电视线路，宜采用沿墙

明管敷设方式。工业电视线路沿设备平台、安全走道等场所明敷

设时，宜在设备平台、安全走道的防护栏杆外侧下边沿敷设。

2 在建筑物的墙体内、楼板内布放的工业电视线路应采用暗

管敷设方式。在建筑物内的电缆坚井内、管道层、吊顶内、活动地

板下布放的工业电视线路可采用槽盒、托盘敷设方式。

3 在腐蚀场所的工业电视线路宜采用硬塑料管敷设方式;采

用金属管敷设方式时，金属管应做防腐处理。

4 在易燃场所的工业电视线路，应采用金属管、金属槽盒敷

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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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高温场所的工业电视线路，不宜采用塑料管、塑料槽盒

敷设方式。

6 在电磁干扰场强高于 3V/m 的环境或在电力电缆沟或电

缆隧道内敷设的工业电视线路，应采用穿金属管、金属槽盒敷设

方式。

7 在寒冷、严寒地区，室外直埋敷设的工业电视线缆应埋设

在冻土层以下。当条件受限制不能深埋时，应采取防护措施。

8 工业电视线路地下管道采用梅花管、栅格管敷设时，宜在

每一个子管孔内穿设一条线缆。每段地下管道应有不小于 2.5%口

的坡度。地下管道路由和位置的确定、人(于)孔设置等设计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通信管道与通道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73 的有

关规定。

9 室外工业电视线路可采用沿建筑物墙壁上穿管明敷设或

槽盒内敷设，以及地下管道敷设、直埋敷设，或利用电缆隧道、电缆

沟敷设或架空敷设等方式。

10 爆炸危险环境工业电视线路敷方式，及其防护要求等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58 

的有关规定。

7.5.3 工业电视模拟视频信号线缆应与交流供电电源线缆分管

敷设。

7.5.4 工业电视线缆严禁在车间厂房等建筑物的风道中敷设。

7.5.5 工业电视线缆在井下敷设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线缆沿井筒敷设时，电缆接头可设置在水平巷道内，竖井

内不得设置电缆接头。

2 线缆在水平巷道或倾斜 45
0

以下的井巷内敷设时，电缆的

悬挂高度应高于矿车高度;两条电缆的上下净距不得小于 50mm 。

3 溜放煤、肝、材料的溜道中严禁敷设电缆。

7.5.6 工业电视线路路由上有其他线路可利用时，应符合下列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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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弱电管道可利用时，应单独占用管孔;

2 有电缆托盘、电缆沟或管道支架可利用时，宜同路由敷设;

3 与电力电缆在同一桥架内或电缆沟内的支架上敷设且距

离小于 300mm 时，应采用金属隔板隔开。

7.5.7 工业电视线缆穿越建筑物不同的部位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穿越墙或楼板时，应穿管保护;

2 穿越防火墙或防火楼板等处的孔洞时，应作防火封堵

处理;

3 穿越建筑物伸缩缝、沉降缝时，应采取补偿措施。

7.5.8 敷设工业电视线缆时，多芯线缆的最小弯曲半径应大于其

外径的 6 倍;同轴电缆的最小弯曲半径应大于其外径的 15 倍;光

缆的最小弯曲半径应大于其外径的 20 倍。

7.5.9 工业电视线缆敷设在导管与槽盒内的管径与截面利用率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内穿设电缆时，直线管路的管径利用率宜为 50%~

60%;弯管路的管径利用率宜为40%~50% ; 

2 管内穿设绞合导线时，管子的截面利用率宜为20%~25% ; 

3 管内穿设平行导线时，管子的截面利用率宜为25%~30%;

4 线缆在金属线槽盒内不应有接头。槽盒内敷设线缆时，其

线缆总截面不应大于槽盒内截面的 50% 。

7.5.10 设备箱、接线箱(盒)安装位置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在线缆和设备连接方便、路由短捷，便于检修维护的

地点;

2 应在不影响生产操作、不易在生产中碰撞的地方。

7.5.11 设备箱、接线箱(盒)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与环境条件相适应;

2 箱(盒)的规格尺寸应满足部件、设备安装要求;

3 箱(盒)应有防撬、防盗功能;

• 30 • 



4 箱(盒)体宜选用金属材质。

7.5.12 工业电视线缆的计算长度，应包括实际路径长度与附加

长度。附加长度宜计入线缆敷设路径的标高变化、线缆的上下引

接、线缆接头制作、线缆引至设备等需要预留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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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监控室

8.1 一般规定

8. 1. 1 现场级监控室应与生产调度室或生产控制室合用，监控室

使用面积不宜小子 25m2 0

8. 1. 2 车间(分广)级监控室宜设置设备间，其设备间的使用面积

不宜小于 15m2 o

8. 1. 3 公司(总广)级监控室应设置设备间，其设备间的使用面积

不宜小于 30m2 。

8. 1. 4 生产和管理对监控室的设置和房间使用面积另有要求时，

应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确定。

8.2 选址

8.2.1 现场级监控室选址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生产工艺流程的布置合理选择;

2 宜靠近前端摄像机采集点的负荷中心;

3 应远离易燃、易爆物品的场所;

4 应远离强振源和强噪声源;

5 应避开强电磁场干扰。

8.2.2 车间(分广)级监控室的位置宜选择在车间(分厂)的办公

楼或综合楼内。

8.2.3 公司(总广)级监控室的位置宜选择在公司(总广)的办公

楼内。

8.3 设计要求

8.3.1 监控室的土建设计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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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监控室建筑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三级。

2 监控室设立在主体建筑物内时，其抗震设计烈度应与主体

建筑物一致。

3 监控室内装修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内部装修设

计防火规范 ))GB 50222 的有关规定。

4 监控室内内墙壁和顶棚的表面应平整、光滑、不起尘。

5 监控室内地面应采取防静电措施;地面等效均布活荷载应

满足最终设备的承载要求。

6 监控室内宜设吊顶;室内净高应满足尺寸最高设备的安装

要求。

7 监控室通向室外的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双扇门宽度不

应小于1. 5m，单扇门宽度不应小于1. 0m。车间(分厂)级和公司

(总厂)级监控室通向室外的门应采用外开防火门。监控室的外窗

应采用双层密闭窗。

8.3.2 监控室的供电和照明设计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监控室用电负荷等级及供电要求应符合本标准第 9 章的

规定。

2 监控室内照明设计以工业电视控制台计算距地高度为

0.75m 时，水平面照度不应小于100 lx; 以工业电视机柜计算距地

高度为1. 4m 时，垂直面照度不应小于150 lX D 

3 监控室内照明灯具应采用无眩光荧光灯具。

4 显示设备屏幕前照度应低于工作区的照度。

5 当显示设备屏幕前安装灯具时，宜采用嵌入式格栅灯与屏

幕平行布置，并应设置独立开关。

6 监控室内应设置检修用单相交流 220V/10A 电源插座。

8.3.3 监控室的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设计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内温度应保持在 18'C ~ 28'C ，相对湿度应保持在

40%~70%R日之间;

2 当监控室设置专用空气调节系统时，应设置具有可自动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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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方式的控制装置。

8.3.4 监控室的接地与防雷设计要求应符合本标准第 10 章的

规定。

8.3.5 监控室的安全系统设计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GB 50016 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16 的

有关规定;

2 建筑灭火器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

设计规范))GB 50140 的有关规定;

3 安全技术防范设施的设置应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确定。

8.3.6 监控室内应设置行政电话或调度电话。

8.3.7 监控室建筑及其系统设备的抗震设计要求，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981 的有关规定。

8.4 控制台、机柜配置

8.4.1 工业电视控制台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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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和基本

尺寸))GB/T 7269 的有关规定。

2 操作席位的数量应满足操作和监视需要。

3 宜选用金属材质。

8.4.2 工业电视机柜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选择 19 英寸标准机柜;

2 柜内设备应按层布放;

3 宜选用金属材质。

8.5 设备布置

8.5.1 监控室内的工业电视设备布置应合理，应满足系统运行、

运行管理、人员操作监视和安全、安装和维护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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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监控室内工业电视设备与通道之间的距离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工业电视控制台正面与墙的净距不应小于1. 2m;侧面与

墙或其他设备的净距不应小于 O.8m，当侧面为主要走道时净距不

应小于1. 5m 。

2 工业电视机柜单列布置时，柜前净距不应小于1. Om，柜后

及机柜列侧面净距不应小于 O.8m; 多列布置时，机柜列净距不应

小于1. 2m 。

3 视频拼接显示屏(墙)的背面和侧面与墙的净距不应小于

O.8m o 当不能满足其净距要求时，应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确定。

4 视频拼接显示屏(墙)的前、后及其两侧的平面不应布置与

工业电视系统元关的设备。

5 视频拼接显示屏(墙)与操作人员之间的距离不宜小于 2.5m。

8.5.3 布置工业电视设备的控制台、机柜应采取通风散热措施。

8.5.4 监控室与其他不同功能的房间合用时，其设备应按功能分

区布置。

8.5.5 工业电视显示设备、控制台等设备落地布置时，其设备底

座应与泪凝土地面固定。在抗震设防地区，设备安装应采取减震

措施。

8.6 线缆敷设

8.6.1 监控室内敷设的工业电视线缆应整齐、美观、便于维护

检修。

8.6.2 监控室内设备之间的线缆以及出入监控室的线缆宜在活

动地板下或地槽(沟)内敷设。

8.6.3 监控室内的线缆在不同的位置敷设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吊顶内宜采用金属管或金属槽盒敷设方式;

2 墙体内应采用穿导管敷设方式。

8.6.4 与工业电视系统无关的管线不宜从监控室内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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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供电

9.0.1 工业电视系统宜采用二级负荷供电。供电要求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时共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2 的有关规定。

9.0.2 工业电视系统供电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系统应由监控室集中供电;

2 集中供电应配置电源控制器。

9. O. 3 工业电视系统电源控制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输入、输出电压应满足系统使用要求;

2 应具有输出短路、漏电、断电报警等功能;

3 容量应按所带全部负载的满载功率的1. 5 倍配置;

4 输出回路数应根据工业电视系统工程设计确定;

5 输出回路的电能分配宜采用连接端子排方式，不应采用线

缆直接并接的方式;

6 框架结构宜选用金属材质。

9. O. 4 对设置在距监控室较远地点的工业电视系统前端摄像机

等设备可采用本地供电，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引自前端摄像机就近的交流配电箱;

2 宜采用与监控室供电同相位电源;

3 从就近的交流配电箱引人前端摄像机等设备前，应设置有

电源开关、有过流过压等保护装置的现场设备箱。

9. O. 5 交流电源供电电压波动超过工业电视系统设备正常工作

范围时，应配置稳压电源。稳压电源装置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输入、输出电压应满足系统使用要求;

2 应具有高净化消除滤波干扰，以及过压、过流自动断电保

护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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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源容量应按所带全部负载的满载功率的1. 5 倍配置。

9. O. 6 工业电视系统 UPS 的配置应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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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接地与防雷

10.0.1 工业电视系统接地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系统宜采用共用接地。

2 当采用共用接地时，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 10; 当采用单独

接地时，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 40 。

3 设置在空旷地域的系统，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 100 。

4 设置在爆炸危险环境内的系统，接地设计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58 的有关规定执行。

10.0.2 监控室应设置接地板，并应做等电位联结。

10.0.3 监控室内的工业电视设备的金属外壳、机柜、机架、金属

管、槽、屏蔽线缆外层等应接地，并对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应设

等电位联结。

10. O. 4 监控室工业电视设备与接地板之间应采用专用接地线，

专用接地线应采用线芯截面积不小于 4mm2 的铜芯绝缘导线。

10.0.5 监控室接地板与接地体之间的接地线，宜采用截面积大

于或等于 16m旷的铜芯绝缘导线。

10.0.6 建筑物外屋顶上、塔(杆)顶、露天构筑物上明配钢管、线

缆的金属屏蔽层应接地。

10.0.7 室外埋地钢管线路中的铜管、线缆的金属屏蔽层应接地。

10.0.8 光缆传输系统中的各光端机外壳以及光缆的金属接头、

金属挡潮层、金属加强芯、光缆接续护套等金属构件应接地。

10.0.9 采用架空敷设方式时，其架空线缆的吊线、线缆的金属屏

蔽层及线路中的金属管、槽应接地。

10.0.10 进入监控室的架空电缆入室端和摄像机装于旷野，塔顶

或高于附近建筑物的电缆端，应设置防雷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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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11 工业电视系统浪酒保护器安装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视频信号线、控制线和电源线出、人建筑物时，应在线路端

口或设备接口处设置适配的浪涌保护器;

2 置于室外的摄像机，应分别在控制、电源、视频线两端设置

适配的浪涌保护器;

3 光端机等设备的电缆接入端应设置适配的浪涌保护器。

10. O. 12 浪涌保护器宜安装在现场接线箱(盒)或设备箱内。

10.0.13 工业电视系统的防雷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 50343 和《建筑物防雷设计规

范 ))GB 50057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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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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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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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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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 40 • 



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2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7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58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16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40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222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 50343 

《通信管道与通道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73 

《视频显示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 50464 

《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GB 50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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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工业电视系统工程设计标准

GB/T 50115 皿 2019

条文说明





编制说明

《工业电视系统工程设计标准))GB/T 50115-2019 ，经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 2019 年 8 月 12 日以第 229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在《工业电视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115-2009 的

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参编单位是北京首钢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冶东方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冶长天国际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冶焦耐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主要起草人是祁亚东、姜翠兰、张昌军、张宜、张海桥、

孙沁莹、方丽明、曹东、刘燕。本次修订，增加了第 3 章基本规定，

增加了视频信号接入方式，摄像机设备外壳防护等级，交换机选

择， IP 有线网络传输性能等设计要求;在《工业电视系统工程设计

规范))GB 50115-2009 的基础上，对数字视频工业电视系统的图

像质量、不同环境条件下辅助照明灯具的选择、监控室的功能、电

源控制器、稳压电源的设置等设计要求进行了完善和补充。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生产企业、科研、学校、设备供应商等

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工业电视

系统工程设计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

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

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

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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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本条系原规范第1. O. 1 条的修改。

本条叙述了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工业电视系统在工业企业生

产和管理上得到广泛应用，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生产流程中，对

生产设备运行状况等场所、部位、工位设置了摄像机监视点，为生

产正常运行提供了有效的监视手段，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能够协

助及时发现、提前分析与排除生产事故隐患，保障人身和设施安

全;在生产管理中，通过采集的图像信息实时了解生产状况，为生

产管理、生产调度指挥提供了可视平台和决策依据。事故隐患是

指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程和安全生产管理制

度，或因其他因素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物

的危险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管理上的缺陷。事故隐患分为一

般事故隐患、不明确隐患、重大事故隐患。在事故隐患治理过程

中，事故隐患部门需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防止事故发生。因此采

用工业电视系统对生产现场、生产装置等场所进行监控是必要的

技术手段，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而且能够避免或减少生产事故

隐患的发生。

1. O. 2 本条系原规范第1. O. 2 条的修改。

本条叙述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1. O. 3 本条系原规范第1. O. 3 条的修改。

本条叙述了本标准工业电视系统工程设计的基本原则。

1. O. 4 本条系原规范第1. o. 5 条。
本条叙述了本标准执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标准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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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本条系新增条文。明确了工业电视系统工程设计的基本

规定。

3.0.2 本条系新增条文。

3.0.3 本条系原规范第 3. O. 5 条。

彩色摄像机具有鲜明的色彩、图像视觉效果良好和设备性能

价格比高等特点。在夜间条件下的图像效果与黑白摄像机相比虽

尚有差距，但彩色黑白日夜两用型摄像机弥补了彩色摄像机这方

面的不足。

3.0.4 本条系原规范第 3. O. 6 条的修改。

电视制式包括黑白电视和彩色电视两种。黑白电视信号制式

由于各国采用的扫描技术标准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制式。如 M、N

制(日本、美国等国家采用)代表每秒 30 帧、每帧 525 行，视频带宽

4.2MHz;西欧各国采用 B 、G 制 ;D 、 K 制(中国、东欧各国采用)代

表每秒 25 帧、每帧 625 行，视频带宽 6MHz。中国采用 D 制。彩

色电视信号制式主要有三种:

(l)NTSC 制是两个色差(I、 Q)信号对副载波正交平衡调幅

制的一种兼容性彩色电视制式。 1953 年美国定为国家电视标准。

NTSC 制对相位畸变比较敏感，传输要求严，但解码电路简单。

(2月AL 制是在 NTSC 制两个色差(I、 Q)信号对副载波正交

平衡调幅制基础上，且色度信号(U 、 V) 的一个分量逐行倒相的一

种兼容性彩色电视制式。 1962 年研究成功的逐行倒相平衡调幅

制克服了相位敏感性。插入色度信号仍用频谱交错技术。其解码

器比 NTSC 制复杂。

(3)SECAM 制是两个色差(I、 Q)信号按行顺序调频传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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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端用延时线逐行记忆以恢复三基色的一种兼容性彩色电视制

式。 1966 年法国研制成功了顺序彩色传送与存储制式。在克服

相位敏感性上效果显著，实现的复杂性在以上两种制式之间。中

国采用 PAL-D 制(每帧 625 行， 2 : 1 隔行扫描，每秒 50 场，峰值

白电平 0.7V 、 100% ，视频带宽 6MHz，射频频道带宽 8MHz) 。

3. O. 5 本条系新增条文。

工业电视系统架构设计分级基本规定。现场级指车间内前端

摄像机到现场监控室之间的物理层级，车间(分厂)级指车间内现

场监控室到车间(分厂)监控室之间的物理层级，公司(总厂)级指

车间(分厂)监控室到公司(总厂)监控室之间的物理层级。当企业

组织机构设立集团公司时，工业电视系统架构需按照组织机构的

实际情况在三级架构的基础上进行延伸，以满足生产和管理的

要求。

3. O. 6 本条系新增条文。

对一旦发生故障或事故时，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或导致生产

线停工的生产现场、作业场所设置的监控目标点定义为重要监视

目标。

3.0.7 本条系新增条文。

工业电视系统模拟视频信号通常采用信号分配的方式。数字

视频信号，如 IP 视频信号通常采用视频数据分发的方式。由于模

拟视频和数字视频发展年代的不同，两者自然存在差异，其中，模

拟视频系统主要特点包括安全性好，即使破坏系统中的某一个节

点，也不会影响到整个系统;任何类型的前端摄像机都可接人模拟

视频系统;而数字视频系统则受到限制，部分前端摄像机不兼容。

前端设备稳定性好，相对于 IP 前端，模拟系统中的前端设备不需

要模数转化设备，无论从数据可靠性，还是硬件方面，都更加稳定

可靠。兼容性强，与数字视频系统比较，在兼容不同的设备时，模

拟视频系统需更改的协议比数字视频系统少，兼容性相对较好。

调试方便，基于嵌入式电路的模拟视频系统，在调试时不易出现意
. 寸

l
l

丰

产
气υ

. 



外的问题。实时性好，由于没有编解码过程，也没有网络传输延

时，模拟系统实时性优良。画面质量好，模拟视频系统大部分前端

使用 CCD 感光元件，比使用 COMS 的 IP 前端有更好的感光性

能;且没有数字视频系统前端在编解码时的损耗，图像质量好。系

统成熟，历经多年的发展，模拟视频系统己相对成熟稳定，不确定

因素较少。成本低，相对数字视频系统，模拟视频系统不需要网络

设备作为必须接入，整个系统性价比高。数字视频系统主要特点

包括:扩容方便，增加前端设备容易;资源集中管理，在监控室可集

中管理所有的系统设备，不受距离的约束;远程访问便捷，随时随

地监视现场情况;支持无线传输数据，利用无线网络设备传输数

据，为前期系统搭建及后期访问提供便捷;功能升级方便，可通过

更新平台软件实现新功能的添加与修改;系统集成度高，在一个软

件平台上，集成了对前端设备的管理与控制;实现模拟矩阵的所有

功能等。

3. O. 8 本条系新增条文。

工业电视系统采用网络型数字视频传输架构设计基本原则。

数字视频系统按传输构成模式分为网络型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和非

网络型数字视频监控系统。网络型数字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图像

在前端采集后经压缩、封包、处理，具有符合 TCP/IP 特征，传输数

字信号的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如由网络摄像机、模拟摄像机加编码

器等相关设备组成的系统)。非网络型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图像在

前端采集后未经压缩、封包即传输数字信号的视频监控系统。接

入层，网络中直接面向用户连接或访问的部分;汇聚层，连接接入

层和核心层的网络设备;核心层，功能主要是实现骨干网络之间的

优化传输，骨干层设计任务的重点通常是冗余能力、可靠性和高速

的传输。

3.0.9 本条系新增条文。

本条规定了工业电视系统设备选择的基本原则。市场准入制

度是指货物、劳务与资本进入市场程度许可。市场准入制度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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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生产许可证国家认证，产品列入国家认证目录等。工业级产

品一般是指面向工厂车间，及生产一线作业所需的设备，通常非常

坚固，具有"三防"设计的特点。防腐蚀在中国习惯称为"三防"，指

"防盐雾、防湿热、防霉菌"。国外直接称为防腐蚀。从金属防腐蚀

角度看，对设备的影响因素有许多，不仅仅是盐雾、湿热和霉菌，重

要的还包括如粉尘、有害气体、微生物及动物等。系统应用中对工

业级产品，如工业宽温设计、储存等方面有要求的，生产制造厂商

需根据工程设计提出的要求，针对其特性指标进行特别设计和检

测，并需在技术文件中予以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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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设计

4.1 一般规定

4. 1. 1-4. 1. 4 这四条系新增条文。

4. 1. 5 本条系新增条文。

随着视频技术的发展，数字视频的应用己从一种趋势逐渐变

为现实。在工业电视系统应用方面，已开始逐渐实现模拟视频到

数字视频的转换。根据生产和管理要求，数字视频工业电视系统

可以在一个作业区、一条生产线、全车间(分厂) ，甚至全公司(总

厂)的应用将逐步成为主流。

4.2 系统组成

4.2.1 本条系原规范第 3. 0.1 条的修改。

4, 2.2-4.2.4 这三条系新增条文。

4.2.5 本条系新增条文。

工业电视系统无论是模拟还是数字视频系统，其各部分的设

备性能、参数等技术指标需综合考虑，协调一致是工程设计的基本

规定。当采用网络型数字视频工业电视系统时，通常选择网络摄

像机或模拟摄像机加编码器、流媒体转发服务器、网络硬盘录像

机、解码器、核心管理软件、客户工作站等有关设备组成。模拟摄

像机采集的视频信号通过有线传输方式传输给视频服务器或硬盘

录像机，由视频服务器或硬盘录像机对视频信号进行压缩与编码;

网络摄像机采集的视频信号可通过有线或元钱传输方式传输到网

络视频录像机进行存储和管理。

4.3 要求与设置场所

4.3.1 本条系原规范第 3. O. 2 条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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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规定了工业电视系统工程设计要求的基本规定。

4.3.2 本条系新增条文。

4.3.3 本条系新增条文。

高清视频系统按其传输方式的不同，分为 1P 网络型、非 1P

网络型和混合型三种类型。 1P 网络型高清视频系统是指视频信

号经 1P 网络传输的系统;非 1P 网络型高清视频系统是指视频信

号经除 1P 网络以外的其他方式传输的系统;混合型高清视频系

统是 1P 网络型和非 1P 网络型系统的组合应用。高清电视、背

投、液晶、等离子等就是能够达到支持 10801 、 720P 和 1080P 的

电视标准的显示设备。高清视频系统类型，以及主要技术要点

包括:

(1)高清视频系统类型。

模拟同轴高清视频系统，同轴高清是一种模拟信号传输技术，

其技术的核心是利用传输芯片 (TX 发送芯片和 RX 接收芯片)提

升数据传输距离。系统从图像采集到输出未经编码压缩，全实时，

高保真。支持同轴电缆远距离传输，最远可达 500m，低频信号传

输，系统具备可靠抗干扰性能，有效规避于机、路由器等导致的日

常干扰问题。同属同轴高清方案包括 HDCV1 ， HDTV1 , AHD，其

实原理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主要还在于产品传输芯片的不同和产

品性能的差异化竞争。

数字高清视频系统，数字高清是相对于网络高清而言，传输非

压缩的数字信号，数字高清的具体传输形式有 HD-SDI 传输和光

纤传输两种。一般以 HD-SDI 为主。数字高清的实现 :SDI 即串

行数字非压缩传输技术，只是按特殊方式编码(无损数字编码)。

数字高清的优劣:视频质量最大限度保真，且传输几乎没有延迟，

而代价则是视频信号数据量极大。

网络高清视频系统，网络高清视频系统通过前端摄像机，将视

频进行压缩编码处理，像素一般在 130 万以上。通过压缩编码视

频在 1P 网络上传输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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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80P 高清视频系统主要技术要求。

系统技术要求，前端、传输、汇聚、存储、显示满足视频分辨率

为 1080P ，帧率二三25fps 。

高清视频联网的传输、交换、控制等需满足国家有关标准的

规定。

高清前端要求，传感器尺寸:一体化云台、球机、枪机、半球等

需大于或等于 1/3 英寸;有效像素不低于 200 万，采用逐行扫描方

式;图像比例为 16: 9 ， 1920X1080 逐行扫描;帧率:不小于 25年s;

最低照度小于或等于 O. 1 lx( 日夜模式下) ;高清镜头靶面尺寸要

不小于摄像机图像传感器的靶面尺寸;镜头的有效像素值不应小

于摄像机的像素值，分辨率大于或等于 200 万像素。

高清传输要求，能同时传输 RS485/RS422/RS232 数据信号;

支持传输 1 080P /25fps/30fps 。

需通过安全隔离平台调用网络视频和录像。

高清汇聚要求，具有输入线缆均衡能力，输出线缆驱动能力;

支持时钟恢复，去除信号抖动。

高清编码要求，支持 H.264(或 SVAC)编码和 MJPEG 编码。

H.264 编码:主码流分辨率不小于 1080P，辅码流分辨率支持 D1

(或 4CIF) 编码，帧率二三25年s; 支持 ISO/IEC 14496-10 (即 ITU

T H. 264/ A VC)等。

高清平台功能要求，视频监控管理平台由管理、索引、视频转

发、存储、点播、 GIS 模块、实时监控、告警、网管、解码等模块组成;

管理模块具有对高清设备的管理、配置，操作日志审计，用户、机构

管理功能;视频转发模块具有对高清、标清混合媒体流的转发功

能;存储点播模块具有对高清视频的存储、管理、检索、点播回放等

功能;实时监控模块具有对高清、标清视频泪合多画面调控、编辑、

本地录像和录像拼接等功能;告警模块具有对前端设备的故障报

警、前端报警信息、异常操作等信息进行报警转发和管理;网管模

块具有对前端设备、网络、系统服务和用户等相关信息进行实时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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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及历史数据统计分析功能;解码模块具有对高清、标清视频统一

解码输出的功能。

高清存储，存储 H.264 编码不小于 1080P/25fps 的高清视

频，码流不低于 6Mbps，存储时间不少于 30 天，无损压缩存储

JPEG 高清图片不少于 1 帧/s ~2 帧/s。根据工程的实际需要，高

清存储采用 NVR 网络存储方式。

高清显示，采用高清显示器或高清拼接屏显示。

4.3.4 本条系原规范第 3.0.4 条的修改。

本条规定了工业电视系统的设置场所。部分工业企业生产车

间、作业区等场所设置摄像机的实例如下:

(1)钢铁冶金。

炼铁高炉:炉顶、出铁场出铁口、出铁场摆动流嘴、水冲渣过滤

油、水冲渣熔渣沟、INBA 水泵房(地下)、主胶带机尾部、主胶带机

头部、主皮带机械室内、喷碱洗氯装置、TRT 组机和主厂一层、制

粉站磨煤机排渣口、制粉站原煤仓顶皮带机层、配煤仓及皮带通

廊、事故水塔顶部等 o

炼钢转炉:倒灌间、加料跨、转炉出钢线、转炉出渣线、转炉炉

后吊包、转炉氧枪口及刮渣器、转炉副枪 APC、转炉汽包水位、 LF

炉吊包位、LF 炉操作位、脱硫吊包、脱硫搅拌、地下料仓及各层平

台、转炉除尘器等。

棒材生产线:加热炉装料端/出料端、台车炉区域、粗轧人口、

粗轧机组、中轧机组、精轧机组、减定径入口、飞剪、冷床、冷剪锯、

收集区、旋流池泵组等。高速线材:上料区、粗轧机人口、飞剪、吐

丝机、集卷站等。

冷轧生产线:酸轧联合机组、磨棍间、连续退火机组、连续热镀

辞机组、重卷拉矫机组、重卷检查机组、半自动包装机组、水处理设

施的装置、工位等。

厚板生产线:加热炉区、主轧区、冷床区、剪切区、精整区、热处

理区的装置、工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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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铁、炼钢、轧钢车间生产线重点部位和设施;锅炉房、煤气

柜、变配电室等重点部位和设施;压力管道主要阀门、高温作业区

域、起重机械作业区域、危险品存储区域等重点部位和设施。

(2) 电力。

元人值守电气室、主变压器、副厂房、避雷器群、断路器、接地

刀闸、电气层、开关室等重点部位和设施。自备电站、总变电所及

重要生产区域的变电所中的主要建筑物、发电机主厂房、控制室、

变配电装置室及室外主变压器、断路器、避雷器及电压(流)互感器

等重要设备。

(3)石油天然气开采区。

采油井的每个井位，大型联合站、加压注水站及各类油气工艺

区，各类卸油台、装车点，原油储罐区，油田内部原油集输管道沿线

及元人值守的加压站、加热站、泵房等地点，各钻井井场及钻井平

台、司钻操作位等重点部位和设备。

(4)石油天然气管道输送线。

所有站场、阀室，跨(穿)越河流、铁路、桥涵、高速公路的点段，

天然气码头、石油化工码头等。

(5)化工、危险化学品生产区。

危险化学品仓储设施、储罐区，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

生产装置，涉及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生产装置及控制室、危险

化学品的生产装置及控制室，氯气、氨气及硫化氢等毒性气体的生

产装置、控制室及装置界区，剧毒化学品的生产装置、控制室及装

置界区;危险化学品输送管道的界区分界点，穿越铁路、高速公路

的点段。

(6)煤矿采区。

主要运输巷道、提升绞车、压风机房、变电所、炸药库、车场、避

险场所及重点采掘、运输、提升、通风、排水设施设备，地面主副井

口、井下采掘工作面、材料储运场所及煤炭选运系统、地面生产系

统主要环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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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核电厂。

常规岛汽轮机运行平台、汽轮机油系统、汽水分离再热器、给

水泵、高/低压加热器、除氧器、高压配电装置、高/低压配电间等重

要设备区域，以及无人值班的辅助车间区域。水下堆芯卸/装料

时，燃料组件卸出堆芯的过程监视(包括换料机夹爪动作、换料机

偏移、燃料组件变形等水下操作) ，以及需要监视的重点部位和

设备。

(8)水泥工厂。

窑头和筐式冷却机，原料预均化堆场的堆、取料机，生产过程

的关键区域等。

(9)炼油厂。

加氢裂化装置、热裂化装置、加氢精制装置、常减压蒸f留装置、制

氢装置、汽油再蒸悟装置、催化重整装置、汽油电化学精制装置、催化

裂化装置、恪剂脱蜡脱油装置、气体分馆装置、汽油脱醇装置等。

(1 0)金属矿山。

井下卷扬机响室、井下主通风机啊室、井下充填搅拌或泵送系

统、井下主运输车场、井下炸药库、各类机车维修响室、主溜井口、井

下候罐等候室、井下避难啊室、井下信号房、采区变电所、装卸矿点、

井底尾绳隔离处、井下运输调度室、斜井主胶带头部和驱动部、充填

钻孔啊室，转运站、破碎站、给料胶带机受料处、井下排水泵房水仓。

(11)非金属矿山。

井口信号房、提升机房、井口(立井口、平啊口、斜井口、盲斜井

口)、马头门(调车场、中段)等人员进出处、装卸矿点、地表斜坡道

口、井下爆破器材库(点)、紧急避险设施(啊室)、井下变电所(房)、

水泵房、油库、水仓、每个分段人员进出口、地下采石场每个作业

面、斜井捞车器处、斜坡道开拓的地下采石矿等。

4.4 类型与接入方式

4.4.1 本条系原规范第 3. O. 3 条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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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规定了工业电视系统构成的类型。

1 通常所指的单头(摄像机)单尾(显示器或监视器等)形式，

又称一一对应。

2 、3 通常所指的多头单尾形式。

4 通常所指的单头多尾形式。

5 通常所指的多头多尾形式。矩阵切换型，可通过控制键

盘，将任一路前端视频输入信号切换到任一路输出的显示设备上，

并可编制各种时序切换程序。

6 网络交换型的系统以网络为视频交换平台，输入视频和输

出视频之间的切换以 IP 网络的数据包交换方式进行。视频前端

设备采用数字摄像机，或采用模拟摄像机增加数字视频编码器实

现视频图像网络化。

4.4.2 本条系新增条文。

本条规定了工业电视系统视频信号接入方式种类。其视频接

口包括:

(1)复合视频接口:也称 AV 接口或 Video 接口，是音频、视频

分离的视频接口，一般由三个独立的 RCA 插头(又叫梅花接口、

RCA 接口)组成，其中的 V 接口连接棍合视频信号，为黄色插口;

L 接口连接左声道声音信号，为白色插口 ;R 接口连接右声道声音

信号，为红色插口。

(2) YPbPr jYCbCr 色差接口:色差接口是在 S 接口的基础

上，把色度 (C)信号里的蓝色差 (b) 、红色差 (r) 分开发送，其分辨

率可达到 600 线以上。通常采用 YPbPr 和 YCbCr 两种标识，

YPbPr 表示逐行扫描色差输出， YCbCr 表示隔行扫描色差输出。

由电视信号关系可知，已知 Y、 Cr 、 Cb 的值就能够得到 G(绿色)的

值，所以在视频输出和颜色处理过程中就统一忽略绿色差 Cg ，而

只保留 Y、 Cr 、 Cb ，这就是色差输出的基本定义。作为 S-Video 的

升格产品，色差输出将S--Video 传输的色度信号 C 分解为色差 Cr

和 Cb，避免了由于两路色差混合译码并再次分离而带来的图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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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也保持了色度信道的最大带宽。色差接口是模拟接口。

(3)VGA 接口:也称 D-Sub 接口。 VGA 接口是一种 D 型接

口，上面共有 15 针，分成三排，每排五个。 VGA 接口传输的仍然

是模拟信号，对于以数字方式生成的显示图像信息，通过数字/模

拟转换器转变为 R 、 G 、 B 三原色信号和行、场同步信号，信号通过

电缆传输到显示设备中。对于模拟显示设备，如模拟 CRT 显示

器，信号被直接送到相应的处理电路，驱动控制显像管生成图像。

而对于 LCD 、 DLP 等数字显示设备，显示设备中需配置相应的 A/

D(模拟/数字)转换器，将模拟信号转变为数字信号。在经过 D/A

和 A/D 二次转换后，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图像细节的损失。

VGA 接口应用于 CRT 显示器是通常的应用形式，但用于数字电

视之类的显示设备，则转换过程的图像损失会使显示效果略微下

降。 VGA 接口是模拟接口。

(4) DVI( Digital Visual Interface) 接口:数字视频接口， DVI

接口分为两种，一种是 DVI-D 接口，只能接收数字信号，接口上只

有 3 排 8 列共 24 个针脚，其中右上角的一个针脚为空，不兼容模

拟信号;另外一种则是 DVI-I 接口，可同时兼容模拟和数字信号，

兼容模拟并不意味着模拟信号的接口 D-Sub 接口可以连接在

DVI-I 接口上，而需要通过一个转换接头才能使用，一般采用这种

接口的显卡都会带有相关的转换接头。一个 DVI 显示系统包括

一个传送器和一个接收器。传送器是信号的来源，可以内建在显

卡芯片中，也可以以附加芯片的形式出现在显卡 PCB 上;而接收

器则是显示器上的一块电路，它可以接受数字信号，将其解码并传

递到数字显示电路中，通过这两者，显卡发出的信号成为显示器上

的图像。

(5) HDMI( 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 高清晰度

多媒体接口 :HDMI 接口可提供高达 5Gbps 的数据传输带宽，

可传送无压缩的音频信号及高分辨率视频信号;同时无须在信

号传送前进行数/模或者模/数转换，可保证最高质量的图像信



号传送 ;HDMI 只需要一条 HDMI 线即可同时传送图像声音

信号。

(6)BNCCBayonet Nut Connector) 同轴电缆接口 :BNC 接口

用于 75[1同轴电缆连接用，提供收 CRX) 、发 CTX) 两个通道，它用

于非平衡信号的连接。 BNC 电缆有五个连接头，分别接收红、绿、

蓝、水平同步和垂直同步信号。

(7)RCAC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n)接口 :RCA 俗称莲

花插座，又称 AV 端子，也称 AV 接口。 RCA 不是专门为哪一种

接口设计，既可以用在音频，又可以用在普通的视频信号，也是

DVDCDigital Video Disc，高密度数字视频光盘)分量 CYCrCb) 的

插座。

4.4.3 本条系新增条文。

4.4.4 本条系新增条文。

本条规定是为了便于集中维护管理。

4.5 图像质量

4.5.1 本条系原规范第 3. o. 8 条的修改。
现行国家标准《彩色电视图像质量主观评价方法))GB/T 7401-

1987 ，作为对现行的彩色电视图像质量进行主观评价方法的依据，

也可作为对其他新电视制式彩色图像质量进行主观评价时评价方

法的参考。

2-4 在电视技术中一般用垂直和水平两个方向的清晰度来

表示电视的清晰度。垂直清晰度，即是图像可以分解出多少水平

线条数，最大垂直清晰度由垂直扫描总行数所决定。由于隔行扫

描将造成局部的并行，所以实际的垂直清晰度还要把总的有效扫

描行数乘以一个 KellC凯尔)系数。在 2 : 1 隔行扫描方式中， Kell 

系数为 O. 7 ，即垂直清晰度为有效电视行数的 70% 0 20 世纪

30 年代初，凯尔CKell)等人对电视清晰度进行了研究，通过大量

的实验，得到一个用做衡量电视系统中垂直清晰度的估算法，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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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l(凯尔)系数，以 K 表示。对于逐行扫描， Kell (凯尔)系数 K

大约为 O. 7。若采用隔行扫描，它会使垂直移动的物体损失约一

半的垂直清晰度，因而还要乘以大约为 O. 6 的隔行因子，即隔行扫

描的 K 系数为 0.7XO.6=0.42。故有效扫描行为 575 行的垂直

清晰度相当于 575 X 0.42=241 电视线。当然 K 系数只是一个大

约数，它与场景内容、扫描行数、背景亮度、观看距离等都有关。水

平清晰度定义为图像上可以分清的垂直线条数。水平清晰度与图

像传感器的像素数和视频系统的频带宽度有直接关系。水平清晰

度和垂直清晰度采用统一的度量标准，图像的垂直清晰度和水平

清晰度数量应该是一样的。图像的宽高比系数是大于 1 的，图像

的水平清晰度线数应该是实际能分清的黑白垂直线条数除以宽高

比系数。

中国 GB 3174-1982 彩色电视广播标准规定，每帧图像为

625 行，去掉 50 行消隐之后，有效行数为 575 行。所以中国现行

电视标准的垂直清晰度为 575XO.7 二 403TVL/PH。因为垂直清

晰度不受频带宽度的限制，所以这就是实际传送到用户电视接收

机的接收清晰度。中国电视标准规定行周期为 64ρ，去掉 12ρ

的行消隐时间，有效行时间为 52ρ，标准视频带宽为 6MHz，所以

中国现行电视标准的水平清晰度为的计算公式为:水平清晰度

TVL/PH=有效行时间 (μs) X 2 X 频带宽度 (MHz) --:-宽高比系

数。如标清电视(SDTV) 的水平清晰度二52(μs) X 2 X 6 (MHz)--:-

4--:-3 工 468TVL/PH[PH(pixel pitch) 为像素间距，是指显示屏相

邻两个像素点之间的距离;像素间距(点距)的计算方式是以面板

尺寸除以解析度所得的数值。如 14 英寸液晶显示器的可视面积

一般为 285. 7mmX 2l4. 3mm，分辨率为 1024 X 768 ，从而计算出

该 LCD 的点距是 285.7/1024 或 214. 3/768 = O. 279mm] 0 最大

水平清晰度是由视频带宽和有效行时间等因素决定的。因为

1MHz 信号的周期为 1μS，所以在一行时间内将产生 52 个周期。

又因为电视线定义为黑和白的过渡，所以在一个有效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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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Hz 的信号将产生 104 条黑白线条。 104 除以宽高比系数，即

为 78TVL/PH。计算中国 PAL 制图像清晰度时，每 1MHz 视频

带宽可以产生大约 80 电视线水平清晰度的依据。 10MHz 的视

频带宽，即可以产生 800TVL/PH 的水平清晰度。电影与电视

对清晰度的定义有所不同。在电影技术中 400 线清晰度是指显

示 400 对 (800 条)线，而在电视技术中 400 线清晰度是指显示

400 条 (200 对〉线。高清晰度电视画面宽高比为 16 : 9 ，在水平

方向上显示 400 条黑白线称为水平清晰度为 400 线或 225 电视

线，每 1MHz 带宽相当于 225 电视线/7. 734MHz= 29 电视线/

1MHz ， 400 线 /7. 734MHz工 52 线/lMHz，高清晰度电视亮度信

号的传输带宽最大为 30MHz，相当于水平清晰度， 30MHzX 29 

电视线/lMHz= 870 电视线， 30MHzX 52 线/lMHz= 1550 线，

重现 1920 线需要的带宽为 1920/52 = 37. 125MHz(取样频率

74. 25MHz 的 1/2) 。

5 VBS 为图像信号、消隐脉冲和同步脉冲组成的全电视信

号的英文缩写代号。

7 是指监视画面为可用图像时的信噪比。可用图像是指能

够辨认画面物体轮廓的图像。

4.5.2 本条系新增条文。

本条规定了数字视频工业电视系统图像质量。

2-3 视频格式为 720P 是美国电影电视工程师协会

(SMPTE)制定的高等级高清数字电视的格式标准，有效显示格式

为: 1280 X 720。美国电影电视工程协会将数字高清信号数字电视

扫描线的不同分为 1080P ， 1080I 、 720P (I是 Interlace ，隔行的意

思 ;P 是 Progressive ，逐行的意思)" 720P 是一种在逐行扫描下达

到 1280X720 的分辨率的显示格式。

4 CIF 是 Common Intermediate Format 的缩写，即通用影

像传输视频会议(video conference) 中常使用的影像传输格式，分

辨率为 352X288 ，影像传输可达每秒 30 帧，符合 ITU H. 261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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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会议资料传输协定。

6 灰度是指电视图像中从最黑到最白之间能区别的亮度

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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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备选择

5.1 一般规定

5. 1. 1 、 5. 1. 2 本条系新增条文。

5.2 摄像机、镜头与云台

5.2.1 本条系原规范第 4. 1. 1 条~第 4. 1. 6 条的修改。

本条为选择摄像机的基本规定;

1 CMOS 表示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CCD 表示电荷捐合

器件。 CCD 和 CMOS 传感器实际使用的都是同一种传感器，即

图像半导体，它是一个 PN 结合半导体，能够转换光线的光子爆炸

结合处成为成比例数量的电子。 CCD 传感器通常能看到的照度

范围在 0.1 lx ~3 lx，是 CMOS 传感器感光度的 3 倍~10 倍，所

以目前普通的 CCD 摄像机的图像质量要优于 CMOS 摄像机。

4 星光级摄像机:在微光情况下，通常是指星光环境下无任

何辅助照明，可显示清晰的彩色图像。随着图像传感器技术的发

展，以及图像阵噪算法的应用，高清网络摄像机的低照度效果越来

越好，它不同于红外，可借助周围的一切光源，如路灯、走廊灯、月

光甚至是星光等，在光线较暗的情况下 (0.001 lx 及以下)获得全

彩色实时视频图像，由于采用了超灵敏度图像传感器和独有的电

子倍增和噪点控制技术能够极大地提高摄像机的灵敏度，且具备

24h 全彩色实时效果，无普通低照度摄像机出现的拖尾现象，以满

足对夜间高品质监控的需求。

5 光照强度是指单位面积上所接受可见光的能量，简称照

度，单位勒克斯Clx) 。照度数值越小，图像清晰度越高，说明传感

器的灵敏度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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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灵敏度是在标准摄像状态下，摄像机光圈的数值。

标准摄像状态指的是，灵敏度开关设置在 Odb 位置，反射率为

89.9%的白纸。在 2000 lx 的照度、标准白光(腆鸽灯)的照明条

件下，图像信号达到标准输出幅度时，光固的数值称为摄像机的灵

敏度。灵敏度是越低越好。光圈值越低，就证明该机器对光的感

应能力越强。 Fll 的灵敏度就要比内的更好。灵敏度这个参数

多见于广播级摄像机。

通常太阳光只能达到水下 20m~30m，因此水深 20m~30m

以上都应使用辅助照明。在透明度恶劣的水域，不到这个深度也

需要照明。由于在水中波长长的光衰减大，因此选择波长短的光

源可获得更佳的照明效果。自炽灯辐射光的主要区域是红光，对

特殊设计的水下摄像机来说，效率非常低，目前使用的光源主要有

腆素石英灯、腆化铠灯、水银灯、lli(灯以及 LED 灯等。在水中，光

的吸收和散射会严重地影响到图像质量，因此除了考虑光源的选

择外，对照明的位置和照射方向也要作考虑。辅助照明光源的位

置要尽量设置在被摄物体附近。

水下工业电视系统通常包括:水下摄像机及附件(包括水下摄

像机、摄像机耐压壳体及相关附件、水密接头和固定结构)、水下辅

助照明系统(包括水下照明灯耐压壳体及相关附件、水密接头、照

明灯光源及驱动电路、固定支架)、多波束前视声呐(包括水下前视

声呐及相关附件、水密接头、固定支架)、水下安装固定及调节支

架、水下电缆传输部分(包括水下摄像机及辅助照明灯用的水下复

合电缆、声呐用电缆、水密接头) ，以及水下导向稳定系统组成。水

下工业电视系统在照明、镜头及材料结构上都有特殊的要求。工

程设计时，要采用高灵敏度、短焦距、广角大口径镜头的水下摄像

机、密封耐压并具有渗水报警装置的摄像机防护罩及直角观察装

置、控制箱等。高灵敏度摄像机是指环境照度在 1 lx 以下仍能保

证图像质量的摄像机。水下工业电视系统供电，水下摄像机供电

由直流电源供电，且电压不超过 30V; 当采用大于 6V 的电气回路

• 67 • 



都应该有相应的熔断器/回路断路器作短路保护;导线应具有通过

全负载电流、过载电流，以及保护装置动作时间内可能通过的故障

电流的足够的截面积。

7 透雾摄像机的透雾原理:自然光由波长不同的光波组合而

成，人眼可见范围大致为 390口m~780口m，波长从长到短分别对应

了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其中波长小子 390口m 的叫作紫外

线，波长大于 780口m 的叫作红外线。雾气、烟尘等空气中的小颗

粒对光线有阻挡作用，使光线反射而元法通过，所以只能接收可见

光的人眼是看不到烟尘雾气后面的物体的。而波长越长，衍射能

力越强，即绕过阻挡物的能力越强，而红外线因为拥有较长的波

长，在传播时受气溶胶的影响较小，可穿过一定浓度的雾需烟尘，

实现准确聚焦，这就是光学透雾的依据。透雾技术主要包括:

(1)光学透雾:一般的可见光元法穿透云雾和烟尘，但近红外

线可以穿透一定浓度的雾需烟尘，光学透雾就利用近红外线可以

绕射微小颗粒的原理，实现准确快速聚焦。技术的关键主要在镜

头和滤光片。通过物理的方式，利用光学成像的原理提升画面清

晰度。缺点是只能得到黑白监控画面。

(2)算法透雾:算法透雾技术，也称为视频图像增透技术，一般

指将因雾和水汽灰尘等导致朦胧不清的图像变得清晰，强调图像

当中某些感兴趣的特征，抑制不感兴趣的特征，使得图像的质量改

善，信息量得到增强。

(3)光电透雾:光电透雾是结合上述两种功能，通过机芯一体

化，即通过内嵌的 FPGA 芯片和 ISP/DSP 进行运算处理，实现彩

色画面输出。一方面，该透雾技术可区分远景、近景，雾气浓淡等

因素，选择透雾级别，可实现区域效果最佳，不同于过去对画面对

比度整体的提高，且没有延时;另一方面，芯片的高速运算必将产

生噪声点，夜间光照不足时影响尤为突出，所以二体机芯普遍需要

采用 CCD 传感器和大光圄镜头，以达到良好的低照效果。它是目

前市场上透雾效果最好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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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假透雾:这主要是通过人为调节对比度、锐度、饱和度、亮

度等数值，或做一些滤镜切换装置，让图像重点突出，从而改善主

观视觉效果。缺点是不能对景物重新进行聚焦，难以满足视觉

体验。

8 红外热图像在工业企业生产中的应用比较广泛，如红外热

图像在冶金高炉炉顶布料上的应用:对炉喉布料、溜槽运行以及对

炉内是否塌料、坐料和料面偏料等→系列工况进行监视，通过图像

处理计算机，对监视图像进行处理，实时获取料面气流分布和温度

分布状况的定量数据，自动生成伪彩图、温度数据图、趋势图及分

布曲线图，为操作人员及时准确调剂炉料提供可靠的操作依据。

红外线波长为 O. 70μm~lOOOμm，大气对红外线辐射传输的影响

主要是吸收和散射。大气分子的强烈吸收使大气对红外线辐射的

大部分区域是不透明的，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波长区，红外线辐射才

能透过。这些特定的波长区称为红外线辐射的"大气窗口"，几乎

都集中在 25μm 以下的近红外和中红外区域。根据其基本特征，

工业企业观察物体内部红外热图像工作波长范围为 O. 70μm~ 

25μm 较适合。

9 钻孔工业电视系统包括摄像机、地面控制器、传输电缆、监

视显示设备、绞车、绞架等。钻孔工业电视系统应用范围广泛，包

括如在矿产地质方面，观测矿体矿脉厚度、倾向和倾角，钻孔自身

的倾向和倾角;在煤矿等矿山方面，观测和定量分析煤层等矿体走

向、厚度、倾向、倾角，层内夹肝及与顶板岩层的离层裂缝程度等;

在地下管道方面，观察管道内容物，定量分析管道裂隙及破碎、断

裂位置、长度、宽度及走向等;在孔斜测试方面，用于测试钻孔、管

桩等被测对象的倾斜度测试等。观察钻孔的孔底及孔壁，在镜头

(根据需要可选广角或直角镜头)、摄像机、防护罩、照明、线缆敷设

及材料结构上都有特殊的要求，工程设计时需综合考虑。

10 本款规定为保证安全采取的措施。

12 射线是由各种放射线核素，或者原子、电子、中子等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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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量交换过程中发射出的、具有特定能量的粒子或光子束流。

耐辐射摄像机应用于核工业检测以及核物理实验，镜头可以支持

水下耐辐射或者真空防辐射等复合工况，吸收剂量最高可以达到

2MGy(Gy 是受辐射的机体组织或物质实际吸收能量的计量单

位， 1MGy = 1/1000Gy) 的耐辐照强度。在核工业、核电站以及核

物理实验中广泛应用。耐辐照电视摄像机通常包括工业级固体摄

像机、抗辐照防护罩和抗辐照摄像镜头。光纤都应具有相应的抗

辐照性能。

13 摄像机在矿井下作业面等场所的应用，要符合现行行业

标准《煤矿安全监控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AQ 6201 及《煤矿安全监

控系统及检测仪器使用管理规范 ))AQ 1209 有关规定的要求;摄

像机在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的应用，要符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关于金属与非金属矿山实施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管理的通

知))(安监总规划宇 (2005J83 号)和现行行业标准《金属非金属地

下矿山监测监控系统建设规范 ))AQ 2031 有关规定的要求;因此

要求井下设备必须采用安全标识产品。

14 逆光安装时除选用带背光补偿的摄像机外，还需采取降

低监视区域明暗对比度的措施。

15 通过红外光学系统、红外探测器及电子处理系统，将物体

表面红外辐射转换成可见图像的设备。它具有测温功能，具备定

量绘出物体表面温度分布的特点，将灰度图像进行伪彩色编码。

热成像仪一般由镜头组件、机芯组件、电子组件、防护外壳等部件

组成。按应用方式包括离线型和在线型，按功能类型包括观察型

和测温型。

5.2.2 本条系新增条文。

本条为摄像机镜头的选择基本规定。

2 镜头的成像尺寸应与摄像机传感器的有效尺寸相匹配。

当二者尺寸不一致时，画面会在焦点以外;镜头成像尺寸大于靶面

尺寸，视场内的图像不能全部反映出来;镜头成像尺寸小于靶面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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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不能反映满幅图像。

5 镜头的分辨力是指在成像平面上 1mm 间距内能分辨开

的黑白相间的线条对数，单位是"线对/毫米"( lp/ mm , line-pairs/ 

mm) ，即是在物体反差无限大的时候(就是所有物象在纯白和纯

黑下)镜头记录物体细节的能力。当镜头在 1mm 的范围内，可以

分辨出 60 根平行线组成的图案，就是说该镜头的光学分辨率为

601p/mm。理论上说分辨率越高的镜头，成像也越清晰。

5.2.3 本条系原规范第 4. 1. 7 条的修改。

光学成像关系如图 1 所示。

fJJ:电二二?二忏
监视目标 像场

图 1 光学成像关系图

摄像机镜头图像成像尺寸如表 1 所示。

表 1 摄像机镜头图像成像尺寸表

ιrT 1/2" 1/3" 2/3" 1" 

宽 6. 4 4. 8 8.8 12.7 

高 4.8 3.6 6. 6 9.5 

摄像机镜头图像成像尺寸与靶面尺寸对应，镜头成像尺寸与

靶面尺寸不→致，画面会在焦点以外;镜头成像尺寸大于靶面尺

寸，视场内的图像不能全部反映出来;镜头成像尺寸小于靶面尺

寸，不能反映满幅图像。对靶面尺寸为 1/3 "型的焦距与视场角

(对角线)的对应关系如表 2 所示。视场角表征监视目标景物的范

围，表示摄像机镜头的视野内被监视目标物体的高度和宽度的

张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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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靶面尺寸为 1/3"型的焦距与视场角(对角线)的对应关系

焦 E巨 视场角(对角线)

f=2.8mm 97。

f=3mm 91。

f=4.5mm 53 。

f=8mm 36 。

f=12mm 24' 

f二 50mm 5.3' 
一一L_二

5.2.4 本条系原规范第 4. 1. 8 条和第 4. 1. 9 条的修改。

本条规定了镜头类型的选择要求。

1 定焦镜头(prime lens) 特指只有一个固定焦距的镜头，只

有一个焦段，或者说只有一个视野。定焦镜头没有变焦功能。

2 变焦镜头是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变换焦距从而得到不同宽

窄的视场角。

3 可变光圈是相对于恒定光圈来说的，可变光圈的镜头在变

换焦距的时光圈会自动调节，与光学变焦无关。

4 摄像机能够附带自动光圈功能(提供驱动自动光圈镜头的

接口) ，才能在配接自动光圈镜头的情况下，使摄像机输出的视频

图像信号自动地保持在标准状态。自动光圈镜头能适应监视目标

大范围的亮度变化，防止图像产生光晕及保护摄像机靶面所采取

的相应措施。自动光圈镜头分为两类:一类为视频( video) 驱动

型，即镜头内设有放大器电路，用以将摄像机输出的视频 l幅度信号

转换成对光圈马达的控制;另一类为直流 (DC) 驱动型，即利用摄

像机内的直流电压来直接控制光圈，这种镜头仅包含电压计式光

圈马达，要求摄像机内有放大器电路。对于视频(video)驱动型自

动光圈镜头，通常还有两种可调整旋钮，一种是 ALC 调节(测光

调节) ，有以峰值测光和根据目标发光条件平均测光两种选择，一

般取平均测光挡;另一种是 LEVEL 调节(灵敏度) ，可将输出图像

变得明亮或暗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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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长焦距镜头是指比标准镜头的焦距长的摄影镜头。长焦

距镜头分为普通远摄镜头和超远摄镜头两类。普通远摄镜头的焦

距长度接近标准镜头，而超远摄镜头的焦距却远远大于标准镜头。

6 广角镜头是一种焦距短于标准镜头、视角大于标准镜头的

摄像镜头。广角镜头的基本特点是，镜头视角大，视野宽阔。从某

一视点观察到的景物范围要比人眼在同一视点所看到的大得多;

景深长，可以表现出相当大的清晰范围;能强调画面的透视效果，

善于夸张前景和表现景物的远近感，这有利于增强画面的感染力。

7 针孔镜头是指利用小孔成像原理构成影像的镜头。

5.2.5 本条系原规范第 4. 1. 10 条。

5.2.6 本条系原规范第 4. 1. 11 条的修改。

本条为云台选择的基本规定。

1 固定云台适用于监视范围不大的情况，在固定云台上安装

好摄像机后可调整摄像机的水平和俯仰的角度，达到最好的工作

姿态后只要锁定调整机构就可以了。

2 电动云台适用于对大范围进行扫描监视，它可以扩大摄像

机的监视范围。

3 选择云台需考虑能够承载摄像机、镜头、防护罩等设备集

成后的重量要求。

5.3 t聂像机防护

5.3.1 本条系新增条文。

5.3.2 本条系原规范第 4. Z. 1 条的修改。

本条为在环境温度高、含尘量浓度大于 10mg/m3 等场合下选

择不同类型防护罩的基本规定。

5.3.3 本条系原规范第 4. Z.Z 条。

防护罩内瘟度超过摄像机正常工作温度条件上限值报警时，

需及时关闭快门，检查冷却系统是否有障碍，一时元法修复时，应

及时取出摄像机。防护罩冷却系统发生故障时，应发出超温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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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并切断摄像机电源。

5.3.4 本条系原规范第 4.2.3 条的修改。

当摄像机装入炉内或装在炉壁上，需设置超温自动脱离使用

状态的机构，一旦停水或停气，保护措施失效，防护罩内温度超出

摄像机允许工作温度，摄像机能够自动退出使用状态，以免损坏摄

像机。

5.3.5 本条系原规范第 4. 2. 13 条和第 4. 2. 14 条的修改。

本条为摄像机采用不同冷却介质防护的基本规定。

1 工程设计时，需向热力专业提出压缩空气入口压力、温度、

流量等技术参数指标，以及压缩空气送到摄像机具体位置的要求。

当送到摄像机的压缩空气的入口压力、温度等技术参数指标受到

限制，不能满足摄像机防护要求时，需考虑加设涡游制冷管(器)

冷却。

2 工程设计时，需向给排水专业提出冷却水入口压力、温度、

流量等技术参数指标，以及冷却水送到摄像机具体位置的要求。

5.3.6 本条系原规范第 4. 2. 4 条~第 4. 2. 12 条的修改。

本条为摄像机采用防护装置或采取防护措施的基本规定。

2 水下摄像机除配备密闭、耐压及渗水报警等防护装置外，

采用的接线箱盒同样需要密闭，避免潮气侵入。

4 盐雾是指大气中由含盐微小液滴所构成的弥散系统，是人

工环境三防系列中的一种。盐雾环境，如沿海海滨地区。盐雾腐

蚀就是一种常见和最有破坏性的大气腐蚀;盐雾对金属材料表面

的腐蚀是由于含有的氯离子穿透金属表面的氧化层和防护层与内

部金属发生电化学反应引起的。

5 在腐蚀环境下，摄像机及其配套设备可采用喷塑、镀铭合

成树脂，或采用不锈钢材质。采取涂防腐涂料时，防腐涂料的底涂

料、中间涂料和面涂料等特性要求一致，能够使各涂料层间结合良

好，达到较好的防腐效果。强腐蚀环境指:腐蚀速度 1mm/a~

5mm/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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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采取防振、隔振措施包括:一是主动隔振措施，可采用橡胶

隔振垫、橡胶隔振器、金属阻尼弹簧隔振器及空气弹簧隔振器;二是

被动隔振措施，可采用支承式隔振，隔振器设置在隔振台板下，与隔

振台板组合成隔振系统;可采用悬挂式隔振，隔振器与刚性吊杆串

联井和隔振台板组合成隔振系统。隔振措施可参见现行国家标准

《电子工业防微振工程技术规范))GB 51076-2015 的有关规定。

7 室外全天候防护罩配置相应的功能时，应根据环境条件确

定，如防高温、防低温、防灰尘、防雨雪等，以及内配自动调节温度、

自动除霜等。摄像机及其配套设备，包括云台、防护罩、解码器和

现场控制箱等，及室外防护罩需配套的遮阳罩、风扇、雨刷、加热

器等。

8 本款规定了爆炸危险环境采用防爆摄像机的要求。工程

设计时，防爆摄像机考虑的因素包括:

(1)爆炸性环境采用本安型设备时，需选择安全栅配合使用，

安全栅安装在安全区域内。

(2) 防爆摄像机及其配套设备需能够承受爆炸性气体环境、爆

炸性粉尘环境的爆炸压力，同时能够阻止内部爆炸性气体产生的

火向外壳周围爆炸性气体环境的传播，避免在爆炸危险区域发生

爆炸或产生次生灾害;还要符合与本区域周围环境内化学的、机械

的、高温的、寒冷的以及风沙等不同环境对设备的防护要求。

(3)采用与爆炸危险介质相适应的防爆设备，包括设备的整体

防爆等级(如危险区域等级和爆炸性混合物的级别、组别配置，设

备防爆结构的选型等)等都需与爆炸危险介质相适应，需按现行国

家标准《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58 的有关规定

执行。

(4) 由于生产需要，工业企业难免有爆炸危险场所存在，这些

场所由于存在易燃易爆性气体、蒸气、液体、可燃性粉尘或者可燃

性纤维而因各种因素具有可能引起火灾或爆炸危险的场所。如金

属企业(镜、铁、铝粉等) ，煤炭企业(活性炭、煤尘等) ，合成材料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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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塑料、染料粉尘等) ，轻纺企业(棉尘、麻尘、纸尘、木尘等) ，化纤

企业(聚醋粉尘、聚丙烯粉尘等)等。爆炸是指物质从一种状态，经

过物理变化或化学变化，突然变成另一种状态并放出巨大的能量

而产生的光和热或机械功。物理爆炸是由于液体变成蒸气或气体

迅速膨胀，压力急速增加，井大大超过容器的极限压力而发生的爆

炸。如蒸气锅炉、液化气钢瓶等的爆炸。化学爆炸是因物质本身

起化学反应，产生大量气体和高温而发生的爆炸。如可燃气体、液

体蒸气和粉尘与空气混合物的爆炸，炸药的爆炸等，能发生化学爆

炸的粉尘有铝粉、铁粉、聚乙烯塑料、淀粉、烟煤及木粉等。可燃气

体和粉尘与空气混合物的爆炸属于此类化学爆炸。如容器中装有

可燃气体或液体，在发生物理爆炸的同时往往伴随着化学爆炸，这

种爆炸称为"二次爆炸"。

(5)爆炸性物质分为三类: 1 类为矿井甲:店， II 类为爆炸性气

体混合物(含蒸汽、薄雾) ，田类为爆炸性粉尘(纤维或飞絮物)。

(6)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分三类:

I 类电气设备用于煤矿瓦斯气体环境。

E 类电气设备用于除煤矿甲烧气体之外的其他爆炸性气体

环境。

E 类电气设备按照其拟使用的爆炸性环境的种类可进一步再

分类:

II A 类:代表性气体是丙屈;
II B 类:代表性气体是乙烯;
II C 类:代表性气体是氢气。
E类电气设备用于除煤矿以外的爆炸性粉尘环境。

5.4 辅助照明

5.4.1 本条系原规范第 4.3.1 条的修改。

本条规定了工作照度指摄像机在摄取监视目标时，对周围环

境照明亮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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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本条系新增条文。

灯具安装高度大于 8m 的场所，其照明光源的显色指数 (Ra)

可低于 80 ，但必须能够辨别安全色。

5.4.3 本条系原规范第 4.3.1 条的修改。

节能灯具包括如 LED 等灯具。

5.4.4 本条系原规范第 4.3.2 条。

卤素灯的明亮光线使对比度更丰富、图像更清晰和可视性更

好。腆鸽灯具有亮度高，寿命长的特点。

5.4.5 本条系原规范第 4.3.3 条的修改。

本条为水下摄像机辅助照明的基本规定，是为了减少光在水

中的衰减和散射对系统图像质量的影响，合理选择照明光源。从

海水衰减系数的光谱分布可见，对波长为 520且m 的蓝绿光衰减最

小，证明波长集中在 520且m 附近的光源是适合的，如腆化镀灯。

用腆化镜灯作为水下工业电视系统的照明光源，其效率比普通白

炽灯提高 6 倍。水下摄像机辅助照明需采用 12V 安全电压灯具，

或适合工程实际要求的安全电压灯具。

5.4.6 本条系原规范第 5. 1. 6 条。

多场景指单台摄像机所监视的场景是多处而不只是一处;变

化场景指单台摄像机所监视的场景是动态和变化的。辅助照明与

摄像机同步转动，以实现灯光跟踪，保持正常的工作照度，保证图

像显示的清晰度。

5.4.7 本条系新增条文。

本条为辅助照明装置控制基本规定。控制包括设置开关或其

他形式的控制，目的是在维护检修时，达到断电，确保操作安全。

5.4.8 本条系新增条文。

本条为不同环境条件下选择辅助照明灯具的基本规定。

5.5 控制、存储和显示设备

5.5.1 本条系新增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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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为视频控制设备选择的基本规定。

2 镜头、云台等的各种动作，是指转向、变焦、聚焦、光圈等

动作。

3 手动切换或编程自动切换，是指对视频输入信号在指定的

显示设备上进行固定或时序显示。

5.5.2 本条系新增条文。

本条为选择视频编解码设备的基本规定。视频编解码器，是

指一个能够对数字视频进行压缩或解压缩的程序或设备。

1 、2 视频编码技术基本是由 ISO/IEC[国际标准化组织

CISO)及国际电工委员会CIEC) ]制定的 MPEG-x 和 ITU-T[国际

电信联盟远程通信标准化组织 CITU-T for ITU Telecommunica

tion Standardization Sector) ，它是国际电信联盟管理下的专门制

定远程通信相关国际标准的组织]。制定的 H.26x 两大系列视频

编码国际标准推出的。

H.264 ，同时也是 MPEG-4 第十部分，是由 ITU-T 视频编码

专家组(VCEG)和 ISO/IEC 动态图像专家组(MPEG)联合组成的

联合视频组CJVT ， ]oint Vid巳o Team)提出的高度压缩数字视频编解

码器标准。这个标准通常被称之为 H. 264/ AVC (或 AVC/H.264

或 H. 264/MPEG-4 AVC 或 MPEG-4/H. 264 AVC) 0 MPEG-4 第十

部分技术上和 ITU-T H. 264 是相同的标准。

G.711 是由国际电信联盟 (ITU-T) 制定的一种音频编码方

式，又称为 ITU-T G. 711;G. 723. 1 是由国际电信联盟 CITU-T)

制定的双速率语音编码算法。

随着高清显示设备的发展和高清数字视频逐渐进入工程领域

的应用，新一代视频编码技术 H. 265/HEVC (高效视频编码，

High Efficiency Video Coding) 应运而生。 H. 265 是 ITU-T

VCEG 继 H.264 之后所制定的新的视频编码标准。 H.265 相对

于 H.264/AVC 编码技术显示出了巨大的优越性，是未来视频编

码技术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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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码流 (Data Rate)是指视频文件在单位时间内使用的数据

流量，也叫码率，是视频编码中画面质量控制中最重要的部分。同

样分辨率下，视频文件的码流越大，压缩比就越小，画面质量就越

好。双码流是指一路视频图像经过视频编码器输出两个独立的码

流，输出码流的分辨率、帧率、码率等参数都可以独立设置。双码

流采用一路高码率的码流用于本地高清存储，如 QCIF/CIF /D1 

编码，一路低码率的码流用于网络传输，如 QCIF/s由 QCIF 编

码，同时兼顾本地存储和远程网络传输。双码流能实现本地传输

和远程传输两种不同的带宽码流需要，本地传输采用高码流可以

获得更高的高清录像存储，远程传输采用较低的码流以适应

CDMA/ADSL 等各种网络。视频行业的双码流技术已经发展到

了高清双码流，能够支持 720P (1280 X 720 , 30fps) 十 Full D1 

(720 X 480 , 30fps) 的双码流技术已经成为主流技术。三码流指三

种码率，采用一路高码率的码流用于本地高清存储，如 H.264\D1

编码;一路低码率的码流用于网络传输，如Dl/CIF 编码;另一路

超低码流用于 3G/网络传输，如 QCIF，同时兼顾本地存储和远程

网络传输。三码流能实现本地传输和远程传输三种不同的带宽码

流需要，本地传输采用高码流可以获得更高的高清录像存储，远程

传输采用较低的码流以适应 CDMA/ADSL 等各种网络。

目前，常见的多码流技术包括:支持多个并发码流，但是这些

视频码流必须是相同参数配置的，修改任何一路码流的参数配置，

如分辨率、帧速等，则其他所有的码流配置都将发生变化;支持多

码流，需要通过某些额外的设备，如 NVR 或者转发设备才能实

现，这意味着视频码流需要通过这些额外设备的处理或者协助才

能实现多码流并发，整个系统的设备负担很大;网络视频前端设备

就支持多码流并发，但是对多码流的性能支持较差，如只有一个码

流可以支持全分辨率(如 4CIF) 下的全帧速 (25fps) ，第二个或第

三个视频码流便无法达到上述配置，视频表现大大降低;网络视频

前端设备便支持真正的多码流技术，这些视频码流是完全独立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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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可以分别为不同的分辨率、不同的帧速、不同的压缩比率或

者不同的编码方式，同时，在多码流性能上支持多个并发的全分辨

率、全帧速的独立并发码流。

6 三次开发就是在现有软件产品的基础上，针对企业实际需

求进行的开发。

5.5.3 本条系新增条文。

本条为选择图像存储设备的基本规定。

5.5.4 本条系新增条文。

分布式存储，是将数据分散存储在多台独立的设备上。集中

存储，是指建立一个集中且较大的数据库，把各种信息存入其中，

各种功能模块围绕信息库的周围并对信息进行录入、修改、查询、

删除等操作的管理方式。

5.5.5 本条系原规范第 4. 4. 2 条的修改。

本条为设置图像存储系统的基本规定。视频存储容量估算值

(MB/h) =单路视频标称码流 (Mbps) /8 X 3600 X 存储路数。工

程设计时，存储需求的存储空间在换算到具体需要多少块硬盘时，

还需要考虑下列因素:硬盘可用空间损失，根据经验，如标称容量

为 3TB 的硬盘，在 PC 操作系统中可用空间仅为 2.79TB;换算比

例约为 93% ; IP-SAN raid 冗余以及格式化损失，如采用 Ip-san 方

式存储， Ip-san 冗余级别为 raid5 ，同时会存在格式化损失，空间损

失比例约为 90%; 系统扩展预留，一般建设存储系统时，会预留

10%的存储空间，为系统扩展以及其他业务作备用。

3 生产和管理有需求时，重要监视目标的图像信息存储或复

制备份资料的保存时间不受 30 天的限制，按实际需要满足其保存

时间的要求。

5.5.6 本条系新增条文。

本条为选择显示设备的基本规定。当系统中有数字视频信号

源时，需为显示设备配置视频解码器。当显示普通标清摄像机图

像时，显示设备需具有 CVBS 输入接口，以及采用 BNC 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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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系统中需显示数字高清摄像机图像时，相应显示设备需具备

DVI 或 HDMI 高清输入接口。

5.5.7 本条系原规范第 4.4.1 条的修改。

本条为不同级别监控室，选择单屏显示设备屏幕尺寸的基本

规定。显示设备屏幕尺寸规格的选择需要考虑不同级别监控室的

房间面积，如现场级监控室的房间面积通常受到工艺平面布置的

制约，房间面积不可能很大，再考虑到操作监视人员观看的舒适

度，所以现场级监控室选择的显示设备屏幕尺寸同样不可能很大。

显示设备采用的尺寸是指屏幕对角钱的长度(1英寸 =2. 54cm) 。

视频显示设备根据显示器件的种类分为:阴极射线管显示器(Cath

ode Ray Tubedisplay ，简称 CRT)、发光二极管显示器 (Light- emit 

ting Diode Display，简称 LED) 、等离子显示面板 (Plasma Display 

Panel，简称 PDP) 、液晶显示器 (Liquid Crystal Display，简称

LCD)等。

5.5.8 本条系新增条文。

5.5.9 本条系原规范第 4. 4. 3 条的修改。

拾音器是采集声音的主要设备，包括送话器和放大器。拾音

器通常采用三线制、四线制，电源正极、音频信号线(正)、公共地。

工程设计时，拾音器的选择需满足安装环境的条件要求，如在爆炸

危险环境区域内需选择防爆拾音器;同时需注意选择的拾音器配

套器材是否包括音频插头、12V 直流电源适配器等。

5.5.10 本条系新增条文。

本条为工业电视系统有视频图像内容分析的要求时，选择设

备的基本规定。

2 前端分析，通过嵌入编码器或摄像机中的硬件处理器完成

核心算法的运行和相关计算，实现视频内容分析。后端分析，视频

接人节点的计算机/服务器上安装视频分析软件，对接收到的视频

内容进行分析。

5.5.11 本条系新增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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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平台适用于联网系统，具有互通性、扩展性、规范性、易操

作性、安全性、可靠性、可维护性和兼容性等功能。管理平台通常

由硬件设备和相应的软件模块组成。硬件设备通常包括不同类型

的服务器、接入网关等;软件模块通常包括有关协议、应用和系统

管理模块等。管理平台有关接口、传输等协议要符合有关标准的

规定，与本系统或其他系统接口的硬件和软件相适配。采用数字

视频管理平台时，要配置具有视频网络控制和管理功能的软件，需

支持二次开发等。

5.5.12 本条系新增条文。

用户通过用户终端对系统进行访问和控制时，需经系统注册

并授权。用户终端可分为固定用户终端和移动用户终端。固定用

户终端主机通常采用通用多任务操作系统，操作系统带有通用的

Web 浏览器;固定用户终端主机需配置 USB 接口和 10Mbps 以上

的以太网端口;固定用户终端主机显示分辨率不小于 1024 X 768 , 

颜色位数不少于 16 位;每台用户终端同时监视的图像不要大于 4

路。移动用户终端需配置 SDIO( Secure Digital 1叩ut and Output 

Card)安全数字输入输出卡接口，移动用户终端的显示分辨率不

小于 640X 480 。

5.6 防护等级

5.6.1 本条系原规范第 4.2.15 条的修改。

防护等级OP 代码)是按标准规定的检验方法，外壳对接近危

险部件、防止固体异物进入或水进入所提供的保护程度。 IP 代码

由代码字母 IP( 国际防护 Int巳rnational Prot巳 ctio川、第一位特征

数字、第二位特征数字、附加字母、补充字母组成。 IP 代码后第一

位特征数字代表对固体异物(包括灰尘)进入的防护等级;第二位

特征数字表示外壳防止由于进水而对设备造成有害影响的防护等

级;附加字母表示对人接近危险部件的防护等级。防护等级 OP

代码)见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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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防护等级 (IP 代码)

第一位 防护等级 第二位 防护等级

特征数字 简要说明 含义 特征数字 简要说明 含义

。 元防护 。 元防护

防止直 直径 50mm
防止垂 垂直方向滴

径不小于 球形物体试具
1 1 直方向滴 水应元有害

50mm 的 不得完全进入
水 影响

固体异物 壳内

防止直
直径 12.5mm

防止当 当外壳的各

径不小于
球形物体试具

外壳在 15" 垂直在 15。范

2 12.5mm 2 范围内倾 围内倾斜时，

的固体异
不得完全进入

斜时垂直 垂直滴水应元

物
壳内

方向滴水 有害影响

防止直
各垂直在

径不小于 直径 2.5mr卫球
60" 范围内淋

3 2.5mm 形物体试具不得 3 防淋水
水，元有害

的团体异 完全进入壳内
影响

物

防止直

径不小于 直径1. 0mm球 向外壳各方

4 1. 0mm 形物体试具不得 4 防溅水 向溅水元有害

的固体异 完全进入壳内 影响

物

不能完全防

止尘埃进入，但
向外壳各方

进入的灰尘量
5 防尘 5 防喷水 向喷水无有害

不得影响设备
影响

的正常运行，不

得影响安全

• 83 • 



续表 3

第一位 防护等级 第二位 防护等级

特征数字 简要说明 含义 特征数字 简要说明 含义

防强烈
向外壳各方

6 尘密 元灰尘进入 6 向强烈喷水无
喷水

有害影响

浸入规定压

防短时 力的水中经规

7 间浸水影 定时间后外壳

口商 进水量不致达

到有害程度

持续潜水后

防持续 外壳进水量不
8 

潜水影响 致达到有害

程度

5.6.2 本条系新增条文。

工程设计时，要考虑设备所在室外周围环境内化学的、机械

的、高温的、寒冷的以及风沙等不同环境对其防护的要求。

5.6.3 本条系新增条文。

5.6.4 本条系新增条文。

由于车间厂房内、矿井等场所的环境条件不同，摄像机及与之

配套的设备的防护等级需满足实际环境的应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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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备布置

6.1 一般规定

6. 1. 1 、 6. 1. 2 这两条系新增条文。

6. 1. 3 本条系原规范第 5. 1. 1 条的修改。

6. 1. 4 本条系原规范第 5. 1. 5 条、第 5.2.4 条的修改。

6. 1. 5 本条系新增条文。

6.2 摄像机

6.2.1 本条系新增条文。

本条为摄像机安装位置的基本规定。

6.2.2 本条系新增条文。

工程设计时，安装摄像机的地点有预留埋件或设置平台的要

求时，需向土建专业提出有关预埋件的位置、预埋件的规格、承载

以及设置平台的位置、平台的结构形式等设计要求。摄像机在立

杆(柱)上安装，设计除要考虑立杆(柱)的结构和支架等固定件满

足摄像机自身的承载外，还要考虑有防护罩、辅助照明等设施时的

承载要求。安装在室外的摄像机，还要考虑可能有覆冰、雪和大风

等自然因素所附加的荷载。对振动较大的场所，如锻锤、大型桥式

吊车等机械设备，以及铁路轨道附近。需采取减振措施，包括在有

可能产生较大振动设备的周围设置隔离地沟，衬以橡胶、软木等减

振材料，以确保振动不能外传;对振动源采取减振措施包括采用弹

簧等减振阻尼器，减少振动的传递距离。为防止脱落需视实际情

况采用安全网防护。

6.2.3 本条系新增条文。

6.2.4 本条系新增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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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的平面是指安装摄像机的建(构)筑物的地面，或工艺

等设备平台、车间厂房间内的安全走道、检查维修平台等平台的

地面。

6.2.5 本条系原规范第 5. 1. 3 条的修改。

本条为摄像机镜头与光源同方向布置的基本规定。

6.3 控制、存储和显示设备

6.3.1 本条系新增条文。

6.3.2 本条系原规范第 5.2.1 条的修改。

2 设备安装稳固，包括委托土建专业设计轻质结构墙或支架

或预埋件位置、承载等设计要求，或由设备供应商提供成套的安装

支架都需要安装稳固。

4 显示设备采用视频拼接显示屏(墙)落地布置时，最底层显

示设备的底边距地的高度是满足操作人员观看舒适的基本规定，

以及底边距地太近时，避免清洁地面时沾上污渍，损坏设备。视频

拼接显示屏(墙)的外观结构要达到:拼接显示墙组装要牢固，拼接

显示单元之间的物理拼缝大小要符合有关要求，拼接后的屏幕墙

外观上应是一个整体。屏幕上不能有明显划痕，拼接处不能有损

伤。拼接显示墙整体不能有倾角(工程有特殊要求除外)。由一块

屏幕组成的大屏幕元缝拼接显示器，屏幕上不能有污迹和明显划

痕。每个拼接显示单元外观整沽，显示屏元明显划伤，表面涂镀层

不起泡、龟裂、脱落。金属零件没有锈蚀及其他机械损伤。大屏幕

拼接显示墙的所有功能开关、按键、旋钮的操作应灵活可靠，说明

功能的文字和图形符号的标志应正确、清晰、端正、牢固，指示应正

确。根据监控室的面积大小，显示设备的布置通常包括直线和弧

线布置。弧线布置时，其显示设备的弧度要适当，满足观看。

5 视频拼接显示屏(墙)屏幕不直接对着空调出风口，以及有

一定的间距要求，目的是保证显示屏(墙)避免在外界的干扰下影

响正常运行，或损坏设备产生不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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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专业，如仪表、电气等的系统图、流程图显示等。

6.3.3 本条系原规范第 5.2.2 条的修改。

本条为不同级别的监控室显示设备安装方式的基本规定。

6.3.4 本条系新增条文。

信息条屏设置在视频拼接显示屏(墙)上方或左右方，用于显

示欢迎字幕、有关通知等信息。

6.3.5 本条系新增条文。

本条为工业电视机柜安装在不同场地或环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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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传输与线路敷设

7.1 一般规定

7. 1. 1 本条系原规范第 7. O. 1 条的修改。

本条为工业电视系统视频信号传输方式的规定。

7. 1. 2 本条系原规范第 7.0.1 条的修改。

本条为工业电视系统视频信号采用无线传输方式的规定。工

程设计时，无线传输方式需考虑与其他相同或相近频段无线网络

的干扰协调;要合理利用地形地貌，以及采取空间隔离等技术措施

进行干扰隔离。

7. 1. 3 本条系新增条文。

本条为防泄密措施。需按照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的有关要

求，坚持"安全分区、网络专用、横向隔离、纵向认证"的原则，保障

系统的网络安全。低安全级别应用于所有的视频采集设备，高安

全级别应用于对安全性有特殊要求的增强型视频采集设备。

7. 1. 4 、 7. 1. 5 这两条系新增条文。

7. 1. 6 本条系原规范第 5. 1. 4 条的修改。

7. 1. 7 本条系新增条文。

7.2 传输设备

7.2.1 本条系新增条文。

2 带宽应用的领域较广，可用来标识信号传输的数据传输能

力、标识单位时间内通过链路的数据量、标识显示器的显示能力。

在数字设备中，带宽指单位时间能通过链路的数据量。通常以 bps

来表示，即每秒可传输之位数。载噪比是指经调制的信号的平均

功率(载波功率)与加性噪声(加性噪声一般指热噪声、散弹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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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它们与信号的关系是相加，不管有没有信号，噪声都存在)的平

均功率之比。传输时延是指结点在发送数据时使数据块从结点进

入到传输媒体所需的时间，即一个站点从开始发送数据帧到数据

帧发送完毕(或者是接收站点接收一个数据帧的全部时间)所需要

的全部时间。传输时延=数据帧长度/发送速率。

7.2.2 本条系新增条文。

1 线速是指网络设备交换转发能力的一个标准，达到线速标

准的设备，避免了非线速设备的转发瓶颈，称为"无阻塞处理"。

2 背板带宽，是交换机接口处理器或接口卡和数据总线间所

能吞吐的最大数据量。

3 接人层交换机主要下联前端网络高清摄像机，上联汇聚交

换机。以 720P 网络摄像机 4M 码流计算，常用的交换机的实际带

宽是理论值的 50%~70% ，所以一个百兆口的实际带宽在 50M~

70M o 4X12 三 48 (M) ，因此建议→台百兆接人交换机最大接入

12 台 720P 网络摄像机。同时考虑目前网络监控采用动态编码方

式，摄像机码流峰值可能会超过 4M 带宽，以及考虑带宽的冗余，

因此一台百兆接人交换机控制在 8 台以内，超过 8 台建议采用千

兆口。

4 汇聚层交换机主要下联接人层交换机，上联监控中心核心

交换机。一般情况下汇聚交换机需选择带千兆上传口的二层交

换机。

5 核心层交换机主要下联汇聚层交换机，上联监控中心视频

监控平台，存储服务器，数字矩阵等设备，是整个高清网络监控系

统的核心。选择核心交换机需考虑整个系统的带宽容量。因此监

控中心需选择全千兆口核心交换机。

7.2.3 本条系新增条文。

本条为不同类型光端机选择的基本规定。光端机是将多个

E1(一种中继线路的数据传输标准，通常速率为 2.048Mbps ，该标

准为中国和欧洲采用)信号变成光信号并传输的设备，主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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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光和光一电转换。光端机通常由光发射模块、光接收模块、光纤

接口 (FC 或 ST 接口)、视频 BNC 接头、数据端子、音频端子、开关

信号端子、以太网 (Rj45 接口)等构成。光端机按光纤模式分为单

模数字光端机和多模数字光端机，按传输方式分为单/多路视频十

数据/音频光端机、以太网光端机、EPON 光端机等。单模光端机

系列允许的最大链路损耗为 22曲，多模光端机系列允许的最大链

路损耗为 18dB 。

7.2.4 本条系新增条文。

7.3 传输线缆

7.3.1 本条系原规范第 7. O. 2 条的修改。

本条为工业电视系统采用有线传输模拟视频信号时，线缆选

择的基本规定。

1 、2 同轴电缆传输视频基带信号是一种传统且常用的传输

方式。在一定的传输距离范围且不加电缆均衡器或电缆放大器的

情况下，传输信号能满足系统图像质量等级的要求。对远距离或

为避免强电磁场干扰等场合，采用光缆是比较适合的传输方式

之一。

3 光缆具有传输频带宽、容量大、抗电磁干扰等特点。

7.3.2 本条系新增条文。

本条为工业电视系统采用有线传输数字视频信号时，线缆选

择的基本规定。

1 对绞电缆的水平缆线部分的距离不允许超过 90m，当超过

90m 时，丢包率会较大，表现为网络不稳定，距离越长表现越

明显。

布线系统信道应由长度不大于 90m 的水平缆线、10m 的跳线

和设备缆线及最多 4 个连接器件组成，永久链路则应由长度不大

于 90m 水平缆线及最多 3 个连接器件组成。

2 单模光缆在给定的工作波长上，只能以单一模式传输，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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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频带宽，传输容量大。多模光缆在给定的工作波长上，能以多个

模式同时传输。单模光缆和多模光缆视频图像传输时，其传输距

离也有差异，如波长 1310nm 的单模光缆典型传输距离，ç 16km ，

波长 1550nm 的单模光缆典型传输距离，ç25km; 波长 850nm 的多

模光缆典型传输距离ζ2.5km，波长 1300nm 的多模光缆典型传

输距离，ç6km 。

7.3.3 本条系新增条文。

4 光缆护层结构分为聚乙烯护套、聚氯乙烯护套、铝护套、钢

护套等。

7.3.4 本条系原规范第 7. 0.11 条、第 7. O. 12 条的修改。

本条为不同环境条件下工业电视线缆选择的基本规定。

8 高温环境是指温度超过人体舒适程度的环境。现行国家

标准《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 Zl 中规定:高温地面表面平均

温度不应大于 40"C ，瞬间最高温度不宜大于 60"C 。工作地点有散

热比较大的生产性或非生产性热源，导致工作环境气温较高就是

高温作业场所。在工业企业中，高温作业场所类型可分为高温强

辐射作业场所、高温高湿作业场所及夏季露天作业场所等，如冶金

工业的炼焦、炼铁、轧钢等车间，机械制造工业的铸造、锻造、热处

理等车间，电厂的锅炉间等。这些生产场所的气象特点是气温高、

热辐射强度大，而相对温度较低，形成干热环境。由于生产过程中

产生大量水蒸气或生产上要求车间内保持较高的相对程度所致构

成的高气温、气湿，而热辐射强度不大的特点。包括如印染、造纸

等工业中液体加热或蒸煮时，车间气温可达 35"C 以上，相对湿度

常达 90%以上。潮湿的深矿井内气温可达 30"C 以上，相对湿度达

95%以上。根据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对耐热电缆等级的划分可

知，耐热电缆是指 90"C ~ 155"C及以下电缆;高温电缆是指 180"C

及以上电缆。耐热和高温电缆具有在高温环境下能够正常稳定工

作，传输信号不受影响等特性。

9 低温是指环境气温以低于 10"C为界限。低温作业是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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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允许温度下限的气温条件下进行作业。 低温作业有高山高原工

作、工厂的低温车间以及寒冷气候下的野外作业等，工作地点的平

均气温等于或低于 5"C" 中国东北、华北及西北部分地区的工业

企业属于寒区，其气候特点是气温低、温差大、寒潮多;雪期长，积

雪深，结冻期长，冻土层厚。因此低温环境采用耐寒型线缆是必要

的。通常在 15"C 以下低温环境使用的线缆，其柔软度和使用性

能不会发生变化的线缆称为耐寒电缆。

10 在电磁干扰场强高于 3V/m 的环境或在电力电缆沟或

电缆隧道内敷设的工业电视线路，采用屏蔽电缆或光缆，并穿金属

管或在封闭式金属槽盒内保护敷设，目的是达到防电磁干扰。

11 特种射线辐照作用场所的类型一般包括辐照装置、放射

性矿石的开采或选冶设施、放射性物质加工设施、核设施、放射性

废物管理设施，以及非豁免的/审管部门尚未指明适于以注册方式

批准的其他任何源。

12 移动摄像机的安装形式包括摄像机移动、安装摄像机的

承载体固定或摄像机固定、安装摄像机的承载体移动。当采用摄

像机移动、安装摄像机的承载体固定的安装形式时，移动的摄像机

与固定的承载体之间需采用随行线缆;当摄像机固定、安装摄像机

的承载体移动时，承载体的移动轨迹区间需采用随行线缆。为使

连接摄像机的线缆在移动的承载体动作时，线缆不受到磨损，保证

视频信号的正常传输。因此采用专用线缆与移动的承载体同步移

动，能够满足平行移动监视确定的生产流程多目标区间的视频信号

的传输要求。工程设计时，根据摄像机安装的不同形式，在实现摄

像机移动的轨迹与确定的监视生产流程多目标区间协调一致的条

件下，需综合考虑:移动承载体采用的移动(如采用轨道、导轨等)形

式，摄像机引出线缆的长度、在承载体上的移动速度;摄像机安装允

许的倾斜角度、云台旋转角度、旋转速度;球形云台旋转限位(转角

可调) ;承载体的尺寸、载荷;线缆安装(固定安装、或移动安装)时的

最小弯曲半径，线缆是否配套相应的电缆支架;定制集成的专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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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含电源线、视频线、信号线)是否带有加强钢芯的特点等。

7.4 传输性能

7.4.1 本条系原规范第 7. o. 3 条。
7.4.2 本条系新增条文。

当 IP 网络采用有线方式传输时，有线网络推荐带宽的估算方

法如下:

(1)视频存储设备置于监控中心的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前端设

备接入监控中心所需的网络推荐带宽为系统接人的视频路数乘以

单路视频标称码率加上允许并发显示的视频路数乘以单路视频标

称码率。

(2)视频存储设备置于前端的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前端设备接

入视频存储设备所需的网络平均带宽为系统接入的视频路数乘以

单路视频标称码率。

(3)前端设备和视频存储设备接入监控中心所需的网络推荐

带宽为允许并发显示的视频路数乘以单路视频标称码率加上允许

并发回放的视频路数乘以单路视频标称码率。

(4)用户终端接入监控中心所需的网络推荐带宽为并发显示

的视频路数乘以单路视频标称码率;监控中心互联的网络带宽为

并发连接视频路数乘以单路视频标称码率。

(5)预留的网络带宽根据系统的应用情况确定，一般包括其他

业务数据传输带宽、业务扩展所需带宽和网络正常运行需要的冗

余带宽。

7.4.3 本条系新增条文。

信息包括视音频信息、控制信息及报警信息等。端到端的信

息延迟时间包括发送端信息采集、编码、网络传输、信息接收端解

码、显示等过程所经历的时间。

7.4.4 本条系新增条文。

本条为现场级监控室内部及现场级监控室之间互联的 IP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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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网络性能指标的基本规定。

1 时延是处理和传输导致数据不能按时到达的延迟。传输

时延=数据帧长度/发送速率。对于存储转发设备，时延为被测设

备收到最后一比特到发出第一比特的时间间隔。对于按比特转发

设备，时延为被测设备收到第一比特到发出第一比特的时间间隔。

2 影响抖动的因素通常和网络的拥塞程度相关。

3 丢包率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两点，一个是传统 IP 传输过程

中的误码，这种情况在目前的网络条件下发生的概率极低。另一

个是不能保障业务带宽造成的，当网络流量越拥塞，影响就越强

烈，丢包发生率也就越大。

7.4.5 本条系新增条文。

网络带宽是指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内(ls) 能通过的最大位数

据。如某网络视频存储设备的网络视频接入带宽 50Mbps ，当前

端每路摄像机只占 2M 带宽时，可以同时接入 25 路图像，但该网

络视频存储设备最多接入 8 路，也就是说它可以同时支持 8 路 6M

带宽的摄像机。考虑到网络传输过程及其他应用的开销，一般链

路带宽利用率以 60%计算(为应对突发数据量和缓解网络带宽满

负荷运行预留 20%带宽，网络自身开销占用近 20% )。具体计算

为:帧间隙在以太网标准中规定最小是 12 字节。然而在实际应用

中有可能比 12 字节要大，在这里我们使用最小值计算。因此算上

12 宇节的帧间开销及 8 字节的帧前导符，每个帧都要有 20 个字

节的固定开销。而一个以太网最小包长是 64 字节，则其占比 64/

(64十 8十 12) =76.2% 。通过计算得到理论上带宽的最高利用率

是 76.2% 。

7.4.6 本条系新增条文。

7.4.7 本条系新增条文。

基于 TCP/IP 的参考模型将协议分成四个层次，它们分别是

网络接口层、网络层 CIP 层)、传输层 (TCP 层)和应用层。 IP 层传

输单位是 IP 分组，属于点到点的传输。 TCP 层传输单位是 T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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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属于端到端的传输。

7.5 线路路由与敷设

7.5.1 本条系原规范第 7.0.4 条的修改。

本条为工业电视线路路由选择的基本规定。

4 各种类型的腐蚀在工业企业是客观存在的。工程设计应

根据腐蚀介质的不同采取相应的防腐措施。腐蚀类别包括:化学

腐蚀，即当金属与干燥的气体(如二氧化硫、硫化氢等)或非电解质

(如汽油、润滑油、酒精等)接触，发生化学作用而出现的腐蚀;电化

学腐蚀，即当金属与潮湿的空气或电解质溶液发生作用时，有电流

产生使金属受到破坏而出现的腐蚀。腐蚀类型包括:士壤腐蚀，即

金属与周围土壤的电化学作用而引起的金属破坏。士壤中含有各

种可潜性盐类和酸碱物质(如硝酸盐、石灰、醋酸盐以及腐殖质的

有机物质) ，这些物质对电缆金属护层危害较大。士壤腐蚀按其所

含的 pH 值、有机值(%)和硝酸根离子(%)可分为弱中强三个腐

蚀等级;气体腐蚀，在工业企业中，经常散发有腐蚀性的气体和粉

尘(如二氧化氮、氯化氢等)。对敷设在潮温环境内的电缆，有可能

在电缆表面形成酸性或碱性的液膜而成为电解质使电缆受到腐

蚀;漏泄电流腐蚀，由于外来的直流或交流电源产生的漏泄电流，

形成电解作用而产生的腐蚀。能够在大地中造成漏泄电流的电源

装置包括电气化铁道、电焊机等;管道腐蚀，在制作混凝土管过程

中，如养护时间不充分，水泥的水化和水解过程进行得不完全，当

混凝士管埋在地下，在潮气和水分的作用下，仍会析出碱性物质而

形成对电缆的腐蚀。在化工企业，气体类强腐蚀性介质有氯、氧化

氢、氮的氧化物、硝酸酸雾、碱性气潜胶等;液体类强腐蚀性介质有

酸类的硝酸、盐酸等，碱类的氢氧化铀、氢氧化饵、碳酸纳、氨水等，

盐类的硝酸镀、亚硝酸镜等。

7.5.2 本条系原规范第 7. O. 7 条~第 7. O. 10 条的修改。

本条为工业电视线路敷设方式的基本规定。工程设计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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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向总图专业提出地T管道、架空杆路的路由平面图进行坐标定

位的设计委托要求，以避免管线碰撞。

1 工业电视线路沿建筑物墙壁主穿管明敷设或槽盒内敷设

时，在办公楼及生活间内管线敷设标高为 2. 5m~3. 5m，在车间内

及室外敷设标高宜为 3m~5. 5m。室外沿建筑物墙壁主敷设的工

业电视管线与其他管线的间距如表 4 所示。

表 4 工业电视管线与其他管线的间距 (mm)

其他管线 最小平行净距 最小垂直交叉净距

燃气管 300 20 

压缩空气管 150 20 

热力管(不包封) 500 500 

热力管(包封) 300 300 

给水管 150 20 

防雷专设引下线 1000 300 

保护地线 50 20 

7 工业电视线路直埋敷设时，尽量埋在人行道节，不往返

穿越道路;在厂区内埋深不小于 O.7m，厂外田野地区的埋深不

小于1. 2m，岩石地段埋深不小于 O.5m，寒冷地区埋于冰冻层

T。直埋的线缆主T采用铺细砂或细土，在易遭到挖掘损害的

地段线缆顶部覆盖红砖等保护措施。地T电缆引到电杆或墙上

时采用铜管保护，其保护长度地主部分不小于 2m，地T部分不

小于 O.3m。电缆管道、直埋电缆与其他地T管线和建筑物的最

小净距如表 5 所示。

表 5 工业电视电缆管道、直埋电缆与其他地下管线和建筑物的间距

其他地下管线及 最小平行净距(m) 最小垂直交叉净距(m)

建筑物名称 电缆管道 直埋电缆 电缆管道 直埋电缆

75 mm~150 mm 0.5 O. 5 

给水管 200 mm~400mm 1. 0 1. 0 o. 15 0.5 

400mm 以上 1. 5 1. 5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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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其他地下管线及 最小平行净距(m) 最小垂直交叉净距(m)

建筑物名称 电缆管道 直埋电缆 电缆管道 直埋电缆

排水管 1. 0 1. 0 O. 15 O. 5 

热力管 1. 0 1. 0 0.25 0.5 

压力~3kg/cm' 1.口 1. 0 0.15① 。 .5

燃气管 压力>3kg/cm' O. 15① O. 5 

压力~8kg/cm' 2.0 1.0 

35kV 以下电力电缆 0.5 0.5 0.5 0.5 

建筑物的散水边缘 O. 5 

建筑物(元散水〉 1. 0 

建筑物基础 1. 5 

注:①在交叉处煤气管如有接口时电缆管道应加包封。

8 工业电视线路地下管道敷设时，每段管道的最大段长不大

于 150m，管道的埋深为 O. 8m~ 1. 2m，在穿越人行道、军行道、电

车轨道和铁路时最小埋深如表 6 所示。

表 6 管道的最小埋深表 (m)

管顶至路面或铁路路基面的最小间距
管子类型

人行道 车行道 电车轨道 铁路

混凝土管、塑料管 O. 5 0.7 1 1. 5 

钢管 0.5 0.6 O. 8 1. 2 

9 工业电视线路架空敷设时，架空线路的杆距需要根据线路

引人、地形、线路负荷、气象条件等因素确定;厂内为 35m~45m ，

厂外空旷地区为 45m~50m。架空线路的电杆选用预应力混凝土

电杆或金属电杆等，每条吊线上架设一条电缆。工业电视线缆路

尽量不与电力线路同杆架设。

7.5.3 本条系原规范第 7. O. 13 条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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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 本条系原规范第 7. o. 14 条的修改。
7.5.5 本条系原规范第 7.0.14 条的修改。

7.5.6 本条系原规范第 7. 0.6 条的修改。

2 对利用电缆托盘、电缆沟或管道支架等线路同路由敷设

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

3 与电缆托盘、电缆沟同路由敷设时，有条件可单独占用一

层桥架敷设;不具备条件时与控制电缆桥架同层敷设时，需采用金

属隔板隔开;应避免与电力电缆桥架同层敷设。与管道支架同路

由敷设时，根据主体专业的管线布置、管内输送的介质以及与主管

线之间的安全距离等要求，协调确定工业电视线路的敷设方式、敷

设标高等。

7.5.7 本条系原规范第 7. o. 17 条的修改。
2 建筑孔洞防火封堵是为了防止火灾蔓延扩大灾情，做好消

防安全的重要环节。防火封堵，用于封堵各种贯穿物，如电缆、风

管、油管、气管等穿过墙(仓)壁、楼(甲)板时形成的各种开口以及

电缆桥架的防火分隔，以避免火势通过这些开口及缝隙蔓延。在

对建筑电缆进行孔洞封堵的时候，采用的材料包括阻火包、元机防

火堵料和有机防火堵料、发泡砖、防火包带，阻火模块等。通常在

建筑内塑料管道的防火封堵包括采用阻火圈、防火套管，以及防火

包带。阻火围的外壳通常采用金属质材料制成，同时还要经过特

殊的防腐处理;防火管套采用热膨胀芯材制成，通常安装在楼板内

部和墙体内部;防火包带的使用频率较高，通常采用柔性较强的阻

燃复合膨胀材料制成，安装包括直接把防火包带缠绕在塑料管的周

围;采用暗埋方式，把防火包带埋在楼板内或埋在建筑墙体中;或将

防火包带制成小块放在阻火圈的外壳上等方式。工程设计时，需根

据建筑物中安装管道的特点来选择适合的防火封堵方式和材料，特

别要注意电缆和管道的孔洞的封堵上。防火封堵材料的选择要符

合国家现行标准《防火封堵材料))GB 23864 的有关规定。

3 伸缩缝也叫温度缝，是防止由温度影响产生变形而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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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缝。沉降缝是防止因荷载、结构形式、地基能力的差异等原因

而产生不均匀沉降的影响所设的变形缝。伸缩缝只设在墙、楼地

面、屋顶上，基础不设缝。沉降缝则从屋顶到基础，全部构件部位

均需设缝分开。管线不宜穿越伸缩缝、沉降缝，必须穿越时，采取

的补偿措施包括:软性接头法，用橡胶软管或金属波纹管连接沉降

缝或伸缩缝两边的管道;丝扣弯头法，在建筑沉降过程中，两边的

沉降差由丝扣弯头的旋转来补偿，仅适用于小管径的管道;活动支

架法，在沉降缝两侧设支架，使管道只能垂直位移，以适应沉降、伸

缩的应力。

7.5.8 本条系原规范第 7. O. 18 条。

7.5.9 本条系原规范第 7. O. 19 条的修改。

本条为工业电视线缆布设在导管与槽盒内的管径与截面利用

率的基本规定。

1 管内穿设电缆时，通常采用管径利用率进行计算。当线路

较长或弯曲较多，如按规定的导线总截面和导管内截面比值选择

管径，可能造成穿线困难，在穿线时由于阻力大可能损坏导线绝缘

或电线本身被拉断。因此需要加装接线盒、箱或加大管径。管径

利用率= d/D ， 其中 ， d 为电缆外径，D 为管道内径。

2 、3 管内穿设绞合或平行导线时，通常采用截面利用率进行

计算，目的是保证绞合或平行导线的扭绞状态不发生变化，避免导

线受到挤压。采用导管布线方式，导线总截面积与导管内截面积

的比值，除满足导线在通电以后的散热要求外，还要满足线路在施

工或维修更换导线时，不损坏导线及其绝缘等要求。截面利用

率= A1/A ， 其中 ，A1 为穿在管内的导线总截面积 ， A 为管径的

内截面积。

4 金属槽盒布线时，导线、电缆的总截面积与线槽内截面及

线缆的根数，应满足散热、布线和维修更换等要求。线缆总截面含

外护层。导线、电缆在槽盒内要有一定余量。槽盖不应挤伤导线

的绝缘层。线缆在金属槽盒内作接头，破坏了线缆的原有绝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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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接头不良、包扎绝缘受潮损坏会引起短路故障。因此在槽盒

内不得有接头。

7.5.10 本条系新增条文。

7.5.11 本条系新增条文。

1 与环境条件相适应，如爆炸危险环境需采用防爆设备箱、

接线箱(盒)。

2 如电源适配器、网线、水晶头插座等部件安装在现场设备

箱内时，其规格尺寸需满足布放要求。设备连接电缆时，宜从设备

箱的下部进线。

3 防撬、防盗功能主要指安装在元人值守或经常元人巡查的

地方。

7.5.12 本条系新增条文。

由于线缆敷设时不可能笔直，各处都会有大小不同的蛇形或

波浪形，完全能够补偿在各种运行环境温度下因热胀冷缩引起的

长度变化。因此，根据线缆的类别、敷设的场合，连接不同的设备，

线缆要预留有一定量的长度。工业电视线缆的附加长度可按图纸

量出的敷设路径长度的 5%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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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监控室

8.1 一般规定

8. 1. 1 本条系原规范第 6. 0.1 条的修改。

调度室通常指生产调度通信系统使用的房间，控制室包括仪

表、计算机专业使用的房间。

8. 1. 2 、 8. 1. 3 这两条系原规范第 6. 0.1 条的修改。

8. 1. 4 本条系新增条文。

8.2 选址

8.2.1-8.2.3 这三条系新增条文。

8.3 设计要求

8.3.1 本条系原规范第 6. o. 2 条第 1 款~第 3 款的修改。

8.3.2 本条系原规范第 6. o. 2 条第 5 款的修改。

8.3.3 本条系原规范第 6.0.2 条第 4 款的修改 0

8.3.4 本条系新增条文。

8.3.5 本条系原规范第 6. o. 2 条第 8 款的修改。

8.3.6 本条系新增条文。

监控室设置行政电话或调度电话，便于及时与有关生产或管

理部门通信联系。

8.3.7 本条系新增条文。

抗震设计包括对设备安装采取必要的抗震措施，如设备的安

装螺栓或焊接强度要满足抗震要求;设备底部需与提凝土地面固

定，当底部安装螺栓或焊接强度不够时，需将顶部与墙壁进行连

接;设备构件之间需联结牢固;采用槽道等吊挂系统安装时需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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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受力体系等。当设防烈度为 8 度及以上时可不再提高。

8.4 控制台、机柜配置

8.4.1 本条系新增条文。

1 人机工程是一门多学科的交叉学科，研究的核心问题是

不同的作业中人、机器及环境三者间的协调，研究方法和评价手

段涉及心理学、生理学、人体测量学、美学和工程技术等多个领

域，目的是通过各学科知识的应用，来指导工作器具、工作方式

和工作环境的设计和改造，使得作业在效率、安全、健康、舒适等

几个方面的特性得以提高。控制台框架结构、外形尺寸和台面

高度等要满足人机工程要求。人机工程上所设定的标准基本包

括:产品与人体的尺寸、形状及用力是否配合;产品是否顺手和

方便使用;是否能防止使用者操作时意外的伤害和错用时产生

的危险;各操作单元是否实用;各元件在安置上能否使其意义确

切地被辨认;产品是否便于清洗、保养及修理。选择适合的座椅

需引起工程设计的关注。座椅的几何参数主要有座高，座面深，

座靠背，座面宽等。座面宽一般只需 50cm 可满足要求，座高对

于操作人员的工效很重要，一般取人体排骨头的高度(约为人体

总高的 1/4) 或略小于小腿高度 1cm 左右。根据中国的人体高

度一般取座高为 43cm~45cm，座面深一般取 45cm 左右。另外，

座面要光滑平整，座面可略向后斜 6。左右，一般都要加弹性垫

座，座靠背分肩靠和腰靠两部分，肩靠高度达肩』甲骨下角，腰靠

的高度要适合脊柱弯曲和腰曲的高度，两个靠背连在一起，其高

度一般为 50cm 左右，座与靠背的夹角一般为 100
0

~ 110
0

，这样

人坐上去以后，靠背和座面与人体背部、臀部、大腿形成的曲线

相吻合，使人有舒适感。

8.4.2 本条系新增条文。

2 柜内设备按层布放，各层内不提倡叠放，柜内托盘层承重

需满足设备荷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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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设备布置

8.5.1 本条系新增条文。

8.5.2 本条系原规范第 6. O. 4 条的修改。

5 视频拼接显示屏(墙)与操作人员之间的距离需根据工程

实际情况，能够满足操作人员观看舒适为基本出发点。当采用

CRT 监视器时，操作人员与 CRT 监视器屏幕之间的观看距离如

表 7 所示。

表 7 操作人员与 CRT 监视器屏幕之间的观看距离表

屏幕尺寸(英寸〕 距监视器的最小距离 (m) 距监视器的最大距离 (m)

12 O. 9 3.0 

14 1. 0 3.3 

19 1. 2 4.3 

20 1. 3 4.6 

当采用平板显示器时，操作人员与平板显示器屏幕之间的观

看距离如表 8 所示。

表 8 操作人员与平板显示器屏幕之间的观看距离表

屏幕尺寸(英寸〕 480 级观看距离(m) 720 级观看距离(m) 1080 级观看距离 (m)

32 2.82 1. 88 1. 25 

37 3.26 2.18 1. 45 

40 3.53 2.35 1. 57 

42 3. 70 2.47 1. 65 

46 4. 06 2. 70 1. 80 

47 4. 14 2.76 1. 84 

50 4.41 2. 94 1. 96 

52 4.59 3.06 2.04 

55 4.85 3.23 2_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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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 本条系原规范第 5.2.3 条的修改。

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工业电视控制台、机柜采取的通风散热措

施，需考虑在台、柜的背面或侧面设置排风扇，或留有通风散热孔

等措施。当机柜安装在粉尘、油雾、水汽等场所时，除采取的通风

散热措施外，还需考虑采取防止粉尘、油雾、水汽等进入机柜内的

措施。

8.5.4 本条系原规范第 6. o. 3 条的修改 0

8.5.5 本条系新增条文。

8.6 线缆敷设

8.6.1 本条系新增条文。

8.6.2 本条系原规范第 6.0.2 条第 6 款的修改。

8.6.3 , 8.6.4 这两条系新增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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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供电

9.0.1 本条系原规范第 8. 1. 2 条的修改。

二级负荷的供电系统需由两国电源线路供电，两国电摞线路

的用户需采用同级电压供电。当三级负荷供电条件受到限制或存

在困难时，工业电视系统交流电源供电的负荷级别，可与系统所在

的建筑用电负荷相同。供电的电能质量(含电压、频率和波形)需

满足系统设备的技术要求。

9. O. 2 本条系原规范第 8. 1. 5 条的修改。

1 由监控室集中供电。其集中供电范围包括监控室及其工

业电视系统设备，以及传输设备和前端摄像机设备等。监控室集

中供电通常由市电接入配电箱(该配电箱由工业电视设计人员委

托电气专业设计) ，配电箱输出回路接入稳压电源装置，稳压电源

输出国路接入电源控制器，电源控制器输出回路接入摄像机等设

备，实现集中供电的模式。

2 配置的电源控制器能满足工业电视系统集中供电、集中控

制和可靠性等要求。电源控制器可以是独立的箱体设备，也可以

是独立的机柜设备，可以壁装，也可以落地布置，设备选择及其设

备的安装方式需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确定。

9.0.3 本条系新增条文。

3-5 电掠控制器容量、输出国路数等要求，需根据工程实际

情况合理配置。工程设计时，电源控制器输出电压与所接负载的

输入电压不一致时，需选择适合的电源适配装置。

9. O. 4 本条系原规范第 8. 1. 5 条的修改。

1 本地供电除考虑供电设备需要的负荷与回路外，需从就近

的交流配电箱供电，以保证本地供电的可靠性。当本地供电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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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或市电引入线路受到条件限制时，前端摄像机等设备的供电电

源采用太阳能电源供电，或其他能源供电是解决供电困难的措施

之一。

2 本地供电与本系统供电应注意协调采用同相位电源，或采

取相应的措施，以保证本系统内监视图像的同步。

3 从就近的交流配电箱引人前端摄像机等设备前，设置有电

源开关、有过流过压等保护装置的现场设备箱的目的是保证供电

电源的安全可靠。

9. O. 5 本条系原规范第 8. l. 3 条的修改。

9. O. 6 本条系原规范第 8. l. 4 条的修改。

由于各工业企业对 UPS 电源配置， UPS 电源的备用工作时

间等技术要求已有了相应的行业标准。因此本标准从实际情况出

发，对工业电视系统 UPS 电源配置做出基本的定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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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接地与防雷

10.0.1 本条系原规范第 8.2.1 条的修改。

本条为工业电视系统接地的要求。共用接地起到均压作用，

以减少各种接地设备间不同系统的电位差，保障人员和设备的

安全。

10.0.2 本条系原规范第 8.2.2 条的修改。

等电位联结可避免由于故障或瞬态电压引起接地点之间的电

势差，达到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监控室与弱电、计算机等系统

共用房间时，工业电视系统接地与弱电、计算机等系统共用接地板

或汇集装置时，需做等电位联结。

10.0.3 本条系原规范第 8. 2. 3 条的修改。

工业电视设备的金属外壳接地要求。工业电视设备接地，包

括监控室、室外工业电视设备的金属外壳接地，以及设置在室外的

辅助照明灯具，线路传输中的电缆均衡器、电缆放大器，解码器、光

端机或其他光部件等设备的金属外壳接地。

10.0.4 本条系新增条文。

10.0.5 本条系原规范第 8.2.1 条的修改。

接地体包括独立设置，或利用车间厂房等建筑作为接地体。

10. O. 6 本条系原规范第 8.2.4 条。

10.0.8 本条系原规范第 8.2.7 条的修改。

10. O. 9 本条系原规范第 8. 2. 5 条的修改。

10.0.10 本条系原规范第 8.2.8 条的修改。

防雷装置是指外部防雷装置。它包括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

置。接闪器，由拦截闪击的接闪杆、接闪带、接闪线、接闪网以及金

属屋面、金属构件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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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闪器类型有接闪杆称为避雷针，接闪带称为避雷带，接闪

线称为避雷线，接闪网称为避雷网。

引下线，用于将雷电流从接闪器传导至接地装置的导体。

接地装置是接地体和接地线的总和，用于传导雷电流并将其

流散人大地。接地体，埋入土壤中或混凝土基础中作散流用的导

体。接地线，从引下线断接卡或换线处至接地体的连接导体;或从

接地端子、等电位连接带至接地体的连接导体。

10.0.11 本条系新增条文。

本条为工业电视系统浪涌保护器安装位置的要求。?良涌保护

器的选择需根据工程设计确定。浪涌保护器有电源线和视频线二

合一型，电源线、视频线和控制线三合一型等。标称放电电流，是

指浪涌保护器在正常工作情况下遭遇过电压时能够释放完全电压

的电流值。

10.0.12 本条系新增条文。

10.0.13 本条系原规范第 8.2.8 条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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