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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建筑电气设计专业负责人工作要点 

廖文宗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  518000 

摘  要：总结民用建筑电气设计专业负责人工作要点，阐述设计过程中对项目设计方向有重大影响的事项、需要与建设方沟通的事项以及

对设计质量和效率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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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建筑电气设计行业从业人员普遍年轻化，为了帮助初次担

任电气专业负责人的设计师朋友尽快跳出设计师的舒适区，快速适

应专业负责人的角色把控项目，本文将总结建筑电气设计过程中的

管理工作要点，希望能够帮助设计师朋友更好的在关键处下功夫，

提质增效。 

1 明确工作任务 

1.1 明确设计界面 

项目启动之初，我们首先应当研究合同，明确设计界面。电气

相关的专项设计有 BIM 管线综合、精装修二次机电、智能化专项、

光伏发电专项、其他工艺设计专项等。由于市场竞争的影响，设计

院作为乙方往往处于劣势地位，通常很难对设计合同的文本进行调

整，甚至有可能商务团队根本不在乎合同细节，进而导致合同中设

计任务不明确，此时我们需要在设计启动之初以工程联系函或者邮

件的方式与建设方沟通清楚。对于不在合同范围而项目又有可能发

生的一些专项设计应提醒建设方，避免设计过程漏项。例如灯光设

计、办公视听系统设计、声学设计、环保设计等专项设计应提醒建

设方由专业顾问进行设计。 

1.2 明确成果交付标准 

目前电气专业主流的设计软件有 CAD 和 Revit，所以我们还需

要清楚是用传统的 CAD 还是用 Revit 正向设计，亦或是先用 CAD

完成设计之后再用 Revit 翻模。项目启动之初，我们还应该向建设

单位索要企业设计标准并且了解标准的执行力度，目前很多建设方

都有自己的企业标准，这是我们设计的重要依据。除此之外我们还

需了解成果交付的流程、是否需要第三方评分等这些信息，这对提

高履约评价有所帮助。 

2 梳理设计条件 

2.1 明确市政条件、供电局要求 

项目初期应向建设方索取建设用地周边市政条件设计图纸，用

以探讨市政电源进线以及弱电线路进线位置。同时还应向当地供电

局征询供电条件及要求，例如电压等级、市政线路的现状以及规划、

环网与专线的适用条件、不用类型用电的市政进线容量限制、同一

路进线各个节点的容量限制、高低压结线的要求、高可靠费以及电

价的收费标准、公共开关房以及各类变电所的选址要求以及布置要

求、高低压设备进出线方式的要求、高压柜的选型要求、变电房运

输路径的净宽和净高的要求、应急供电接入的要求以及为充电桩预

留条件的要求等信息，避免在供电报装的阶段才发现供配电系统存

在重大问题，进而造成设计与施工重大修改，避免无效成本损失。 

2.2 明确项目物业、权属、周期 

由于项目可能存在多种业态，不同的业态可能会有不同的物业

管理、产权归属、建设周期，这些因素对电气系统的结线、变电所

的设置、消防控制室、安防控制室的设置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需

要再方案初期梳理清楚。一般来说不同的物业管理、产权归属的建

筑其电气系统有条件的应该分开，以便后期的管理。对于不同建设

周期的建筑应咨询建设方是否需要为后期建设的区域预留相应的

机电条件。 

3 探讨技术方案 

3.1 供配电系统 

3.1.1 明确设计指标 

负荷密度指标直接影响到变压器装机容量，而规范以及常用数

据手册对于用电负荷密度的要求比较宽泛，以此需要根据项目档次

定位进一步与建设方探讨。同时还需要结合空调的形式确定，当采

用中央空调时一般会设置专用的制冷站变电所，此时需单独核算负

荷密度。商业类型项目还需确定餐饮的比例、是否有燃气，当餐饮

商铺的比例较大的时候适当提高负荷密度，当餐饮商铺厨房有条件

通燃气的时候可以适当降低负荷密度。除此之外，在初步设计以及

施工图大量绘制系统图之前还应该与建设方沟通各类负荷的配电

箱、竖向干线的需要系数，需要系数的选择对开关电器以及电缆的

选型有很大的影响，一旦出线系统性的偏差后期纠正的工作量非常

大。 

3.1.2 供配电系统方案 

供配电系统需要综合考虑项目负荷等级、各个业态负荷计算、

前期供电局咨询的信息、项目物业管理形式、产权归属、建设周期

等因素确定。市政电源的数量、高低压结线方式、运行机制应满足

项目 高负荷等级的用电需求，各个变压器的负荷率应满足规范以

及当地供电局的要求，计量方式、变电所的分合、变压器的分合应

满足管理的要求。 

3.1.3 变电所的设置 

变电所的设置应关注以下几个要点：第一、应满足物业管理、

产权归属的划分，以便后期运营管理；第二、应满足本项目建设周

期的需求，同时还应与建设方沟通是否需要为后期合规的扩建、改

建预留条件；第三、应满足当地供电局对变电所选址、布局、以及

设备运输路径的净宽与净高的要求；第四、变电所应尽量考虑靠近

负荷中心以及满足供电半径的要求，节省电缆长度，节省成本，提

高电能质量；第五、变电所的选址应方便进出线，避免在狭小的空

间出线大量的管线交叉，影响净高； 后变电所的选址应远离震动

场所，同时避免变电所上方有积水以及结构后浇带、沉降缝； 

3.1.4 应急电源的设置 

大多数项目一般会选择柴油发电机作为应急电源，确定柴油发

电机的时候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发电机房容量需按消防和非消防两

种状态下负荷计算中容量较大者选取，并留有一定的裕量。发电机

房应设置在方便运输的场所，通常可以沿车道运输或者预留吊装

孔。发电机尾气的排放的位置需要根据当地的要求、环评报告确定，

一般建议高空排放。由于发电机的排烟管增加保温层之后通常比较

大，很容易导致净高不满足要求，应注意避免在敷设路径上出线大

梁以及其他风管、水管交叉。发电机房的进风井和排风井应在机房



建筑施工与发展(17)2023,5 

ISSN: 2705-1269 

      28 

的两端，避免由于两者相距太近导致机房空气流通不畅、甚至导致

无法提供机组燃烧所需要的氧气。除此之外，还应根据机组负责的

供电半径选择合适电压等级的机组，供电距离超过 250m 时应考虑

设置 10KV 高压机组。 

3.1.5 高低压设备选型 

不同类型的高压柜、低压柜具有不同的尺寸，对检修空间的要

求也不尽相同，因此需要与建设方提前沟通确认。例如环网柜可以

距墙壁 200mm 安装，而中置柜柜后则需要 1m 的检修空间，应提前

确认需求，避免变配电房面积尺寸预留不足，后期无法满足安装要

求。除此之外，不同类型的设备价格也相差较大，例如环网柜的价

格一般在 1~3 万元左右，而中置柜的价格高达 5~10 万，因此一旦

选错产品可能会造成巨额的变更。 

3.1.6 竖向干线系统 

竖向配电干线系统图能很好的展现配电系统的脉络，从竖向干

线系统可以直观的了解配电系统是否合理。竖向系统图的修改，很

可能会影响到低压柜配电系统图、配电箱系统图、电力平面图，因

此竖向干线系统对整个项目的设计影响也很大，所以需要在方案以

及初步设计阶段进行充分的讨论，以避免后期频繁修改图纸。设计

时需要多维度综合考虑，例如负荷等级、消防与非消防、负荷的空

间位置分布、分项计量、电量大小、运营管理等等。频繁的修改竖

向干线容易导致低压系统与配电箱、平面不一致，导致大量的错漏

碰缺，对图纸的质量以及进度都产生不利影响。 

3.1.7 电气竖井的设置 

电气竖井的位置以及尺寸也很重要，合理的规划电缆竖井能更

好的组织配电。规划竖井的时候应考虑以下几个因数的影响。第一，

电井的覆盖半径尽量控制在 50~60m，因为末端线缆不宜过长，例

如电线过长将会导致断路器短路保护的灵敏度不满足要求，从而导

致隐患；第二，电气竖井应尽可能上下贯通，电井的转换会大大增

加施工的难度，也很容易导致转换区域管线排骨困难，导致净高不

足；第三，电气竖井的设置应该满足各业态管理的要求，服务于不

同业态的竖井尽量避免出现在别的业态空间内；第四，高层建筑的

竖井面积应该精细控制，在寸土寸金的大城市尤为重要，当然也要

满足电井检修空间的要求。 

3.2 照明系统 

3.2.1 普通照明 

普通照明系统是电气专业中顾客 容易确确实实感知得到的

系统，因此也不容小觑。普通照明设计过程中首先需要考虑精装修

设计界面，精装修范围的普通照明一般待二次装修的时候再设计，

一次机电仅设计需要预埋管线的区域，例如楼梯间。其次，项目内

不同的业态空间可能存在不同的照明控制方式，通常有普通智能照

明回路控制、物联网照明智能控制、传统翘板开关控制。对于灯光

效果要求较高的区域可能需要调光，此时还需研究调光方案，例如

可控硅调光、MOS 管调光、0/1-10V 调光、DALI 调光、DMX512

调光。除此之外还需注意灯具点位的布置原则、灯具的选型以及安

装方式、敷设线管的材质、线管的敷设方式。 

3.2.2 应急照明 

应急照明又可分为备用照明、安全照明、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

指示。由于应急照明涉及到人身、财产安全，应急照明自然也就成

了各个验收部门的重点关注内容，因此设计过程中也需要把好质量

关。前期应结合建设方的意见以及规范要求确定备用照明、安全照

明是单独布置还是与正常照明统一布置，当采用统一布置方案的时

候还需进一步确定比例。与普通照明一样，应急照明也需要根据建

筑空间是否精装修、是否有吊顶、空间高度等情况确定不同空间的

灯具选型、安装方式、灯具的安装间距等原则，避免原则性大面积

修改。 

3.3 防雷接地系统 

由于防雷接地系统中涉及大量的预留预埋接地装置，一旦遗漏

后期补救的难度极大，所以防雷接地系统的设计也不容忽视。防雷

计算时应注意项目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建筑物的影响，必要时

按规范取对应的矫正系数。设计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幕墙防雷接地的

预留、泳池接地的预留、喷水池的接地预留等。爆炸危险场所的防

静电接地应按规范要求严格执行。 

3.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计首先应该梳理清楚项目的业态、物业

管理形式、权属、建设分期等条件，综合考虑之后才能确定消防控

制室是否与安防控制室合用、是否按业态、建设分期划分；其次，

应在设计前确定好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结构，采用树形结构还是环

形结构，系统的结构对系统图以及平面图都有巨大影响，一旦有变

化几乎是重头开始，因此必须确定清楚；其次，还需要确定一些由

租户自己装修的区域的管线条件预留原则，以便后期管理，降低由

于租户的原因影响到大系统运行的风险，例如每个商铺的后勤走道

预留小型接线箱，该商铺的所有点位均从此接线箱接线，这样既方

便管理也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 后还需关注精装修布局的调整以

及吊顶材料对设计的影响、关注特殊造型空间以及高大空间火灾探

测器的选择与安装。除此之外，还需要确定各个消防相关小系统的

设计原则，例如电气火灾监控系统设计原则、消防电源监控系统设

计原则、非消防负荷切除原则等。 

3.5 智能化系统 

通常智能化设计作为一个专项设计，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

首先需要确定设计合同规定的是弱电设计还是智能化设计，二者的

设计范围以及深度有着巨大差别。智能化系统的设计很大程度取决

于建设方的需求，因此在开始设计之前，还应先梳理清楚设计任务

书，需要做哪些系统，各个系统的配置原则。与消控室的设置同理，

安防控制室的规划也需综合考虑项目的业态、物业管理形式、权属、

建设分期等条件的影响。 

3.6 其他专项设计 

其他的专项设计包括精装修二次机电设计、精装修灯光设计、

BIM 管线综合设计、光伏系统设计、厨房专项设计、绿建设计以及

其他工艺设计，如项目中可能发生的设计且不在合同范围内，应当

及时提醒建设方另行委托其他专项设计单位接入，或者增补合同，

避免漏项。 

4 设计过程管控 

技术定案做的再好终归还是需要设计师去执行，因此队伍的管

理也显得非常重要。过程中我们应该明确出图计划，了解每一版图

纸的用途，合理的掌握图纸的深度与重点，把控整体节奏。应明确

任务分配，根据不同设计师的工作年限、已有技术能力、学习能力

以及学习意向分配任务，让设计师在每个项目中均有小挑战，在不

断的挑战中进步成长。任务分配不宜过于零碎，避免专业内交叉过

多，减少沟通成本。专业负责人应把经建设方确定的项目技术定案

传达给设计师，因为每个项目都有自己的特殊性，避免设计师根据

有限的经验埋头设计。在设计的过程中专负应在早期对设计成果进

行过程校对，尽早的纠正偏差，避免大量的返工。甚至还可以设置

设计样板区，对样板区进行反复校对直到完美再全面展开设计。至

此项目才算扶上正轨，当然后续过程也要多次校对。 

5 结束语 

因篇幅有限，本文仅提出设计管理工作要点，具体的原则无法

展开论述，敬请读者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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