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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服务阶段电气设计问题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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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了建筑电气专业在施工服务阶段各个施工单位反馈的设计问题以及验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包括与各专业

交圈的问题和电气本专业的问题，并深入分析原因，同时提出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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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经济下行，建筑行业低迷不振，各个地产开发商

对成本的把控越来越严格，对设计图纸的质量要求也越来

越高。提高设计质量，避免由于设计质量的原因导致成本

的浪费是眼下设计院生存下去的必经之路。本文总结以往

项目中施工方反馈的一些问题和验收遇到的问题，希望能

给广大设计师朋友带来一些启发。

1　与建筑专业相关的问题

1.1　变电所的房间面积不满足要求

问题描述：在供电报装阶段发现变电所房间面积不足，

住宅公变变电所无法安装应急发电车接入柜，专变变电所

无法安装负荷管理终端柜。

原因分析：旧项目设计的时候供电局的政策公变还不需

要安装应急发电车接入装置，专变不需要安装负荷管理终

端柜。与建筑配合条件的时候由于条件受限，没有预留富

裕空间。

应对措施：第一、项目设计初期，要进行供电咨询，避

免政策的变化带来的影响；第二、方案以及初设阶段与建

筑配合条件的时候房间面积要留有裕量，至少留有增加2~3

面柜子的空间；第三、施工图阶段的变电所大样图应把水

暖电各专业的设备规划进去，例如暖通的风机与风管（特

别是从高位延伸到地面的排风管），给排水专业的气体灭

火柜，电气专业的电力监控系统的机柜、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的模块箱、专变变电所的配电箱。

1.2　变电所的走道宽度不满足要求

问题描述：在供电报装阶段发现公变变电所所在的位置

不满足供电局抢修车的进入条件，走道的宽度不足。

原因分析：对当地供电局的政策了解不够详细，对政

策的执行力度了解的不够准确，同时也存在侥幸心理。另

一个原因是建设方的决策失误，开始只考虑减小走道的宽

度，富余的面积尽可能的多做商业用途。

应对措施：变电所的选址以及运输、抢修路径应该严格

遵守当地供电局的要求，避免后期供电报装的时候出现土

建条件的变更，既浪费成本也延误工期，得不偿失。

1.3　变电所的防水不满足要求

问题描述：变电所设置在靠地下室外墙的位置，并没有

设置防水措施导致外墙渗水；同时在变电房上方设置了电

气竖井，在施工阶段防洪工作不到位，导致雨水沿着电气

竖井的留洞进入变电所，致使十几台低压柜报废。

原因分析：外墙渗水是设计考虑不周、与建筑配合不到

位；雨水沿着竖井进入变电房是现场管理不当，也是设计师

对现场的管理缺乏了解所致，觉得规范允许就可以在变电房

上方留洞，没有考虑到施工早期现场各种意外的因素。

应对措施：根据《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

2019第4.2.1条规定，变电所不应设在厕所、浴室、厨房或

其他经常有水并可能漏水场所的正下方，且不宜与上述场

所贴邻；如果贴邻，相邻隔墙应做无渗漏、无结露等防水

处理。当变电所靠近地下室外墙的时候应该增设一道建筑

墙体，与外墙的间隙还需设置排水管。变电所的正上方严

禁开洞，虽然从规范的角度变电房上方是允许有电气竖井

的，但是由于施工现场在早期的时候通常比较混乱，稍微

疏于管理便可能造成重大事故。

2　与结构专业相关的问题

2.1　运输路径结构荷载不够

问题描述：某项目地下一层设置了35KV变压器，变压器

的重量约30吨，运输路径的结构动荷载不满足要求。

原因分析:结构交圈不到位，电气专业提资之后就没有

跟进结构是否落实到位，结构设计师经验不足没有考虑动

荷载。

应对措施:最终采用临时搭建支撑构建回顶的方式满足

运输动荷载的要求。结构荷载涉及到建筑安全问题，不容

忽视，在设计的时候除了提资清楚之外还应该反复与结构

专业核实，确保提资条件落实到位。

2.2　变电房上方有膨胀带

问题描述:结构专业在变电房上方设置了膨胀带，不满

足建设方要求。

原因分析:电气专业与结构配合的过程只是提醒不能设

置后浇带，电气专业不清楚还有膨胀加强带的做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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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采用了膨胀加强带。

应对措施:变电所是电气专业的核心机房，应想尽一切

办法杜绝可能的漏水风险。最终结构修改图纸，膨胀带避

开变电房上方。设计过程应该反复于结构确认，多了解结

构工艺。

2.3　人防地下室各专业套管重叠

问题描述:机电各专业的人防套管在结构图上混乱重

叠，缺少具体的标高信息和定位信息。结构无法排布，大量

的密集套管影响结构安全，同一个地方套管太多影响净高。

原因分析:机电各个专业提资套管之后并没有与结构交

圈，缺乏统筹规划。

应对措施:预留预埋工作由于拆改难度太大，后期返工

的成本很高，返工的质量也远远不如一次施工到位，因此显

得尤为重要。第一，在初步设计阶段机电各专业的管线应进

行统筹规划，避免各专业管线集中在一处穿套管；第二，尽

早开展BIM管综排布工作，进一步验证初步设计的规划，输

出管线的准确定位；第三，机电各个专业按照管综的准确定

位提资对应的人防套管，包含规格、数量、标高、定位等信

息，标高需满足建筑的要求；第四，各个专业交圈，避免套

管和标注重叠，结构专业复核结构安全问题。

2.4　结构大梁影响净高

问题描述:由于刚结构梁无法穿套管，导致机电管线净

高不满足要求。

原因分析:由于结构刚梁在图纸上的表达方式与普通梁

不一样，设计师没有意识到有钢梁的存在，导致了大量管

线净从梁底经过。

应对措施:机电各专业应多了解结构工艺，准确识图。同

时还应注意结构转换梁的高度，通常转换梁的梁高都很高。

3　与给排水专业相关的问题

3.1　地下室柱子上消火栓与疏散指示灯冲突

问题描述:地下室柱上的消火栓落地安装，应急疏散指

示灯距地1m安装，两者冲突。

原因分析: 水电专业交圈不到位。

应对措施: 重新协调，水电两个专业尽可能设置在两

边，互不影响。

3.2　电气遗漏水泡系统设计

问题描述: 局部高大空间水专业设置可水泡，电气专业

缺少相应的水泡控制系统设计。

原因分析: 局部高大空间没有引起电气专业的重视，交

圈不到位。

应对措施: 加上专业间沟通交圈，电气专业应多了解给

排水设计原则。

3.3　电气遗漏部分远传水表设计

问题描述: 电气遗漏部分远传水表设计，例如地下室冲

洗水龙头的水表，空调机房的远传水表，水泵房内的远传

水表。

原因分析: 给排水提资不详细，仅提资可住宅、商业、

办公的用户水表，其他公共区域的水表并没有提资要求具

备远传功能，电气因此遗漏设计。

应对措施: 加强专业间交圈，电气专业也应该多了解给

排水知识，做到有效预判。

4　与暖通专业相关的问题

4.1　风机房面积不足

问题描述: 不少消防排烟机房面积太小，安装完风机之

后没有足够的空间安装风机控制箱，控制箱前方检修空间不

足0.8m，甚至有些控制箱无法正常开门，不满足规范要求。

原因分析: 风机房通常由暖通与建筑专业配合，暖通配

合的时候仅考虑的风机的安装空间，没有预留控制箱的位

置；另一个原因是建筑希望腾出更多时间作为其他用途，

例如商业。

应对措施: 为了避免控制箱门打不开，可将控制箱改成

双开门结构。控制箱的检修空间必须要满足，应加强专业

间交圈。

4.2　多联机的配电开关跳闸

问题描述: 多联机调试的时候部分配电开关过载跳闸，

无法正常运行。

原因分析: 经查看该项目多联机的配电采用的C型脱扣曲

线微型断路器，且按照额定额定电流来选择断路器的大小。

应对措施: 电气根据相关规范要求，给电动机保护的断

路器应该采用D型脱扣曲线的产品，同时长延时保护脱扣电

流应不小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2倍；再加上国内空调厂家

可能存在虚标的情况，产品的质量良莠不齐，应适当留有

裕量。除此之外实际运行工况远不如实验室工况，也会导

致实际运行功率比额定功率大。因此，用于电动机类设备

保护的断路器其长延时脱扣电流建议不小于产品额定电流

的1.4~1.5倍。

4.3　缺少排烟防火阀连锁功能

问题描述：消防验收的时候发现，不同防烟分区的排烟

支管上的280℃排烟防火阀缺少连锁停止应排烟风机、补风

机的功能。

原因分析：缺少对新规范的了解，只是按照以往经验只

是做了排烟风机入口处280℃阀的连锁，没有做不同防烟分

区的排烟支管上的。

应对措施：应严格按照《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2022第11.3.5条要求，垂直排烟主管与各层水平排

烟管连接处的水平管段上、一个排烟系统服务多个防烟分

区的排烟支管上、排烟风机入口处、排烟管道穿越防火分

区处的280℃排烟防火阀均应与控制箱连锁。

5　电气专业的问题

5.1　市政进线位置套管标高有误

问题描述: 市政电源进线套管标高不对，悬空裸露在地

面上，不在覆土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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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设计师核算标高有误，对实在覆土的标高、

结构顶板的标高没有核算清楚，同时心存侥幸，寄希望于

施工单位深化设计。

应对措施: 设计师应充分了解场地信息，了解市政电

缆沟的条件，应按照规范要求室外电缆的埋深应不小于

0.8m。室外进线套管应标注详细的标高，定位尺寸。

5.2　预埋管线过于集中导致楼板破裂

问题描述: 地下室强电井位置大量的照明和插座暗敷管

线集中，导致楼板开裂。

原因分析: 电井的位置比较偏僻，出线方向单一且空间

狭小，线管都沿着同一个方向敷设，导致埋管的位置过于

集中。

应对措施: 应从照明配电箱引出一根桥架到电井外面，

不少于5m，预埋的线管敷设到该桥架附近，可有效避免线

管过于集中。

5.3　设备接地部分遗漏

问题描述: 验收过程发现水泵房控制室，排烟机房缺少

设备接地。

原因分析: 设计遗漏。

应对措施: 按照规范要求用电设备外壳应可靠接地，设

备较多的可沿着机房设置一圈接地扁钢，各个设备与一圈

扁钢可靠连接，设备较少的机房可以设置LEB。

5.4　低压柜计量不满足要求

问题描述：低压柜系统图中智慧泵房电力缺少计量表和

计量小室。

原因分析：由于政策的改变，近年深圳市所有新建生活

水泵房实行智慧泵房方案，建成后移交税务局管理，因此

需要单独开户，在低压柜设置计量小室。

应对措施：按照二次供水设施技术规程要求，生活水泵

房电力低压柜设置单独计量小室。

5.5　桥架前后不对应

问题描述：变电房大样图的桥架出口与电力平面图的桥

架布置位置以及规格尺寸不一致；地下室电井内引上到地上

子项的桥架布置位置与地上子项不对应，造成施工拆改。

原因分析：各子项由不同的设计师绘图，缺少交圈。

应对措施：桥架应该在提资文件中表达，让各专业设计

师均能看到，避免信息不对等。

现阶段成本控制越发严格，电井大样图还应准确的表达

引下到配电箱的竖向桥架的规格尺寸。

5.6　消防控制室布置不合理

问题描述：消防控制室内UPS电池柜与弱电机柜安装位

置冲突，造成拆改。

原因分析：消防控制室大样图没有把所有的设备都表

达进去，强电、智能化、消防电由不同的分包单位施工，

现场管理也没有人统筹深化设计，结果各自施工各自的内

容，最终导致拆改。

应对措施：由消防电专业统筹规划，将消防控制室内所

有设备均表达到大样图中，避免各个系统设备冲突。消防电

设备主要有火灾自动报警与联动系统机柜（包含火灾自动报

警控制器、联动控制器、手动控制盘、消防广播主机、消防

电话主机）、图形显示装置、可燃气体报警系统控制器、消

防电源监控主机、电气火灾监控主机、防火门监控主机、余

压监控系统主机、电梯控制系统主机、消防水池液位显示装

置、操作台；智能化设备主要有电视墙、智能化机柜、操作

台；强电设备主要有消防电配电箱、消防电UPS柜以及电池

柜、智能化配电箱、智能化UPS柜以及电池柜。

5.7　缺少消防水池液位显示装置

问题描述：验收发现消防控制室缺少消防水池液位实时

监视系统，临时紧急增补，造成成本增加和工期延误。

原因分析：设计漏项，项目校对不到位。

应对措施：根据《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2022 

第3.08条第4款的要求，消防水池（包括地下室的消防水池

和屋顶的稳压泵房消防水池）的水位应能就地以及在消防控

制室中显示，并且消防水池应设置高低水位报警装置，在消

防控制室内可实时观察到水池的实时、连续的液位信号。

5.8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回路超负荷

问题描述：验收发现消防应急照明各个回路亮度差别较

大，部分回路不稳定。

原因分析：部分应急照明回路所带的灯具太多，多达

300W，且线路较长，导致电压不满足要求。

应对措施：根据《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

准》GB 51309-2018第3.3.6条第一款的规定，消防应急照明

和疏散指示回路所接的灯具额定功率之和不得超过设备配

电回路额定功率的80%，且A型应急照明灯具（额定电压36V

或者24V）配电回路的额定电流不得超过6A。因此，任意配

电回路所能带的灯具总功率由P=0.8*U*6公式不难得出，当

灯具电压为36V时，任意回路灯具总功率不得超过172W，当

灯具电压为24V时，任意回路灯具总功率不得超过115W。另

外，每个集中电源箱所带的灯具总功率不得大于集中电源

箱的额定功率。

6　结语

提质增效，是当下经济环境与行业形式下的生存下去的

不二选择。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仅罗列了部分在工程中遇

到的问题，实际遇到的问题远远不止，希望本文对大家略

有帮助，不足之处敬请读者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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