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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进一步规范山东省住宅小区光纤到户通信配套设施的建设工作，推进“三网融合”业务开展，

保障语音、数据和有线广播电视业务的正常接入，满足通信设施共建共享要求，使住宅小区及住宅建筑

的通信配套设施能适应信息通信网向数字化、综合化、宽带化方向发展，依据国家相关标准规范，结合

山东省住宅小区通信配套设施建设实际情况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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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小区光纤到户通信配套设施设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山东省内城镇新建住宅小区光纤到户通信配套设施建设。城镇改、扩建的住宅楼及其

他民用建筑的光纤到户通信配套设施建设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174—2008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 

GB 50222—95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311—2007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52-—2005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GB 50373—2006  通信管道与通道工程设计规范 

GB/T 50605—2010  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通信设施工程设计规范 

YD/T 754—95  通信机房静电防护通则 

YD/T 814.1—2004  光缆接头盒 

YD/T 926.1—2009  大楼通信综合布线系统  第1部分:总规范 

YD/T 988—2007  通信光缆交接箱 

YD/T 1636—2007  光纤到户（FTTH）体系结构和总体要求 

YD 5059—2005  电信设备安装抗震设计规范 

3 术语 

3.1  

住宅小区 

也称“居住小区”，是由城市道路以及自然界线划分（如河流）并不为交通干道所穿越的完整居住

地段。一般设置一整套可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基层专业服务设施和管理机构。 

3.2  

高层住宅 

十层及十层以上住宅。 

注：依据GB 50352—2005  3.1.2 

3.3  

中高层住宅 

七层至九层的住宅。 

3.4  

多层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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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层至六层的住宅。 

3.5  

低层住宅 

一层至三层的住宅。 

3.6  

光纤到户 

是指仅利用光纤媒质连接通信局端和家庭住宅的接入方式，引入光纤由单个家庭住宅独享，简称

FTTH。 

注：YD/T1636—2007，4.1 FTTH的定义。 

3.7  

通信配套设施 

指建筑规划用地红线内的住宅小区地下通信管道、住宅建筑内的管道管线、配线设备以及用于安装

通信设备的场地。本标准通信配套设施包括语音、数据、有线广播电视接入配套设施，不含建筑设备监

控、火灾报警及安全防范等系统的通信配套设施。 

3.8  

设备间 

也称中心机房，用于安装住宅小区公共通信设施的共享房间。 

3.9  

电信间 

用于安装本住宅单元公共通信设施的共享房间。 

3.10  

光缆交接设备 

用于连接主干光缆和配线光缆的设备。建筑物外安装的称为光缆交接箱，建筑物内安装的称为配线

设备。 

3.11  

楼层配线箱  
安装在建筑物内完成配线光缆与入户光缆的连接以及配线的设备。楼层配线箱应提供普通光缆和蝶

形光缆固定、光纤连接、分纤功能，还应具备光分路器的安装空间。 
3.12  

家居配线箱 

安装于住户内的配线箱体。 
注：GB/T 50605—2010 术语 

3.13  

过路箱（盒） 

住宅内暗配管段之间为方便施工和维护而设的箱（盒）体。 
3.14  

通信管道 

光缆的一种敷设通道。由管道、人（手）孔、室外引上管和建筑物引入管等组成。通常与其他通信

线缆共享使用。 

3.15  

楼内配线管网 

供布放光缆及住户缆线使用的通道，由楼内弱电竖井、暗配线管网（线槽）及连接器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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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主干光缆 

设备间配线设备至光缆交接箱的连接光缆。 
3.17  

配线光缆 

光缆交接设备至楼层配线箱的连接光缆。  
3.18  

入户光缆 

从楼层配线箱至家居配线箱之间的光缆。 
3.19  

光纤配线架 

光缆和光通信设备之间或光通信设备之间的配线连接设备，简称 ODF。 

4 基本规定 

4.1 新建住宅小区应采用光纤到户接入，应预留设备间和电信间，室外预埋地下通信管道，室内预敷

设配线管网，并且预布放主干光缆、配线光缆及入户光缆。 

4.2 光纤入户设施工程设计应符合住宅小区和住宅建筑的性质、功能、规模、环境条件的要求。地下

通信管道的管孔数、中心机房、设备间预留的房屋面积，通信业务接入点处设置的配线模块，配线箱、

机柜等容量应满足至少 3 家通信业务运营商语音、数据和有线广播电视业务接入的需求。 

4.3 对于新建、改建的建筑物，楼外预埋通信管道应与建筑物的建设同步进行，并应与公共通信管道

相连接。 

4.4 小区楼内配线管网应满足光纤入户缆线需求，并有一定冗余。楼内配线管网的敷设应具有良好的

连通性，一次性敷设完成。 

4.5 配线光缆及入户光缆应根据该建筑内用户的通信需求，一次性布放到位。配线光缆宜为 6 芯～12

芯，入户光缆宜采用 4芯配置。   

4.6 新建住宅通信配套设施的设计应按如下界面分工： 

1) 小区设备间和电信间的土建工艺、住宅建筑内的通信管网系统（包括楼层配线箱、家居配线箱、

终端插座和住户内通信线缆）由建筑设计单位负责； 

2) 小区通信管道由基础配套设计单位负责； 

3) 小区内光缆、光纤配线架、光缆交接箱、入户光缆及上述设施中端接光缆所需的器件由通信配

套设计单位负责； 

4) 自小区设备间至各通信业务运营商网络的通信管道、光缆、分光纤设备、设备间内的接入主设

备及空调、电源等辅助设备、小区内的光分路器应由各通信业务运营商负责。 

4.7 住宅小区的通信管线应与公共弱电管网相沟通。 

4.8 住宅小区内设备间或光缆交接设备至住宅建筑单元的楼层配线箱之间的光缆应按远期需求配置，

并由参与共享的通信业务运营商合缆分纤使用。 

4.9 住宅小区的光缆应采用地下管道敷设方式，当有地下层空间时可采用桥架敷设方式，住宅建筑内

的通信管线应采用暗敷设方式。 

4.10 给排水管、燃气管、电力管线等与通信无关的管线不应穿越设备间、电信间及弱电竖井。 

4.11 光纤配线架、光缆交接箱、楼层配线箱、金属过路箱(盒)、金属暗盒、金属管路、金属桥架、家

居配线箱应有接地措施，当采用共用接地体时，接地电阻应不大于 1Ω；采用单独接地时，家居配线箱

的接地电阻应不大于 4Ω，其他设施接地电阻应不大于 10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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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五类及以上非屏蔽对绞电缆的特性阻抗应为 100Ω，宜采用芯线线径 0.5mm～0.65mm。室内电话

线芯线线径应采用 0.5mm 或 0.6mm,不应采用多股线。室内同轴电缆采用 75-5 四屏蔽同轴电缆。 

4.13 高层住宅建筑应采用不燃性线缆。 

4.14 光缆接头盒应采用密封防水结构，其相关要求应符合 YD/T 814.1—2004 的规定。 

4.15 中心机房内用户配线光缆所采用的光纤活动连接器型号应与设备光接口以及至公共通信网光缆

所采用的光纤活动连接器型号相匹配。语音、数据业务宜采用 SC/UPC，广播电视业务宜采用 SC/APC。 

4.16 入户光缆在家居配线箱内宜采用机械法与尾纤成端。 

4.17 话音终端接口宜采用 RJ11 模块。 

4.18 数据终端接口应采用 RJ45 模块。 

4.19 有线广播电视终端接口宜采用 75-5 公制 F 座模块。 

4.20 五类及以上非屏蔽对绞电缆的传输距离限值、各段线缆长度限值和各项指标等均应符合 GB 50311

—2007 等相关规定。如采用屏蔽对绞电缆,需要专门屏蔽的连接硬件,屏蔽要求应符合 YD/T  926.1—

2009 中的相关规定。 

4.21 工程设计中应选用符合有关技术标准的定型产品。 

4.22 住宅小区部分公共建筑内难以确定信息点位置，无法采用有线接入方式时，可采用无线接入方式。 

5 住宅小区设备间 

5.1 面积及位置要求 

5.1.1 住宅小区内应设置设备间，设备间平面形状宜为矩形，最小净宽度不宜小于 3,200mm，其使用

面积应满足不少于 3 家通信业务运营商的接入空间需求，并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1 设备间使用面积 

单位：㎡ 

住宅小区终期规划住户数 设备间使用面积 

2,000户及以下 ≥25 

2,001～4,000户 ≥40 

4,001～6,000户 ≥50 

注：住宅小区终期规模在6000户以上的，宜划分区域设置设备间。 

5.1.2 设备间宜设置在住宅小区用户中心位置，并应满足通信管道进出方便的要求。设备间附近或内

部靠近管道入口处宜设置进线室。进线室宜靠近外墙，应做好防渗水措施和设置排水设施。 

5.1.3 设备间的位置应选择在环境安全、便于维护、便于安装空调及接地装置的地方。 

5.1.4 设备间宜设置在建筑物的底层。如能满足相关温湿度及通风条件，并且该建筑物有地下二层时，

设备间可设在地下一层，但应做好防水措施。 

5.1.5 设备间不应与变配电室、水泵房及水池相毗邻，不应设置在卫生间、厨房等易积水的房间的正

下方，不应有给排水水管、燃气管、暖气管、消防喷淋设施等。 

5.2 土建及防火要求 

5.2.1 设备间净高（梁下高度）应不低于 2,600mm。 

5.2.2 设备间地板的等效均布活荷载应不小于 6kN/㎡。如部分面积的荷载超重，应进行局部加固。 

5.2.3 设备间的外门应向外开启，宽度宜不小于 1,200mm，高度宜不小于 2,200mm。设备间的门、窗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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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防盗设施。 

5.2.4 小区地下通信管道直接引入设备间时，应敷设外径为 102mm 或 114mm 钢管，其数量要求应符合

本规范 7.5 条的规定。当地下通信管道引入点与设备间不相毗邻时，其间应敷设桥架沟通，桥架规格应

符合本规范 8.1.19 条的规定。 

5.2.5 设备间的耐火等级应不低于二级，并宜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5.2.6 设备间不宜设置吊顶及铺设活动地板，室内装修材料应符合 GB 50222—95  3.1.4 要求，应选

取耐久、不起灰、环保的材料，不应使用木地板、木护墙及可燃窗帘。 

5.2.7 设备间所有的线缆孔洞必须采用防火阻燃材料堵严密封，封堵的厚度应不低于楼板、墙壁的厚

度，封堵托板应采用防火板，其耐火等级应不低于机房墙体的耐火等级。 

5.3 环境要求 

5.3.1 设备间的温度与相对湿度要求应满足表 2 的规定。 

表2 设备间温、湿度要求 

设备间类型 温度 相对湿度 

仅安装无源设备 5℃～35℃ ≤85%（+30℃） 

安装有源设备 10℃～35℃ 10%～90% 

5.3.2 设备间应设置一般照明,其水平照度应不低于 200lx，应设置备用照明，备用照明水平照度应不

低于正常照明照度，最少持续供电时间应不小于 180 分钟，照明灯具宜采用三基色荧光灯，灯具位置宜

布置在机架列间，吸顶安装。 

5.3.3 设备间内应清洁、防尘、防静电。防静电措施应符合 YD/T 754—95 的要求。 

5.3.4 设备间内电磁场强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无线电干扰场强不大于 126dB（µV/m）； 

2） 磁场强度小于 800A/m。 

超过以上指标时应采取电磁屏蔽措施。 

5.4 设备安装要求 

5.4.1 设备间机架双面操作的机架列间距离不宜小于 800mm，单面操作的机架列间距离不应小于

600mm；机面距墙不应小于 800mm，单面操作的机架其机背可以靠墙安装；机房主要走道宽度不宜小于

900mm。  

5.4.2 设备间宜设置走线架，采用上走线方式布线。 

5.4.3 设备间通信线缆与电源电缆必须分开布放。当设备间与小区其他弱电系统合用机房时，通信线

缆应与其他系统的线缆分桥架布放，跳纤应与其他线缆分桥架布放。 

5.4.4 在设备间内, 不同通信业务运营商宜分架安装；当机房面积有限时，不同运营商的设施可同架

分区安装。 

5.4.5 机架的安装应按七度抗震设防进行加固，其加固方式应符合 YD 5059—2005 有关要求。 

5.4.6 设备间内当有电源设备、空调等辅助设备时，通信业务运营商应采用共建共享方式建设。 

5.5 电源及接地要求 

5.5.1 设备间应引入三相四线制市电电源,并应采取防雷击电磁脉冲措施，防雷要求应符合 GB 50174

—2008 的要求。电源负荷等级宜不低于二级。 

5.5.2 设备间应设置配电箱和电能计量表，进线总容量应符合表 3 的要求，箱内应预留不少于 6 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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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关。 

表3 设备间用电量配置（Kw） 

住宅小区终期规划住户数 用电量配置 

2,000户及以下 ≥5 

2,001～4,000户 ≥10 

4,001～6,000户 ≥15 

5.5.3 设备间宜采用共用接地方式，并在机房内预留等电位接地端子箱，接地电阻应不大于 1Ω。 

5.5.4 设备间应设置 10A 单相两极和单相三极组合电源插座。每侧墙面设置的电源插座数量应不少于

1 组。电源插座应嵌墙安装，下口距地坪 0.3m。 

6 住宅建筑内电信间及室外光缆交接箱 

6.1 高层、中高层住宅的每个单元应设置电信间,多层住宅及别墅住宅可不设电信间。电信间使用面积

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4 电信间使用面积（㎡） 

住宅分类 电信间使用面积 

高层住宅 ≥5 

中高层住宅 ≥3 

注：多层及别墅住宅设电信间时,其使用面积宜不小于1.0㎡。 

6.2 电信间宜设置在住宅的底层或地下一层,靠近进楼管道一侧并接近弱电竖井或竖向暗管的位置。 

6.3 设备间所在的高层、中高层住宅单元可不设电信间,但设备间应与该住宅内的弱电管网相连通,并

且该设备间的使用面积宜适当增大。 

6.4 电信间应与住宅小区地下通信管道及住宅建筑内弱电管网相沟通,其沟通管道或桥架的数量及技

术要求应符合本规范 7.7、7.8、8.2.4 及 8.2.7 条的规定。 

6.5 电信间的门应朝外开启,宽度应不小于 900mm,高度宜为 2,000mm。 

6.6 电信间应设置 220V 单相带接地保护的电源插座。 

6.7 电信间应设置一般照明,其水平照度不应低于 200lx，灯具宜吸顶安装。 

6.8 高层住宅的电信间应采用桥架与弱电竖井进行连通，中高层住宅的电信间应采用桥架或暗管与弱

电竖井或竖向暗管进行连通。其相关规格、数量应符合本规范 8.2.4 与 8.2.7 条的规定。 

6.9 对于多层及别墅类等无公共部位的建筑,宜在安全、不影响周围环境的地点设置室外光缆交接箱,

并使之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6.10 室外光缆交接箱应与住宅小区内地下通信管道相沟通,其数量及技术要求应符合本规范 7.6 条的

规定。 

6.11 室外光缆交接箱应能适应室外环境,具有防尘、防水、防结露、防冲击及防盗功能。箱体的防护

性能应达到 IP65 级的要求。其他要求应符合 YD/T 988—2007 的要求。 

7 住宅小区地下通信管道 

7.1 住宅小区地下通信管道的路由宜选在空地、人行道或车道下，手孔不宜设在车道下。通信管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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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和管位宜与电力、燃气管安排在道路的不同路侧。进楼管的位置及方位应根据小区总体通信管道规

划确定。 

7.2 住宅小区地下通信管道宜有两个方向与公共弱电管网相连接。 

7.3 住宅小区地下通信管道与其它管线及建筑物的最小净距应符合表 5 的规定。 

表5 通信管道、通道与其他地下管线及建筑物的最小净距（m） 

其他管线及建筑物名称 平行净距 交叉净距 

已有建筑物 2.00 — 

规划建筑物红线 1.50 — 

d≤300mm 0.50 

300＜d≤500mm 1.00 给水管 

d＞500mm 1.50 

0.15 

污水、排水管 1.00（注 1） 0.15（注 2） 

热力管 1.00 0.25 

压力≤300kPa 1.00 
燃气管 

300kPa＜压力≤800kPa 2.00 
0.30（注 3） 

＜35kV 0.50 
电力电缆 

≥35kV 2.00 
0.50（注 4） 

乔木 1.50 — 
绿化 

灌木 1.00 — 

通信电杆、照明杆 0.5 — 

道路边石边缘 1.00 — 

沟渠（基础底）  0.50 

注：1、主干排水管后敷设时，其施工沟边与管道间的平行净距不宜小于1.5m。 

2、当管道在排水管下部穿越时，净距不宜小于 0.4m，通信管道应做包封，包封长度自排水管两端各加长 2m。 

3、在交越处 2m 范围内，煤气管不应作接合装置和附属设备；上述情况不能避免时，通信管道应做包封。 

4、电力电缆加保护管时，净距可减至 0.15m。 

7.4 住宅小区内地下通信管道最小埋深（管顶至路面）应符合表 6的要求。塑料管应在道路结构层 0.3m

以下。 

表6 通信管道的埋设深度（管顶至路面 m） 

类别 绿化带 人行道下 车行道下 

塑料管 0.5 0.7 0.8 

钢管 0.3 0.5 0.6 

7.5 住宅小区地下通信管道可采用塑料管(包括聚氯乙烯双壁波纹管、多孔塑料管、硅芯管等)或钢管, 

当埋深达不到要求时应采用钢管。管道的容量应按远期光缆的条数及备用管孔数确定。管道的容量及备

用管孔数、管材、管径选用可参照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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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住宅小区通信管道的容量、管材、管径（mm） 

管道容量（孔） 
段落 

总孔数 其中备用
管材 

管外径 

（mm） 
备注 

塑料管 110 常用聚氯乙烯双壁波纹管 
4 1 

钢管 102 — 公用电信网管道～住宅小区管道 

12 3 塑料管 40 内径 33mm 硅芯管 

住宅小区管道～设备间 6～12 2～3 钢管 102 或 114 — 

塑料管 110 常用聚氯乙烯双壁波纹管 
住宅小区主干管道 4～9 2 

钢管 102 — 

塑料管 110 常用聚氯乙烯双壁波纹管 
住宅小区支线管道 2～3 1 

钢管 89 — 

注：1、本表中所表示的管孔数是指管外径为89mm~114mm 的圆形管孔,当采用多孔塑料管时应另行计算； 

2、外径 89mm～114mm 钢管管壁厚度宜选 4mm,常用聚氯乙烯双壁波纹管的外/内径为 110/100mm。 

7.6 住宅小区通信管道至室外光缆交接箱的引上管宜采用外径 89mm(壁厚 3.5mm 或 4mm)钢管,其孔数

宜为 3 孔～5孔。 

7.7 住宅小区通信管道至建筑物之间的进楼管应采用钢管。进楼管的数量、管径、管壁厚度宜按表 8

的规定确定。 

表8 进楼管的数量、管径、管壁厚度(mm) 

建筑物类型 管孔数 钢管（外径） 管壁厚度 

50、63.5 3.5 
多层住宅建筑 2 

76 4 

中高层、30 层或以下高层住宅建筑 3～4 89 4 

30 层以上高层住宅建筑 4～6 102 4.5 

别墅住宅建筑 1 32 3 

7.8 进入建筑物（包括设备间、电信间）内的通信管道应向人（手）孔方向倾斜，倾斜坡度大于 0.4%，

即建筑物内的管孔应高于人（手）孔的管孔。 

7.9 人（手）孔墙体宜采用机制砖或混凝土预制块,并应用 1:3 水泥砂浆砌墙体。人(手)孔基础应采用

C20 级混凝土。人(手)孔上覆应采用 C20 级混凝土预制板。人(手)孔规格选用应符合表 9 的规定。 

表9 人(手)孔规格选用 

管道管孔数（孔） 
人（手）孔内净尺寸 

长×宽×高（mm） 
备注 

1、2 600×600×800 手孔（不设光缆接头、仅作进楼管接口用） 

3～6 1,500×900×1,200 手孔 

6～9 1,800×1,200×1,800 人孔 

9～12 2,000×1,400×1,800 人孔 

>12 2,400×1,500×1,850 人孔 

注：住宅小区与公用电信网管道相连通的人孔及中心机房前的人孔规格可选大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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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住宅小区通信管道人(手)孔间距不宜超过 100m，塑料管道可适当延长。同一段管道不得有“S”

弯。塑料弯管道的曲率半径不宜小于 20m。人(手)孔的设置应符合 GB50373—2006 的要求。 

7.11 人（手）孔内不应有电力等其他管线穿越。 

8 楼内通信管网 

8.1 一般规定 

8.1.1 住宅建筑楼内通信管网系统的容量应能满足远期需求。 

8.1.2 竖井、竖向暗管、桥架、楼层挂壁(或壁嵌)式配线箱、住户共用的过路箱(盒)等应设置在建筑

物内公共部位；各类配线箱及过路箱(盒)等不应设置在楼梯踏步的上方。 

8.1.3 当采用分散分光方式时,楼层配线箱内应能提供不少于 3 家通信业务运营商的分路器安装位置。 

8.1.4 楼层挂壁式或壁嵌式配线箱的安装高度应为:箱体底边距本层地坪 1.3m。 

8.1.5 楼内竖向暗管应采用外径 75～100mm 厚壁钢管。楼内水平暗管在一层及地下层应采用厚壁钢

管，在其他楼层宜采用阻燃硬质聚氯乙烯管或薄壁钢管，当有强电干扰影响时应采用钢管，并应有接

地措施。 

8.1.6 建筑内楼层配线箱至家居配线箱的水平通信暗管应为 1 孔,其外径为 25mm,并宜按户分路配置;

家居配线箱至终端插座之间的水平暗管应为 1孔,其外径为 20mm。 

8.1.7 每套住宅内应设置家居配线箱。家居配线箱箱体容量应能满足远期需求，还应为其他弱电设

施预留安装空间。箱内应单独引入一路 220V 交流电源线，采用用户电源，用电负荷宜按不小于 50W 配

置。 

8.1.8 家居配线箱应采用预埋方式，位置应选择在家庭布线系统的汇聚点，线路进出和维护方便的位

置安装。各房间内终端插座不应串联，应单独敷管至家居配线箱。 

8.1.9 家居配线箱底盒高、宽、深尺寸应不小于 300mm×500mm×120mm, 箱内可安装光网络单元/终端

（ONU/ONT）、有线电视光接收机、家庭网关等设备。箱体材料宜采用非金属复合材料,门上应留有散热

孔。箱内应配置单相带保护接地的 220V/10A 双三眼电源插座 1 个。 

8.1.10 家居配线箱宜低位安装,但箱体底边距地坪应不小于 0.3m。 

8.1.11 建筑物内暗管不宜穿越建筑物的变形缝,若必须穿越时应采取补偿措施。 

8.1.12 楼内暗管弯曲敷设时,每一段内弯曲不得超过两次,且不得有 S 弯。当楼内暗管的直线段长超过

30m 或段长超过 15m 并且有 2 个以上的 90°弯角时,应设置过路盒。 

8.1.13 暗管的弯曲半径应大于管外径的 10 倍，当暗管外径小于 25mm 时，其弯曲半径应大于该管外

径的 6 倍。暗管的弯曲角度不得小于 90°。 

8.1.14 楼内竖向暗管及水平暗管可在一个管孔内同时一次敷设多条线缆。一管多缆时其管截面利用率

应不大于 30%，一管一缆时其管径利用率应不大于 60%。 

8.1.15 楼内光缆不应与燃气管、热力管合用同一竖井，与电力线应采用不同桥架，且避免路由交越。 

8.1.16 楼层挂壁式或壁嵌式配线箱及过路箱应有防潮、防尘功能及锁定装置,箱体的防护性能应达到

IP53 级的要求。 

8.1.17 引入楼层配线箱的竖向暗管应安排在箱内一侧,水平暗管可安排在箱内的中间部位。 

8.1.18 设备间与本住宅单元的电信间之间、设备间与本住宅单元的竖井之间以及电信间与竖井之间可

用暗管或桥架相连通。 

8.1.19 在容易积灰尘的环境中应采用带有盖板的桥架,在有强电干扰影响的环境中应采用带有盖板的

金属桥架。当采用桥架时,水平桥架底部宜距地坪 2,200mm 以上,顶部距楼板宜不小于 300mm。桥架在过

梁或其他障碍物处的间距宜不小于 100mm。桥架规格应按照远期布放的光缆数量确定,并应满足远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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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填充率不大于 60%。 

8.2 高层住宅楼内弱电管网 

8.2.1 高层住宅建筑应采用弱电竖井形式,宜按每 16 户～32 户设置 1 个楼层挂壁式配线箱。 

8.2.2 中高层住宅建筑宜采用竖井上升形式。当采用竖井上升形式时,宜按每 8 户～16 户设置 1 个楼

层挂壁式配线箱;当采用暗管上升形式时,宜按每 8 户～16 户设置 1 个楼层壁嵌式配线箱。 

8.2.3 竖井的内净宽度应不小于 900mm,内净深度宜不小于 400mm。竖井操作门的宽度应不小于 800mm,

高度宜为 2,000mm。操作门应向公共部位开启。 

8.2.4 竖井内应设走线架,管线穿越楼板可开设楼板预留孔。预留孔在敷设光缆完毕后,应采用耐火极

限不低于 1.5h 的阻燃材料封堵。高层、中高层住宅建筑竖井内的桥架、楼板预留孔的配置宜按表 10

及表 11 的规定确定。 

表10 高层住宅竖井内桥架、楼板孔洞尺寸(mm) 

总层数 楼层 桥架尺寸（宽×高） 楼板孔洞尺寸（宽×高） 

18 1～18 200×100 300×200 

24 1～24 200×100 300×200 

1～24 300×150 400×250 
30 

24～30 200×100 300×200 

1～24 400×200 500×300 

24～30 300×150 400×250 30 以上 

30 及以上 200×100 300×200 

注：电信间至竖井之间的桥架尺寸不小于竖向桥架的最大尺寸。 

表11 中高层住宅竖井内桥架、楼板孔洞尺寸(mm) 

楼层 桥架尺寸(宽×高) 楼板孔洞尺寸(宽×深) 

1～5 150×75 250×150 

5～9 100×50 200×120 

注：电信间至竖井之间的桥架尺寸不小于竖向桥架的最大尺寸。 

8.2.5 高层住宅挂壁式配线箱高、宽、深的尺寸应不小于 600mm×450mm×150mm。 

8.2.6 中高层住宅建筑内采用竖井上升形式时，挂壁式配线箱高、宽、深的尺寸应不小于 500mm×380mm

×150mm；中高层住宅建筑内采用暗管上升形式时，壁嵌式配线箱高、宽、深的最小尺寸应符合表 12

的规定。 

表12 采用暗管上升形式的中高层住宅楼层配线箱最小尺寸(mm) 

配线箱种类 箱内净最小尺寸 适用场合 

高 宽 深 
壁嵌式配线箱 

500 380 150 

用于安装光分路器和光纤适配器,所辖住户不超过 16

户,宜设在 2层至 6层。 

壁嵌式配线箱 380 250 130 用于光缆过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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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 中高层住宅建筑内采用暗管上升形式时,其竖向通信暗管配置应符合表 13 的规定。 

表13 中高层住宅楼内竖向通信暗管配置 

竖向暗管段落 管径（mm） 管孔数 备注 

电信间～竖井 
外径：50 

壁厚：3 
2 

除采用钢管外，也可采用宽×深不小于

200mm×100mm 的桥架。 

电信间～底层楼层配线箱 外径:50 壁厚:3 2 钢管 

(1～8)层上下楼层配线箱之间 外径:50 2 钢管 

(8～9)层上下楼层配线箱之间 外径:50 1 钢管 

8.3 多层及别墅住宅建筑内弱电管网 

8.3.1 多层住宅建筑内宜采用暗管上升形式,在各楼层设置壁嵌式配线箱。 

8.3.2 多层住宅建筑内壁嵌式配线箱的最小尺寸应符合表 14 的规定。 

表14 多层住宅楼层配线箱最小尺寸(mm) 

配线箱种类 箱内净最小尺寸 适用场合 

高 宽 深 
壁嵌式配线箱 

500 380 150 

用于安装光分路器和光纤适配器,所辖住户不超过

12 户,宜设在 2 层至 5层。 

壁嵌式配线箱 380 250 130 用于光缆过路 

8.3.3 多层住宅建筑内的竖向通信暗管配置应符合表 15 的规定。 

表15 多层住宅楼内竖向通信暗管配置 

竖向暗管段落 管径(mm) 管孔数 备注 

(1～2 层)上下楼层配线箱之间 外径:50 2 厚壁钢管,壁厚 3mm 

(2～6 层)上下楼层配线箱之间 外径:50 1 厚壁钢管,壁厚 3mm 

8.3.4 别墅住宅建筑内弱电管网配置应符合表 16 的规定。 

表16 别墅住宅楼内通信暗管配置 

暗管名称 段落 管径(mm) 管孔数 备注 

进楼管 小区通信管道～家居配线箱 外径:32 1 钢管,壁厚 3mm 

竖向暗管 家居配线箱(过路盒)～过路盒 外径:20 或 32 1 阻燃硬质聚氯乙烯管或钢管 

水平暗管 家居配线箱(过路盒)～终端插座 外径:15 或 20 1 阻燃硬质聚氯乙烯管或钢管 

8.4 住户内终端插座的配置 

8.4.1 住户内卧室、起居室、书房应设置电话、数据双孔插座，有线广播电视同轴插座。在有线广播

电视同轴插座旁应设置数据插座。卫生间可设置电话插座。 

8.4.2 终端插座应嵌墙安装。终端插座的盒体安装高度应为:卫生间下口距地坪 1.0m～1.3m,其余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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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口距地坪 0.3m。起居室的有线电视同轴插座应安装在墙壁中间位置。 

9 住宅小区内光缆 

9.1 住宅小区内光缆应按照敷设段落的不同,分为小区光缆和入户光缆两部分。按照住宅建筑类型不同,

入户光缆的段落划分应符合表 17 的规定。 

表17 入户光缆段落划分 

段落 
建筑物类型 

起点 终点 

多层、中高层、高层住宅建筑 楼层配线箱 家居配线箱 

别墅住宅建筑 光缆交接箱、配线箱等 家居配线箱 

9.2 小区光缆宜采用波长段扩展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入户光缆宜采用弯曲损耗不敏感单模光纤。在

同一个住宅小区内各个段落所采用的光纤模式及类型应相匹配或一致。 

9.3 小区光缆宜选用油膏填充松套层绞式或中心束管式结构,地下管道光缆的外护层应选用铝-聚乙烯

粘结护套。 

9.4 小区光缆敷设安装的最小曲率半径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敷设过程中应不小于光缆外径的20倍； 

2） 安装固定后应不小于光缆外径的10倍。 

9.5 入户光缆敷设安装的最小曲率半径应符合所选光缆相应的技术要求。 

9.6 光纤的接续以及光缆与尾纤的成端接续应采用熔接法,每个接续点的熔接损耗值应符合表 18 的要

求。 

表18 单模光纤熔接损耗要求(dB) 

单纤 光纤带 

双向平均值 单向最大值 双向平均值 单向最大值 

≤0.08 ≤0.1 ≤0.2 ≤0.25 

9.7 入户光缆靠近用户侧的光纤接续宜采用现场组装式光纤活动连接器,其插入损耗应不大于 0.5dB。 

9.8 光纤链路损耗应采用最坏值法，按如下公式计算： 

光纤链路损耗= ∑
i=1

n
Li ×Af+X×A 熔+Y×AC+Z×A 机械+ ∑

i=1

m
l分 +Mc 

式中： 

∑
i=1

n
Li ——光链路中各段光纤长度的总和,单位为 km； 

Af    ——光缆中光纤的衰减系数,单位为 dB/km ； 

X    ——光纤链路中光纤熔接接头数(含尾纤熔接接头数),单位为个； 

A 熔     ——光纤熔接接头双向平均衰耗指标,单位为 dB/个； 

Y    ——光链路中活动接头数量,单位为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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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活动连接器的衰耗指标,单位为 dB/个； 

Z     ——光纤链路中现场组装式光纤活动连接器的数量,单位为个； 

A 机械    ——现场组装式光纤活动连接器插入衰耗指标,单位为 dB/个； 

∑
i=1

m
l分 ——光链路中 m 个光分路器插入损耗的总和,单位为 dB； 

Mc    ——光缆维护余量,单位为 dB。 

光纤链路损耗值应符合所采用的光接入设备对传输指标的要求。 

9.9 住宅小区内高层、中高层及多层建筑区域的光缆宜采用集中分光结构、直接配线方式, 在电信间

配线箱部署光分路器，在楼层配线箱熔接小区光缆与入户蝶形光缆。别墅区域的光缆宜采用交接配线方

式，入户光缆可采用带护套的蝶形光缆。 

9.10 住宅小区内光缆网的网络拓扑宜采用树形结构。 

9.11 住宅小区内光缆的光纤芯数应按远期用户需求配置。 

9.12 当楼层配线箱内设置分路器时,其上联光缆的容量应按不小于 6 芯/配线箱进行配置;当楼层配线

箱内不设置分路器时,其上联光缆的容量宜根据该箱所辖的用户数按 4芯/户进行配置。 

9.13 住宅小区地下通信管道的管孔应按先下后上,先两侧后中间的顺序使用。 

9.14 需在一个管孔内敷设多条光缆时，为了有效地利用管孔，可在原管孔内穿放多根塑料或纺织子管，

子管的总等效外径宜不大于管孔内径的 90%。多根子管应一次性穿放，子管在管道内不应有接头。子管

在人（手）孔内伸出的长度宜为 200～400mm。本期工程不用的子管应堵塞。 

9.15 管道光缆在每个人(手)孔中弯曲的预留长度宜为 1.0m。光缆接头处每侧的预留长度宜为 5m～8m。 

9.16 光缆及其接头应安置在人(手)孔壁一侧的电缆托板上,并应设置光缆标志牌。 

9.17 各段光缆在敷设后应作端接。光缆为端接所预留的长度宜为:中心机房内 3m～5m；电信间或楼层

箱内 1m；家居配线箱内 0.5m。 

10 住户内通信线缆 

10.1 住户内通信线缆应根据终端插座的位置布放到位。 

10.2 住户内线缆在敷设后，为端接所预留的长度宜为：家居配线箱内 0.5m，终端插座内 0.3m。 

10.3 家居配线箱至电话插座之间的线缆宜为室内电话线；家居配线箱至数据插座之间的线缆应为五类

或五类以上 UTP 电缆。家居配线箱至有线电视同轴插座应为 75-5 四屏蔽同轴电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