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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建筑行业得到了革新与进步,诸多先进技术被引入到建筑行业中,电气与智能化工程就

是其中较为关键的一项,该工程决定着整体建筑项目的建设水平,关乎社会生产生活品质。本文就将研究

重点放在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工程,阐述该项工程中存在的质量通病,并给出相应的防治对策,以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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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been innovated and advanced, and many advanced 

technologies have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Electrical and intelligent engineering is one of them, 

and the project determines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project and is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social production and life. This paper focuses on building electrical and intelligent engineering, expounds the 

common quality problems in this project, and gives the corresponding prevention countermeasure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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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在建筑项目中占有非常重

要的地位,具备优质电气工程的建筑项

目,才能满足大众生产生活的多方面需

求。如今,电气与智能化工程走入大众视

野,并成为建筑行业中一大改革创新项

目,该工程可以弥补传统电气工程中的

不足,使建筑行业迈入新的台阶。 

1 阐述电气工程存在的质量问题 

1.1设备接线不符合标准规范。建筑

电气与智能化工程作业中,涉及内容繁多,

其中接线工作占比极高,该项工作多在机

房和井道的机柜中实施完成。由于接线工

作涉及机械设备较多,故而对操作规范性

和安全性的要求较严。但实际作业中,施

工人员的责任意识淡薄,专业素养不过硬,

不能完全按照接线说明进行操作,接线中

经常出现错误行为,甚至部分人员没有实

行绝缘处理,或者导线连接过于稀疏无序,

经常出现漏焊、虚焊线缆的问题,而上述

情况均会为后续作业埋下极大的安全隐

患,作业风险系数增加。之所以出现接线

不规范行为,与作业人员对于工程的掌握

度有着极大的关系。施工人员在接线处理

前,不能全面掌握该环节工作要点,对于

各流程操作过于陌生,再加上专业能力有

限,一旦遇到突发问题,不能及时应对,进

而降低电气工程质量,阻碍了电气设备间

的信号传输,增大了工程的风险系数。 

1.2设备箱和配电箱在安装时缺乏

规范性。电气与智能化工程作业中,包含

诸多电气子系统,这些系统耗电量极大,

为向电气系统设备持续不间断供电,设

备控制箱和配电箱成为必不可少的工具

设施。常见的供电设备有门禁控制箱、

分配电箱。在对上述设备箱实行安装设

置时,要求人员合理掌控设备箱的尺寸

大小,并根据工程规范完成安装作业。 

但实际安装中,现场管理人员不够

重视该环节工作,没有严格监督施工人

员的安装行为,诸多环节均与规范标准

不符,很大一部分人员均是根据之前的工

作经验进行设备箱的安装,但是大部分电

子设备中的配件必须实行提前定制,建筑

项目不同,对上述配件的要求也会存在较

大差异,因而只有定制的配件方可满足

电气工程要求。如果配件与电子设备不

相符,则在设备安装中,就会出现配电箱

坐标失准、变形、移位、损坏等多种问

题,这不仅会给工程带来安全隐患,还会

给后续的设备管理与维护带来麻烦。 

1.3照明不规范。在建筑电气与智能

化工程施工中,部分建筑照明灯具由于

预埋盒位置出现偏差,导致灯具安装位

置偏移,成排灯具的水平、直线偏度较

大。再者,对于特殊地区,照明工具的规

格、型号、安装高度和位置缺乏科学合

理性,不能满足工程的标准规范,又由于

卫生间、厨房这些区域对于灯具有特殊

要求,但实际上并没有安装防雾灯,再加

上灯具固定不稳固,极易产生脱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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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诸多的安全隐患。 

1.4避雷接地不合理。引下线、均压

环、避雷带搭接处有夹渣、焊瘤、虚焊、

焊缝不饱满等缺陷；焊渣不敲掉、避雷

带上的焊接处不刷防锈漆；用螺纹钢代

替圆钢作搭接钢筋。出现上述不规范行

为,主要与作业人员的专业技能有关。施

工人员不能全面掌握焊接技术,对于诸

多焊接流程不熟悉,且没有严格按照《电

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

范》展开作业,施工缺乏规范性。 

2 解决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工程

中质量通病的有效策略 

2.1在设计环节解决质量通病的措

施。电气与智能化工程设计阶段,要求设

计人员全方位考量建筑的防火功能,合

理选择电线电缆,规范铺设形式。在建筑

的总电源进线处,设计者需配置相应的

断路器,以免发生漏电事故,增大线路运

行的安全性。针对开关电器类型的选择,

要求在断开相线的同时,中性线也随之

断开,只有符合上述功能的开关电器方

可被应用在电气工程中。 

再者,设计人员要根据工程实际,确

定建筑内的插座数量和具体位置。考虑到

各类管线敷设问题,从方便住户的角度出

发,这里规定每个居室设置三组插座,并

集中设置。且各管线的走向必须科学规范,

以免在混凝土板岩出现管线裂缝问题。关

于棚内的导管与布线的材质,设计者应选

择金属类型。对于室内安装敞开式灯具且

灯头距离地面小于2m的工程来说,要选择

安全电压灯具。至于管内的穿线环节,要

求总截面不得大于管内截面的2/5,对于

线槽配线,相关参数不得大于3/5。 

2.2参建材料确定环节的质量管理措

施。工程材料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择,

用来加工配电箱的金属板,要求其厚度大

于或等于1.2rnm,宽度大于600mm。配电箱

内的线路设置,规定在其中设置零线和保

护保护接地汇流排,零线汇流排应设在断

路器的上方,保护接地汇流排设在断路器

的下方。且配电箱制作时,还需实现留出

敲落孔,该孔的设置要参照进出回路和管

径的实际情况加以确定。汇流排端子也必

须同线路数量和线径的具体数值相适应。 

另外,这里规定塑料管必须同《建筑

用绝缘电工套管及配件JG3050》相符合,

套接紧定式钢(JOG)导管管材壁厚大于

或等于1.6mm,允许偏差±0.15mm。成套

灯具内部接线为铜芯绝缘电线,芯线截

面积不小于O．5mm,橡胶或聚氯乙烯(PVC)

绝缘电线的绝缘层厚度不小于0.6mm。对

于等电位联结端子板的材质选择, 好

使用厚度大于或等于4mm的铜质材料。避

雷网(带)、支持件、螺栓的材质选择,

好利用热浸镀锌的材料。对于日光灯

的吊装作业,设计者要利用木砖将电线

盒予以固定。主体施工时只弹线预埋灯

位盒,灯具安装时用胀塞固定吊线盒。 

关于双管日光灯和控罩式日光灯的

吊装工作,施工人员经常利用瓜子吊链

完成任务,但该种吊装方式存在较大风

险。施工人员 好利用铁环吊链完成作

业,这有助于灯具保持牢固性。除此之外,

作业中的注意事项还包括：用尼龙胀塞

或塑料胀塞固定灯具时,胀塞应打入混

凝土结构层不小于20mm；起到固定作用

的螺钉或螺栓,要求其数量大于或等于

两根,塑料地台厚度大于或等于25mm,且

吊线盒与底座的有效丝扣连接不少于三

扣；若日光灯安装方式为吸顶式样,则此

时不得预埋方盒,而是长形出线盒。 

2.3正式作业期间的质量管理措施。

电气与智能化工程进入施工阶段,作业

人员需严格按照规范要求展开施工,增

强现场秩序性。在安装配电箱时,施工人

员要利用专业设备加强对其的固定,至

于箱内的各个配件安装,作业人员必须

参照工程计划规范加以配置,防止电气

设备受损。且做好配管的质量管控,将存

在的不平之处予以去除,之后妥善置于

配电箱中,确保安装的安全性。 

至于照明灯的安装工作,在安装前人

员需先查看照明灯的具体规格,通过精准

测量后,确定灯具的具体安装位置,以发

挥出照明灯的 大效用。关于电管敷设施

工,必须参照施工图纸展开规范性作业,

技术人员必须全面掌握敷设计划,明确施

工中的规范要求,防止发生意外。 

另外,施工中还需设置预防措施。如

为施工人员普及焊工方面的知识技能,

定期展开该方面培训,使其熟练掌握立

焊、仰焊等难度较大的操作；避雷引下

线的连接为搭接焊接,这里的搭接长度

应为圆钢直径的六倍,且搭接钢筋必须

使用圆钢,不得以螺纹钢替代。再者,若

引下线的主钢筋焊接形式为对头碰焊,

则技术人员要参照工程要求在碰焊位置

补一搭接圆钢。至于接线作业,在安装面

板前,必须根据实际确定安装接线盒的

位置,且加以固定。上述作业结束后,要

求人员开展现场清洁工作。 

2.4竣工阶段的质量管理措施。当电

气与智能化工程进入竣工检验阶段,该

时期经常利用取样检测加以完成。具体

来说,检测对象有配电箱、断路器、漏电

保护装置,上述装置需送入专业检验机

构接受取样检测。至于成套的灯具,可以

直接在现场完成检测。检测内容包括绝

缘电阻、内部接线。再者,抽样检测还对

开关、插座的机械性能有所覆盖。工程

要求,不同极性的带电部件的间隙和爬

电距离大于或等于3mm。软塑固定件的检

测标准是,经受10次拧紧退出实验后不能

有松动和掉渣的现象出现,且螺钉螺纹不

能有损坏。有关电线电缆的检测工作,具

体检测内容包括绝缘层厚度和圆形线芯

的直径。待上述检测内容均同工程的标准

规范相符合,便可正式投入使用。 

3 结束语 

总之,在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工程中,

各环节施工的质量控制工作尤为关键。

只有在工程开展前期、施工阶段以及竣

工验收阶段,做好各电气构件的安装设

置工作,方可维护电气设备的正常运转,

进而增大整体工程安全系数,加快现代

建筑行业的前进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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