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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电气设计要点难点指导与案例》

内容概要

《建筑电气设计要点难点指导与案例剖析》是一部建筑电气设计与施工安装方面的工具书和指导书，
取材广泛，内容新颖，涵盖了各种常见的建筑类别，涉及了各种供配电系统和智能化系统，既有设计
要点论述与难点指导，又有典型案例剖析和重点图纸示范分享，还有共性设计要点与难点、相关专业
重要知识等。全书共分十四章，包括：共性设计要点与难点、住宅建筑、办公建筑、商业建筑、酒店
建筑、教育建筑、博展建筑、体育建筑、医疗建筑、铁路客站、民用机场航站楼、超高层建筑、人防
工程与汽车库、相关专业重要知识等。 
《建筑电气设计要点难点指导与案例剖析》编写严谨、图文并茂，覆盖面广、针对性强，是从事建筑
电气设计、施工图纸审查、注册电气工程师备考；建设管理、施工安装、工程监理人员的实用参考书
，也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教学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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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蔚，1967年8月出生，1985年毕业于湖北省黄冈中学，1989年毕业于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现哈尔滨
工业大学）建筑电气及自动化专业。现任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副总工程师、电气总工程师，中信建
筑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电气工程师；湖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兼职导师。现
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评审专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绿色建筑评价标识专家委员会专家、铁道部
建设工程评审专家、湖北省工程建设专家委员会专家、湖北省太阳能建筑应用专家委员会专家；被武
汉市委、市政府授予“武汉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当选全国智能建筑技术情报网副理事长
、中国建筑学会电气分会常务理事；受聘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建筑电气》《电气应用》《智能建筑电
气技术》《电气&智能建筑》专家编委。多年来，主持设计了一大批重要的国内外工程项目，多个项
目获部、省级优秀工程设计奖；多次在国际铜业协会、全国智能建筑技术情报网、湖北省建设厅、湖
北省科技协会等主办的学术会议上，作大会专题报告、主题发言或行业新标准、新规范宣讲；30余篇
学术论文发表在国家核心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多篇获得国家、省级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一、二等奖
。主持开发湖北省重点科研项目“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的建筑应用研究”“智能照明节能控制技术研
究”等：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央空调水系统节能控制装置技术规范》、湖北省地方标准
《武汉城市圈低能耗居住建筑设计标准》《湖北省建筑施工图节能设计说明示范文本》；参编教材《
湖北省绿色建筑技术指南》《湖北省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技术指南》；担任系列丛书《建筑工程设计
实录》电气专业主编；组织出版了《智能建筑电气技术》中信集团武汉市建筑设计院专辑：出版了个
人学术专著《建筑电气设计常见及疑难问题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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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为了维护校园网安全，可采取下列防范措施： （1）采取传导防护、辐射防护、电
磁兼容环境防护等物理安全措施； （2）采用容错计算机、安全操作系统、安全数据库、病毒防范等
系统安全措施； （3）设置防火墙等措施； （4）采取入网访问控制、网络权限控制、属性安全控制、
网络服务器安全控制、网络监控和锁定控制、网络端口和节点控制等网络访问控制； （5）数据加密
； （6）采用报文保密、报文完整性及互相证明等安全协议； （7）采取消息确定、身份确认、数字签
名、数字凭证等信息确认措施。 10 公共安全系统 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当建筑内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时，下列场所火灾探测器的选择宜采取如下方案： （1）在体育馆、大空间实验室、会堂、大厅等
无遮挡或不具备分隔条件的高大空间或有特殊要求的场所，宜选用红外光束感烟探测器、吸气式感烟
探测器或图像型火灾探测器等。 （2）在需要监测环境温度的场所，宜设置具有实时温度监测功能的
线型光纤感温火灾探测器。 （3）在单一型火灾探测器不能有效探测火灾的场所，可选用复合型火灾
探测器或红外光束感烟探测器、线型光纤感温探测器、火焰探测器、图像型火灾探测器、吸气式烟雾
探测器等各类单一型火灾探测器的组合。 （4）在存在可燃气体的场所，宜选择燃气探测器。 （5）对
于教育建筑内存在高温、潮湿、电磁干扰、撞击、震动、腐蚀气体、灰尘的场所，宜选择相应的消防
报警探测器。 消防控制室宜单独设置，当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需与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建筑设备管理系
统等合用控制室时，可集中设置在智能化系统集成总控室内，各系统设备在室内应占有独立的区域，
且相互间不应产生干扰。 校园内宜根据学校的管理模式和单体建筑的具体情况，分别设置消防值班室
、消防控制室（或消防控制中心）及学校消防控制总中心，并确定各自的功能及各级系统之间的从属
和联动关系。 当建筑形态复杂，现有规范无法覆盖时，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可经性能化设计分析来
确定。设计前应对保护对象的建筑特性、使用性质和发生火灾的可能性进行分析，设计后应进行评估
或试验验证，并经当地消防主管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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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筑电气设计要点难点指导与案例剖析》涵盖了各种常见的建筑类型，涉及了各种供配电系统和智
能化系统，贯穿了“简单的才是可靠的”“与级别匹配的才是对的”“针对性强的才是好的”“以正
确理念引导设计，以研究精神精细设计”等重要理念。全书直击建筑电气设计的要点与难点，并辅以
典型案例剖析和重点图纸示范，凝结了作者多年的设计智慧和经验，值得读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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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案例挺多的 适合进阶加油
2、书的内容比较好，很喜欢
3、有案例分析，挺好的额
4、分成各种类型的建筑设计思路还不错，但是比较粗略，每个类型的内容不够具体。
5、有些参考价值，还可以。
6、还不错，学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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