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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12 年t程建设

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补充计划的通知))(建标标函 (2012J123 号)的

要求，由巾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

制完成的。

本规范在编制过程中，为了更有效地贯彻国家关于推进光纤

宽带网络建设、资源共享等方针政策，编制组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

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并参考国内外有关标准，广泛征求国内有

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经反复讨论、修改和完善，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分 9 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住宅

区通信设施安装设计、住宅建筑内通信设施安装设计、用户光缆敷

设要求、线缆与配线设备的选择、传输指标、设备间及电信间选址

与工艺设计要求。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植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日常管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

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本规范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

注意发现问题，总结经验，积累资料，随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

给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甲 16 号，邮政编码: 100080) .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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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了适应城市建设与信息通信的发展，规范住宅区和住宅

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的建设，实现资掘共享，避免重复建设，满

足居民对通信业务的需求，保障居住者的合法权益，制定本规范。

1. O. 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

施工程设计，以及既有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的

改建、扩建工程设计。

1. O. 3 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的设计，必须

满足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平等接入、用户可自由选择电信业务经

营者的要求。

1. O. 4 在公用电信网络已实现光纤传输的县级及以上城区，新建

住宅区和住宅建筑的通信设施应采用光纤到户方式建设。

1. O. 5 县级以下乡镇及农村地区新建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宜采用

光纤到户的接人方式。

1. O. 6 既有住宅区和住宅建筑通信设施的改建和扩建宜采用光

纤到户的接入方式。

1. O. 7 新建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的地下通信管道、配镜管网、电

信闽、设备间等通信设施，必须与住宅区及住宅建筑同步建设。

1. 0.8 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设计应选用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技

术标准的定型产品。未经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鉴定合格的设备

及主要材料，不得在工程中使用。

1. O. 9 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设计应贯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

并应做到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整体美观、维护管理方便。

1. 0.10 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的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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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 0.1 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 fiber to the 

home communication facilities in residential districts and residen

tial buildings 

指建筑规划用地红线内住宅区内地下通信管道、光缆交接箱，住

宅建筑内管槽及通信线缆、配线设备，住户内家居配线箱、户内管线及

各类通信业务信息插座，预留的设备间、电信间等设备安装空间。

2. O. 2 地下通信管道 underground communication duct 

通信线缆的一种地下敷设通道。由管道、人(手)孔、室外引上

管和建筑物引入管等组成。

2.0.3 配线区 wiring zone 

在住宅区内根据住宅建筑的分类、住户密度，以单体或若干个

住宅建筑组成的配线区域。

2.0.4 配线管网 wiring pipeline network 

建筑物内坚井、管槽等组成的管网。

2.0.5 用户接入点 access point for subscriber 

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共同接入的部位，是电信业务经营者与

住宅建设方的工程界面。

2.0.6 线缆 cable 

光缆与电缆的统称。

2.0.7 配线光缆 wiring optical cable 

用户接入点至设备间配线设备、设备间至与公用通信管道互

通的人(手)孔之间连接的光缆。

2. O. 8 用户光缆 subscriber optical cable 

用户接入点配线设备至家居配线箱之间连接的光缆。

• 2 • 



2.0.9 户内线缆 indoor cable 

家居配线箱至户内信息插座之间连接的线缆。

2.0.10 电信间 telecommunications room 

住宅建筑内放置配线设备并进行线缆交接的专用空间。

2.0.11 设备间 equipment room 

住宅区内具备线缆引人、安装通信配线设备条件的房屋。

2.0.12 光缆交接箱 optical cable intersection box 

住宅区内设置的连接配线光缆和用户光缆的配线设备。

2.0.13 配线设备 wiring facilities 

住宅建筑内连接通信线缆的配线机柜(架)、配线箱的统称。

2.0.14 机柜 cabinet 

用于安装配线与网络设备、引入线缆并端接的封闭式装置。

由框架、前后门及侧板组成。

2.0.15 家居配线箱 household distribution box 

安装于住户内的多功能配线箱体。

2.0.16 终端盒 terminal box 

户内电缆的终端部位盒体。

2.0.17 信息插座 telecommunications outlet 

支持各类通信业务的线缆终端模块。

2.0.18 尾纤 tail fiber 

一根一端带有光纤连接器插头的光缆组件。

2.0.19 跳纤 optical fiber jumper 

一根两端均带有光纤活动连接器插头的光缆组件。

2.0.20 适配器 adaptor 

使插头与插头之间实现光学连接的器件。

2.0.21 光纤连接器 optical fiber connector 

由跳纤或尾纤和一个与插头匹配的适配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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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工程界面

3. 1. 1 光纤到户工程中，用户接入点的位置应依据不同类型住宅

建筑形成的配线区以及所辖的用户数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由单个高层住宅建筑作为独立配线区时，用户接入点应设

于本建筑物内的电信间。

2 由低层、多层、中高层住宅建筑组成配线区时，用户接人点

应设于本配线区共用电信间。

3 由别墅组成配线区时，用户接入点应设于光缆交接箱或设

备间。

3. 1. 2 光纤到户工程中，住宅建筑通信设施工程建设分工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用户接入点设置的配线设备建设分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电信业务经营者和住宅建设方共用配线箱或光缆交接箱

时，由住宅建设方负责箱体的建设;

2) 电信业务经营者和住宅建设方分别设置配线箱或配线柜

时，各自负责箱体或机柜的建设;

3)交换局侧的配线模块由电信业务经营者负责建设，用户

侧的配线模块白住宅建设方负责建设。

2 用户接人点交换局侧以外的配线设备及配线光缆，应由电

信业务经营者负责建设;用户接入点用户侧以内配线设备、用户光

缆及户内家居配线箱、终端盒、信息插座、用户线缆，应由住宅建设

方负责建设。

3 住宅区内通信管道及住宅建筑内配线管网，应由住宅建设

方负责建设。



4 住宅区及住宅建筑内通信设施的安装空间，应由住宅建设

方负责提供。

3.2 配置原则

3.2.1 光纤到户t程一个配线区所辖住户数量不宜超过 300 户，

光缆交接箱形成的一个配线区所辖住户数不宜超过 120 户。

3.2.2 地下通信管道的管孔容量、用户接入点处预留的配线设备

安装空间、电信间及设备间面积，应满足至少 3 家电信业务经营者

通信业务接入的需要。

3.2.3 地下通信管道的总容量应根据管孔类型、线缆敷设方式，

以及线缆的终期容量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下通信管道的管孔应根据殷设的线缆种类及数量选用，

可选用单孔管、单孔管内穿放子管或多孔管。

2 每一条光缆应单独占用多孔管的一个管孔或单孔管内的

一个子管。

3 地下通信管道应预留一个到两个备用管孔。

3.2.4 配线光缆、用户光缆及配线设备的容量应满足远期各类通

信业务的需求，并应预留不少于 10% 的维修余量。

3.2.5 用户光缆各段光纤芯数应根据光纤接入的方式、住宅建筑

类型、所辖住户数计算。

3.2.6 用户接入点至每一户家居配线箱的光缆数量，应根据地域

情况、用户对通信业务的需求及配置等级确定，其配置应符合表

3.2.6 的规定。

配置

高配置

低配置

表 3.2.6 光缆配置

光纤(芯)

2 

注:高配置采用 2 芯光纤.其中 1 芯作为备份。

3.2.7 设备间及电信间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光缆(条)

1 每一个住宅区应设置一个设备间，设备间宜设置在物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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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心。

2 每一个高层住宅楼宜设置一个电信间，电信间宜设置在地

下一层或首层。

3 多栋低层、多层、中高层住宅楼宜每一个配线区设置一个

电信间，电信间宜设置在地下一层或首层。

3.2.8 住宅建筑单元的楼道处或弱电竖井内应预留配线设备的

安装空间。

3.2.9 住户内应预留家居配线箱的安装空间。

3.2.10 设备间、电信间的使用面积以及配线箱的占用空间，应根

据配线设备类型、数量、容量、尺寸进行计算，且不宜小于表3. 2. 10-1~ 

表 3. 2. 10- 3 的要求。

亵 3.2.10-1 设备闽西积

KE王
设备阅

面积 尺寸 备 注

(m') (m) 

住
宅
区

可安装 4 个机柜(宽 600mmX
10 4X2.5 

1 个配线区 深 600mm) .按列设置①

(300 户〉 可安装 4 个机柜(宽 800mmX

组团
15 5X3 

深 800mm) .按列设置①

3 个配线 l丘
可安装 3 个机柜(宽 600mmX

(301 户 ~700 户〉
10 4X2.5 深 600mm) .按列设置②。为 3 个

配线区的光缆汇聚

7 个配线区
可安装 3 个机柜(宽 600mmX

(701 户 ~20∞户)
10 4X2.5 深 600mm) .按列设置@。为 7 个

小区
配线区的光缆汇聚

14 个配线区
可安装 3 个机柜(宽 600mmX

(2001 户 ~4(阴户)
1 口 4X2.5 深 600mm) .按列设置②。为 14

个配线区的光缆汇聚

注:①设备间直接作为用户接人点 .4 个机柜分配给电信业务经营者及住宅建设方

使用 3

②多个配线区的配线光缆汇聚于设备间 .3 个机柜分配给电信业务经营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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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0-2 电信间面积

1 个配线区住户数 面积(m2 ) 尺寸 (m) 备 注

可安装 4 个机柜(宽 600mmX
10 4 X2. 5 

深 600mm) .按列设置

300 户

可安装 4 个机柜(宽 800mmX
15 5X3 

深 800mm) .按列设置

注: 4 个机柜分配给电信业务经营者及住宅建设方使用。

襄 3.2.10-3 配线箱占用空间

项 日 占有空间尺寸(高×宽×深)(mm) 备 注

配线箱 (72 芯) 150 X 450 X 200 设于单元或楼层

配线箱044 芯) 750 X 550 X 300 设于单元或楼层

家居配线箱 450 X 350 X 150 设于住户内

3.2.11 户内管线及各类通信业务信息插座等家居布线系统的设

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住宅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242 及《住

宅通信综合布线系统))YD/T 1384 的有关规定。

• 7 • 



4 住宅区通信设施安装设计

4.1 地下通信管道设计

4. 1. 1 住宅区内的光缆应采用地下通信管道方式敷设。

4. 1. 2 住宅区内的光缆敷设路由应根据地理环境和住宅区综合

管道的规划确定。

4. 1. 3 地下通信管道的设计应与住宅区其他设施的地下管线整

体布局相结合，应与住宅区道路同步建设，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z

I 应与光缆交接箱引上管相衔接。

2 应与公用通信网管道互通的人(于)孔相衔接。

3 应与高压电力管、热力管、燃气管、给排水管保持安全的

距离。

4 应避开易受到强烈震动的地段。

5 应敷设在良好的地基上。

6 路由宜以住宅区设备间为中心向外辐射，应选择在人行

道、人行道旁绿化带。

4. 1. 4 地下通信管道可根据线缆敷设要求采用不同管径的管材

进行组合。

4.1.5 地下通信管道宜采用塑料管或钢管，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下列情况下宜采用塑料管 z

1)管道的埋深位于地下水位以下或易被水浸泡的地段;

2)地下综合管线较多及腐蚀情况比较严重的地段;

3)地下障碍物复杂的地段;

4)施工期限急迫或尽快要求回填土的地段。

2 在下列情况下宜采用钢管:

1)管道附挂在桥梁上或跨越沟渠，或需要悬空布线的

• 8 • 



地段;

2)管群跨越主要道路，不具备包封条件的地段:

3)管道埋探过浅或路面荷载过大的地段;

4)受电力线等干扰影响，需要防护的地段:

5)建筑物引入管道或引上管道的暴露部分。

4. 1. 6 地下通信管道与其他地下管线及建筑物间的最小净距，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信管道与通道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73 的

有关规定。

4. 1. 7 地下通信管道的埋深应根据场地条件、管材强度、外部荷

载、土壤状况、与其他管道交叉、地下水位高低、冰冻层厚度等因素

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住宅区内管道最小埋深宜符合表 4. 1. 7 的规定。

表 4. 1. 7 管道最小埋深 (m)

且rt 绿化带 人行道 车行道

塑料管 0.5 0.7 0.8 

钢管 0.3 0.5 O. 6 

注 :1 塑料管的最小埋深达不到本表要求时，应采用混凝土包封或钢管等保护

措施 1

2 管道最小埋深指管道的顶面至路面的距离。

2 在经过市政道路时，埋深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信

管道与通道工程设计规范))GB 50373 的有关规定。

4. 1. 8 进入人孔处的管道基础顶部距人孔基础顶部不宜小于

400mm，管道顶部距人孔上覆底部的净距不应小于 300mm，进入

手孔处的管道基础顶部距手孔基础顶部不宜小于 200mm 。

4. 1. 9 塑料管道应有基础，敷设塑料管道应根据所选择的塑料管

的管材与管型，采取相应的固定组群措施。

4. 1. 10 塑料管道弯管道的曲率半径不应小于 10m 。

4. 1. 11 地下通信管道敷设应有坡度，坡度宜为 3. 0%0~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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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小于 2.5%口 。

4. 1. 12 引入住宅建筑的地下通信管道应伸出外墙不小于 2m ，并

应向人(于)孔方向倾斜，坡度不应小于 4.0%0 。

4. 1. 13 地下通信管道进入建筑物处应采取防渗水措施。

4. 1. 14 人(于)孔位置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管道拐弯处、管道分支点、设有光缆交接箱处、交叉路

口、道路坡度较大的转折处、建筑物引入处、采用特殊方式过路的

两端等场合，宜设置人(于)孔。

2 人(手)孔位置应与燃气管、热力管、电力电缆管、排水管等

地下管线的检查井相互错开，其他地下管线不得在人(手)孔内

穿过。

3 交叉路口的人(手)孔位置宜选择在人行道上。

4 人(手)孔位置不应设置在建筑物的主要出入口、货物堆

积、低洼积水等处。

5 与公用通信网管道相通的人(手)孔位置，应便于与电信业

务经营者的管道衔接。

4. 1. IS 人(手〉孔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远期管群容量大于 6 孔时，宜采用人孔。

2 远期管群容量不大于 6 孔时，宜采用手孔。

3 采用暗式渠道时，宜采用于孔。

4 管道引上处、放置落地式光缆交接箱处，宜采用手孔。

4. 1. 16 通信管道手孔程式应根据所在管段的用途及容量合理选

择，通信管道手孔程式可按表 4. l. 16 的规定执行。

褒 4.1.16 通倍管道孚孔程式

子孔程式选用规格(mm)
管道段落 管道容量 用 途

长 宽 高

3 孔及 3 孔以下 1120 700 1000 用于线缆分支与接续

通信管道
3 孔及 3 孔以下 700 500 800 用于线缆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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攘亵 4. 1. 16

手孔程式选用规格(mm)
管道段落 管道容量 用 途

长 宽 高

至设备间 6 孔及 6 孔以下 1120 700 注
用于线缆接续及

至光缆 管道分支

引入
交接箱

3 孔及 3 孔以下 700 500 800 

管道
至高层住宅电信问 1120 700 注

用于线缆过线和
至低层、多层、

1120 
中高层住宅电信间

700 注 引入

衔接 与公用通信网 用于衔接电信业|
1120 700 1000 

手孔 管道相通的手孔 务经营者通信管道

注 g 可根据引入管的埋深调节手孔的净深与高度。

4. 1. 17 对于管道容量大于 6 孔的段落，应按现行行业标准《通信

管道人孔和手孔图集)) YD 5178、《通信管道横断面图集》

YD/T 5162的有关规定选择人孔程式。

4. 1. 18 人(手)孔的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人(手)孔设置在地下水位以下时，应采取防渗水措施。设

置在地下冰冻层以内时，应采用钢筋混凝土人孔，并应采取防渗水

措施。

2 人(手)孔应有混凝土基础，遇到土壤松软或地下水位较高

时，还应增设渣石基础或采用钢筋混凝土基础。

3 人(手)孔的盖板可采用钢筋混凝土或钢纤维材料预制，厚

度不宜小于 100mm o 手孔盖板数量应根据手孔长度确定。

4 人(手)孔制作的其他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信管道

与通道工程设计规范))GB 50373 的有关规定。

4.2 室外配结设备安装设计

4.2.1 光缆交接箱、墙挂式配线箱、接头盒的安装位置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应安装在线缆的交汇处或分支处。

2 应安装在人行道边的绿化带内、院落的围墙角、背风处。

3 应安装在不易受外界损伤、比较安全隐蔽和不影响环境美

观的位置。

4 应安装在靠近人(手)孔便于线缆出入，且利于施工和维护

的位置。

5 应避开高温、高压、电磁干扰严重、腐蚀严重、易燃易爆、低

洼等场所。

6 应避开设有空调室外机及通风机房等有振动的场所。

7 应避开行人和车辆的正常通行处。

4.2.2 光缆交接箱容量应根据进、出光缆交接箱的远期光缆总容

量及备用量确定。

4.2.3 光缆交接箱箱体接地应符合设计要求。

4.2.4 室外配线设备的安装设计应考虑雨、雪、冰雹、风、冰、烟

雾、沙尘暴、雷电及不同等级的太阳辐射等各种不良环境的影响，

并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4.2.5 光缆交接箱安装底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混凝土现浇底座并预埋 PVC 管。

2 底座浇注的1昆凝土宜采用强度等级 32.5MPa 及以上的

水泥。

3 底座高度不应小于 300mm o

4 底座的长度和宽度应大于箱体底部的长度和宽度，长×宽

不宜小于 800mm X 400mm 。

5 箱体应使用 M12 膨胀螺栓固定于水泥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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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住宅建筑内通信设施安装设计

5. 1 配线管网设计

5. 1. 1 配线管网应包括楼内弱电坚井、导管、梯架、托盘、槽盒等，

其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一住宅楼或住宅建筑单元宜设置独立的配线管网。

2 配线管网应与线缆引人及建筑物布局协调，并应选择距离

较短、安全和经济的路由。

3 引入管应按建筑物的平面、结构和规模在一处或多处设

置，并应引人建筑物的进线部位。

4 导管、槽盒不应设置在电梯或供水、供气、供暖管道竖井

中，不宜设在强电竖井巾。

5 低层、多层、中高层住宅建筑直采用导管暗敷设，高层住宅

建筑宜采用弱电竖井与导管暗敷设相结合的方式。

6 弱电竖井应上、下贯通，并应靠近或设置在电信间内。

7 家居配线箱的引人导管不宜少于 2 根。

8 家居配线箱至终端盒的暗敷设导管不应穿越非本户的

房间。

5.1.2 导管穿越沉降缝或伸缩缝时，应做沉降或伸缩处理。

5. 1. 3 竖向导管外径宜为 50mm~lOOmm，槽盒规格宽×高宜为

(50mm X 50mm) ~ (400mm X 150mm) ，入户导管外径宜为

15mm~25mm 。

5. 1. 4 导管暗敷设宜采用钢管和硬质塑料管，埋设在墙体内的导

管外径不应大于 50mm，埋设在楼板垫层内的导管外径不应大于

25mm，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导管直线敷设每 30m 处，应加装过路箱(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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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导管弯曲敷设时，其路由长度应小于 15m，且该段内不得

有 S 弯。连续弯曲超过 2 次时，应加装过路箱(盒)。

3 导管的弯曲部位应安排在管路的端部，管路夹角不得小

于 90
0

。

4 导管曲率半径不得小于该管外径的 10 倍，引人线导管弯

曲半径不得小于该管外径的 6 倍。

5 导管内宜穿放不少于一根带线，带线中间不得有接头。

5. 1. 5 通信导管、槽盒与其他管线的最小净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11 的有关规定。

5. 1. 6 既有住宅建筑通信设施改造工程中宜使用原有配线管网。

5.2 室内配结设备设置要求

5.2.1 室内配线设备应包括配线机柜、墙挂式或壁嵌式配线箱等

设备，安装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配线机柜应安装在设备间、电信间。

2 墙挂式或壁嵌式配线箱应安装在住宅建筑单元入口处、楼

道、管线引人处等公共部位。

3 墙挂式或壁嵌式配线箱不应安装于人行楼梯踏步侧墙上。

5.2.2 用户接入点的配线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模块类型与容量应按引入光缆的类型及光纤芯数配置。

2 交换局侧与用户侧配线模块之间应能通过跳纤互通。

3 用户光缆小于 144 芯时，宜共用配线箱，各电信业务经营

者的配线模块应在配线箱内分区域安装。

5.2.3 在公共场所安装配线箱时，壁嵌式箱体底边距地不宜小于

1. 5m，墙挂式箱体底面距地不宜小于1. 8m 。

5.2.4 家居配线箱的安装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家居配线箱应根据住户信息点数量、引入线缆、户内线缆

数量、业务需求选用。

2 家居配线箱箱体尺寸应充分满足各种信息通信设备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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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线模块安装、线缆终接与盘留、跳线连接、电摞设备及接地端子

板安装等需求，同时应适应业务应用的发展。

3 家居配线箱安装位置宜满足无线信号的覆盖要求。

4 家居配线箱宜暗装在套内走廊、门厅或起居室等便于维护

处，并宜靠近入户导管侧，箱体底边距地高度宜为 500mm o

5 距家居配线箱水平 150mm~200mm 处，应预留 AC220V

带保护接地的单相交流电源插座，并应将电源线通过导管暗敷设

至家居配线箱内的电源插座。电源接线盒面板底边宜与家居配线

箱体底边平行，且距地高度应一致。

6 当采用 220V 交流电接入箱体内电源插座时，应采取强、

弱电安全隔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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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用户光缆敷设要求

6.0.1 用户光缆路由中不应采用活动光纤连接器的连接方式。

6.0.2 用户光缆接续、成端宜符合下列规定:

I 用户光缆接续宜采用熔接方式。

2 在用户接人点配线设备及家居配线箱内宜采用熔接尾纤

方式成端。不具备熔接条件时可采用现场组装预埋光纤连接器

成端。

3 每一光纤链路中宜采用相同类型的光纤连接器。

6.0.3 用户光缆的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穿导管暗敷设方式。

2 应选择距离较短、安全和经济的路由。

3 穿越墙体时应套保护管。

4 采用钉固方式沿墙明敷时，卡钉间距应为 200mm~

300mm，对易触及的部分可采用塑料管或钢管保护。

5 在成端处纤芯应作标识。

6 穿放 4 芯以上光缆时，直线管的管径利用率应为 50%~

60% ，弯曲管的管径利用率应为 40%~50% 。

7 穿放 4 芯及 4 芯以下光缆或户内 4 对对绞电缆的导管截

面利用率应为 25% ~30% ，槽盒内的截面利用率应为 30%~

50% 。

8 光缆金属加强芯应接地。

6.0.4 室内光缆预留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光缆在配线柜处预留长度应为 3m~5m。

2 光缆在楼层配线箱处光纤预留长度应为 lm~ 1. 5m 。

3 光缆在家居配线箱成端时预留长度不应小于 500mm o



4 光缆纤芯在用户侧配线模块不作成端时，应保留光缆施工

预留长度。

6. O. 5 元缆敷设安装的最小曲率半径应符合表 6. O. 5 的规定。

表 6.0.5 光缆敷设安装的最小曲率半径

光缆类型 静态弯曲

室内、外光缆 15D/15H 

微型自*式通信用室外光缆 10D/10H. 且不小于:lOmm

管道人户 G.652D 光纤 10D/1 0H.I-l不小于 30mm

光缆、蝶形号|

人光缆、塞内
G.657A 光纤 5D/5H.且不小于 15mm

布线光缆 G.657B 光纤 5D/5 H. 且不小于 lOmm

注， D 为缆芯处圆形护套外径 .H 为缆芯处崩形护套短轴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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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线缆与配线设备选择

7.1 线缆及连接器选择

7. 1. 1 光缆采用的光纤应符合下列规定 z

1 用户接人点至楼层配线箱之间的用户光缆应采用

G.652D 光纤。

2 楼层配线箱至家居配线箱之间的用户光缆应采用

G. 657 A 光纤。

7. 1. 2 室内、外光缆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内光缆宜采用干式+非延燃外护层结构的光缆。

2 室外架空至室内的光缆宜采用干式+防潮层十非延燃外

护层结构的室内、外用自承式光缆。

3 室外管道至室内的光缆宜采用干式+防潮层十非延燃外

护层结构的室内、外用光缆。

7. 1. 3 光缆选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室内光缆系列 第二部分:

单芯光缆))YD/T 1258. 2、《室内光缆系列 第三部分:双芯光缆》

YD/T 1258.3、《室内光缆系列 第四部分:多芯光缆))YDjT 1258. 4 、

《接入网用室内外光缆 ))YD/T 1770 和《接入网用蝶形引人光缆》

YD/T 1997的有关规定。

7. 1. 4 线缆应根据建筑防火等级对材料提出的耐火要求，采用相

应等级的防火线缆。

7. 1. 5 光纤连接器宜采用 SC 、 LC 或 FC 类型。

7. 1. 6 户内对绞电缆、连接器件、信息插座及终端盒的选择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11 的有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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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光缆交接箱选择

7.2.1 光缆交接箱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箱体孔洞应满足进出光缆管孔的需求。

2 箱体内宜配置熔接配线一体化模块，适配器或连接器宜采

用 SC 、 LC 或 FC 类型。

3 应有光分路器的安装位置。

4 应有光缆终接、保护及跳纤的位置。

5 箱门板内侧应有存放资料记录卡片的装置。

6 应设置固定光缆的保护装置和接地装置。

7 箱体应防雨、良好通风，光缆进、出口处应采取密封防潮

措施。

8 箱体应具有良好的抗腐蚀、耐老化、抗冲击损坏性能及防

破坏功能，门锁应为防盗结构。

9 光缆交接箱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通信光缆交接箱》

YD/T 988的有关规定。

7.3 配钱设备选择

7.3.1 19"机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满足跳纤管理。

2 可安装各类光纤模块。

3 应配置线缆水平与垂直理线器。

4 应具备接地端子板。

7.3.2 配线箱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1)箱体应有光纤盘留空间及空余纤芯放置空间;

2) 当电信业务经营者和住宅建设方共用配线箱时，箱体应

有安装适配器及光分路器的空间;

3)所有紧固件联结应牢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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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箱门开启角度不应小于 1200
; 

5)箱体密封条粘结应平整牢固，门锁启闭应灵活可靠。

2 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有可靠的光缆固定与保护装置;

2)光纤熔纤盘内接续部分应有保护装置;

3)光纤熔纤盘的基本容量宜为 1;' 芯;

4)应具有接地装置;

5)容量应根据成端光缆的光纤芯数配置，最大不宜超过

144 芯。

3 应具有良好的抗腐蚀、耐老化性能及防破坏功能，门锁应

为防盗结构。

4 标识记录应符合下列规定:

1)箱门内侧应具有完善的标识和记录装置;

2)记录装置应易于识别、修改和更换。

7.3.3 家居配线箱应根据安装方式、线缆数量、模块容量和应用

功能成套配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1)所有紧回件联结应牢固可靠;

2)箱门开启角度不应小于 110 0
; 

3) 箱体密封条粘结应平整牢固，门锁的启闭应灵活可靠;

4)箱体内应有线缆的盘留空间;

5)箱体内应有不小于 1m 光缆的放置空间;

6)箱体宜为光网络单元。NU、路由器等提供安装空间。

2 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有可靠的线缆固定与保护装置;

2)应具备通过跳接实现调度管理的功能;

3)具有接地装置;

4)箱体具备固定装置;

5)箱体应具有良好的抗腐蚀、耐老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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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当箱体内需安装家用无线通信设备时，箱体门应选用非

金属材质。

3 标识记录应符合下列规定:

1)箱门内侧应具有完善的标识和记录装置;

2)记录装置应易于识别、修改和更换。

7.3.4 室外型箱体的防护性能应达到现行国家标准《外壳防护等

级<IP 代码) ))GB 4208 中 IP65 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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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传输指标

8. 0.1 用户接人点用户侧配线设备至家居配线箱光纤链路长度

不大于 300m 时，光纤链路全程衰减不应超过 0.4dB 。

8.0.2 用户接入点用户侧配线设备至家居配线箱光纤链路长度

大于 300m 时，无纤链路全程衰减限值可按下式计算:

ß= αf X Lmax 十 (N+ 2) XαJ (8.0.2) 

式中:卢→一用户接入点用户侧配线设备至家居配线箱先纤链路

的衰减限值 (dB) ; 

Lmax →用户接人，点用户侧配线设备至家居配线箱光纤链路

的最大长度 (km) ; 

α[ 一-光纤衰减常数CdB/km) ; 

N一一用户接入点用户侧配线设备至家居配线箱光纤链路

中熔接的接头数量;

2 一一元纤通道成端接头数，每端 1 个;

α 光纤接头损耗系数，取 O.ldB/个。

8.0.3 户内 5e 类及以 t等级 4 对对绞电缆的链路与信道的传输

最大衰减、近端串音衰减等指标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综合布

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11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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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设备间及电信间选址与工艺设计要求

9.1 选址要求

9. 1. 1 独立设置的设备间选址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设置在住宅区中心位置，并宜靠近住宅物业管理中心机

房，同时宜有可靠的电漉供给。

2 应有安全的环境，不应选择在堆积易燃、易爆物质的场所

附近。

3 应有良好的卫生环境，不应选择在散发有害气体以及有较

多的烟雾、粉尘等的场所附近。

4 不宜选择在易遭受洪水淹灌的场所。

5 应满足消防的有关要求。

9. 1. 2 在建筑物内设置设备间、电信间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设置在建筑物的首层，当条件不具备时，也可设置在地

下一层。

2 不应设置在厕所、浴室或其他易积水、潮湿场所的正下方

或贴邻，不应设置在变压器室、配电室等强电磁干扰场所的楼上、

楼下或隔壁房间。

3 应远离排放粉尘、油烟的场所。

4 应远离高低压变配电、电机、无线电发射等有干扰源存在

的场所，当无法满足要求时，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5 宜靠近本建筑物的线缆入口处、进线间和弱电间，并宜与

布线系统垂直坚井相通。

9.2 工艺设计要求

9.2.1 设备间、电信间为底层时应进行防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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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无关的管道不宜穿过设备间和电信间。

9.2.3 穿墙及楼板孔洞处应采用防火材料封堵，并应做防水

处理。

9.2.4 耐火等级不应低于 2 级。

9.2.5 设备间、电信间不宜设窗，不宜临街开门，并应采取防盗

措施。

9.2.6 设备间、电信间应具备带保护接地的单相交流电源插座。

9.2.7 场地环境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装修应采用不燃烧、不起灰、耐久的环保材料。

2 应防止有害气体侵入，并应采取防尘措施。

3 梁下净高不应小于 2.5m 。

4 地面等效均布活荷载不应小于 6. OkN/m2 
0 

5 设备闯宜采用防火外开双扇门，门宽不应小于1. 2m; 电信

间宜采用丙级防火外开单扇门，门宽不应小于1. 0m 。

6 一般照明的水平面照度不应小于 150 lx 。

7 设备间和电信间应设置等电位接地端子板，接地电阻值不

应大于 100 。

8 机柜应就近可靠接地，导体截面积不应小于 16mm2 。

9.2.8 线缆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线缆布放应采取防潮、防鼠、防火等措施。

2 信号线与电源线应分开敷设。

3 梯架、托盘及槽盒高度不宜大于 150mm，宜敷设在机柜

顶部。

9.2.9 机柜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操作维护侧距墙净距离不应小于 800mm 。

2 安装位置应避开空调口。

3 应进行抗震加固，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电信设备安装

抗震设计规范))YD 5059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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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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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

设施工程设计规范

GB 50846 - 2012 

条文说明



制定说明

《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设计规范》

GB 50846--2012 ，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2 年 12 月 25 日以第

1566 号公告批准发布。

为了适应城市建设与信息网络的发展，加快建设宽带、融合、

安全、泛在的下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落实"宽带普及提速工程"

并加快光纤宽带网络建设，本规范主要针对"光纤到户"宽带接入

方式对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通信设施工程提出设计要求。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规范时能正

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编写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住宅区和

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T程设计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文

规定的日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

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

作为理解和把握规范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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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O. 3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是根据原信息产业部和原建设部联合

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住宅小区及商住楼通信管线及通信设施

建设的通知))(信部联规(200 7] 24 号)的要求而提出的，即"房地产

开发企业、项目管理者不得就接入和使用住宅小区和商住楼内的

通信管线等通信设施与电信运营企业签订垄断性协议，不得以任

何方式限制其他电信运营企业的接入和使用，不得限制用户自由

选择电信业务的权利"。

1. O. 4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构建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推进城市光纤入户，加快农村地区宽带网络建设，全面提高宽带

普及率和接入带宽"以及(("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

划》中"实施宽带中国王程"、"加快推进宽带光纤接入网络建设"等

内容而提出。加快推进光纤到户，是提升宽带接人能力、实施宽带

中国工程、构建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迫切需要。(("十二五"国家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到 2015 年城市和农村家庭

分别实现平均 20 兆和 4 兆以上宽带接入能力，部分发达城市网络

接人能力达到 100 兆"的发展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推动城

市宽带接入技术换代和网络改造，实现光纤到户。

当前，光纤到户 (FTTH) 已作为主流的家庭宽带通信接入方

式，其部署范围及建设规模正在迅速扩大。与铜缆接入 (xDSL) 、

光纤到楼(FTTB)等接入方式相比，光纤到户接入方式在用户接

入带宽、所支持业务丰富度、系统性能等方面均有明显的优势。主

要表现在:一是光纤到户接入方式能够满足高速率、大带宽的数据

及多媒体业务的需求，能够适应现阶段及将来通信业务种类和带

• 33 • 



宽需求的快速增长，同时光纤到户接入方式对网络系统和网络资

源的可管理性、可拓展性更强，可大幅提升通信业务质量和服务质

量;二是采用光纤到户接入方式可以有效地实现共建共事，减少重

复建设，为用户自由选择电信业务经营者创造便利条件，并且能有

效避免对住宅区及住宅建筑内通信设施进行频繁的改建及扩建;

三是光纤到户接入方式能够节省有色金属资掠，减少资源开采及

提炼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并能有效推进光纤光缆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快速发展。

1. O. 7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通信设施作为住宅建筑的基础设施，

工程建设由电信业务经营者与住宅建设方共同承建。为了保障通

信设施工程质量，由住宅建设方承担的通信设施工程建设部分，在

工程建设前期应与土建工程统一规划、设计，在施工、验收阶段做

到同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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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 0.1 住宅区与住宅建筑光纤到户通信设施指住宅区规划红线

范围内所包括的通信配线网络部分内容，具体如图 l 所水。

忏|
地下通
信管道

图 1 住宅区及住宅建筑内通信设施构成示意

图 1 中，人(手)孔为地下通信管道与公用通信网管道互通的

部位，为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管线的接人提供了条件。

为了保障住宅区内的美观，应尽量减少光缆交接箱的设置。

当住宅建筑内每一层的住户数较少时，相邻几层可设置一个

共用楼层配线箱。

2.0.13 用户接入点处的配线箱具有光缆分路、配线及分纤的功

能，住宅建筑单元或楼层配线箱的主要作用为用户光缆中光纤的

熔接和分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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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工程界面

3. 1. 1 在光纤到户工程设计中，用户接人点的设置位置非常重

要，为了减少用户光缆与管道的数量，一般会在用户接入点配线设

备的机柜或箱体内设置光分路器设备，并将配线光缆与用户光缆

互连。

1 高层住宅建筑用户接入点位置如图 2 所示。

光纤接续点

电信间 ( n#楼)楼层 户内 户内

i 配线设备
建筑物外|建筑物内

忏一→1 .••! 忏一一叫 忏斗自ι筑 T 用尸 用p 'p内
光缆|光缆 光缆 线缆

用户接入点

图 2 高层住宅建筑用户接入点位置示意

信息插座

2 低层、多层、中高层住宅建筑用户接人点位置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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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外|建筑物内
i 电信问

设备间 !V楼

2、点

光纤接续点

|配结设备配线箱家居配线箱终端盒

信息
捅座

信息

i ~L ，~u~ !，，~~门]恤
配线设备配线箱家居配线箱终端盒

f--一一--1 I! 忏--i
用户光缆 用户光缆 户内线缆

图 3 低层、多层、中高层住宅建筑用户接入点位置水 J意

图 3 中，当住宅区只有一个配线区，且规模较小(小于 300 户)

时，也可将用户接入点设于设备间，采用从设备间直接布放光缆至

每栋住宅建筑的配线设备。

3 别墅建筑用户接入点位置如图 4 所示。

』一叫
配线光缆

别墅楼( ,#) 

-线设施

|←一一叫 4

家居配线箱

配线光缆 | 八
~Ã~ i"" 别墅楼 ( n钳)

用户接入点 1'" 
建筑|建筑

户内

终端盒

户内

信息
插座

信息
插座

物外·物内家居配线箱 终端盒

|←用户光缆→j f-户内线缆斗

图 4 别墅建筑用户接入点设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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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当住宅区规模较小(小于 120 户) ，别墅建筑相对集中

时，也可将用户接入点设于设备间，采用从设备间直接布放光缆至

每栋别墅的家居配线箱。家居配线箱作为配线模块的连接与管理

场所，通过光纤连接器与通信设备光端口实现互通。

3. 1. 2 本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城

市建设和村镇、集镇建设应当配套设置电信设施。建筑物内的电

信管线和配线设施以及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的电信管道，应当纳

入建设项目的设计文件，并随建设项目同时施工与验收。所需经

费应当纳入建设项目概算"提出，以明确电信业务经营者和住宅建

设方在住宅建筑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中的建设分工。

本规范不包含住宅区有线电视网、小区自建的计算机局域网

及智能化弱电系统等信息业务所需的地下通信管线的要求。

3.2 配置原则

3.2.10 参照建筑行业有关住宅类型的技术要求，低层住宅为一

至三层的住宅;多层住宅为四至六层的住宅;中高层住宅为七至九

层的住宅;高层住宅为十层及以上的住宅;别墅一般指带有私家花

同的低层独立式住宅。住宅组团由单栋或多栋建筑组成;住宅小

区是指一个住宅建设方开发建设的，由多个住宅组团所组成的住

宅建筑群。

本规范是按照各类住宅建筑户数最多的情况来计算配线设备

所需要的安装空间:低层住宅按 6 个单元、3 层、每层 3 户计算，多

层住宅按 6 个单元、 6 层、每层 3 户计算，中高层住宅按 6 个单元、

9 层、每层 3 户计算，高层住宅按 35 层、每层 9 户计算。

设备间为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配线光缆的引人部位，同时也

是住宅区多个电信间至设备间配线光缆的汇聚部位。.

设备间安装通信接人网设备、传输设备、电源等设备所需面积

不包括在表 3. 2. 10-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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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住宅区通信设施安装设计

4.1 地下通信管道设计

4. 1. 1 如果环境不具备采用地下管道敷设线缆的条件，也可采用

架空等方式。

4. 1. 5 表 1 和图 5~ 图 7 所示为常用塑料管规格型号。

表 1 塑料管规格尺寸

序
名称 孔数 内孔直径

长度 管连接
备注

号 (m/根〉 方式

实壁管
敷设线缆

l 单孔 88mm 6 套接 缆径较小时.
(PVC/HDPE) 

需布放子管

双壁波纹管
敷设线缆

承口
缆径较小时，2 单孔 88mm 6 

(PVC/HDPE) 插接
需布放子管

28mm 、 33mm

(可选 32mm) • 

栅格管 42mm、 50mm
3 3-9 6 套接

(PVC- U) (可选 48mm) • 

外形尺寸不

超过 llOmm

28mm 、 32mm

蜂窝管(PVC- (可选 32mm) • 
套接4 3/5 /7 6 

U/HDPE) 外形尺寸不

超过 110mm

5 梅花管 3/5/6 28mm 、 33mm 6 套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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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叮
栅格式塑料管横断面形式

图 6 蜂窝式塑料管横断面形式

图 7 梅花式塑料管横断面形式

4. 1. 7 地下通信管道的埋深应使管道强度能承受路面荷载和土

壤荷载所加的压力。硬塑料管和钢管也应根据不同的地质条件采

取垫砂、筑混凝土墩或铺设混凝土基础等技术措施。

地下通信管道的埋深应考虑到与其他地下管线交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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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住宅建筑内通信设施安装设计

5.2 室内配结设备设置要求

5.2.2 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设置的配线模块与用户侧配线模块

采用跳纤相连接，如果跳纤过长、过多，在敷设时易造成杂乱。共

用配线箱可减少对安装空间的需求，也可以方便各家电信业务经

营者通信设施的运行维护。

在既有住宅建筑通信设施改造工程中，不具有设备间及电信

问时，用户接入点的配线设备推荐选用电信业务经营者与住宅建

设方共用配线箱。

5.2.4 家居配线箱内可安装无线路由器等家用无线通信设备，因

此家居配线箱宜安装在无线信号不被屏蔽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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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用户光缆敷设要求

6.0.2 用户光缆采用熔接方式进行接续是为了降低光纤链路的

衰减，并减少因施工产生的故障。

6. O. 3 导管的管径应根据穿入管内的不同线缆确定。

穿放线缆的导管管径利用率的计算公式为:

管径利用率=D/D1 (1) 

式中 :D一一线缆的外径;

Dl 一←导管的内径。

穿放线缆的导管截面利用率的计算公式为:

截面利用率=A/A1 (2) 

式中 :A一-穿在导管内线缆的总截面积(包括导线绝缘层的

截面) ; 

Al 导管的内截面积。

在导管中布放的电缆为屏蔽电缆(具有总屏蔽和线对屏蔽

层)、光缆为 12 芯及以上时，宜采用管径利用率进行计算，选用合

适规格的导管。

在导管中布放的对绞电缆采用非屏蔽或总屏蔽 4 对对绞电缆

及 4 芯以下光缆时，宜采用截面利用率公式进行计算，选用合适规

格的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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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线缆与配线设备选择

7.2 光缆交接箱选择

7.2.1 光缆交接箱体功能、容量、外形尺寸可参照表 2 要求。

褒 2 光缆交接箱容量与尺寸

容量(芯〉 功 能 箱体尺寸(高×宽×深)~mm) I 

144 配线及分路〈落地、架空、挂墙) 1220 X 760 X 360 

288 配线及分路(落地、架空) 1450 X 760 X 360 

576 配线及分路(落地) 1550 X 1360 X 360 

7.3 配结设备选择

7.3.1 19"机柜容量、外形尺寸可参照表 3 要求。

襄 3 19"机柜容量与尺寸

SC/LC 端口数量 机柜尺寸(离×宽×深)(mm)

600/1200 2600 X 600/800 X 600/800(54 U) 

552/1104 2400 X 600/800 X 600/800(50U) 

504/1008 2200 X 600/800 X 600/800(4 7U) 

456/912 2000 X 600/800 X 600/800( 42U) 

408/816 1800 X 600/800 X 600/800( 38U) 

240/480 1200 X 600/800 X 600/800( 24 U) 

表 3 中 .1U 的高度为 44.45mm o 19"机柜内各种类型的光纤

适配器可以混合安装。 19"机柜安装的光分路器，一般采用 19"机

架式光分路器，每一个光分路器占用 1U 的高度。

7.3.2 配线箱功能、容量、外形尺寸可参照表 4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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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4 配线箱容量与尺寸

廿'与 量 功 能 箱体外形尺寸(高×宽×深)(mm)

12 芯 ~16 芯 250X 400X 80 

24 芯 ~32 芯 配线、分路 300X 400X 80 

36 芯~48 芯 450X 400X 80 

6 芯 ~8 芯 247X207X50 

12 芯 370X290X68 

24 芯 370X290X68 

32 芯 440 X 360 X 75 
分纤(壁挂、壁嵌)

48 芯 440X360X 75 

72 芯 440X450X190 

96 芯 570 X 490 X 160 

144 芯 720 X 540 X 300 

7.3.3 家居配线箱用于住宅建筑各类弱电信息系统布线的集中

配线管理，便于户外各业务提供商的各类接入服务并满足住宅内

语音、数据、有线电视、家庭自动化系统、环境控制、安保系统、音频

等各类信息接人用户终端的传输、分配和转接。家居配线箱功能

与尺寸可参照表 5 要求。

表 5 凉居配线箱功能与尺寸

功 能 箱体埋墙尺寸(离×宽×深)(mm)

可安装 O:'\!U 设备、有源路出椿/或

交换机、语音交换机、有源产品的宣流
400 X 300 X 120 

(OC) 电源、有线电视分配器及配线模

块等弱电系统设备

可安装 O:'\!U 设备，安装无源数据配

线模块、电话配线模块、有线电视配线 350 X 300 X 120 

模块等弱电系统设备

可安装 ONU 设备，安装有线电视配
300 X 250 X 120 

线模块，主要用于小户型住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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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传输指标

8. 0.1 不同波长的光信号在同一条光纤中传输的衰减是不一样

的，这不仅与光纤的类型有关，还与光纤的敷设路由、弯曲情况等

有关。因此在目前技术条件下，用户接入点用户侧配线设备至家

居配线箱光纤链路的全程衰减不大于 O. 4dB 是指分别采用

1310nm 及 1550nm 波长进行测试的全程衰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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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设备间及电信间选址与工艺设计要求

9.2 工艺设计要求

9.2.1-9.2.9 设备间和电信间建筑设计应满足消防、安防、空

调、供电、防雷接地及设备安装工艺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设备间及电信间为安装配线设备和线缆引人的场地，本规范

按上述通信设施提出工艺要求，在设备间与电信间如果需安装电

话远端模块局、用户电话交换机、计算机网络交换机、接入网局端

及无线通信等设备时，其安装工艺要求应符合相应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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