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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ed with some project cases， an
optimized technical proposal is provided for the
problems of traditional broadcasting systems， such as
short transmission distance and bad tone quality and
system expansibility， in which the dividing line
between the fire-fighting emergency broadcasting
system and the digital network broadcasting system is
clear， the trunk transmission line is independ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P broadcasting system is fully
considered for the systematic framework. Moreover，
the proposal is realized easily， the cost is relatively
low， and it meets the acceptance requirements of fire
f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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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传统广播系统传输距离短、 音质不

佳、 系统扩展性差等问题， 结合工程案例分析， 给出

一种优化的技术方案； 该方案中消防应急广播系统和

数字网络广播系统分界清晰， 传输干线独立， 系统构

架充分考虑了 IP 广播系统的特点， 易于实现且成本

相对较低， 并符合消防验收要求。
关键词： 公共服务广播； 数字网络广播； 消防应

急广播； 对接设计； 系统架构； 传输方式； 灵活性；
可实施性； CCCF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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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由于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上的优势， 数字化 IP 网

络广播系统已成为现阶段广播设计的主流， 它可以更

直观、 更方便地解决传统模拟音频传输方式无法解法

的问题。
目前建筑的公共服务性广播系统与火灾事故广播

系统主要采用合用或分开两种方式， 从使用便利性、
管理和成本管控的需求出发， 很多设计都倾向于消防

应急广播与普通广播或背景音乐广播合并使用， 但由

于数字网络广播系统技术特征及建筑性质的不同， 若

采用合用模式， 两者之间技术对接存在着规范的不对

应性， 在具体设计中需予以解决。

1 公共服务广播和消防应急广播

现代化建筑的公共广播系统根据建筑规模、 使用

性质和功能要求可分以下 3 种类型： 业务性 广播系

统、 服务性广播系统和火灾事故广播系统。
a. 业务性广播系统： 办公楼、 学校、 医院、 铁路

客运站、 航空港、 车站、 银行及工厂等建筑物设置业务

性广播， 以满足业务和行政管理为主的业务广播要求。
b. 服务性广播系统： 旅馆、 商场、 娱乐设施及

大型公共活动场所设置服务性广播 （背景音乐）， 提

供欣赏性音乐类广播节目， 以服务为主要宗旨， 广播

节目内容安排应根据服务对象和工程级别情况而定。
c. 火灾事故广播系统： 主要用于火灾发生时，

消防控制室的消防人员通过火灾事故广播引导人们迅

速撤离危险场所。
由于日常工作需要， 很多建筑设置了普通广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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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字网络广播系统拓扑图

Fig. 1 Topological graph of digital network
broadcasting system

图 2 消防广播和 IP 广播系统及干线独立设置

Fig. 2 Independent settings of fire-fighting emergency
broadcasting system， IP broadcasting system and trunk line

背景音乐广播， 为了节约建筑成本， 可以在设置消防

应急广播时共享相关资源， 但是在应急状态时， 广播

系统必须能够无条件地切换至消防应急广播状态， 这

是保证消防应急广播信息有效传递的基本技术要求。
GB 50116 - 201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第 4. 8. 12 条规定： 消防应急广播与普通广播或背景

音乐广播合用时， 应具有强制切入消防应急广播的功

能。 其条文解释为： 火灾时， 将日常广播或背景音乐

系统扩音机强制转入火灾事故广播状态的控制切换方

式一般有两种： ① 消防应急广播系统仅利用日常广

播或背景音乐系统的扬声器和馈电线路， 而消防应急

广播系统的扩音机等装置是专用的。 当火灾发生时，
在消防控制室切换输出线路， 使消防应急广播系统按

照规定播放应急广播。 ② 消防应急广播系统全部利

用日常广播或背景音乐系统的扩音机、 馈电线路和扬

声器等装置， 在消防控制室只设紧急播送装置， 当发

生火灾时可遥控日常广播或背景音乐系统紧急开启，
强制投入消防应急广播。 且合用广播的各设备应符合

消防产品 CCCF 认证的要求。

2 数字化 IP 网络公共广播系统的主要技术

特征

传统的广播普遍采用音频或调频方式， 会受到电

压、 功率和阻抗等因素影响。 数字化 IP 网络公共广

播系统建立在网络平台上， 采用数字音频编解码技术

进行传输， 解决了传统广播系统传输距离短、 音质不

佳、 系统扩展性差的问题， 体现了其技术的先进性和

优越性。 图 1 为一个典型的 IP 广播的系统拓扑图。
IP 广播在传输方式和具体应用方面具有以下技

术特征：
a. IP 广播系统将模拟音频信号数字编码， 通过

计算机网络传输数字化的音频及数据信号， 再由终端

解码成模拟音频信号进行广播服务。 具体传输网络可

以是互联网、 局域网或设备专网， 其组网形式具有极

大的灵活性， 真正实现了音频广播、 视频传输、 计算

机网络的多网合一。
b. 传输方式可多路、 单向或双向传输， 并可独

立控制每个终端播放不同的音频内容， 通过程序控制

实现实时、 定时、 分区广播， 并具有电话广播、 自由

点播、 实时采播、 消防联动、 电源控制、 现场监听、
双向对讲、 触发联动、 通话录音、 日志查询等功能，
完全可覆盖并优于传统广播系统的功能。

3 数字网络广播与消防广播的对接设计

与 普 通 广 播 合 用 的 消 防 应 急 广 播 系 统 ， 在

14X505 - 1 《〈火 灾 自 动 报 警 系 统 设 计 规 范〉 图 示》
第 36 页有示意图， 其系统构架是典型的模拟音频信

号传输方式。 由于传输方式的不同， 数字网络广播与

消防广播合并使用的对接设计在技术运用上存在着差

异， 不能完全照搬规范图示。
方案 1 （如图 2 所示）： 消防应急广播系统仅利

用 IP 广播系统的扬声器和馈电线路， 消防应急广播

系统的扩音机等装置是专用的。 该方案的主要特点是

消防广播和 IP 广播两者之间音源设备和传输干线独

立， 分界清晰， 系统构架容易理解并实现， 完全符合

规范条文的要求。

方案 2、 方案 3 （如图 3、 图 4 所示）： 消防应急

广播系统全部利用日常广播或背景音乐系统的扩音

机、 馈电线路和扬声器等装置， 在消防控制室只设紧

急播送装置。
方案 2 其技术实现是可行的， 一些数字广播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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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消防和 IP 广播系统端共用，
终端和功放设于现场广播分区

Fig. 3 The fire-fighting broadcast and IP broadcast have a
common system terminal， and the terminal and power

amplifier are located at the field broadcast zone

图 4 消防和 IP 广播系统端共用， 终端和功放设于机房

Fig. 4 The fire-fighting broadcast and IP broadcast have a
common system terminal， and the terminal and power

amplifier are located at the machine room

也提供了系统解决方案， 但具体实施需要一个先决条

件， 即合用广播的各设备应符合消防产品 CCCF 认证

的要求。 IP 广播需通过计算机网络传输数字化的音

频信号， 具体传输网络可以是互联网、 局域网或设备

专网， 数字网络广播作为计算机网络的一个具体应

用， 不可能因为消防应急广播的规定而强制要求相关

网络传输设备及线缆必须符合消防产品 CCCF 认证

的要求， 实际上也不可能实现。 而为 IP 广播单独建

立一套独立的网络， 无论是从技术还是经济角度出

发， 都不具有可行性。
方案 3 是针对方案 2 的一种变通， 将各广播分区

的 IP 网络解码终端和功放集中放于消控室内， 从消

控室直接引出消防应急模拟音频线路， 接入各分区。
该方案从规范角度出发是可行的， 但其构架具有很大

的局限性， 不能发挥数字广播系统的技术优势， 只能

适用于特定场所， 不具有推广价值， 实际上该构架用

模拟音频广播系统也可以解决。
从一些工程的实际经验看， 方案 2、 方案 3 的两

种应用模式还存在着不易解决的问题： 通常消防系统

和数字广播系统一般有两家施工方 （消防公司和弱电

承包商）， 两家供货方 （火灾报警系统和数字广播系

统）， 由于存在跨界和交叉， 同时消防应急广播系统和

数字网络广播系统各厂家其技术解决方案和接口存在

差异性， 如果在设计和设备招标阶段不能有效解决两

者之间的对接， 会给后期的施工及消防验收带来困难。

4 工程案例

GB 50116 - 201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第 4. 8. 12 条是强制性条文， 从这一点讲只有方案 1
和方案 3 具有可行性， 方案 2 按规范严格性要求是不

能通过消防验收的。
但是在具体的工程案例中， 一些采用方案 2 的设

计都通过了审查， 而且后期也通过了消防验收， 这有

两个原因： 首先方案 2 本身是一些数字网络广播厂商

提出来的系统解决方案， 很多设计师及审查人员并不

熟 悉 IP 广 播 的 网 络 传 输 构 架 ， 同 时 也 忽 略 了 GB
50116 - 2013 第 4. 8. 12 条的条文解释内容； 二是消

防验收人员一般不会去研究实现消防广播的系统构

架， 现场验收只要在事故状态下能按规定实现消防应

急广播， 这一点方案 2 没有问题。
本文在这里并不是完全否定方案 2 的优点， 有一

点很重要， 从适宜性、 经济性和后期维护管理出发，
对于面积较大的学校、 城市综合体、 航站楼、 交通枢

纽、 影剧院、 体育场 （馆） 等类型项目， 方案 2 具有

更好的便利性和可实施性， 方案 1 实施构架相对复

杂， 应急广播设备投入较大， 接口模块较多， 设计手

段缺乏灵活性。

5 一种优化的技术方案

从工程案例分析和整体解决方案对比看， 方案 1
和方案 2、 方 案 3 在 工 程 应 用 中 的 实 施 都 具 有 局 限

性， 本文提出一种优化的解决方案， 如图 5 所示。
优化方案的主要出发点在于将消防广播干线与数

字网络广播系统的传输干线严格分开， 在广播分区端

利用 IP 广播系统的放大器、 扬声器和馈电线路。 其

技术实现同时还需要两个定制化的要素： ① IP 解码

终端需具有消防应急广播信号接入并强制优先播放功

能； ② IP 解 码 终 端 和 功 放 设 备 必 须 符 合 消 防 产 品

CCCF 认证的要求。 对于数字网络广播厂商而言这两

点是可以实现的。
优化方案主要特征在于充分整合了方案 1 和方

案2 的优点， 消防应急广播系统和数字网络广播系统

数字 网 络 广 播 与消 防 应 急 广 播的 对 接 设 计 （袁幼 哲 景 利 学）
287

95



Apr. 2018 Vol. 37 No. 4
http: // www. jzdq. net. cn

誖

BUILDING
ELECTRICITY2 01 8 年 第 期4

图 5 消防广播干线独立， 末端分区接入解码终端和功放
Fig. 5 The trunk line of fire-fighting broadcast is
independent, and the end zone is connected to the

decoding terminal and power amplifier

分界清晰， 传输干线独立， 系统构架充分考虑了 IP
广播系统的特点， 易于实现且成本相对较低， 并符合

消防验收要求。

6 结语

随着智能化 （包括数字网络广播） 技术的发展，
对建筑电气设计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只有熟悉

IP 广播系统的整体构架， 才能高效地实现数字网络

广播与消防广播的对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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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书 快 讯
——— 《电线电缆工程手册》

由国际铜专业协会电线电缆项 目 组 组编， 王 志 强主 编
的 《电线电缆工程手册》 日前由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发行。
《电线电缆工程手册》 新书首发式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在上
海科学会堂隆重举行。

本手册可以追溯到 1976 年编写的 《电线电缆选择及敷
设》。 这 是 一本 仅 仅 百来 页 的 小 册 子， 1994 年 由 上 海 市 电
气工程设计研究会作为内部交流资料组织发行。 2004 年将
其改为 《电线电缆工程实用手册》。

近 些 年 ， 我 国 经 济 持 续 快
速 发 展 ， 许 多 电 气 工 程 规 范 相
继 修 订 ， 进 一 步 与 国 际 电 工 委
员会 （IEC） 标准接轨。 而近十
几 年 中 ， 电 线 电 缆 新 技 术 、 新
产 品 层 出 不 穷 。 工 具 书 必 须 顺
应 技 术 发 展 ， 引 领 技 术 进 步 。
因 此 ， 编 者 历 时 3 年 时 间 对 原
版 修 订 而 成 《电 线 电 缆 工 程 手
册》 一书。 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① 保 留 原 版 的 精 华， 补 充 了 新
内 容 ， 删 减 了 不 常 用 的 内 容 。
内容以服务电气工程设计为主，

延 伸 到 工 程 监 理 、 施 工 及 工 程 招 标 ， 更 突 出 了 实 用 性 。
② 打 破传 统 编 排格 式， 使 用更 加 方 便。 ③ 力 求 专 业 的 技
术 论 述 ， 避 免 言 过 其 实 的 商 业 化 宣 传 。 ④ 电气负荷计算
是电线电缆截面选择的基础， 传统 方法 结 果 与实 际 偏 差较
大， 本手册第 14 章中编入 “新 需要 系 数 法”， 该 方 法 正在
部分工程中应用并得到验证， 特将此计算法推荐给读者。

该书分为电线电 缆类 型 选 择、 导 体 截 面选 择、 按 经济
电流选择电缆截面、 布电线选择、 电 缆选 择、 特 殊工 况 电
线电缆的选择、 母线选择、 移 动 滑接 输 电 装置 选 择、 电气
导管选择、 电缆桥架选择、 电线 电 缆 连接 器 选 择、 电 缆 防
火、 电线电缆招标文件的技术规格 书 格 式、 常 用 计 算及 参
数要求共 14 章。

该书根据有关国 家规 范、 标 准进 行 编 写， 同 时 融 入国
际标准。 为方便读者查找所需数据， 该手册列有大量表格。
对于一些特殊要求而在表格中无法 查得 的 数 据， 也 可 按 手
册中提供公式进行计算。

本书可供设计、 施 工、 运 行、 审 图、 监 理 及 物业 管 理
部门电气技术人员参考， 也可作为 大 专 院校 有 关 专业 师 生
教学参考书籍。

《电线电缆工程手册》 主编王志强 供稿
本刊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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