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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建筑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对建筑电气技术的要求也相应提高。
建筑电气所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宽广，不仅仅是供配电、照明、防雷和接地，已逐步发展成为以近代
物理学、电工学、机械电子学、光学、声学、自动控制、计算机技术等科学为基础的一门新兴学科。
随着形势的发展，还将结合数学、物理知识和计算机技术向综合应用的方向发展。
近年来，我国相继颁布执行了电气设计的相关规范、规程。
但由于新旧规范、规程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为电气设计增加了困难。
只有把握住电气设计的工作要点，学习先进的设计经验，正确理解设计规范，才能不断提升电气设计
水平。
　　全书共分为11章，分别为供电和配电系统设计，自备应急电源设计，配电线路及综合布线系统设
计，常用设备电气装置，电气照明设计，火灾自动报警和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设计，电视、广播、扩声与会议系统设计，建筑物防雷设计，接地和特殊场所的电气安全防护设计，
计算机和通信网络系统设计。
本书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中涉及的常见问题采用“禁忌”提示的方法进行归纳，分析原因并采取相应
的改正措施。
依据现行《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 16-2008）、《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1995）、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1994）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CB 50016-2006）等规范、规程
的有关规定编写，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方便查阅，适于建筑电气设计人员使用，也可供相
关技术人员和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和借鉴了许多优秀教材、专著和有关文献资料，并得到了中国电子工程
设计院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限于编者水平有限，虽然在编写过程中反复推敲核实，难免存在不妥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指正，以便
作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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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中涉及的常见问题采用“禁忌”提示的方法进行归纳、分析原因 并采取相应
的改正措施。
　　全书共分为11章，分别为供电和配电系统设计，自备应急电源设计，配电线路及综合布线系 统设
计，常用设备电气装置，电气照明设计，火灾自动报警和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建筑 设备监控系统
设计，电视、广播、扩声与会议系统设计，建筑物防雷设计，接地和特殊场所 的电气安全防护设计，
计算机和通信网络系统设计。
　　本书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适于建筑电设人员使用，也可供相关技术人员和大专院 校相
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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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无载调压分接开关的调压范围是额定电压的2.5％或5％，有载调压开关的调压范围为额定电压
的1.25％或2.5％，所以当用电容器组的投切来调节母线电压时，调节范围宜限制在额定电压的2.5％以
内，但对经常投运而很少切除的电容器组以及从经济性出发考虑的电容器组，可允许超过这个范围。
因此，在实际设计时未提出具体电压偏压值，仅需满足电压偏差的允许范围。
　　【措施】　　当无功功率补偿的并联电容器容量较大时，需要进行电容器分组换切，应符合下列
要求：　　1）分组电容器投切时，不应产生谐振。
　　2）适当减少分组数量和加大分组容量。
　　3）应与配套设备的技术参数相适应。
　　4）应满足电压偏差的允许范围。
禁忌10 电动机就地补偿时，电容器容量和保护继电器选择不符合要求　　【分析】　　当对电动机进
行就地补偿时，首先应选用长期连续运行，且容量较大的电动机配用电容器。
电容器的容量可根据接到电动机控制器负荷侧电容器的总千乏数不超过提高电动机空载功率因数到0.9
所需的数值选择。
当电动机投入快速反向、重合闸、频繁起动或其他类似操作产生过电压或超转矩影响时，应允许将不
超过电动机输人千伏安容量的50％电容器投入运行。
在三相异步电动机单独补偿的方式中，为了避免在减速情况下产生自励或过补偿，所安装的电容器空
量应为电动机空载功率因数补偿到0.9所需的数值。
对于能产生过电压或转矩的情况，仍可采用50％。
当电动机与电容器同时投切，电动机可作放电设备，不需再设其他放电设备。
　　民用建筑中使用较多的电梯等用电设备，在重物下降时，电动机运行于第四象限，为了避免过电
压，不宜单独用电容器补偿。
对于多速电动机，如不停电进行变压及变速，也容易产生过电压，也不宜单独用电容器补偿。
如对这些用电设备需要采用电容器单独补偿，应为电容器单独设置控制设备，操作时先停电再进行切
换，避免产生过电压。
　　当电容器装在电动机控制设备的负荷侧时，流过过电流装置的电流小于电动机本身的电流。
设计时应考虑电动机经常在接近实际负荷下使用，所以保护继电器应按加装电容器的电动机——电容
器组的电流来选择。
　　【措施】　　接在电动机控制设备负荷侧的电容器容量，不应超过为提高电动机空载功率因数
到0.9所需的数值，其过电流保护装置的整定值，应按电动机一电容器组的电流来选择，并应符合下列
要求：　　1）电动机仍在继续运转并产生相当大的反电动势时，不应再起动。
　　2）不应采用星一三角起动器。
　　3）对电梯等经常出现负力下放处于发电运行状态的机械设备电动机，不应采用电器单独就地补
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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