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91.040.30

CCS P 30

团 体 标 准

T/CAPE ××××—××××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工程技术规程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prefabricated civil building ventilation system engineering

（征求意见稿）

（在提交反馈意见时，请将您知道的相关专利连同支持性文件一并附上）

×××× - ×× - ××发布 ×××× - ×× - ××实施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 发 布



I

目  次

前 言 .............................................................................. Ⅱ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通用要求 ............................................................................ 3

4.1 通则 ...............................................................................3

4.2 装配式通风系统质量要求 ............................................................ 3

5 标准化设计 ...........................................................................3

5.1 一般规定 ...........................................................................3

5.2 标准设计 ...........................................................................4

5.3 集成设计 ...........................................................................4

5.4 深化设计 ...........................................................................6

6 工厂化生产 ...........................................................................7

6.1 一般规定 ...........................................................................7

6.2 生产管理 .......................................................................... 7

6.3 生产加工 ...........................................................................8

6.4 运输与成品保护 .....................................................................8

7 装配化施工 ...........................................................................8

7.1 一般规定 ...........................................................................8

7.2 施工组织 ...........................................................................9

7.3 施工安装 .......................................................................... 9

7.4 调试与验收 ........................................................................10

8 信息化管理 ..........................................................................10

8.1 一般规定 ..........................................................................10

8.2 设计阶段 ..........................................................................11

8.3 生产阶段 ..........................................................................12

8.4 施工阶段 ..........................................................................11

8.5 运维阶段 ..........................................................................12

参考文献 ............................................................................. 13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设备管理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中国设备管理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组织制定。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中国设备管理协会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中心、中国中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江苏华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铁建电气

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易装配（北京）装配式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大田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北京东方华睿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筑工网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机一院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众森绿建国际科技股份公司、河北空调工程安装有限公司、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四川天宇

坤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广东益安人防工程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百诚未莱环境集成有限公司、广东松下

环境系统有限公司、北京环都拓普空调有限公司、宁波东大空调设备有限公司、浙江泰尔塑业有限公司、

提赛环科仪器贸易（北京）有限公司、山东威晟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深圳中奇立泰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江阴市维沃保温材料有限公司、广东中嘉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方维节能科技（海南）有限公司、

山西卫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满孝新、毛辉、苏振宇、盛科、冯国清、张金河、刘琦、高鹏、曹彦斌、任磊、

黄义和、匡嘉智、徐京申、王承磊、李洪树、张建章、王瑞华、王燕冬、王维、吴光海、张强、佟晓超、

金刚刚、何鹏翀、邵安春、邓育涌、郭威、张先、崔建辉、杨波、降凡、周聿辉、杨高泽、程德君、白

金仓、郭猛超、申才华。

本文件审查专家：孙艳秋、等。

本文件主要审核人：牛昌文、魏景林。



1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工程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装配式建造的民用建筑通风系统工程的通用要求、标准化设计、预制化生产、装配化

施工、信息化管理等方面的技术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扩建采用装配式建造的民用建筑通风系统的设计、生产、运输、装配、验收、

运行维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21087 热回收新风机组

GB/T 50001 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96 住宅设计规范

GB 5018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243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14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 5032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GB 50411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736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8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

GB/T 51212 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GB/T 51235 建筑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准

GB 51251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GB/T 51269 建筑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

GB/T 51301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WS/T 396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装配式民用建筑 prefabricated civil building

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设备及管线系统、内装系统的主要部分采用预制部品部件集成，由预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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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部件）、组件在施工现场装配而成的非生产性建筑。

[来源：GB／T 51129-2017，2.0.1；GB/T 51231-2016，2.1.1]

3.2

建筑信息模型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

在建设工程及设施全生命期内，对其物理和功能特性进行数字化表达，并依此设计、施工、运营的

过程和结果的总称。简称 BIM。

[来源：GB/T 51212-2016，2.2.1]

3.3

部品部件 ventilation component

由工厂生产，构成通风设备与管道系统的单一产品或复合产品，组装而成功能单元的统称。

[来源：GB/T 51231-2016，2.1.10,2.1.11]

3.4

可逆装配 reversible assembly

一种实现通风系统部品部件拆卸、更换及安装时不对相邻的部品部件产生破坏性影响的装配方式。

[来源：GB/T 51231-2016，2.1.10]

3.5

装配式通风系统 prefabricated ventilation system

基于 BIM 技术，对通风部品部件进行标准化设计和工厂化制作，根据管线综合成果，对通风设备、

部品部件、装配式支吊架、配电控制等进行现场装配，满足建筑通风要求的系统装置。

3.6

管线分离 pipe and wire detached from skeleton

将管线与建筑结构体相分离，不在建筑结构体中预埋管线。

[来源：GB／T 51129-2017，2.0.10]

3.7

标准化设计 standardized design

在建筑、结构、机电各专业协同一体化设计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模数标准和科学拆分进行深化设

计，在一定范围内统一定型，较长时期内统一重复使用的设计。

3.8

集成设计 integrated design

建筑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机电设备与管线系统、内装系统一体化的设计。

[来源：GB/T 51231-2016，2.1.4]

3.9

深化设计 detailed design

结合现场条件，根据生产加工工艺、运输条件、施工工艺技术等，对设计进行深化完善补充，形成

满足部品部件制作和安装的文件。

3.10

协同设计 collaborative design

通过建筑、结构、机电、装修等专业相互配合，并运用 BIM 技术满足建筑设计、生产运输、施工安

装等要求的一体化设计。

[来源：GB/T 51231-2016，2.1.5]

3.11

舒适系统 comfor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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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空气温湿度、洁净度、气流组织控制要求，集空调模块、新风模块于一体，满足采暖、制冷、

新风、净化、湿度、控制而设置的全屋环境系统。

4 通用要求

4.1 通则

4.1.1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设计、生产、施工和运维应进行技术策划，统筹项目需求、技术选择、

建设条件与成本控制要求，应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安全管理体系和信息化管理体系。

4.1.2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设计应遵循标准化设计原则，与建筑方案设计同步进行，采用建筑信息

模型（BIM）技术，与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机电管线系统等进行一体化集成设计。

4.1.3 装配式民用建筑优先采用自然通风措施，当自然通风不能满足建筑室内环境要求时，宜采用自然

通风与机械通风相结合的复合通风方式。

4.1.4 装配式公共建筑宜采用集中式通风系统，装配式居住建筑宜设置分户式新风系统或舒适系统。

4.1.5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设计、生产、施工和运维宜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均

应有技术鉴定验收合格的证明文件。使用的材料和设备等，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严禁使用

国家明令禁止与淘汰的材料和设备，优先采用节能绿色环保材料。

4.1.6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的部品部件宜充分利用工业自动化生产设备工厂化生产，提高装配式民

用建筑通风系统工程的工业化和机电一体化程度。

4.1.7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的施工应采用装配化施工模式，与主体结构明确施工界面，并进行精细

化管理。

4.1.8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施工应制定完善的施工管理制度，编制合理可行的施工组织设计，应用

BIM 技术对施工全过程管理。

4.1.9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工程应依托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实现全过程的信息化管理和专

业协同，保证工程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与质量可追溯性。

4.1.10 通风设备与部品部件应满足检修更换、机电管线使用维护的要求，宜采用管线分离技术。

4.1.11装配式民用建筑改造、装修采用通风系统时，不应破坏原建筑的结构安全性。

4.2 装配式通风系统质量要求

4.2.1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工程施工应符合 GB 50738 和 GB 50243 的规定。

4.2.2 装配式防排烟成品风管的技术和性能应符合 GB 50016 和 GB 51251 的规定。

4.2.3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的室内空气质量要求应符合 GB 50325 和 GB/T 18883 的规定。

4.2.4 通风设备与部品部件应有产品合格证书、使用说明书及性能检测报告、系统质量认证等证明文件，

不应超越范围选用限制使用的技术（产品）。

4.2.5 通风设备与部品部件应满足生产、运输和装配式安装等要求。

5 标准化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设计应符合 GB 50736 的规定，根据建筑的布局、使用功能和安装条件

选择合理的通风系统形式。

5.1.2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设计应在方案设计阶段前增加技术策划阶段，结合项目的定位和整体规

划等因素，制定科学合理可行的装配式全过程技术路线，以实现设计标准化、工厂生产化、施工装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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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信息化的目标。

5.1.3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设计应与建筑、结构、给排水、供暖、空调、燃气、电气、智能化、装

修等专业进行同步协同设计，并应统筹设计、生产、施工和运维各阶段的需求。

5.1.4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设计应采用工业化、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模数化、可逆装配的部

品部件，按照少规格、多组合原则，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5.1.5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设计应建立基于 BIM 的协同设计工作模式，根据工程项目的实际需求和

应用条件，确定不同阶段的工作内容，实现建设全过程管理。

5.1.6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设计应满足建筑生命周期内使用功能可变性的要求，建造方式和接口选

型宜满足可逆装配的要求，应采用管线分离技术。

5.1.7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部品部件的集成应便于维护和更换，设计耐久性低的部品部件应设置在

易更换维修的位置，避免维修破坏耐久性高的部品部件。

5.1.8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设计应明确部品部件和管线等主要材料的性能指标，满足结构受力、抗

震、安全防护、防火、防水、节能、防潮、防腐、抑菌、隔声、保温隔热、环境保护、卫生防疫等方面

的要求。

5.2 标准设计

5.2.1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设计宜通过 BIM 正向设计，BIM 模型化、参数化地设计通风设备、部品

部件，实现辅助工程量计算、全专业 BIM 模型展示和虚拟建造、全景 VR 技术展示，支持设备采购、部

品部件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和信息化管理。

5.2.2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应采用管线分离方式进行设计，通风系统管道宜敷设在吊顶或地面架空

层内。宜采用根据建筑单元划分的通风系统模块化设计，按照建筑模数统一协调风管、风口布置；风口

布置应防止气流短路，避免气流死角。

5.2.3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标准化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a）通风系统设计选型时应提出通风系统部品的集成方案，并应优先选用功能型模块通风系统部品

或集成度高的部品；

b）通风系统设计应遵循模数化的原则进行设计，部品选型应考虑与建筑空间模数协调，风机、配

电柜等部品应优先选用符合工业化建筑模数的标准化产品并满足自身功能；

c）部品部件和管线等主要材料的性能指标，满足结构受力、抗震、安全防护、防火、防水、节能、

防潮、防腐、抑菌、隔声、保温隔热、环境保护、卫生防疫等方面的要求；

d）部品与结构构件、吊顶系统、内隔墙系统等部位衔接时，其接口应标准化；

e）部品接口的尺寸精度应满足相应部品的安装要求；

f）部品部件的集成应便于维护和更换，设计耐久性低的部品部件应设置在易更换维修的位置，避

免维修破坏耐久性高的部品部件；

g） 通风系统设计应考虑结构变形、材料变形和施工误差的影响。通风系统宜设置可调节的构造或

部件，以调节生产、施工环节的偏差；

h） 通风系统应与各专业管线在预留套管、开孔、开槽位置尺寸进行综合及优化，形成标准化方案，

并做好精细设计及定位；

i）通风管道宜采用工厂预制、现场冷连接工艺；

j）通风系统管道应设置可靠的支撑系统并充分考虑管道伸缩补偿，满足整体抗震要求；

k）通风管道应按照相关标准要求设置保温隔热措施。

5.3 集成设计

5.3.1设备和管线系统设计遵循管线分离的原则，宜在吊顶空腔、楼地面架空层、隔墙空腔内敷设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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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将设备和管线系统与收纳及其他部品一体化集成设计。

5.3.2设备和管线系统在设计图中明确标注定位尺寸，预留洞口尺寸及位置应准确，避免现场打孔开凿。

5.3.3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应采取减震消音等措施，满足室内环境噪声的要求。设备不宜与噪声要

求高的房间贴邻布置；如必须贴邻布置时，装配式通风系统应采取可靠的消音减震措施。

5.3.4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设计，宜采用装配式支吊架，装配式支吊架的预埋件位置应正确，安装

牢固可靠，不应影响结构安全。承重支架与抗震支架应进行一体化统筹设计。

5.3.5通风系统智能化设计应符合 GB 50314 的规定，与各类智能设备安全互联互通。

5.3.6 装配式公共建筑设计集中式通风系统时，风管的规格应符合 GB 50738 和 GB 50243 规定，设计应

满足下列要求。

a）镀锌钢板风管的镀锌钢板卷板板材宽度为 1250mm，一般共板法兰风管每节长度为 1160mm，角钢

法兰风管每节长度为 1240mm。

b）复合材料板材尺寸为 2440mm×1220mm，每节风管长度为 1220mm。矩形风管规格应符合表 1 的规

定。

表 1 矩形风管常用规格

单位为毫米

风管边长

120 320 800 2000 4000

160 400 1000 2500 -

200 500 1250 3000 -

250 630 1600 3500 -

c）进风口应远离建筑污染物排放口和热源设备排气口。

d）排除有害气体通风系统的排风口宜设置在建筑物屋顶并与新风进风口保持不小于 20m 间距；当

水平距离不足 20 m 时，排风口应高出进风口且不宜小于 6 m，宜采用防雨风帽。屋面进、排口

应避免冬季被积雪掩埋。

e）装配式公共建筑设计集中式通风系统应符合 GB 50189 的规定。

5.3.7 装配式组合支吊架（含抗震支吊架）应由施工单位单独绘制深化施工图，经建筑设计单位签字确

认后，再进行施工安装。

5.3.8 装配式居住建筑设计分户式新风系统时，宜采用带热回收功能的双向流新风系统，并应具备旁通

功能。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a）新风能量回收装置在规定工况下的交换效率，应符合 GB/T 21087 的规定；

b）根据卫生要求，新风与排风不应直接接触的系统，应采用内部泄漏率小的回收装置；

c）可根据最小经济温差（焓差）控制热回收旁通阀；

d）应进行新风热回收装置的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

e）新风热回收系统应具备防冻保护功能。

5.3.9 装配式居住建筑设计无法采用双向流新风系统时，宜采用单向流或无管道新风系统，并计算新风

对室内温升和温降的影响。

5.3.10装配式居住建筑分户式新风系统设计最小新风量，宜按换气次数法确定，并宜符合表 2规定。

表 2 最小设计新风量设计换气次数

人均居住面积 Fp 每小时换气次数

Fp≤10m
2

0.70

10 m
2
＜Fp≤20 m

2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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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m
2
＜Fp≤50 m

2
0.50

Fp＞50 m
2

0.45

注：人均居住面积为居住面积除以设计人数或实际使用人数。

5.3.11 分户式新风系统进风口和排风口布置应避免气流短路，进、排风口水平间距宜大于 1m。室外进、

排风口应选用防雨风口，与外围护结构间的缝隙应密实填塞，防水并保证不漏风。配合土建构件生产时

预留预埋，整体完成室内侧风管与预留的接口。接室外风口的管道坡度为 0.01～0.02，坡向室外风口。

5.3.12 分户式新风系统在装配式居住建筑设计过程中，预制构件上应预留新风机组的安装位置，并应

确保受力钢筋不受破坏，当条件受限无法满足上述要求时，建筑和结构专业应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新

风机组安装在厨房或卫生间时，应与集成厨房或集成卫生间部品进行协同设计且满足以下要求。

a）厨房、卫生间应设置竖向集中排风系统或烟气直排系统。

b）厨房补风宜从室外直接引入，补风管道应保温，并应在入口处设保温密闭型电动风阀，且电动

风阀应与排油烟机联动。

c）厨房补风口应尽可能设置在灶台附近。

d）卫生间应设置防回流的机械通风设施或预留安装机械通风设施的条件；卫生间排风口宜设置于

便器的上方。

e）厨房、卫生间的排油烟管道或排风管道应通过竖向排风道通至屋面排向室外。竖向排风道应具

有防火、防倒灌及均匀排气的功能，并应采取防止支管回流和竖井泄漏的措施。顶部应设置防

止室外风倒灌装置。

f） 厨房和卫生间全面通风换气次数不宜小于每小时 3 次。

5.3.13装配式居住建筑宜采用舒适系统。舒适系统最小设计预留尺寸见表 3。

表 3 舒适系统最小设计预留尺寸

适用面积（建筑）F

（m
2
）

最小设计预留尺寸（长×宽×高）

（mm）
设计（安装）位置

F＜120 2250×1270×250 厨房

玄关

走道

120≤F＜150 2400×1350×250

150≤F＜180 2450×1500×250

5.3.14 装配式居住建筑采用舒适系统时，设备及管线设计应符合 GB 50096 及国家现行装配式住宅设计

有关标准的规定，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a）舒适系统设备和管线深化设计应满足工厂化预制加工、现场装配化安装的工艺要求；

b）舒适系统设备和管线集成设计宜采用 BIM 技术；

c）舒适系统设备和管线应与结构分离，不应敷设在混凝土结构内；宜优先敷设在吊顶、架空层、

夹层墙体、固定家具与墙体背后、踢脚、收边线脚等。

5.4 深化设计

5.4.1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模型的深化设计及装配式施工应满足 GB/T 51235 的要求，具有精确的

数量、形状、方向、位置、尺寸等信息。

5.4.2 设计阶段应依托 BIM 技术进行三维协同设计，进行管线综合工作，满足净高要求及后期安装要求。

5.4.3项目设计应充分利用构件库中的模型资源进行设计，并及时更新构件库中的模型资源。

5.4.4 BIM 模型成果应能实现动画仿真模拟，对部品部件的运输、安装方式的合理性验证等功能。

5.4.5 综合布置完成后应复核通风设备和部品部件、风管截面尺寸、支架受力等系统参数。

5.4.6 数字设计成果应满足部品部件工厂化生产的信息数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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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 BIM 应用交付成果宜包括深化设计模型、深化设计图、碰撞检测分析报告、工程量清单等。

5.4.8 BIM 软件宜具有管线综合、参数复核计算、支吊架选型及布置、与厂家产品对接的模型库等功能。

5.4.9深化设计模型元素宜在施工图设计模型元素基础上，确定具体尺寸、标高、定位和形状，并应补

充必要的专业信息和产品信息，通风系统深化设计模型元素及信息内容宜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 4 通风系统深化设计模型元素及信息

专业 模型元素 模型元素信息

通风系统

风机、风管、风管管件、

风道末端、阀门、管道

设备支吊架等

几何信息包括：

1.尺寸大小、壁厚等形状信息；

2.平面位置、（顶、中心、底）标高等定位信息。

非几何信息包括：

1.规格型号、材料和材质信息、技术参数、风速阻力特性、局部阻力特性

等产品信息；

2.系统类型、连接方式、安装部位、安装要求、施工工艺等安装信息。

6 工厂化生产

6.1 一般规定

6.1.1 通风设备与部品部件的生产企业应具备符合生产质量保证要求的固定生产场所、设备和人员，应

建立或遵循产品相关标准，并具备完善的技术标准体系和安全、质量、环境管理体系及必要的检测手段。

6.1.2 通风设备与部品部件的生产企业应具备二次深化设计和工艺设计的能力。

6.1.3 通风设备与部品部件生产宜采用信息化管理技术和自动化生产技术。

6.1.4 通风设备与部品部件生产前，应有经批准的生产加工深化设计文件，设计深度应满足生产、运输

和安装等技术要求，并按照工作流程顺序进行编码和标识。装配式通风部品部件的生产应包括深化设计、

部品定制、部品生产、出厂质量检验、包装标识、储运堆放等工序。

6.1.5 通风设备与部品部件深化设计应优化标准化部品与定制化部品的系列规格组合，提高标准化部品

的应用比例。标准化部品部件应采用标准模数生产，定制化部品或高度集成部品宜根据设计要求和项目

需求采用定制模数生产。

6.1.6通风设备与部品部件生产加工前，应复核相应结构系统及内外围护系统上预留洞口的位置、规格

等，按设计要求预设管线及设备点位，对现场安装条件进行复核。

6.1.7 生产通风设备与部品部件材料及其进场验收应符合 GB 50411-2019 的规定。

6.2 生产管理

6.2.1 通风设备与部品部件生产企业应建立相应的质量管理体系及施工质量控制与检验制度。

6.2.2 通风设备与部品部件生产加工前，应遵循“少规格、多组合”的原则，根据项目需求制定生产组

合预案，部品定制应根据集成设计要求进行生产安排，并明确部品部件之间连接的标准接口类型、规格、

连接方式。

6.2.3 通风设备与部品部件的宜采用自动化生产设备工厂化生产，应采用信息化管理方式管理，设置产

品编码标识，建立产品信息可追溯系统。并应对检验合格的部品部件出具合格证明文件，保障产品质量。

6.2.4 通风设备与部品部件生产企业应对出厂的每个部品部件进行标识，标识系统应包含部品编码、使

用位置、生产规格、材质、颜色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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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通风设备与部品部件生产加工完成后，应由专业检验人员根据图纸资料、施工任务单等对产品按

批次进行检查，做好产品检验记录。并应对检验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做好记录，同时应增加抽样检测样

本数量和频次。

6.3 生产加工

6.3.1 依据通风系统的走向、风管尺寸、重量及长度，将通风系统进行分解，在 BIM 模型中依据模块化

划分图及生产模块化编号方案图，再生成模块化通风系统材料清单及加工精细详图。

6.3.2 根据深化设计的 BIM 模型，导出通风系统加工数据。

6.3.3 通风系统的加工数据宜导入到自动生产线中。

6.3.4 通风系统的生产加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a）通风系统的所有配件一次切割成型；

b）部品部件在生产时宜适度预留公差，部品的尺寸公差除应符合产品标准外，其连接部位的加工

精度还应满足现场装配的要求；

c）风口、风阀的下料及成型宜使用专用模具，宜用专用的工艺装置进行组装；

d）焊接时组对宜采用组对平台或专用工装夹具，焊接宜采用自动焊；

e）部品生产中，应将信息技术应用到生产环节，连接设计和施工信息；

6.3.5通风设备与部品部件生产应建立产品检验制度，应提供执行产品标准的说明、出厂检验合格证明

文件、质量保证书和使用说明书,并在各通风设备与部品部件上设置信息编码。

6.3.6依据模块化划分图将部品部件组装成模块。

6.4 运输与成品保护

6.4.1 根据通风系统的信息编码，制定运输方案，按照楼层区段分层标注后装车发货，分批次、分楼层

运至施工现场。

6.4.2通风设备与部品部件的运输和储存应制定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宜包括运输时间、次序、堆放场地、

运输路线、固定要求、堆放支垫及成品保护措施等项目。

6.4.3 超高、超宽、形状特殊的大型部品部件的运输和储存，应采取专门的质量安全保证措施。在运输

与堆放时，支撑位置应按计算要求确定。

6.4.4 运输车辆应满足部品部件的尺寸、重量等要求，装卸与运输时应有保证车体平衡和防止构件移动、

倾倒、变形等固定措施，并应有保护层包装，部品部件的堆放场地应平整、坚实，具备良好的排水设施。

6.4.5 通风设备与部品部件出厂前应进行包装，包装应根据需求采用环保、防雨、可回收循环使用的材

料；部品包装应便于装卸搬运，包装规格尺寸应考虑运输装卸及现场二次转运要求。每个包装箱应标明

产品名称、规格型号、特性、批次、注意事项、配置清单、包装箱外形尺寸、净重、毛重、防雨、请勿

重压等内容。

6.4.6 通风设备与部品部件包装内应配置同批次产品说明书、产品合格证、装配式安装指导手册、专用

配件及明细清单等。

6.4.7 通风设备与部品部件出厂前应进行统一编码，产品编码应参照加工设计文件，按照楼层、区域、

安装顺序、材料分类等方式进行编排。

6.4.7 通风设备与配套部件应同批次交付，易损易耗零配件宜适量增配，需要专用工具进行装配时，应

与部品同批次配备相应数量工具。

6.4.9 通用标准部品部件（如风口、风阀、连接件、支架、龙骨、收口条、胶带等）应标识规格、样式、

表面处理形式。

7 装配化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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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一般规定

7.1.1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工程施工应协同主体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设备与管线系统，根据地

区条件和工程特点编制施工组织设计，且应遵守设计、生产、装配一体化的原则进行整体策划，明确各

分项工程的施工界面、施工顺序与避让原则，施工单位应对装配式通风系统施工进行精细化管理及动态

管理。

7.1.2 工业化预制的成型、成品风管进场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验收。

7.1.3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工程施工前应合理安排开箱检查、部品摆放、可回收废料和垃圾场地等

区域的位置，并应符合消防、安全、文明施工及施工操作的要求。

7.1.4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工程施工应采用绿色施工模式，遵守国家施工安全、环境保护的标准，

制定安全与环境保护专项方案。减少施工过程部品裁切、磨边、打孔等现场作业和建筑垃圾。室内环境

污染应符合 GB 50325 的规定。

7.1.5 施工前应制作标准样板，并应根据安装结果及时调整施工方案、优化施工工艺，经建设、设计及

监理单位联合验收，确认合格后可批量施工。

7.1.6 装配化施工应符合通风设备与部品部件的设计规定，宜采用可逆装配和无损拆除的标准化施工工

艺，并满足易维护、可更换的要求。

7.1.7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工程的隐蔽部位在隐蔽前应及时进行验收，并应有详细的文字记录和必

要的图像资料，隐蔽部位质量合格后方可进行后续施工。

7.1.8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工程施工应采用建筑信息模型（BIM）对建筑全生命周期进行信息化协

同管理。

7.2 施工组织

7.2.1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工程施工前，应对现场进行勘察，确认施工工作面具备施工条件，并进

行现场施工面交接。

7.2.2 通风系统应采用成品风管，并应采用装配式施工，保证工程质量，提高施工效率。

7.2.3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工程施工前，应根据设计要求确认部品部件的样板。

7.2.4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工程施工前，应制定详细的材料采购计划及进场计划，明确部品部件的

进场时间、堆放场地、运输通道等。宜采用智能仓储管理系统对现场材料的运输和储存进行管理。

7.2.5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工程施工前，应根据现场实际需求，制定详细的施工机械方案和入场计

划，确保项目顺利进行。

7.2.6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工程施工前，应对进场材料进行检验，确保种类、规格、性能和外观符合

设计要求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并按规定进行送检，形成相应的验收记录，合格后方可使用。

7.2.7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工程施工前，应对施工人员进行现场技术交底；并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

教育培训，并对配套的安装工具进行质量检查。

7.2.8 施工单位应制定施工防火安全制度，并应派专人负责施工现场的防火安全；施工现场须根据国家

和相关规定配备灭火器、砂箱或其他灭火工具。

7.3 施工安装

7.3.1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施工安装宜采用建筑信息化模型技术（BIM）对施工全过程进行协调管

理，通过工厂化的组织形式，达到现场少噪音、少污染、少垃圾的绿色施工要求。

7.3.2预留预埋应符合下列规定：

a）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施工前，应与各专业施工图进行深化设计，编制预留预埋清单，标明

预埋件、预埋套管、预留孔洞的准确坐标，预留预埋工程应保证机电管线准确性、结构完整性；

b）预留预埋应检查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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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预埋、预留孔、洞口应及时封堵及做好安全防护。

7.3.3 根据 BIM 模式中通风系统管线图中标记基准点、放样点，生成 BIM 放样机器人可识别点，将 BIM

模型数据导入 BIM 放样机器人进行测量定位。

7.3.4根据 BIM 深化设计图纸对现场实际结构构件轴线尺寸、标高以及各专业预留洞口位置、尺寸与图

纸尺寸规格进行校核。

7.3.5通风系统的施工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a）根据通风系统的施工工序,对通风设备与部品部件进行材料堆放模拟；

b）按照编号吊运至指定楼层，依据 BIM 模式，结合信息编码识别系统，对通风系统模块进行地面

组装，成品风管安装应按照生产企业提供的装配式安装指导手册进行装配化组装；

c）根据 BIM 支吊架深化图纸，进行通风管道支吊架精确定位安装。通风系统支吊架采用装配式承

重支架及抗震支撑系统时，均采用现场装配型式，严禁任何形式的现场焊接和钻孔。抗震支架

不得使用非标零件替代。装配式承重支架与抗震支架应进行一体化统筹设计，合理分配空间，

间距均布；

d）机房通风系统装配式承重抗震支吊架应采用专用软件深化设计，并提供由专业软件校核的装配

式承重抗震支架信息表，其内容包括系统各个节点的荷载计算及槽钢，吊杆、锚栓及连接装置

的材料选型，校核承载力和挠度；

e）将完成分段拼装的通风系统采用顶升平台提升到安装高度，采用吊装就位应有防止风管变形的

措施。

7.4 调试与验收

7.4.1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调试应符合 GB 50738、GB 50243 和 GB/T 18883 的规定。

7.4.2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工程的通风质量检测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室内环境质

量应符合 GB 50325 的规定。

7.4.3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工程首次使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且专业验收标准未作出

相应规定时，建设单位应组织监理、设计、施工等相关单位制定专项验收要求。涉及安全、消防、节能、

环境保护等项目的专项验收要求，宜由建设单位组织专家论证。

7.4.4装配式通风管道及部品部件安装位置应正确，连接牢固。所用材料的品种、规格、性能应符合设

计要求，有隔声、隔热、防潮等要求的工程，材料应进行相应检测。

7.4.5装配式支吊架、抗震支架的质量、规格、安装间距及连接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7.4.6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工程中涉及的设备、设施的使用、维护、保修文件，应单独立卷作

特别说明并移交。

7.4.7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工程 BIM 设计文件和电子化文件，应符合 GB/T 51301 的规定。

7.4.8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工程验收合格后，应对施工过程形成的各种文件资料进行整理、立卷、

归档，形成项目竣工验收文件，同时按规定向有关部门和单位进行移交并办理书面移交手续。

8 信息化管理

8.1 一般规定

8.1.1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工程的项目建设单位，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的要求提供装配式施工工程专

项的装配式质量保证书，其内容除应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外，尚应注明相关装配式部品质量保修范围、

保修期限、保修责任、保修承诺、报修及处理要求。

8.1.2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工程的项目建设单位，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的要求提供装配式施工工程专

项的装配式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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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工程项目质量保修期限应符合《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

8.1.4 业主或使用者不应改变原设计文件规定的建筑使用条件、使用性质及使用环境。

8.1.5 装配式通风系统部品应由专业人员进行日常运维检查、维修，并形成文字记录，建立完善的运维

档案管理制度。

8.1.6装配式建筑宜采用工程协同管理平台，用于实施 BIM 技术、管理各阶段的 BIM 成果和工程数据，

实现从策划、设计、建造、运维等工程全生命周期的信息共享、传递、多方协同、可视化管理，最终形

成工程的数字化资产，为资产管理和设施设备运维提供基础。

8.1.7制定平台协同管理制度，定岗定责。进行 BIM 模型及相关信息的录入，并负责模型的深化和维护。

8.1.8各阶段 BIM 成果交付的文件格式和模型标准应统一，保证各参建单位和使用单位的文件互通性。

8.1.9由建设单位或委托 BIM 咨询单位制定 BIM 技术标准和实施方案，各参建单位应严格实施。

8.1.10建立模型审核审查制度、模型应用和 BIM 会议制度、BIM 质量安全管理和进度管理制度等制度。

8.1.11 BIM 工作实施应符合 GB/T 51212、GB/T 51235、GB/T 51269 和 GB/T 51301 的规定。模型出图

应符合 GB/T 50001 的规定。

8.2 设计阶段

8.2.1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吊顶标高、尺寸、造型、支吊架、抗震支架的质量、规格、安装间距及

连接方式应采用 BIM 应用软件和建模技术，构建包括通风系统专业信息的 BIM 模型。根据不同设计阶段

任务要求，形成满足各参与方使用要求的数据信息。

8.2.2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工程在设计阶段宜构建通用的信息模型。对于设备、阀门等部品部件的

信息采集需前置并建立数据库，为预制做好规划，确定模块组并使构件标准化，设计文件应注明其设计

条件、使用性质及使用要求。

8.2.3 利用基于 BIM 的协同手段，开展多专业间的数据共享和协同工作，实现各专业之间数据信息的无

损传递和共享，进行碰撞检测，最大限度减少错、漏、碰、缺等设计质量通病，提高设计质量和效率。

8.2.4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设计时应考虑使用期间更换或维修构件的便利性，应设置方便检测和维

护的技术措施。

8.2.5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模型组件应具有精确的数量、形状、方向、位置、尺寸等信息。

8.2.6 通风系统 BIM 模型设计软件应具备专业功能和数据互用的功能，各类模型软件应支持 IFC 格式文

档的互导，实现模型数据互联共享。

8.2.7 轻量化模型的数据格式应满足项目管理平台的要求，基于管理平台，在轻量化模型中关联项目的

进度、成本、质量、安全等信息，为智能生产、施工、智慧工地做好数据基础。

8.3 生产阶段

8.3.1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部品部件生产企业、供应商应提供产品使用维护说明书；主要部品构件

宜注明合理的检查与维护年限。

8.3.2通风系统部品部件宜采用二维码编码技术，便于信息化的入库管理、现场装配和平台显示。

8.3.3标准化部品部件宜采用同一编码，便于现场分拣和构件互换。

8.3.4标准化部品部件宜批量生产，但运输至现场的应为同一系统的完整构件，避免同一系统缺失构件

而反复施工，或者标准构件大批量到场无法安装无处存放而遭到污染破坏。

8.3.5严格执行出厂验收制度，验收员落实到人。避免运输费用损失和构件返厂延误安装周期。

8.4 施工阶段

8.4.1施工阶段信息化管理宜采用智慧工地综合管理平台对项目质量、安全、进度、工序验收资料等上

传、更新和维护工作。在线协同和管理参建各方，提升沟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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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应与其他专业在线协同，深化施工模型，结合现场情况进行设计验证，

并通过三维模型的虚拟建造确定施工工序和进度计划。

8.4.3信息化管理平台应具备模型轻量化功能，施工单位可使用移动终端登录平台，查看模型指导施工。

8.4.4施工阶段信息化管理平台应包括实名制管理、视频监控管理、配电箱管理、设备二维码管理、材

料管理、进度管理、质量安全管理、工序管理、会议办公管理、审批流程管理等功能。

8.5 运维阶段

8.5.1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应利用运维平台实现信息化管理。

8.5.2 运维平台通过智能化终端设备提取通风系统数据信息，借助数据中心，完成数据标准化整合，实

现可视化运维应用。

8.5.3 使用维护宜采用信息化手段，利用深化设计 BIM 模型，建立系统部品、设备与管线等的管理档

案。

8.5.4 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宜监测室内外 CO₂浓度、室内 PM2.5 浓度、室内温湿度、通风机启停状

态、过滤器进出口静压差等参数，并能根据监测数据及设定值等实现智能运行。

8.5.5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清洗应符合 WS/T 396 的规定。

8.5.6装配式民用建筑通风系统维修时应做好成品及环境卫生保护。部品维护更换、设备与管线维护更

换时所采用的部品和材料，应满足装配式使用说明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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