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备案号：J13988-2017 

 

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地 方 标 准 

64/ 483—2017 
        （代替 DB64/483-2007）  

住宅区通信配套设施建设标准 

 

 

2017 - 10-12 发布 2017 - 11-01 实施

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发 布  



  

目  次 

前言.................................................................................IV 

1 总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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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术语............................................................................... 1 

4 一般规定........................................................................... 3 

4.1 工程界面....................................................................... 3 

4.2 配置原则....................................................................... 4 

5 住宅区地下通信管道设置............................................................. 5 

6 住宅建筑内通信设施设置............................................................. 5 

6.1 配线管网设计................................................................... 5 

6.2 综合配线箱设置................................................................. 6 

6.3 户内配线设施设置............................................................... 6 

7 线缆选型及敷设要求................................................................. 7 

8 无线基站选址与无线通信配套设施设置................................................. 7 

8.1 无线基站选址要求............................................................... 7 

8.2 信号和电源引入通道要求......................................................... 7 

9 公共交接间设置..................................................................... 8 

 



  

前 言

为规范和指导宁夏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通信配套设施的建设工作，适应城乡建设和信

息通信技术的发展需要，提升我区住宅区的宽带网络覆盖能力，提升建筑信息化和智能化

水平，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推进网络提速降费的实施

意见》（宁政办发〔2015〕131 号）文件的要求，结合《住宅区通讯配套设施建设标准》

（DB64/483-2007）在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情况，在反复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住

宅区通讯配套设施建设标准》（DB64/483-2007）进行了修订。 

本标准的编写格式符合 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

写》的要求。 

本标准代替《住宅区通讯配套设施建设标准》（DB64/483-2007）。与 DB64/483-2007

相比，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1. 将原标准中电缆接入方式调整为光缆接入； 

2. 提高了地下通信管道、建筑物内配线管网的设计容量，满足 3 家以上电信业务经

营者平等接入的要求，保障电信用户自由选择的权利； 

3. 将配线区综合配线箱最大收敛用户数从 24 户提升为 36 户； 

4. 重新核算和调整了设备间、电信间的设置要求； 

5. 增加了无线站址的选址要求和信号、电力引入等无线通信配套设施的设计内容。 

本标准中第 4.2.3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标准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批准。 

本标准的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 

主编单位主编单位主编单位主编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 

参编单位参编单位参编单位参编单位：：：：宁夏通信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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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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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区通信配套设施建设标准 

1 范围 

1.1 为规范和指导我区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通信配套设施的建设工作，提升我区住宅区的宽带网络覆

盖能力，制定本标准。 

1.2 本标准适用于我区城市、镇（乡）、村庄集中居民点的新建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和无线

通信配套设施工程设计；既有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和无线通信配套设施的改建、扩建工程设计

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1.3 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和无线通信配套设施的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还应符合国家、行

业及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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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7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91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GB 50311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43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 50352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GB 50373   通信管道与通道工程设计规范 

GB 50689   通信局（站）防雷与接地工程设计规范 

GB 50846   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设计规范 

JGJ 16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242    住宅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YD/T 1384-2005  住宅通信综合布线系统 

YD/T 2150-2010  光缆分纤箱 

YD 5102    通信线路工程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通信配套设施 

指住宅区规划用地红线内的地下通信管道、光缆交接箱，住宅建筑内管槽及通信线缆、综合配线箱、

配线设备，住户室内家居配线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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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留的无线站址、信号和电源引入通道等光纤到户和无线通信配套设施。 

3.2 地下通信管道 



  

住宅区内预埋的供通信布缆使用的地下通道，由管道、人（手）孔、建筑物引入管道和引上管道等

组成。 

3.3 配线区 

在住宅区内根据住宅建筑的分类、住户密度，以单体建筑、单元或若干个楼层组成的配线区域。  

3.4 配线管网 

建筑物内竖井、管槽等组成的管网。 

3.5 用户接入点  

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共同接入的部位，用户在此处实现对电信业务经营者的选择，是电信业务经营

者与住宅建设方的工程界面。 

3.6 设备间 

住宅区内具备线缆引入、安装通信配线设备条件的房屋。 

3.7 电信间 

住宅建筑内放置配线设备并进行线缆交接的专用空间。 

3.8 综合配线箱 

也称光缆分纤箱，指安装于电信间或建筑物内用于光缆成端和配线的箱体。 

3.9 家居配线箱 

也称室内多媒体箱，指安装于住户内用于语音、数据、电视等多媒体业务接入以及与户内线缆配线

的箱体。 

3.10 线缆 

通信用光缆与电缆的统称。  

3.11 配线光缆 

用户接入点至设备间、设备间至住宅区规划红线内公共通信管道互通的人（手）孔之间的连接光缆。 

3.12 用户光缆 

用户接入点配线设备至家居配线箱之间连接的光缆。  

3.13 户内线缆 

家居配线箱至户内信息插座之间连接的线缆。  

3.14 信息插座 

支持各类通信业务的线缆终端模块。  

3.15 配线架 

安装于设备间、电信间内，用于住宅区内光缆的成端和分配，可方便地实现光纤的连接、分配和调

度的通信设备。 



  

3.16 光缆交接箱 

用于住宅区内配线光缆成端和分配的箱体。 

3.17 无线通信配套设施 

指无线基站站址、通信设备用市电端子、电源和信号引入通道等。无线基站根据需要可采用落地方

式或楼顶天面方式建设。 

4 一般规定 

4.1 工程界面 

4.1.1 城市、镇（乡）、村庄集中居民点新建住宅区和住宅建筑通信配套设施应采用光纤到户方式建

设，并应根据当地通信专项规划要求预留无线基站站址，建设无线通信配套设施。 

4.1.2 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通信配套设施的规划应纳入住宅区规划设计，其中室外管线部分应纳入住

宅区综合管线规划设计。 

4.1.3 住宅区通信配套设施的设计应纳入住宅区建设工程设计文件。通信配套设施应纳入项目配套建

设，随住宅区及住宅建筑工程同步施工、同步验收。 

4.1.4 用户接入点的设置应与配线区相对应,设置的位置应根据不同类型建筑及用户分布情况确定，可

将电信业务经营者接入设备与用户光缆跳接处的公共交接间作为用户接入点，用户接入点处的配线设施

应具有光缆分路、配线及分纤的功能，并符合以下规定： 

1）单个高层住宅建筑作为独立配线区时，用户接入点应设置于本建筑物内的电信间。单个高层住

宅建筑设置多处配线区时，用户接入点应分别设置于本建筑各配线区内公共区域。高层住宅建筑用

户接入点设置如图 1所示： 

 

图1 高层住宅建筑用户接入点位置示意图 

2）低层、多层、中高层住宅建筑作为独立配线区时，用户接入点应设置于楼或单元的首层或地下

一层公共区域。低层、多层、中高层住宅建筑用户接入点设置如图 2所示： 

 



  

 

图2 低层、多层及中高层住宅建筑用户接入点位置示意图 

3）别墅建筑的用户接入点按照配线区的划分应设置于设备间或公共区域的交接箱、配线箱。别墅

建筑用户接入点设置如下图所示： 

 

图3 别墅建筑用户接入点位置示意图 

4.1.5 有线通信配套设施建设工程界面的界定： 

1）自住宅区规划红线内始端人（手）孔起，住宅区内地下通信管道、住宅建筑内配线管网由住宅

建设方负责建设； 

2）住宅区及住宅建筑内设备间、电信间及其他通信设备安装空间由住宅建设方负责建设； 

3）以用户接入点为界，用户接入设置点处的光缆分纤箱由住宅建设方负责建设；面向用户侧的家

具配线箱、用户光缆、户内线缆、信息插座等由住宅建设方负责建设；面向公用电信网侧的光缆交

接箱、分纤箱、配线光缆、配线模块和设备由电信业务经营者负责建设。 

4.1.6 建设无线基站的住宅区，无线通信配套设施建设工程界面的界定： 



  

1）设备间内用于基站供电的电源、电表由住宅建设方负责建设； 

2）无线基站电力、通信引入通道由住宅建设方负责建设； 

3）采用落地方式建设的站址，住宅建设方应预留建设用地；采用楼顶天面方式建设的站址，住宅

建设方应预留建设位置。 

4）由住宅建设方负责建设的光纤到户和无线通信配套设施工程界面如图4所示： 

 

图4 光纤到户和无线通信配套设施工程界面示意图 

4.2 配置原则 

4.2.1 光纤到户和无线通信配套设施必须满足3家及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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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每幢住宅楼或住宅建筑单元宜独立设置配线管网。 

4.2.3 住宅区规划用地面积达到 3万㎡的应设置室外无线基站，无线基站站址位置和数量应满足有效

覆盖半径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每增加 2万㎡应增加 1处站址。住宅区内需设置 2处及以上无线基站的，

站址应均匀分布。 

4.2.4 规划红线内的地下通信管道规划设计应符合建筑总体的规划要求，应与住宅区内道路、绿化和

其他地下管线设施统筹建设、同步实施，应与公用电信网连通。 

4.2.5 建设无线基站的住宅区，其设备间和无线基站站址所属配线区的电信间应提供设备供电电源，

设备间和电信间的防雷和接地应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4.2.6 每一个住宅区应至少设置一个设备间，设备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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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 根据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分布，每 300 户应设置一个电信间，电信间宜设在建筑物一层或地下一

层。 

4.2.8 建筑物或建筑群应根据用户分布划分配线区，光缆交接箱形成的配线区收敛用户不宜超过 120

户，综合配线箱形成的配线区收敛用户不宜超过 36户。 

5 住宅区地下通信管道设置 

5.1 住宅区地下通信管道与红线外公用电信网管道的接口宜有两个方向；地下通信管道应与各建筑物

及设备间、电信间的引入管道衔接。 

5.2 住宅区地下通信管道的路由应以设备间为中心向外辐射，宜敷设在人行道、绿化带等良好的地基

处，宜与小区智能化等其他弱电地下管道同步敷设。 

5.3 住宅区地下通信管道应采用硬质塑料管、钢管等管材，主干部分管孔规模不少于 3根 7孔梅花管

或与之相当的其他管道，支线部分管孔规模不少于 2根 7孔梅花管或与之相当的其他管道，使用大内径

单孔管材时，应在内一次敷足不少于 5根内径不小于 32mm 的硅芯式塑料子管道。 

5.4 住宅区地下通信管道埋深、与其他地下管线和建筑物的最小净距应符合《通信管道与通道工程设

计规范》GB 50373 有关规定，管道埋深不足或路面荷载过大的地段应采用混凝土包封或钢管等保护措

施。 

5.5 管道敷设遇弯曲处、管道分支处、设有光缆交接箱处、交叉路口处、道路坡度较大的转折处、建

筑物引入处应设置人（手）孔，人(手)孔间最大距离一般不应超过 80m。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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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建筑物通信的引入管道应由建筑物内伸出外墙长度不少于 2m，数量不少于 2根，并采取可靠的防

水措施，引入管道并应向人（手）孔方向倾斜，坡度不小于 4.0‰，低层、多层、中高层住宅楼引入管

道的内径不得小于 50mm，高层住宅楼引入管道的内径不得小于 90mm。 

6 住宅建筑内通信设施设置 

6.1 配线管网设计 

6.1.1 每一住宅楼或住宅建筑单元宜设置单独的配线管网，配线管网应与线缆引入及建筑物布局协调，

并应选择距离较短、安全和经济的路由。 

6.1.2 建筑物内设置导管应采用暗敷方式并符合以下规定：  

1）建筑单元间导管内径宜为 50mm，建筑单元内竖向暗敷导管内径宜为 50mm，横向暗敷导管（入户

导管）内径宜为 25m，宜采用钢管或硬质塑料管； 

2）暗敷导管直线敷设每段长度不超过 30m，暗敷导管曲线敷设每段长度不超过 15m；敷设过程中连

接处或连续弯曲超过 2次处应加装过路箱（盒），暗装过路箱（盒）底距地宜为 0.3～0.5m； 

3）暗敷导管内宜穿放无接头带线。    

6.1.3 建筑物内设置竖井应符合《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 50352、《住宅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242、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等相关要求。 



  

6.1.4 住宅楼宜采用弱电竖井与竖向暗管相结合的方式。 

6.1.5 线缆桥架或线槽应采用金属材质并可靠接地。水平线缆桥架或线槽敷设距地面不宜低于 2.5m，

垂直线缆桥架或线槽宜敷设在弱电竖井中，线缆桥架或线槽的截面利用率不应超过 50%，桥架固定点最

大跨度不得大于 1.5m。 

6.1.6 暗管、线缆桥架或线槽、过路箱（盒）的设计，应符合《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11

及其他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6.1.7 配线管网贯穿隔墙、楼板的孔洞设计应符合相关建筑结构要求，应实施阻火封堵。 

6.2 综合配线箱设置 

6.2.1 住宅建筑内综合配线箱是用于配线区范围内各电信业务经营者配线光缆、分光设备与用户光缆

交接配线的箱体。 

6.2.2 根据不同住宅建筑类型和配线区划分的情况，综合配线箱可设置在建筑物内电信间、弱电井，

也可内嵌于便于管线引入处公共部位的建筑物内墙，墙挂式或壁嵌式综合配线箱不应安装于人行楼梯踏

步侧墙上。 

6.2.3 暗装综合配线箱的箱底距地宜为 1.5m；明装综合配线箱的箱底距地宜为 1.8m，箱门开启角度不

应小于 120
o
，操作维护侧距墙面净距不应小于 800mm。 

6.2.4 综合配线箱应预留至少 3台分光器的安装空间，箱体容量应根据所收敛的用户数计算确定，单

个综合配线箱的收敛用户宜为 8～36 户。 

6.2.5 综合配线箱交换局侧与用户侧配线模块之间应能通过跳纤互通，综合配线箱宜采用分区设计，

在用户侧设置用于用户光缆接入的公共仓，在交换局侧设置用于电信业务经营者接入配线光缆和设置分

光器安装的单仓，公共仓与单仓间应能通过跳纤互通。 

6.2.6 综合配线箱的质量和规格应符合《光缆分纤箱》YD/T 2150-2010 的相关要求。 

6.3 户内配线设施设置 

6.3.1 户内配线设施指家居配线箱、家居配线箱至信息插座的暗管、通信业务信息插座等。 

6.3.2 每套住宅应设置家居配线箱，家居配线箱应采用预埋方式，安装位置应便于维护操作、便于入

户暗管和户内暗管的配线，宜满足无线信号的覆盖要求。 

6.3.3 家居配线箱不宜与家居配电箱上下垂直安装在一个墙面上。家居配线箱可与家居控制器上下垂

直安装在一个墙面上。    

6.3.4 家居配线箱用于建筑内各类弱电、信息系统布线的集中配线管理，便于和户外语音、数据、电

视及其他智能化系统的接入。规格应满足 ONU、有源路由器/交换机、有线电视分配器及配线模块等设

备的安装需要，宜同步满足其他智能化系统设备的安装需要，规格不宜小于 300mm×400mm×120mm（宽

×高×深）。箱体门应为非金属材质。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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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 家居配线箱至信息插座的暗管宜采用硬质聚乙烯管或钢管，暗管内径不小于 20mm。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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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11 及《住宅通信综合布线系统》YD/T 

1384-2005 的有关规定。 

7 线缆选型及敷设要求 

7.1 综合配线箱至家居配线箱之间的用户光缆应采用G.657A 光纤。 

7.2 光缆接续、成端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光缆接续应采用熔接方式； 

b) 光缆在综合配线箱处应成端，光纤预留长度应为 1m～1.5m，在家居配线箱不作成端时，保留

的施工光缆预留长度不少于 0.8m。 

7.3 从用户接入点至家居配线箱的光纤线路衰减指标应符合表 1的规定,表中未列情况可按照 GB 

50846 8.0.2 计算公式进行计算：    

表1 用户接入点至家居配线箱的光纤线路衰减限值速查表 

光纤线路衰减限值（dB） 

无接续 1个接续点 2个接续点 3个接续点 光纤线路长度L（米） 

1310nm 1550nm 1310nm 1550nm 1310nm 1550nm 1310nm 1550nm 

L≤300m 0.4 

300m ＜L≤350m 0.4 0.4 0.5 0.4 0.6 0.5 0.7 0.6 

350m ＜L≤400m 0.4 0.4 0.5 0.5 0.6 0.6 0.7 0.7 

400m ＜L≤450m 0.4 0.4 0.5 0.5 0.6 0.6 0.7 0.7 

450m ＜L≤500m 0.4 0.4 0.5 0.5 0.6 0.6 0.7 0.7 

注：接续点包括光纤线路中配线设施、过路箱（盒）等位置的接续点，不包括光纤线路两端 

位置处可能包含的用于连接光纤与插头、尾纤的接续点。 

7.4 家居配线箱至信息插座的线缆应选用 6类及以上等级的 4对对绞电缆，传输指标应符合《综合布

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11。 

7.5 通信线缆的敷设安装应满足行业标准《通信线路工程设计规范》YD 5102的相关要求。 

8 无线基站选址与无线通信配套设施设置 

8.1 无线基站选址要求 

8.1.1 无线基站站址应根据通信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结合住宅区和住宅建筑规划布局选

址,小区内设置 1处站址时宜位于整个住宅区中心位置，小区内设置多处站址时应呈蜂窝状均匀分布，

站址间距宜为 200m。 

8.1.2 落地基站站址应选择在空地、小区广场、绿化带等公共区域设置，楼面基站站址宜选择在顶部

无遮挡的建筑物顶上。 

8.1.3 落地基站站址预留施工作业面应符合表2要求： 

 



  

表2 落地基站站址预留施工作业面要求 

站型 施工作业面 竣工占地面积 

宽型落地基站 5.5m×5.5m 1.8m×1.8m 

深型落地基站 2.0m×2.0m 1.8m×1.8m 

8.1.4 楼面基站站址施工天面应靠近建筑物楼顶边缘处，每处占地面积 0.8m×0.8m，单处荷载不小于

25kg，同一楼面根据网络需要设置 3～12 处。 

8.1.5 安装楼面基站的建筑物楼顶天面构造应满足《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GB 50191 的相关抗震要

求、《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 的相关结构承重要求，防水和保温设计应符合相关规范。   

8.2 信号和电源引入通道要求 

8.2.1 落地无线基站站址应预埋信号和电源引入管道各一根，信号引入管道应就近与地下通信管道连

通，电源引入管道应就近与电力通道连通，引入管道的内径不得小于 50mm，信号和电源引入管道不得

共用。 

8.2.2 楼面无线基站站址应在站址所在楼面设置上线管道或上线井道，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1）上线管道宜采用钢管或硬质塑料管，宜从就近弱电竖井和强电竖井引出，引出信号管道和电力

管道的内径均不应小于 50mm，引出管顶部应做 180°防水弯头，弯头半径不应小于75mm； 

2）上线井道宜从建筑物强、弱电井延伸建设，亦可单独建设并就近与弱电竖井和强电竖井连通，

上线井道垂直面的预留线洞不应小于 200mm
×
200mm，预留线洞下沿距离楼面距离不应少于 300mm； 

3）上线管道或上线井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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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交接间设置 

9.1 住宅区应以规划住户 2000 户为单位设置设备间，超过 2000 户的住宅区应增设或按照住宅组团设

置设备间。 

9.2 高层住宅楼应以建筑物为单位设置电信间，低层、多层、中高层住宅楼应根据建筑物（群）分布

共设电信间，单个电信间汇聚用户不宜超过 300户，住宅区规模较小时（住宅区小于 300 户，别墅区小

于 120 户）可考虑合设电信间与设备间。 

9.3 单个高层建筑应根据住宅户数设置一个或多个配线区，设置多个配线区的应均匀分布；中高层、

多层、低层建筑应每单元设置一个配线区。 

9.4 设备间、电信间、配线区的面积和空间要求： 

1）设备间面积不应小于 15 ㎡，最小净宽不小于 3m； 

2）电信间面积不应小于 10 ㎡，最小净宽不小于 2.5m； 

3）配线区操作空间，操作空间最小净宽不小于 0.8m，暗装箱底距地宜为 0.5～1.3m，明装箱底距

地宜为 1.3～2.0m。 

9.5 设备间、电信间应与住宅区内地下通信管道、住宅建筑内配线管网连通，电信间宜靠近所在建筑

物的线缆入口处，宜与垂直竖井相通。 

9.6 设备间主电源不应低于本住宅区的最高用电负荷等级，宜由住宅区变电所引出单独回路供电, 应

设置计量表计。 



  

9.7 设备间、电信间的防雷与接地应符合《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 50343、《通信局

（站）防雷与接地工程设计规范》GB 50689 相关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