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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针对三级安防项目，目前各个区执行的配置要求不一致（科

技处要求人脸图像上云），导致专家在项目评审验收中拿捏尺度不一。

例如，一级、二级酒店项目评审验收主要依据是《重点单位重要部位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 第8部分：宾馆、商务办公楼》（DB31/T 329.8-

2019）结合《单位（楼宇）智能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DB31/T 1099-

2018）两个地标执行，三级酒店项目是按照各区技防管理部门的相关

要求执行，而这两者之间的要求是有着显著区别的。 

答：《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GB 50348-2018）1.0.7 中明确

“安全防范工程的建设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5.3.1

中明确“设计任务书应根据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标准规范要求

和管理使用要求，明确工程建设的目的及内容、保护对象和防范对象、

安全需求、安全防范工程需要防范的风险、安全防范系统功能性要求

等”。 

专家应该严格按照设计任务书的要求取样标准并做为评审验收

的判定依据。 

如项目属地分局对于智能安防建设有特殊要求，应由属地分局报

市局内保处批示后统一下发技防专家及从业单位执行，从业单位项目

申报时，应将属地分局要求在设计任务书中予以明确。 

 

2、目前智能门禁（刷脸门禁）都为一体机，都有检测报告且入

库通过，应该为符合技防使用要求的产品，但在实际使用中存在安全

隐患，因为一体机最大的问题在于识读和控制一体化，如果发生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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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或破坏情况，就能不经任何控制直接开启需要控制的门体，而且

这些刷脸门禁一体机很多都内部存储了大量的人脸数据，一旦发生被

拆除就会造成人脸数据泄露的不安全隐患。 

答：不是产品“只要”有检测报告就“应该”为符合技防使用要

求的产品。无论视频监控、入侵报警、出入口控制或其他系统产品，

即使同类产品都会存在不同的技术参数和不同的应用场景，各产品的

应用均应视技防建设的应用要求和其使用场景，不能一概而论。 

根据《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T 50396-2007）

6.0.2.2 中明确“采用非编码信号控制和/或驱动执行部分的管理与

控制设备，必须设置于该出入口的对应受控区、同级别受控区或高级

别受控区内”。根据《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

（DB31/T 329.X系列标准（以 DB31/T 329.2-2018 为例）5.4.C）中

明确“出入口控制器、区域控制设备及其联网设备应安装在便于日常

维护、检修的部位，应设置在该出入口的对应受控区、同级别受控区

或高级别受控区内”。 

因此，标准中明确要求使用门禁的位置，一体机应不能独立使用。 

 

3、关于无专业保安值守可以不配置实时巡检设备、智能集成平

台设备的说法，是否再统一解释下。 

答：在 2019 年技防从业人员培训资料内容中，已对此类问题作

出如下明确解释： 

智能安防的设计需看应用行业、应用场景、应用模式及值守人员、

值守方式而定。 

比如：智能出入口管理应看是否有环境和条件可以安装配置、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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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违堆应看是否有需要探测的目标、实时电子巡检应看是否有保安巡

检并需认证、智能集成应用应看是否有监控中心并有人值守等等。 

对于没有保安巡检并需认证的，又未配置实时电子巡检的，智能

集成应用应按照巡检要求实现定时自动视频巡逻功能。 

对于监控中心属于无人值守的，可以不配置智能集成应用，但还

是应在本地实现一标六实数据采集、智能集成服务（本地数据清洗、

异常微信推送）、联网应用服务以及实时应用、数据查阅、事件查询

等功能。 

 

4、危化品仓库如果无防暴要求（存储物品非易燃易爆）的技防

项目是否要做防暴设计？如果危化品库规模较小，园区面积很大是否

要求做周界报警系统和园区出入口人员车辆进出管理系统？是否要

求园区内运输道路全覆盖？ 

答：在 2019年 9月专家组长沟通会议中，已对此类问题作出如

下明确解释： 

根据《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 第 2 部分：危

险化学品、放射性同位素集中存放场所》（DB31/T 329.2-2018）的要

求，智能接入系统至少有人行出入口进出人员的智能分析、运输车辆

出入口进出车辆的智能分析、访客登记、剧毒化学品及需双人双锁管

理的仓库出入口组合认证、保安实时巡检、智能视频数据导出防护等

系统模块，这些应根据所评审验收的危化品业态、功能及应用模式进

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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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化品业态不同其配置内容会差异很大，具体应根据申报的厂区、

仓库、存储柜等进行设计，并不是所有都是全项配置。 

《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 第 2 部分：危险化

学品、放射性同位素集中存放场所》（DB31/T 329.2-2018）是针对危

化品的存储场所，根据存储方式的不同（露天堆场、非封闭型仓库、

全封闭式）防护方式也不同。 

对露天堆场或非全封闭仓库的，可采用厂区出入口智能或库区智

能的配置方式，厂区智能的防守防线应在厂区所有出入口，此时的车

辆、人行通道均应配置；库区如果除危化品存储外还有其他办公、生

产功能的，智能的防守防线除厂区出入口，还应在库区通道设置，此

时的车辆、人行通道均应配置。因为这两种都是非封闭的，所以组合

认证和尾随探测无需安装。 

对于全封闭式的，可把防护防线缩小到全封闭仓库，并需安装人

脸抓拍和组合认证，同时对于尾随进行智能探测和联动应用。 

另外，“智能联动应用”不单是智能安防集成应用系统的应用，

对于无人值守没有安装智能安防集成应用系统的也需要实现此类功

能。比如，对于有组合认证的尾随探测应该与组合认证的实际人数进

行联动，不应单一固化设定人数超过就报，而应自动实时的按照组合

认证的人数进行动态的检测并自动对超出或低于进行报警。 

（上述解释仅是对存储场所的几种不同情况下智能设计要求举

例，单位的人员信息采集、一标六实是智能安防的基础应按标准要求

配置，不能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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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智能安防验收时还应注意以下几个要素：各安防子系统的

独立应用、智能安防的智能应用、安防系统的联动应用、智能集成数

据服务设备的接入是否与申报建设的吻合、智能集成数据服务设备一

标六实信息及数据的检查等。 

 

5、对于《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DB31/T 

329.X系列标准）中提到：需双人双锁管理的出入口，应配置组合认

证出入口控制装置。在此提到的“组合认证出入口控制装置”、能否

独立使用？ 

答：本市于2014年发布了《本市组合认证出入口控制系统技术规

范》（沪公技防（2014）013号），该要求为产品技术规范。“组合认证

出入口控制系统”的工程应用除满足《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T 50396-2007）、《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

（DB31/T 329.X系列标准）等要求外，产品选用应符合沪公技防（2014）

013号文的要求。 

根据《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T 50396-2007）

6.0.2.2中明确“采用非编码信号控制和/或驱动执行部分的管理与控

制设备，必须设置于该出入口的对应受控区、同级别受控区或高级别

受控区内”。根据《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DB31/T 

329.X系列标准（以DB31/T 329.2-2018为例）5.4.C）中明确“出入

口控制器、区域控制设备及其联网设备应安装在便于日常维护、检修

的部位，应设置在该出入口的对应受控区、同级别受控区或高级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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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区内”。 

因此，“组合认证出入口控制装置”用于实现目标控制为出入口

控制应用时，应与门禁控制系统结合，不能独立使用。 

 

6、对于项目中与外界相通出入口应配置双向抓拍摄像机的执行

问题，比如：发现有些项目，从业单位认为这个口定义为单向进或者

单向出，就只在定义的方向安装了抓拍摄像机，但是实践中不能排除

有人从单向进的口出去，或者单向出的口进来，如果简单按照自己定

义的方向安装抓拍摄像机，就会有人不按规则进出，就无法实现双向

人脸抓拍比对分析记录。 

答：《住宅小区智能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DB31/T 294-2018）

中明确小区人行、非机动车出入口进出人脸抓拍应配置。 

 

7、全高闸（人行/非机动车道闸）拦挡部分底端至预设地面有效

高度过大。 

情况分析：《住宅小区智能安全防范系统要求》（DB31/T 294-2018）

4.3.2 中“人行、非机动车道闸出入口系统应符合以下要求：设备安

装后构成通道的两个拦挡部分之间、拦挡部分与构筑物之间的拦挡空

隙间距应不大于 110mm；拦挡部分上沿至预设地面的有效高度应不小

于 1500mm；拦挡部分底端至预设地面有效高度应不大于 300mm”。全

高闸（人行/非机动车道闸）具有相应检测报告，产品样式符合标准

要求，但在实际安装过程中，全高闸会安装于预设的水泥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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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拦挡部分底端至预设地面有效高度超过 300mm 的情况频有发生。

电动栅栏杆车闸同样因为在水泥基础上架设而致挡部分底端至预设

地面有效高度超标。 

答：“拦挡部分底端至预设地面有效高度”可采用拦挡设备自身

直接实现，也可在现场设置物理设施间接实现。标准所描述的是防护

目标的应用要求，特殊情况下，实现拦挡有效高度要求的方式可根据

所采用的产品及实际应用场景来满足，而非局限于拦挡产品本身。 

 

8、在住宅小区的评审验收中，住宅小区人行出入口，如果是进

出双向的，是否要求全高闸必须 180 度开启？ 

答：《住宅小区智能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DB31/T 294-2018）

中并无双向开启的要求。180 度开启是为了用户进出方便提出，但并

未在标准中有此明确规定和要求。 

 

9、对于住宅小区≥4M的消防道路占道报警，有的要求用智能分

析摄像机，有的要求在道路交叉口安装地磁与摄像机做联动，配置要

求不一。 

答：《住宅小区智能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DB31/T 294-2018）

中明确：小区宽度 4m 及以上消防通道消防占道报警联动应配置，小

区宽度 4m及以上主要通道消防设施违堆智能分析应配置。 

 

10、对生活水箱的水质监测，在不少的评审中已经变成了水箱盖

的监测。另，有关水质监测采集探测装置所要达到的功能、具体指标

等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解释，便于大家落实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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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住宅小区智能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DB31/T 294-2018）

中明确小区生活用水水箱二次供水探测装置应配置，水质监测采集探

测装置宜配置。 

 

11、产品检测与工程检测的关系？工程检验报告专家判定方法？ 

答：产品报告中的性能参数、产品组成、数据接入等都是关键点。

在工程检验中都需要参考引用到这些相关的内容。所以，产品检测也

是工程检测的一部分。 

专家应加以关注不作判定的检测报告，并关注报告正文中分项的

问题描述。 

 

12、在评审验收智能安防系统项目时对于不同行业需实现哪些功

能？专家的意见存在分歧。 

答：对已经发布并执行的《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要求》（DB31/T 329.X系列标准）有关智能安防建设的配置要求如下

表所示，市局内保处、技防管理部门及报警协会后续会组织专家及从

业单位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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