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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22 年第二批协会标准制订、

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2022〕40 号）的要求，编制组经深入调查研

究，认真总结国内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

上，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为 8 章和 2 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

定、建筑施工图人工智能辅助设计、结构施工图人工智能辅助设计、给排水施

工图人工智能辅助设计、暖通施工图人工智能辅助设计、电气施工图人工智能

辅助设计等。 

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

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筑机器人专业委员会归口管理，由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

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反馈给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9 号建设部南配楼 523 室，邮政编码：100835，邮

箱：zhoutao@cstid.org.cn）。 

主 编 单 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 

上海品览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             

主要起草人：  

主要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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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住宅建筑人工智能设计应用，确保住宅建筑人工智能设计应用质

量，满足住宅设计安全、卫生、适用、经济等性能要求，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钢筋混凝土结构普通住宅施工图设计阶段的住宅建筑

人工智能辅助设计应用。 

1.0.3    住宅建筑人工智能辅助设计应用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和现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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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人工智能辅助设计系统    AI assisted Design system    

简称“系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协助和增强设计工作的软件。 

2.0.2    模型    model 

用于表示建筑物或设施的物理和功能特性的数据结构。如建筑模型，包含

建筑物中的各类构件、空间及其属性、关系等信息。 

2.0.3    样式    type 

对象的视觉表现，比如颜色，纹理，线型等。 

2.0.4    空间    space 

在建筑环境中，空间通常指一个封闭的或开敞的，可以界定其边界的三维

区域。空间可以表示房间，走道，防火分区等。 

2.0.5    构件    component 

构成建筑物的基本单位，如墙，窗，门，柱，梁等。 

2.0.6    机电系统    MEP systems 

建筑物中的机械设备和电气设备的总称,包括给排水系统、暖通空调系统、

电气系统等。 

2.0.7    配置项    configuration item 

一个可以定制的项目或构件，可以根据特定的需求和规格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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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0.1   住宅建筑人工智能辅助设计系统基本架构应包括： 

1    表现层：提供人机交互的图形界面,接收用户的设计需求输入,并展示设计

结果。 

2    模型层：实现人工智能算法的核心业务逻辑,包含不同的 AI 算法模型。 

3    数据层：存储系统需要的数据,比如建筑规划信息、设计参数、用户数据

等。 

4    知识库层：存储建筑设计相关的知识图谱、经验知识库, 提供建筑相关的

各类约束条件和规范，及用户偏好，为 AI 算法提供支持。 

3.0.2   系统数据表达及交换应符合《建筑信息模型存储标准》GBT51447-2021。。 

3.0.3   系统应支持打开、导入、导出 CAD、BIM 格式文件。。 

3.0.4   系统应能够支持国内各气候区商品房、保障性住房、农村自建房的智能设

计，应支持建筑、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五个专业的智能设计。 

3.0.5   系统输出的设计成果深度应满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的《建筑工程设计

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6 版）》。 

3.0.6   系统应告知用户人工智能设计支持和执行的规范版本和条文，并应能对设

计成果的合规性自查，对于不符合规范要求的部分进行告知。 

3.0.7   系统应能支持用户对人工智能设计成果进行手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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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施工图人工智能辅助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建筑专业施工图人工智能辅助设计系统应具有以下功能： 

表 4.1.1 建筑专业施工图人工智能辅助设计功能清单 

一级功能清单 二级功能清单 

建筑总平面设计 项目级建筑模型创建 

建筑总平面图辅助设计 

建筑总平面图消防辅助审查 

建筑平面设计 建筑平面图辅助设计 

地下车库车位排布辅助设计 

建筑平面消防辅助审查 

建筑立面、剖面设计 建筑立面图辅助设计 

建筑剖面图辅助设计 

建筑详图设计 建筑楼梯间详图辅助设计 

建筑电梯详图、电梯表辅助设计 

建筑坡道详图辅助设计 

建筑墙身详图辅助设计 

建筑门窗详图、门窗表辅助设计 

建筑设计说明编制 建筑设计说明辅助编制 

建筑工程做法表辅助编制 

4.1.2 建筑专业施工图人工智能辅助设计应符合以下流程：人工输入满足报规图

纸深度要求的建筑总平面图、建筑平面图、建筑立面图、设计说明、建筑方案

模型，系统基于以上输入自动生成建筑模型并进行深化设计，人工可对建筑模

型结果进行修正。基于深化后的建筑模型，系统输出满足施工设计深度标准的

建筑设计说明，建筑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以及建筑专业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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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筑总平面设计 

4.2.1 创建项目级建筑模型时，人工应输入建筑总平面图及各子项建筑模型，系

统宜自动生成建筑总图模型（场地模型），载入各子项建筑模型并自动匹配定位。

项目级建筑模型应与各子项建筑模型保持同步，人工应能够手动修正各个子项

的定位。 

4.2.2 当进行建筑总平面图设计时，以项目级建筑模型作为输入，系统宜自动进

行建筑子项外轮廓坐标定位、用地内道路尺寸标注等，输出满足施工图设计深

度要求的建筑总平面图。 

4.2.3 当进行建筑总平面图消防审查时，以项目级建筑模型作为输入，系统应进

行总平面图范围内的消防审查，包括楼栋间距检查、消防车道检查、消防登高

场地检查，对不满足规范要求处进行标记并输出问题记录。 

4.3 建筑平面设计 

4.3.1 当进行建筑平面施工图设计时，人工应输入子项建筑平面图及层高配置，

系统宜自动生成子项建筑模型，宜按照建筑模数规整构件尺寸和间距，并可进

行尺寸标注，输出满足施工设计深度要求的建筑平面图。 

4.3.2 当进行地下车库车位排布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人工应输入地下室建筑平面及车位配置要求，应人机协同确定车行、

人行出入口、车库边界、变配电站位置，系统应自动规划车行流线及车位布置，

并统计车位数量： 

2 系统宜提供多种车位排布方案进行选择； 

3 系统应支持普通车位、微型车位、充电车位及无障碍车位； 

4 人工可对车行流线及车位进行调整，系统应支持基于调整后的车行

流线和车位进行重新排布。 

4.3.3 当进行建筑平面图消防审查时，以建筑模型作为输入，系统应进行平面范

围内消防审查，包括墙体耐火等级检查、疏散门开启方向检查、门窗防火等级

检查、安全出口数量检查、前室面积检查、疏散距离检查、房间面积检查、疏

散宽度检查、洞口间距检查等，对不满足规范要求处进行标记并输出问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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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建筑立面、剖面设计 

4.4.1 当进行建筑立面施工图设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人工应输入子项建筑平面图、建筑立面图或建筑方案模型，配置楼

层高度、建筑外墙及屋面做法，系统宜自动生成建筑模型，识别和提取立面及

立面构件样式。 

2 人工可手动指定样式与构件的匹配关系，系统可自动向建筑模型匹

配样式，深化建筑模型， 

3 系统可生成建筑立面视图，并可进行尺寸标注、材料标注、标高标

注、楼层标注，输出建筑立面图。 

4.4.2 当进行建筑剖面施工图设计时，以建筑模型作为输入，人工可在平面视图

中创建剖切位置，系统应创建相应的剖面视图，并可标注尺寸、标高、楼层信

息，输出建筑剖面图。 

4.5 建筑详图设计 

4.5.1 当进行建筑楼梯间详图设计时，以建筑模型作为输入，人工应手动配置楼

梯设置要求，系统应检索楼梯间位置及楼层，并进行梯段排布及尺寸及标高标

注 ，输出建筑楼梯间详图。 

4.5.2 当进行电梯详图及电梯表设计时，以建筑模型作为输入，系统应检索电梯

井位置及楼层，人工应配置冲顶高度、基坑深度、停靠楼层、机房要求等信息，

系统自动输出电梯详图。 

4.5.3 当进行坡道详图设计时，以建筑模型作为输入，应人机协同确定坡道位置，

人工应配置坡道种类、坡度限值、栏杆选型等信息，系统应自动进行坡道排布，

并输出建筑坡道详图。 

4.5.4 当进行墙身详图设计时，以建筑模型作为输入，人工应输入室内外工程做

法选型及参数配置，系统应自动深化建筑模型，并输出墙身详图。 

4.5.5 当进行门窗详图及门窗表设计时，以建筑模型作为输入，人工可手动调整

门窗样式、尺寸、位置、门窗编号，系统应自动检测子项建筑模型中的门窗信

息，统计同一类型的门窗数量，并输出门窗详图及门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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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建筑设计说明编制 

4.6.1 当进行建筑设计说明编制时，人工可上传报规划局审批的建筑设计说明文

件，以建筑模型作为输入，人工可选择设计说明模板，系统智能提取项目级及

子项建筑模型信息，自动输出建筑设计说明。 

4.6.2 当进行建筑工程做法表编制时，以建筑模型作为输入，人工应选择工程做

法表模板，并应输入室内外工程做法选型及参数配置，系统应自动输出工程做

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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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施工图人工智能辅助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结构专业施工图人工智能辅助设计系统应具有以下功能： 

表 5.1.1 结构专业施工图人工智能辅助设计功能清单 

一级功能清单 二级功能清单 

地上结构设计 结构布置方案辅助设计 

结构模型与建筑模型冲突检查 

剪力墙、柱平法施工图 

梁平法施工图 

板平法施工图 

结构详图设计 结构楼梯详图辅助设计 

结构楼梯辅助计算 

结构墙柱详图辅助设计 

结构设计说明编制 结构设计说明辅助编制  

结构标注构件选用图辅助编制 

5.1.2 系统应支持基于建筑模型作为输入，自动输出结构布置方案模型。 

5.1.3 系统应支持基于建筑模型作为输入，人工上传结构平法施工图，自动生成

出结构模型，并输出建筑结构冲突检测结果。 

5.1.4 系统应支持基于结构模型输出结构平法施工图。 

5.2 地上结构设计 

5.2.1 当进行结构布置方案设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以建筑模型作为输入 ，人工应手动输入抗震设防烈度及结构选型等

配置信息，系统宜自动配置主体结构荷载情况； 

2 系统应生成结构布置方案，包括剪力墙、柱、梁、板的布置位置及

尺寸，人工可对生成结果进行修正。 

3 基于修正后的结果，系统可输出包含荷载信息的结构布置模型。 

5.2.2 当进行结构模型与建筑模型冲突检测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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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工可输入结构平法施工图图纸，系统宜自动生成结构模型，人工

可对生成结果进行修正。 

2 以建筑模型、结构模型作为输入，系统应自动比对建筑模型与结构

模型的剪力墙、柱、梁、板的位置与尺寸，检测冲突构件，并输出冲突检测结

果。 

5.2.3 当进行剪力墙、柱平法施工图设计时，以结构模型作为输入，系统应自动

生成各楼层剪力墙、柱平法施工图视图，并自动标注剪力墙及结构柱定位、暗

柱编号，生成剪力墙、柱、暗柱配筋表，输出剪力墙、柱平法施工图。 

5.2.4 当进行梁平法施工图设计时，以结构模型作为输入，系统应自动生成各楼

层梁平法施工图视图，自动区分框架梁、悬挑梁、连梁、梁，对梁进行编号并

标注梁尺寸及配筋详情，输出梁平法施工图。 

5.2.5 当进行板平法施工图辅助设计时，以结构模型作为输入，系统应自动生成

各楼层板平法施工图视图，自动区分不同板标高区域并进行标注，输出板平法

施工图。 

5.3 结构详图设计 

5.3.1 当进行结构楼梯详图设计及计算时，应以包含楼梯的建筑模型、结构模型

作为输入，人工应手动配置结构楼梯计算参数，系统应自动对楼梯结构构件进

行编号，进行结构计算并推荐配筋方案，输出结构楼梯详图及结构楼梯计算书。 

5.3.2 当进行结构墙柱详图设计时，以结构模型作为输入，系统应自动生成各楼

层剪力墙、柱的详图视图，并绘制配筋，包括纵筋、箍筋、拉筋，且以表格形

式记录其截面详图、编号、标高、配筋详情，输出墙柱详图表。  

5.4 结构设计说明 

5.4.1 当进行结构设计说明编制时，以建筑模型作为输入，人工应上传岩土工程

勘察报告，输入自然条件参数、主要结构材料等配置项信息，并可选择设计说

明模板，系统应基于各子项建筑模型信息、结构模型信息，自动输出结构设计

说明。 

5.4.2 当进行结构标准构件选用图编制时，以结构模型作为输入，系统应自动检



 

17 

索项目中出现的标准构件类型，并宜给出推荐选型，人工可对推荐结果进行修

正，由系统输出结构标准构件选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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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给排水施工图人工智能辅助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给排水专业施工图人工智能辅助设计系统应具有以下功能： 

表 6.1.1 给排水专业施工图人工智能辅助设计功能清单 

一级功能清单 二级功能清单 

给水系统设计 给水系统辅助计算 

给水设备辅助选型 

给水平面图辅助设计 

给水系统图辅助设计 

排水系统设计 排水系统辅助计算 

排水设备辅助选型 

排水平面图辅助设计 

排水系统图辅助设计 

消防系统设计 消防给水系统辅助计算及辅助分区 

消防给水设备辅助选型 

消防给水平面图辅助设计 

消防给水系统图辅助设计 

给排水详图设计 给排水机房详图辅助设计 

户内给排水详图辅助设计 

给排水设计说明编制 给排水设计说明辅助 

给排水设备材料表辅助编制 

6.1.2 给排水施工图人工智能辅助设计应符合以下流程：以建筑模型、结构模型

作为输入，人工手动输入市政给排水条件、项目所在地气候条件、各给排水系

统形式等配置项信息，系统自动完成各给排水系统计算、模型创建及深化，输

出满足施工设计深度标准的计算书、系统图、平面图、户型详图、机房详图、

设计说明等设计成果。 

6.2 给水系统设计 

6.2.1 当进行给水系统设计时，以建筑模型、结构模型作为输入，人工应配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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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给水条件、给水系统基本配置要求、洁具用水要求等信息。 

6.2.2 当进行给水系统计算时，人工应配置各子项给水系统分区方案，系统应自

动进行以下内容的计算，并输出计算书： 

1  建筑给水设计用水量计算； 

2  住宅建筑干管（立管）段生活给水管道设计秒流量计算； 

3  住宅建筑支管段生活给水管道设计秒流量计算； 

4  市政给水引入管流量计算； 

5  管道水力计算； 

6 主要供水设备选型计算； 

7  生活水箱（池）有效容积计算。 

6.2.3 当进行给水设备选型时，以给水系统计算结果作为输入，系统应自推荐给

水设备选型，包括生活给水加压设备、生活水箱、消毒设备，并应由人工进行

修正确认。 

6.2.4 当进行给水平面图设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楼栋子项，人工应确定给水立管位置，系统应自动标注立管编

号及管径，输出各楼层给水平面图； 

2  对于地下室子项，应人机协同确定生活水泵房、水管井位置，系统

应自动布置二者之间的给水管线、计量水表、阀门及附件，标注管径，输出各

楼层给水平面图； 

3  对于室外工程，人工应指定市政给水水表井、地下室给水接入口，

系统应自动布置二者之间的给水管线、室外给水阀门井及预留绿化给水接口井，

并标注管径，输出室外给水平面图。 

6.2.5 当进行给水系统图设计时，应以给水平面图设计结果作为输入，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系统应自动输出楼栋子项给水系统图，并表达给水分区、干管（立

管）管径、各层计量水表、给水减压措施及范围、阀门及附件等信息。 

2  系统应自动输出地下给水系统图，表达给水加压设备与各楼栋子项

之间的干管路由、干管管径、计量水表、阀门及附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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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排水系统设计 

6.3.1 当进行排水系统设计时，以建筑模型、结构模型作为输入，人工应配置市

政排水条件、项目所在地海绵城市排水设计要求等信息。 

6.3.2 当进行排水系统计算时，系统应自动进行以下内容的计算，并输出计算书： 

1  排水管道（干管）水力计算； 

2  建筑屋面设计雨水流量计算； 

3  溢流孔/溢流管溢流量设计计算； 

4  雨水加压排出流量计算； 

5  海绵城市排水设计相关计算（如雨水调蓄池容积）。 

6.3.3 当进行排水设备选型时，以排水系统计算结果作为输入，系统应自动推荐

排水设备选型，包括雨水泵、潜污泵等，并应有人工进行修正确认。 

6.3.4 当进行排水平面图设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楼栋子项排水平面图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人工应确认雨水、污水、冷凝水立管位置，系统应自动输出立

管编号及管径标注； 

2）人工应指定首层出户方向，系统应自动输出雨水、污水、冷凝

水排出管线（首层污水需单独排出），并标注出户管编号管径、及

套管标高； 

3）人工应指定屋顶层伸顶通气立管位置，系统应自动标注出屋面

高度及管径、及溢流口位置及管径。 

2  对于地下室子项，应人工手动指定出户套管位置及方向，系统应自

动布置集水坑位置，并布置集水坑与出户套管的压力排水管线、阀门及附件，

标注管径、出户套管标高及编号； 

3  对于室外工程，应人工手动指定楼栋子项出户管位置、地下室子项

出户管位置、市政排水接口井位置及标高管径、市政雨水接口井位置及标高管

径，系统应自动输出室外排水平面图，包括自出户至接口井的排水管线布置、

室外排水检查井的布置及标高标注，并生成室外排水纵断面图。 

6.3.5 当进行排水系统图设计时，应以排水平面图设计结果作为输入，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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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应自动输出楼栋子项排水系统图，并表达干管（立管）管径、

伸顶通气立管位置，并标注其出屋面高度、通气帽选型。 

2  系统应自动输出地下室排水系统图，并表达集水坑与出户套管间排

水管线连接关系，出户套管编号及标高、管径等。 

6.4 消防系统设计 

6.4.1 当进行消防系统设计时，以建筑模型、结构模型作为输入，人工应配置市

政给水条件等信息。 

6.4.2 当进行消防给水系统计算及分区时，人工应确定消防系统种类，系统应自

动进行以下内容的计算，输出计算书，并基于计算结果，推荐消防给水分区： 

1  消防水量计算； 

2  消火栓系统流量选型及水力计算（指导确定消防给水分区）； 

3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流量计算及水力计算（如有）； 

4 气体灭火系统选型计算（如有）； 

5 灭火器选型计算。 

6.4.3 当进行消防给水设备选型时，以消防给水系统计算作为输入，系统应自动

输出消防系统设备选型，包括消防给水泵、消防水池、屋顶稳压设备、屋顶高

位水箱等，并应由人工进行修正确认。 

6.4.4 当进行消防给水平面图设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楼栋子项，人工应确认立管位置，系统自动进行立管编号及管

径标注，输出楼栋子项消防给水平面图 

2  对于地下室子项，应人机协同确定消防水泵房、水管井、报警阀、

水流指示器、信号阀位置，系统应自动布置消火栓、喷淋、灭火器、消防给水

管线、阀门及附件，并标注管径，输出地下室子项各楼层消防给水平面图。 

3  对于室外工程，人工应手动指定市政给水水表井、水泵接合器位置，

系统应自动布置室外消火栓、室外消火栓阀门井、室外消火栓管线，并输出室

外消防给水平面图。 

6.4.5 当进行消防给水系统图设计时，应以消防给水平面图设计结果作为输入，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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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应自动输出楼栋子项消防给水系统图，并应表达消防给水分区、

干管（立管）管径、各层消火栓、消火栓减压措施及范围、阀门及附件信息。 

2  系统应自动输出地下室消火栓系统图，表达消防水泵房、各防火分

区消火栓、各楼栋子项消防立管之间的连接关系。 

3  系统应自动输出地下室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图，表达消防水泵房、各

防火分区喷头点位、报警阀、水流指示器、信号阀之间的连接关系。 

6.5 给排水详图设计 

6.5.1 当进行给排水机房详图设计时，以相关部位的建筑模型、相关给排水设备

选型结果作为输入，人工应指定设备位置，系统宜自动规整设备间距，并应自

动布置机房内管线、阀门、附件，输出给排水机房平面详图、剖面详图。 

6.5.4 当进行户型给排水详图设计时，以建筑模型作为输入，人工应确认给排水

立管、用水器具给排水接口位置，并选择给水管线敷设方式，系统应自动布置

户内给排水管线、阀门、附件，输出户型给排水详图。 

6.6 给排水设计说明 

6.6.1 当进行给排水设计说明编制时，以建筑模型、给排水各系统模型作为输入，

人工可选择设计说明模板，系统应自动输出给排水设计说明，包括各系统设计

说明、控制、管材、安装、调试等章节。 

6.6.2 当进行给排水设备材料表编制时，以给排水各系统模型作为输入，人工可

设定需要统计的设备、材料的类型，系统应自动检索项目中所出现的对应设备、

材料的型号、规格、数量，输出给排水设备材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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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暖通施工图人工智能辅助设计  

7.1 一般规定 

7.1.1 暖通专业施工图人工智能辅助设计系统应具有以下功能： 

表 7.1.1 暖通专业施工图人工智能辅助设计功能清单 

一级功能清单 二级功能清单 

供暖系统设计 供暖负荷辅助计算 

供暖平面图辅助设计 

供暖系统图辅助设计 

水力平衡辅助计算 

通风防排烟设计 通风防排烟辅助计算 

通风防排烟设备辅助选型 

通风防排烟平面图辅助设计 

加压送风系统图辅助设计 

暖通详图设计 热力入口详图辅助设计 

风机机房详图辅助设计 

暖通设计说明 暖通设计说明辅助编制 

暖通设备材料表辅助编制 

7.1.2 暖通施工图人工智能辅助设计应符合以下流程：以建筑模型作为输入，人

工应手动输入项目所在地室外气象参数、市政热力条件、供暖形式等配置项信

息，系统自动完成暖通各系统计算、模型创建及深化，输出供暖系统、通风防

排烟系统计算书、系统图、平面布置图、详图以及设计说明。 

7.2 供暖系统设计 

7.2.1 当进行供暖系统设计时，以建筑模型作为输入，人工应配置项目所在地热

工分区、室外气象参数、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7.2.2 当进行供暖负荷辅助计算时，系统应自动进行以下内容的计算，并输出计

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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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房间冬季热负荷需求计算； 

2  分户冬季热负荷需求计算； 

3  集中供热场景下，分楼栋子项、分楼层、分单元冬季热负荷需求计

算； 

7.2.3 当进行供暖平面图设计时，以供暖负荷计算结果作为输入，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对于楼栋子项地上部分，人工应手动配置供暖形式（集中供暖或户

式独立供暖）、供回水温度、分集水器位置、盘管间距及管长要求等配置项信息，

系统应布置楼层供暖干管自动计算供回水管管径、地暖盘管管径，并自动输出

地上各单体建筑供暖平面图。 

2  对于楼栋子项地下室部分，人工应输入市政供回水温度及压力、竖

向供暖分区等配置项信息，人机协同确定楼栋子项热力入口、水暖井位置，输

出楼栋子项地下室供暖平面图，表达干管路由及管径、热量表、阀门及附件信

息。 

3  对于地下室子项，人工应输入市政供回水温度及压力等配置项信息，

并指定项目热力入口位置，确认楼栋子项热力入口位置，系统应自动规划地下

室供暖干管与楼栋子项连接关系，输出地下室子项供暖平面图，表达供暖干管

路由及管径、热量表、阀门及附件信息。 

7.2.4 当在集中供热场景下，进行供暖系统图设计时，以供暖平面图设计结果作

为输入，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地下室子项，系统应自动输出地下室子项供暖干管系统图，表

达项目热力入口与楼栋子项热力入口之间的干管路由、干管管径、热量表、阀

门及附件信息； 

2  对于楼栋子项地下室部分，系统应自动输出楼栋子项地下室供暖干

管系统图，表达楼栋子项热力入口与水暖井之间的干管路由、干管管径、热量

表、阀门及附件信息。 

3  对于楼栋子项地上部分，系统应自动输出楼栋子项供暖立管系统图，

表达供暖系统竖向分区、立管管径、各层热量表、水平支管管径、接入高度、

阀门及附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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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当进行水力平衡计算时，以供暖负荷计算结果、供暖系统模型作为输入，

人工应输入比摩阻限值、局部阻力系数等配置项信息，由系统自动完成以下内

容的计算，并输出计算书： 

1  供暖入口处水力计算； 

2  供暖入户处水力计算； 

3  供暖系统总阻力损失水力计算； 

4  并联环路水力计算平衡率计算。 

7.3 通风防排烟设计 

7.3.1 当进行通风防排烟系统设计时，以建筑模型作为输入。 

7.3.2 当进行通风防排烟系统计算时，系统应自动确定楼栋子项及地下室防排烟

系统方案，完成以下内容的计算，并输出计算书，包括： 

1  楼梯间、前室加压送风量计算； 

2  车库通风量、排烟量、补风量计算； 

3  库房、办公等区域排烟量、补风量计算； 

7.3.3 当进行通风防排烟设备选型时，以通风防排烟系统计算结果作为输入，系

统应自动输出通风防排烟风机选型，并应由人工进行修正确认。 

7.3.4 当进行防排烟平面图设计时，以通风防排烟系统计算结果作为输入，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楼栋子项，应人机协同确定楼梯间及前室是否满足自然排烟要

求，不满足时，系统应自动布置机械加压送风设施，输出楼栋子项的防排烟平

面图，表达风管管井、风口布置、风口尺寸、风口高度，风口形式。 

2  对于地下室子项，应人机协同确定风机位置，系统应自动布置风管、

风口及风阀，输出地下室子项通风防排烟平面图，表达风管路由及管径、风口

位置、风阀位置及相应的标记标注。 

7.3.5 当进行加压送风系统图设计时，以楼栋子项建筑模型、加压送风计算结果、

防排烟系统模型作为输入，系统应自动输出楼栋子项加压送风系统图，表达加

压送风系统竖向分区、风管、风口、风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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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暖通详图设计 

7.4.1 当进行楼栋子项热力入口详图设计时，以相关部位的建筑模型作为输入， 

人工手动指定外线热力接口位置，系统自动输出楼栋子项热力入口详图，表达

供回水管管线布置、热量表、阀门、附件信息。 

7.4.2 当进行风机机房详图设计时，以相关部位的建筑模型及通风防排烟计算结

果、风机选型结果作为输入，人工应确认风机的设置位置，系统应自动规整设

备间距，并布置机房内管线、阀门、附件，输出风机平面详图、剖面详图。 

7.5 暖通设计说明 

7.5.1 当进行暖通设计说明编制时，以建筑模型、暖通各系统模型作为输入，人

工可选择设计说明模板，系统应自动输出设计说明。 

7.5.2 当进行暖通设备材料表编制时，以暖通各系统模型作为输入，人工可设定

需要统计的设备、材料的类型，系统应自动检索项目中所出现的对应设备、材

料的型号、规格、数量，输出给暖通设备材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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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电气施工图人工智能辅助设计  

8.1 一般规定 

8.1.1 电气专业施工图人工智能辅助设计系统应具有以下功能： 

表 8.1.1 电气专业施工图人工智能辅助设计功能清单 

一级功能清单 二级功能清单 

变配电系统设计 用电负荷辅助计算 

电气主接线图辅助设计 

高压配电系统图辅助设计 

低压 配电系统图辅助设计 

低压配电系统设计 配电干线图辅助设计 

配电平面图辅助设计 

配电箱系统图辅助设计 

照明系统设计 照明平面图辅助设计 

智能化系统设计 智能化系统图辅助设计 

弱电平面图辅助设计 

火灾报警系统设计 火灾报警平面图辅助设计 

火灾报警系统图辅助设计 

防雷接地系统设计 雷击次数辅助计算 

屋顶防雷平面图辅助设计 

地下室接地平面图辅助设计 

详图设计 变电所详图辅助设计 

户型配电照明详图辅助设计 

电气设计说明编制 电气设计说明辅助编制 

电气设备材料表辅助编制 

8.1.1 电气施工图人工智能辅助设计应符合以下流程：以建筑模型作为输入，人

工应手动输入市政供电方案、设备用电负荷、住宅用电负荷及各电气系统配置

项信息，系统应自动进行电气各系统计算、电气各系统模型的创建及深化，并

输出计算书、系统图、平面图、详图、设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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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变配电系统设计 

8.2.1 当进行变配电系统设计时，以建筑模型、给排水各系统模型、暖通各系统

模型作为输入，人工应配置市政供电方案、给排水设备用电负荷、暖通空调设

备用电负荷、每套住宅用电负荷及公区用电负荷等配置项信息。 

8.2.2 当进行用电负荷计算时，系统应自动进行以下内容的计算，并输出计算书：  

1  各住宅楼栋子项住宅部分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计算； 

2  各非住宅子项、各住宅楼栋子项公区部分 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

在功率计算； 

3  变压器数量及负荷率计算。 

8.2.3 当进行电气主接线图设计时，以市政供电方案及用电负荷计算的结果作为

输入，系统应自动输出电气主接线图，表达市政高压电源与变压器匹配关系。 

8.2.4 当进行高压配电系统图设计时，以市政供电方案及用电负荷计算的结果作

为输入，系统应自动输出高压配电系统图，表达高压柜数量、柜体用途、柜体

尺寸、高压柜系统元器件配置。 

8.2.5 当进行低压配电系统图设计时，以市政供电方案及用电负荷计算的结果、

配电干线图作为输入，系统应自动输出低压配电系统图，表达低压开关柜数量、

柜体用途、柜体尺寸、系统元器件配置、出线回路。 

8.3 低压配电系统设计 

8.3.1 当进行低压配电系统设计时，以建筑模型、给排水各系统模型、暖通各系

统模型作为输入，人工应配置市政供电方案、给排水设备用电负荷、暖通空调

设备用电负荷、每套住宅用电负荷及公区用电负荷等配置项信息。 

8.3.2 当进行配电干线图设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楼栋子项，人工应手动配置楼栋子项低压配电分区方案，系统

应自动输出楼栋子项配电干线图，表达楼栋子项住宅部分的配电分区、配电回

路、配电箱设置及功率，以及公区部分配电分区、普通照明配电回路、应急照

明配电回路、电梯电源回路和配电箱设置及功率。。 

2  对于地下室子项，应人机协同确定防火分区及用电设备，系统自动

输出地下室子项的配电干线图，表达各防火分区配电回路、配电箱设置及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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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当进行配电平面图设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楼栋子项，人工应手动配置楼栋子项低压配电分区方案，应人

机协同确定主配电箱、楼层配电箱、设备机房配电箱位置，系统应自动布置自

主配电箱与楼层配电箱及设备机房配电箱之间的桥架及线缆，并输出各楼栋子

项各楼层配电平面图。 

2  对于地下室子项，应人机协同确定防火分区、变电所、主配电间、

电井、设备机房、防火卷帘、潜污泵等位置，系统应自动布置地下室电缆桥架、

配电箱、用电设备等配电构件，并对其进行标记标注，输出地下室子项配电平

面图。 

8.3.4 当进行配电箱系统图设计时，以低压配电系统模型作为输入，系统应自动

输出配电箱系统图，表达配电箱编号、功率、主开关形式、出线回路等信息。 

8.4 照明系统设计 

8.4.1 当进行照明系统设计时，应以建筑模型、楼栋子项低压配电分区方案作为

输入。 

8.4.2 当进行照明平面图设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楼栋子项，系统应自动完成各楼栋子项各楼层平面中布置公共

照明配电箱、应急照明配电箱、普通照明灯具、应急照明灯具、疏散指示灯、

楼层指示灯、开关等，并绘制连线、标注，并输出楼栋子项照明平面图。 

2  对于地下室子项，应人机协同确定防火分区、电井、配电间、安全

出口位置，系统应自动布置公共照明配电箱、应急照明配电箱、普通照明灯具、

应急照明灯具、疏散指示灯、楼层指示灯、开关、线缆，并进行标注，输出地

下室照明平面图。 

8.5 智能化系统设计 

8.5.1 当进行智能化系统设计时，应以建筑模型、智能化系统选型信息作为输入。 

8.5.2 当进行智能化系统图设计时，系统应自动检测楼栋子项单元及楼层信息，

根据智能化系统选型输出相应系统的系统图，如有线电视系统图、光纤到户通

信系统图、视频监控系统图、楼宇访客可视对讲系统图、防火门监控系统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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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 当进行弱电平面图设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楼栋子项，应人机协同确定电井位置，系统应自动在各楼栋子

项公区内布置视频监控点位、防火门监控点位，户内布置弱电箱、电视、电话、

网络等弱电点位，并布置桥架或线缆， 输出各楼栋子项各层弱电平面图。 

2  对于地下室子项，应人机协同确定进线间位置、各弱电机房、弱电

井位置，系统应布置地下室弱电桥架、视频监控点位，输出下室弱电平面图。 

8.6 火灾报警系统设计 

8.6.1 当进行火灾报警系统设计时，应以建筑模型、结构模型、消防给水系统模

型、防排烟系统模型 、低压配电系统模型、智能化系统模型作为输入。 

8.6.2 当进行火灾报警平面图设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楼栋子项，系统应自动在各层布置烟感、消防广播、声光报警

器、手动报警按钮、消防电话、温感、消火栓报警按钮、火灾显示盘、I/O 模块、

端子箱等，并绘制消防广播线、消防电话线、电源线、直接启动线、总线，输

出楼栋子项火灾报警平面图； 

2  对于地下室子项，应人机协同确定防火分区边界，系统应自动在各

个防火分区中布置烟感、消防广播、声光报警器、手动报警按钮、消防电话、

卷帘门释放器、温感、消火栓报警按钮、火灾显示盘、I/O 模块、水流指示器、

端子箱等，并绘制消防广播线、消防电话线、电源线、直接启动线、总线，输

出地下室子项火灾报警平面图。 

8.6.3 当进行火灾报警系统图设计时，以火灾报警系统模型作为输入，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对于楼栋子项，系统应自动绘制楼栋子项各楼层各单元火灾报警和

联动控制系统的设备组成，并标记各类设备的数量、用途，输出楼栋子项火灾

报警系统图。  

2  对于地下室子项，系统应自动绘制各防火分区火灾报警和联动控制

系统的各设备组成，并标记各类设备的数量、用途，输出地下室子项火灾报警

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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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防雷接地系统设计 

8.7.1 当进行防雷接地系统设计时，应以建筑模型、项目所在地信息作为输入。 

8.7.2 当进行雷击次数计算时，系统应自动输出年预计雷击次数计算书，并判定

建筑物防雷等级。 

8.7.3 当进行屋顶防雷平面图设计时，以建筑物防雷等级信息作为输入，系统应

自动划分防雷接闪带分区，布置接闪带支架及防雷引下线，并输出屋顶防雷平

面图。 

8.7.4 当进行地下室接地平面图设计时，以屋顶防雷平面图作为输入，系统应自

动布置接地线连接防雷引下线，输出地下室接地平面图。 

8.8 详图设计 

8.8.1 当进行变电所详图设计时，以建筑模型、高压配电系统模型、低压配电系

统模型作为输入，人工应手动确认高压柜、低压柜、变压器的设置位置，系统

宜规整设备间距使其满足间距要求，并应布置机房内管线，输出变电所平面详

图、剖面详图。 

8.8.2 当进行户型配电照明详图设计时，以户内建筑模型作为输入，人工应手动

配置电箱位置，系统应自动布置配电箱、照明点位、插座点位，绘制户内回路

连线及回路编号，输出户型配电照明详图。 

8.9 电气设计说明 

8.9.1 当进行电气设计说明编制时，以建筑模型、电气各系统模型作为输入，人

工可选择设计说明模板，系统自动输出电气施工图设计说明。 

8.9.2 当进行电气设备材料表编制时，以电气各系统模型，人工可设定需要统计

的设备、材料的类型，系统应自动检索项目中所出现的对应设备、材料的型号、

规格、数量，输出给电气设备材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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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住宅建筑设计对象库  

表 A.0.1 住宅建筑设计对象库：建筑、结构构件 

构件对象名称 专业 

幕墙类 
透明幕墙 建筑 

非透明幕墙 建筑 

墙类 

承重墙 建筑、结构 

非承重墙 建筑 

女儿墙 建筑 

门类 

单开门 建筑 

双开门 建筑 

子母门 建筑 

门联窗 建筑 

推拉门 建筑 

折叠门 建筑 

旋转门 建筑 

卷帘门 建筑 

电梯门 建筑 

人防门 建筑 

防火卷帘 建筑 

窗类 

飘窗（一、L、U 型） 建筑 

普通窗（一、L、U 型） 建筑 

转角窗 建筑 

天窗 建筑 

洞口类 
墙洞口 建筑 

板洞口 建筑 

梁类 

普通梁 建筑、结构 

密肋梁 建筑、结构 

梯梁 建筑、结构 

板类 

结构板 建筑、结构 

楼梯休息平台板 建筑、结构 

楼梯楼层平台板 建筑、结构 

阳台板 建筑、结构 

无障碍坡道坡段 建筑、结构 

无障碍坡道平台板 建筑、结构 

非机动车坡道坡段 建筑、结构 

非机动车坡道平台板 建筑、结构 

机动车坡道 建筑、结构 

地库顶板 建筑、结构 

柱类 

结构柱 建筑、结构 

结构暗柱 建筑、结构 

梯柱 建筑、结构 

基础类 
建筑基础 建筑、结构 

设备基础 建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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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位类 
车位 建筑 

机械车位 建筑 

梯段 建筑、结构 

电梯轿厢 建筑 

百叶 建筑 

台阶 建筑 

栏杆 建筑 

排水沟 建筑 

截水沟 建筑 

电缆沟 建筑 

集水坑 建筑 

雨蓬 建筑 

挑檐 建筑 

散水 建筑 

吊装平台 建筑 

吊钩 建筑 

吊装孔 建筑 

挡烟垂壁 建筑 

减速带 建筑 

雨水漏斗 建筑 

变形缝 建筑 

钢爬梯 建筑 

吊顶 建筑 

楼面 建筑 

地面 建筑 

踢脚 建筑 

浴缸 建筑 

炉灶 建筑 

洗涤槽 建筑 

洗脸盆 建筑 

便器 

便器 建筑 

坐便器 建筑 

蹲便器 建筑 

小便器 建筑 

淋浴器 建筑 

拖布池 建筑 

地漏 建筑 

冰箱 建筑 

电视 建筑 

燃气热水器 建筑 

洗衣机 建筑 

空调内机 建筑 

空调外机 建筑 

床 建筑 

床头柜 建筑 

衣柜 建筑 

鞋柜 建筑 

壁柜 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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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建筑 

茶几 建筑 

桌 建筑 

椅子 建筑 

电视柜 建筑 

信报箱 建筑 

橱柜 建筑 

轴线 建筑 

 

表 A.0.2  住宅建筑设计对象库：给排水构件 

构件对象名称 专业 系统 

水表 给排水 给水系统,中水系统,热水系统 

截止阀 给排水 
给水系统,中水系统,热水系统,消火栓系统,喷淋

系统 

灭火器 给排水 消火栓系统 

消防水箱补水立管 给排水 给水系统,消火栓系统 

雨水横管 给排水 雨水系统 

热给水横管 给排水 热水系统 

消防水箱补水横管 给排水 给水系统,消火栓系统 

连廊雨水立管 给排水 雨水系统 

喷淋稳压立管 给排水 喷淋系统 

废水横管 给排水 废水系统 

污水横管 给排水 污水系统 

自动排气阀 给排水 
给水系统,中水系统,热水系统,消火栓系统,喷淋

系统 

消火栓横管 给排水 消火栓系统 

雨水溢流管 给排水 雨水系统 

冷凝水横管 给排水 冷凝水系统 

给水横管 给排水 给水系统 

热给水立管 给排水 热水系统 

污水立管 给排水 污水系统 

废水立管 给排水 废水系统 

消火栓立管 给排水 消火栓系统 

给水立管 给排水 给水系统 

通气立管 给排水 污水系统 

热回水立管 给排水 热水系统 

溢流口 给排水 雨水系统 

侧入式雨水斗 给排水 雨水系统 

直通式地漏 给排水 冷凝水系统,污水系统,废水系统,雨水系统 

冷凝水立管 给排水 冷凝水系统 

雨水斗_87 型 给排水 雨水系统 

污水提升泵 给排水 污水系统 

洗衣机地漏 给排水 废水系统 

普通地漏 给排水 污水系统,废水系统,雨水系统 

钢套管 给排水 
给水系统,中水系统,热水系统,冷凝水系统,消火

栓系统,喷淋系统,污水系统,废水系统,雨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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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防水套管 给排水 
给水系统,中水系统,热水系统,冷凝水系统,消火

栓系统,喷淋系统,污水系统,废水系统,雨水系统 

刚性防水套管 给排水 
给水系统,中水系统,热水系统,冷凝水系统,消火

栓系统,喷淋系统,污水系统,废水系统,雨水系统 

空调冷凝水立管 给排水 冷凝水系统 

热回水横管 给排水 热水系统 

污水检查井 给排水 污水系统 

雨水口 给排水 雨水系统 

废水提升泵 给排水 废水系统 

废水集水坑 给排水 废水系统 

污水集水坑 给排水 污水系统 

闸阀 给排水 
给水系统,中水系统,热水系统,消火栓系统,喷淋

系统 

减压阀 给排水 
给水系统,中水系统,热水系统,消火栓系统,喷淋

系统 

地库集水坑 给排水 污水系统,废水系统,雨水系统 

泄压阀 给排水 消火栓系统,喷淋系统 

安全阀 给排水 消火栓系统,喷淋系统 

快速排气阀 给排水 消火栓系统,喷淋系统 

压力开关 给排水 消火栓系统,喷淋系统 

试水接头 给排水 喷淋系统 

直读式流量计 给排水 消火栓系统,喷淋系统 

末端试水阀 给排水 喷淋系统 

喷淋横管 给排水 喷淋系统 

喷淋立管 给排水 喷淋系统 

末端试水装置 给排水 喷淋系统 

比例式减压阀 给排水 
给水系统,中水系统,热水系统,消火栓系统,喷淋

系统 

可调式减压阀 给排水 
给水系统,中水系统,热水系统,消火栓系统,喷淋

系统 

信号阀 给排水 喷淋系统 

减压孔板 给排水 喷淋系统 

水流指示器 给排水 喷淋系统 

雨淋报警阀组 给排水 喷淋系统 

预作用报警阀组 给排水 喷淋系统 

湿式报警阀组 给排水 喷淋系统 

扩大覆盖面积边墙

型喷头 
给排水 喷淋系统 

扩大覆盖面积直立

型喷头 
给排水 喷淋系统 

扩大覆盖面积下垂

型喷头 
给排水 喷淋系统 

隐蔽型喷头 给排水 喷淋系统 

边墙型喷头 给排水 喷淋系统 

直立型喷头 给排水 喷淋系统 

下垂型喷头 给排水 喷淋系统 

空调冷凝水横管 给排水 冷凝水系统 

污水排出管 给排水 污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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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火栓 给排水 消火栓系统 

水管弯头 给排水 
给水系统,中水系统,热水系统,消火栓系统,喷淋

系统 

 

表 A.0.3  住宅建筑设计对象库：暖通构件 

构件对象名称 专业 系统 

楼梯间回水立管 暖通 采暖系统 

楼梯间采暖供水

立管 
暖通 采暖系统 

消声器 暖通 通风系统,空调系统,新风系统 

静压风箱 暖通 通风系统 

分集水器 暖通 采暖系统 

止回阀 暖通 通风系统,防烟系统 

自然通风外窗标

注 
暖通 通风系统 

卫浴散热器 暖通 采暖系统 

窗式自然通风器 暖通 采暖系统 

自然排烟外窗标

注 
暖通 防烟系统 

加压立管 暖通 防烟系统 

采暖立管组 暖通 采暖系统 

采暖回水支管 暖通 采暖系统 

采暖回水立管 暖通 采暖系统 

采暖供水支管 暖通 采暖系统 

采暖供水立管 暖通 采暖系统 

150℃防火阀 FD 暖通 通风系统 

70℃防火调节阀

FVD 
暖通 通风系统,防烟系统,空调系统,新风系统 

70℃防火阀 FD 暖通 通风系统,防烟系统,空调系统,新风系统 

排烟手动开启装

置 
暖通 排烟系统 

手动调节阀 暖通 通风系统,防烟系统,排烟系统,空调系统,新风系统 

排油烟立管 暖通 通风系统 

油烟净化器 暖通 通风系统 

自垂百叶风口

ZB 
暖通 防烟系统 

防雨百叶风口 W 暖通 通风系统,防烟系统,排烟系统,空调系统,新风系统 

地暖伸缩缝 暖通 采暖系统 

普通双层百叶

BH 
暖通 空调系统,新风系统 

普通百叶风口

AH 
暖通 通风系统,防烟系统,排烟系统,空调系统 

防雨风帽 暖通 通风系统 

固定支架 暖通 采暖系统 

暖-截止阀 暖通 采暖系统 

热力入口装置 暖通 采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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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热器 暖通 采暖系统 

风管防火软接 暖通 通风系统,空调系统,新风系统 

地暖盘管 暖通 采暖系统 

采暖热水炉烟管 暖通 采暖系统 

风机 暖通 通风系统、防烟系统、排烟系统 

风管 暖通 通风系统、防烟系统、排烟系统 

风管接头 暖通 通风系统、防烟系统、排烟系统 

 

表 A.0.4 住宅建筑设计对象库：电气构件 

构件对象名称 专业 系统 

插座 电气 配电系统 

单联开关 电气 配电系统 

声光控延时开关 电气 配电系统 

防水单联开关 电气 配电系统 

防水双联开关 电气 配电系统 

双电源切换箱 电气 配电系统 

电梯控制箱 电气 配电系统 

门磁开关 电气 弱电系统 

读卡器 电气 弱电系统 

开锁按钮 电气 弱电系统 

多媒体配线箱 电气 弱电系统 

电控锁 电气 弱电系统 

可视对讲户内机 电气 弱电系统 

疏散出口标志灯 电气 配电系统 

疏散指示标志灯 电气 配电系统 

安全出口标志灯 电气 配电系统 

楼层标志灯 电气 配电系统 

应急照明灯 电气 配电系统 

公共照明灯 电气 配电系统 

壁装灯 电气 配电系统 

防水壁装灯 电气 配电系统 

声光控公共照明灯 电气 配电系统 

火灾显示盘 电气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带火警电话插孔的手动报

警按钮 
电气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模块箱 电气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防火门输入接口 电气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报警电话 电气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输入模块 电气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消防端子箱 电气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 电气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消火栓报警按钮 电气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区域火灾报警控制器 电气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消防应急广播 电气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短路隔离器 电气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声光报警器 电气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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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烟探测器 电气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照明配电箱 电气 配电系统 

电表箱 电气 配电系统 

楼层有线电视分线箱 电气 弱电系统 

可视对讲电控防盗门主机 电气 弱电系统 

弱电转接盒 电气 弱电系统 

楼层安防分线箱 电气 弱电系统 

楼层网络分线箱 电气 弱电系统 

感温火灾探测器 电气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应急照明集中电源 电气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消防风机配电箱 电气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输入输出模块 电气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防雷断接卡 电气 防雷接地系统 

双联开关 电气 配电系统 

应急照明双电源箱 电气 照明系统 

防爆单管 LED 灯 电气 照明系统 

消防控制室标志灯 电气 配电系统 

普通吸顶灯 电气 配电系统 

接线盒 电气 配电系统 

防水防尘单管 LED 灯 电气 照明系统 

防水防尘双管 LED 灯 电气 照明系统 

局部等电位 电气 通用系统 

单管 LED 灯 电气 照明系统 

卫生间壁灯 电气 照明系统 

三联开关 电气 配电系统 

普通灯 电气 照明系统 

感温火灾探测器（防爆

型） 
电气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 电气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气体灭火控制器 电气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LED 感应灯 电气 照明系统 

防爆灯 电气 照明系统 

防水防尘灯 电气 照明系统 

三管 LED 灯 电气 照明系统 

双管 LED 灯 电气 照明系统 

声控灯 电气 照明系统 

消防电话 电气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卷帘门释放器 电气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桥架 电气 照明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弱电系统 

桥架弯头 电气 照明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弱电系统 

监控 电气 弱电系统 

配电箱 电气 配电系统 

排烟风机配电箱 配电系统 

补风机配电箱 配电系统 

排风兼排烟配电箱 配电系统 

潜污泵总配电箱 配电系统 

应急照明箱 配电系统 

消防泵房双电源箱 配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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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淋泵配电箱 配电系统 

消火栓泵配电箱 配电系统 

消防控制室配电箱 配电系统 

变电所配电箱 配电系统 

柴油发电机房配电箱 配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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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住宅建筑人工智能辅助设计配置项 

表 B.0.1 住宅建筑人工智能辅助设计配置项 
建筑平立剖图 

配置项名称 配置项填写范围 

建筑保温形式 自保温砌块、外保温 

外保温厚度 50mm~200mm 

下部建筑面层形式 石材表皮、金属表皮、真石漆 

下部建筑面层装饰楼层 1F~RF 

下部建筑面层厚度 10mm~300mm 

上部建筑面层 1 形式 石材表皮、金属表皮、真石漆 

上部建筑面层装饰楼层 1F~RF 

上部建筑面层厚度 10mm~300mm 

屋面形式 平屋顶、坡屋顶 

屋面做法选型  

散水做法选型  

女儿墙做法选型  

地下室墙面做法选型  

阳台露台降板 50mm~200mm 

电梯详图 

配置项名称 配置项填写范围及示例 

电梯类型 客梯、货梯、医梯 

电梯机房形式 有机房、无机房 

电梯开门形式 中分式、旁开式、 

电梯开门形式 单侧开门、贯穿梯、 

轿厢尺寸（mm*mm） 1400*2400、 

载重量（kg） -- 

载重人数（人） -- 

速度（m/s） -- 

基坑深度（mm） 1500 

冲顶高度（mm） 4200 

门洞宽度（mm） 1200 

门洞高度（mm） 2100 

墙身详图 

配置项名称 配置项填写范围及示例 

屋顶节点配置  

标准层楼层节点配置  

地下室节点配置  

门窗详图 

配置项名称 配置项填写范围及示例 

窗框宽度 50mm~100mm 

开启方式 平开、上悬内开、下悬内开 

型材选材 塑钢、木、断桥铝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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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选材 多腔密封 6中透光 +LOW-E+12 空气 +6 

门窗样式  

建筑设计说明 

配置项名称 配置项填写范围及示例 

原始地形图提供单位  

原始地形图比例  

用地红线图比例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颁布单位  

一类高层住宅建筑数量  

二类高层住宅建筑数量  

多层商业建筑数量  

屋面防水等级  

地下室防水等级  

不上人屋面  

上人屋面  

种植屋面  

外墙 1  

外墙 2  

外墙 3  

内墙 1  

内墙 2  

内墙 3  

楼地面 1  

楼地面 2  

楼地面 3  

坡道  

雨棚  

顶棚  

地下室顶板  

室外工程  

无障碍住房（套）  

无障碍车位（个）  

结构布置 

配置项名称 配置项填写范围及示例 

抗震设防烈度 6、7、8 

楼栋楼层数 3-33 之间，含 3 和 33 

给排水-项目级 

配置项名称 配置项填写范围及示例 

加压供水方式 水池（箱）+变频 

市政供水压力 0.3 

市政供水层数 4 

市政自来水引入数量 1 

市政自来水引入位置 A 路 

A 路市政自来水引入管径（DN） 300 

B 路市政自来水引入管径（DN） 0 

市政给水管道敷设方式 地下室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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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压给水管道敷设方式 地下室敷设 

生活水泵房是否可设置于地下室 是 

是否设置中水系统 否 

室内污废合流还是分流 合流 

已有阳台洗衣机地漏的基础上增加普通地

漏 

否 

高位消防水箱补水来源 高区加压给水管 

高位消防水箱设置单元 1 单元 

高位消防水箱设置楼栋 2#楼 

首层大堂或者门厅消火栓安装形式 明装 

标准层及地下室电梯厅或者电梯前室消火

栓安装形式 

明装 

住宅楼梯间消火栓箱安装形式 明装 

住宅走道消火栓箱安装形式 明装 

给排水-子项级 

配置项名称 配置项填写范围及示例 

室内给水管道敷设方式 天花穿梁敷设、埋地敷设、找平层内敷设 

消火栓箱形式 薄型组合式、甲型单栓箱、乙型单栓箱、薄

型单栓箱、甲型组合式、乙型组合式 

消火栓分区分界楼层（低区最高楼层） 手填 

普通住宅中非电气机房磷酸铵盐干粉灭火

器重量（kg） 

2 

市政供水楼层 自动填写 

加压给水分区原则 6~13 

消防加压给水分区 12F 

是否设置燃气热水器 是、否 

是否设置空气源热泵 是、否 

户表后是否需设置阀门 否、截止阀、止回阀 

是否设置太阳能热水系统 是、否 

太阳能供应楼层数（若第一项选有太阳能

热水则出现此本选项，否则跳过，以下余

同） 

顶 6 层、顶 1 层、顶 2 层、顶 11 层、全楼等 

太阳能热水系统形式 分散式、集中式 

太阳能集热板放置位置 屋面、住户阳台 

室内污废是否分流 是、否 

室内污水立管是否强制设专用通气立管 是、否 

高位消防水箱补水来源 利用高区给水管、需在消防泵房设专用的补

水泵 

消防水箱的设置楼栋 手填 

出户套管中心标高 手填 

雨水立管落至天井时排放方式 单独排放/排天井雨水沟 

是否需要预留物业及其他功能区给水管道 是、否 

预留物业及其他功能区给水管道楼层 手填 

预留物业及其他功能区给水管道管径 手填 

暖通-项目级 

配置项名称 配置项填写范围及示例 

热源形式 市政集中热源、分户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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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户采暖热水炉安装位置 有工作阳台优先安装于工作阳台、有工作阳

台优先安装于厨房、无工作阳台安装于厨房 

市政热源的供水温度 用户填写数据 

市政热源的回水温度 用户填写数据 

排烟风管的材质 镀锌风管、防火风管 

楼层立管至户内集分水器/散热器管道材

质 

PE-RT、PB、PE-X、PP-R 

地暖盘管材质 PE-RT、PB、PE-X 

地暖-子项级 

配置项名称 配置项填写范围及示例 

采暖立管分区层数 用户输入 

户内供暖末端形式 地暖 

采暖温控方式 分户控温 

楼栋是否设置空调 是、否 

楼栋是否设置采暖 是、否 

楼栋空调形式 分体空调 

楼栋采暖形式 地暖 

楼梯间是否设置散热器 是、否 

分集水器的设置位置 优先厨房洗菜盆下部 

户内卫生间采暖形式 地暖、卫浴型散热器、地暖+卫浴型散热器 

通风防排烟-子项级 

配置项名称 配置项填写范围及示例 

≤3 层的前室加压送风口形式 多叶送风口、普通百叶风口、普通百叶风口+

电动阀 

前室类空间机械加压，楼梯间可自然可机

械情况下的防烟方式选择 

自然通风、机械加压送风 

排烟风口形式 常开普通风口+排烟阀、常开普通风口、常开

普通风口+排烟阀 

电梯机房是否设置补风口 是、否 

加压风机室外取风口形式 防雨百叶取风口、普通百叶取风口 

排烟风机室外排风口形式 防雨百叶排风口、普通百叶排风口 

排烟与加压系统外百叶及主管按照设计风

量还是计算风量选型 

设计风量、埋地敷设 

加压送风系统泄压形式 旁通管泄压、埋地敷设 

电气-项目级 

配置项名称 配置项填写范围及示例 

10KV 进线位置 xx 路 

供电电源系统 2 路 10kV 电源 

弱电进线位置 xx 路 

户内是否设置感烟探测器 是 

门禁释放设置位置 门禁所在楼层弱电井 

负荷等级 一级 

低压配电-子项级 

配置项名称 配置项填写范围及示例 

住户总箱断路器规格 160A/3P、200A/3P、250A/3P、315A/3P、

400A/3P、500A/3P、630A/3P、800A/3P 

住户总箱出线回路数量 1、2、3、4 

住户干线电缆形式 预分支电缆、母线槽、T接、电缆放射式 

电表箱进线断路器 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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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表箱母排后电表前元器件 熔断器（默认）、断路器、负荷隔离开关、

无 

电表箱电表后元器件 断路器、无 

电表箱放置 电井、公区 

电表箱供电楼层数 1、2、3、4、5、6 

电表箱放置层数 首层、所带楼层的中间层、所带楼层的最下

层 

暖井是否放置插座 是、否 

水井是否放置插座 是、否 

水暖井是否放置插座 是、否 

机房单相排气扇是否需要单独回路 是、否 

单体非消防二级配电箱是否设置火灾漏电

监控 

是、否 

消防配电箱双切开关前端是否设置消防电

源监控 

是、否 

地上部分是否设置强电桥架 是、否 

地上部分是否设置弱电桥架 是、否 

照明-子项级 

配置项名称 配置项填写范围及示例 

公共照明箱供电楼层数 默认算法（10 层及以内）、用户输入（限定

数量为楼层总数） 

公共照明箱放置层数 默认算法、所带楼层的中间层、所带楼层的

最下层 

应急照明箱供电楼层数 默认算法（10 层及以内）、用户输入（限定

数量为楼层总数） 

应急照明箱放置层数 默认算法、所带楼层的中间层、所带楼层的

最下层 

电梯配电回路的断路器前加隔离开关 是、否 

井道照明回路是否设置 24V 变压器 是、否 

泛光照明配电箱是否预留 是、否 

航空障碍灯照明配电箱是否预留 是、否 

首层架空区域是否安装照明 是、否 

声控灯安装空间 楼梯间、电梯厅、大堂、走道、前室、非机

动车库、首层架空区域 

火灾报警-子项级 

配置项名称 配置项填写范围及示例 

户内是否设置烟感 是、否 

户内烟感设置（当“户内是否设置烟感”

选择“是”时，出现此选项） 

直接接入火灾报警系统、接入家用火灾报警

控制器 

气体探测器 火灾报警系统、独立式报警、家用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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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

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的写法为：“应符合……的有关

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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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 
 
 

住宅建筑人工智能设计应用标准  
T/CECS ×××－20×× 

 

 

条 文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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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住宅场景下，施工图阶段的住宅建筑人工

智能辅助设计应用，暂未将预制装配住宅、钢结构住宅列入本次标准约定范围内。 

1.0.3 系统输出的设计成果应满足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并应跟随国家和

行业有关标准进行更新。 

系统应支持国家和行业标准包括但不限于：《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民

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 （2018年版）、《住宅设计规范》GB 50096-2011、

《住宅建筑规范》GB 50368-2005、《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

2021、《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 100-2015、《汽

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67-2014、《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

范》（GB55030-2022）、《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55016-2021)、《装配式混凝士建筑技

术标准》GB T51231-2016、《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2018、《建筑结

构荷载规范》GB 50009-2012、《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2010 (2015 年版)、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2019、《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2014、《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附条文说明]》GB 50140-2005、《建筑防烟排

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2017、《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2017、

《民用建筑工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2012、《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

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2012、《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GB51348-2019、《住宅建筑

电气设计规范》JGJ242—2011、《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2010、《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建筑电气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303-201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2009、《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51309-2018、《电气图形符号标准》GB/T 4728.1-200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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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人工智能辅助设计系统旨在协助和提高设计者的工作效率和效果,而不是完全替

代设计者。设计者仍在设计循环中发挥主导作用。统可以为设计者提供实时的交互支

持、设计方案生成、方案评估优化等功能,辅助设计决策。系统需要设计者提供输入并

进行关键决策，生成的设计方案需要设计者进行确认,系统无法独立完成整个设计任

务。 

2.0.2 模型是指建筑信息模型，它能够包含建筑物整个生命周期的相关信息数据，包括

建筑模型(Architectural Model)、结构模型(Structural Model)、机电模型(MEP 

Model)。 

1 建筑模型(Architectural Model) 

建筑模型是 BIM 的组成部分之一,主要包含建筑元素的几何、尺寸、位置、材

料等信息,用于表达建筑物的整体形态和内部空间布局。 

2 结构模型(Structural Model) 

结构模型也属于 BIM 的一部分,它基于建筑模型增加了建筑结构系统中的构件

信息,如柱、梁、楼板等,主要用于表达结构信息、进行建筑结构分析。 

3 机电模型(MEP Model) 

机电模型包含建筑设备系统的管线、空调、给排水、电气等信息,用于建筑机

电系统的设计、仿真和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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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4 系统应能够支持国内各气候区主流商品房（包括高层住宅、多层住宅、平层户

型、跃层户型）、保障性住房、农村自建房满足的智能设计。尤其是针对主流商品

房、保障性住房，应能支持能够支持住宅楼栋子项、架空首层、地下室、总平面图的

智能设计。对人防工程的设计暂未列入本次标准约定范围。 

3.0.5 系统输出的设计成果深度应满足应能输出满足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的《建筑工程

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6版）》并保持同步更新。同时，系统输出的设计成果可

参照《民用建筑工程总平面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深度图样 05J804》、《民用建筑工

程建筑施工图设计深度图样 09J801》、《民用建筑工程结构设计深度图样（2009年

合订本）G103～104》、《民用建筑工程给水排水设计深度图样（2009年合订本）

S901～902》、《民用建筑工程暖通空调及动力设计深度图样（2009年合订本）

K601～602》、《民用建筑工程电气设计深度图样(2009年合订本）DX003～004》等民

用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深度图样示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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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施工图人工智能辅助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针对建筑专业，本标准主要约定了施工图阶段的人工智能辅助设计的内容，基于

满足报规划局审查深度的建筑建筑总平面图、建筑平面图、建筑立面图、设计说明、

建筑方案模型，系统自动进行智能建模、智能深化，输出施工图图纸。建筑方案的人

工智能辅助设计暂未列入本标准约定的范围。 

4.2 建筑总平面设计 

4.2.1 输入的建筑总平面图应为满足报规划局审查深度以上的建筑总平面图。 

4.3 建筑平面设计 

4.3.1 输入的建筑平面图应为满足报规划局审查深度以上的建筑平面图。 

4.3.2 车位配置要求包括车位数量要求、充电车位配比等。系统宜自动检测地下车库出

入口位置、地下车库边界、各住宅楼栋子项的地下电梯厅位置、变配电站位置，并由

人工最终修正确认。 

4.4 建筑立面、剖面设计 

4.4.1 系统宜从建筑立面图或建筑方案模型中识别和提取的立面及立面构件样式包括：

门窗样式、百叶样式、线脚样式、外墙材质构成及分缝样式。 

4.5 建筑详图设计 

4.5.1 楼梯设置要求包括建筑功能类型、踏步宽度、踏步高度限值、楼梯面层厚度、滑

动支座设置要求、装配式梯段设置要求、栏杆选型、梯板厚度 、梯梁尺寸等。 

4.5.3 系统宜支持不同类型的坡道，包括人行坡道、无障碍坡道、非机动车坡道、汽车

坡道。 

4.5.4 室内外工程包括室外工程（台阶、坡道、散水）、外墙饰面工程、室内装修工程

（楼地面、踢脚、内墙、顶棚、吊顶）、屋面工程、建筑涂料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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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施工图人工智能辅助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针对结构专业，本标准主要约定了进行结构布置设计、结构翻模及施工图出图相

关的人工智能辅助设计的内容，主体结构计算相关内容暂未列入本标准约定的范围。 

5.2 地上结构设计 

5.2.1 主体结构荷载包括自重、静荷载、动荷载和环境荷载。 

5.3 结构详图设计 

5.3.1 楼梯结构构件包括楼梯梁、梯柱、梯板 、平台板。 

 

6   给排水施工图人工智能辅助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针对给排水专业，本标准主要约定了给水系统、排水系统、消防系统在建筑范围

内的人工智能辅助设计的内容，中水系统及红线内市政工程相关内容暂未列入本标准

约定的范围。 

 

6.2 给水系统设计 

6.2.1 市政给水条件包括市政给水保证压力、市政给水管径、市政给水数量、市政给水

位置、其他特殊要求等。 

6.2.3 生活给水加压设备选型应明确流量、扬程、功率、泵组配比、泵组变频要求、承

压、重量，外形尺寸等要求。生活水箱选型应明确材质、有效容积、外形尺寸、重量

要求。消毒设备选型应明确流量、功率、设备承压、重量、外形尺寸要求。 

6.3 排水系统设计 

6.3.1 市政排水条件包括市政排水接口井位置、标高、管径，市政雨水接口井位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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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径。 

6.3.3 排水设备选型应明确流量、扬程、功率要求。 

6.4 消防系统设计 

6.4.3 消防给水泵选型应明确流量、扬程、功率、承压要求。消防水池选型应明确有效

容积、各种液位高度等要求。屋顶稳压设备选型应明确流量、扬程、功率等要求。屋

顶高位水箱选型应明确尺寸、容积、外形尺寸等要求。 

7   暖通施工图人工智能辅助设计  

7.1 一般规定 

7.1.1 针对暖通专业，本标准主要约定了供暖系统、通风防排烟系统在建筑范围内的人

工智能辅助设计的内容，空调及新风系统及红线内市政工程相关内容暂未列入本标准

约定的范围。 

7.3 通风防排烟设计 

7.3.3 通风防排烟风机选型应明确风量、全压、功率、效率、外形尺寸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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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电气施工图人工智能辅助设计  

8.1 一般规定 

8.1.1 针对电气专业，本标准主要约定了变配电系统、低压配电系统、照明系统、智能

化系统、火灾报警系统、防雷接地系统在建筑范围内的人工智能辅助设计的内容，红

线内市政工程相关内容暂未列入本标准约定的范围。 

8.2 变配电系统设计 

8.2.1 市政供电方案包括市政高压电源数量、电压等级、变配电站形式、变压器容量限

值等。公区用电负荷包括住宅公区、车库、物业、配套等各非住宅子项用电负荷等。 

8.3 低压配电系统设计 

8.3.4 配电箱系统图设计应包括的配电箱包括总配电箱、公共照明配电箱、应急照明配

电箱、电梯机电配电箱、风机配电箱、水泵配电箱等设备机房配电箱、户内配电箱等。 

8.6 火灾报警系统设计 

8.6.1 使用系统进行火灾报警系统辅助设计时，输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建筑模型应包含防火分区信息； 

2  结构模型应含梁板尺寸及标高信息； 

3  低压配电系统模型、智能化系统模型应包括配电箱点位及门禁点位信息，

其中配电箱需区分非消防电源和消防联动配电箱； 

4  消防给水系统模型应包含消火栓、水流指示器、湿式报警阀、信号阀、气

体灭火等信息； 

5  防排烟系统模型应包含排烟防火阀、常闭排烟口、常闭正压送风口、常闭

补风口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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