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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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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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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消防设备安全巡检系统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能消防设备安全巡检系统的基本要求、系统功能要求、安全巡检要求、系统调试与

验收。

本文件适用于智能消防设备的安全巡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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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70 家用火灾安全系统

GB 50313 消防通信指挥系统设计规范

GB 50440 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技术规范

GB/T 16975.3 信息技术 远程操作 第3部分：OSI实现远程操作服务元素(ROSE)协议规范

YD/T 1896 移动终端产品使用说明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3.2 消防安全巡检系统

能够对消防设施设备进行定期、自动安全检查并报警的系统。

4 基本要求

4.1 消防安全巡检系统设计应符合 GB 50440 的相关规定。

4.2 报警传输网络、系统连接及信息传输应符合 GB 50440 的相关规定。

4.3 单元式信息采集处理器应符合 GB 22370 的要求。

4.4 供电及防雷系统设计应符合 GB 50313 的相关规定。

4.5 供电电源设计容量应能保证在主电断电情况下，系统可正常工作时间不小于 20 h。

4.6 消防安全物联网系统网络安全和应用安全应符合 GB 50440 的相关规定。

4.7 应设有 RS232、RS485 通讯接口，可实现对楼宇的远程自动控制及人机对话。

5 系统功能要求

5.1 基本功能

5.1.1 软件系统应具备以下功能：

——具有人机对话功能；

——过负载、短路、启动异常及故障报警功能；

——上位电话报警功能；

——具有低频低速自动安全巡检功能,保证消防水泵不锈蚀 ；

——具有故障记忆功能，可记录故障的类型及时间。

5.1.2 系统应具备下列报警监控功能:

——火灾报警；

——用电安全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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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泄漏报警；

——一键式按键按钮。

5.1.3 系统应具备下列信息服务功能:

——提供联网用户自身的火灾报警信息；

——提供建筑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查询；

——提供消防安全管理信息。

5.1.4 系统应具备接收联网用户发送的建筑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的功能。

5.1.5 系统应具备远程控制功能，并符合 GB/T 16975.3 的规定。

5.1.6 系统应具备对对巡检设备自身电气主回路 (包括断路器、交流接触器) 是否缺相、过压、欠压、

过流、短路、三相电流不平衡进行巡检的功能。

5.2 物联通信要求

5.2.1 系统应设置物联通信定位模块，具备数字交接口，通过 4G 通信建立控制板与云平台的通信连接，

记录充电场所事故时间、地点、位置等数据。

5.2.2 系统应具备数据更新功能，能根据联网用户发送的消防设施运行状态、消防安全管理信息、GIS

地理信息等进行数据实时更新。

5.2.3 产品应配备自动控制系统，可实现无人化自动控制。基于物联网通信功能的基础上，通过私有

协议传递经过处理的控制指令。

5.3 信息采集与传输

5.3.1 系统应具有自备的网络服务器及源代码。

5.3.2 系统的通信模块应支持标准 RS232/485、TCP/IP 通信协议和以太网通讯接口。巡检网络监管系

统应满足 MODBUS-RTU 和 PROFIBUS 通信协议。

5.3.3 用户可以通过登录互联网，对其权限范用内的消防泵巡检信息系统及设备的状态信息进行查询。

5.3.4 通过互联网终端设备能查找并能确定巡检设备的安装地域和位置。

5.3.5 通过互联网终端设备能够采集巡检设备中人机交互触摸屏内的信息、数据。

5.4 不断供电功能

系统应采用市电和备用电源(电池)两路供电，市电停止供电后自动切换到备用电源(电池)供电；同

时应实时检测电池电量，对电池控制低电量自动充电和满电停止充电。

5.5 视频监控联动功能

系统应设有摄像模块，可远程监控设备的运行和操作状态，并保存不低于3天的视频数据。出现异

常时,值守人员PC端系统自动弹出实时现场画面，可通过查看现场画面，迅速确认场所状态，采取针对

性预防及处置措施。

5.6 消防预警功能

设备应设置主控模块，依靠对热成数据处理和着火红外检测综合判断，检测受监控区域内有高温情

况，实现预警事件的判断。

5.7 操作界面

5.7.1 安全巡检设备操作

操作界面上安全巡检启动方式应分为手动启动和自动启动两种，并可以在登录的状态的自由切换：

——手动启动下，操作人员应可随时启动安全巡检，安全巡检控制程序根据命令启动安全巡检；

——自动启动下，安全巡检控制程序应根据参数设定的时间，按照用户或实验人员设定的参数启

动安全巡检。

5.7.2 参数设定

在操作界面中应可设定消防泵单台安全巡检的时间，消防水泵定期安全巡检的周期，以及在自动状

态下水泵自动安全巡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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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巡检要求

6.1 一般要求

6.1.1 安全巡检时接到消防命令会立即停止安全巡检瞬间启动消防泵。

6.1.2 安全巡检中发现的故障应有声、光报警。

6.1.3 安全巡检周期及安全巡检时间能按需设定，满足现场需要。

6.1.4 安全巡检设备应具有自动和手动安全巡检功能，其自动安全巡检周期应能按需设定。

6.1.5 应具有安全巡检时故障参数打印功能。

6.1.6 消防安全巡检时不应对水管网增压。

6.1.7 应可任意设定自动安全巡检周期对消防泵的安全巡检。

6.1.8 消防安全巡检时，设备能耗应为额定功率的 2 %左右。

6.1.9 在巡检过程中，接到消防信号时，巡检设备应立即退出巡检，3 s 内各消防泵电气控制设备进

入工作状态。

6.1.10 在巡检过程中，发现故障应发出声、光报警，并具有故障类型、发生时间的记忆功能及清晰易

懂的汉字显示功能。

6.2 设施设备要求

6.2.1 消防安全巡检控制器

6.2.1.1 消防安全巡检控制器集中对各种消防水泵的工作状态进行分析处理，并指出故障类型。

6.2.1.2 消防安全巡检控制器应采用 RS485 通讯方式进行数据传输。

6.2.1.3 消防安全巡检控制器应保留有故障输出继电器；在异常状态失效的情况下，保证有一组继电

器有效输出。

6.2.1.4 消防安全巡检控制器应采用大容量的存储器，存储故障信息应不低于 2000 条。

6.2.2 消防安全巡检控制柜

6.2.2.1 消防自动安全巡检控制柜应具备自动安全巡检功能，使消防水泵定期运转，避免锈死现象。

6.2.2.2 消防安全巡检控制柜以消防运行方式运行时，应设有防超压装置。消防事件发生时，消防自

动安全巡检控制柜立即终止安全巡检，以工频启动水泵，若主泵发生故障时，自动开启备用泵。

6.2.2.3 消防安全巡检控制柜应与消防中心联网，并可实现以下功能：

——消防安全巡检数据远传；

——消防安全巡检遥控；

——消防安全巡检的热备双控系统（可选）或系统状态远距离计算机实时图像显示。

6.2.2.4 消防安全巡检柜应具备模拟消防试水功能，并满足以下要求：

——消防泵出水主管路上安装试水管路；

——每条试水管路上要安装 1-2 路压力传感器与流量变送器和电动蝶阀；

——所有的反馈信号接入安全巡检柜内的控制单元。

6.2.2.5 安全巡检控制柜每次安全巡检水泵时，应提前 5 s 打开电磁阀，然后依次安全巡检水泵，实

时监测管路的压力与流量。水泵安全巡检完毕，电磁阀延迟 5 s 关闭。

6.2.2.6 当安全巡检过程中出现超压或管路缺水，安全巡检控制柜应自动停止安全巡检，并发出声光

报警；待故障排除后，水泵按设定时间自动安全巡检与试水。

6.2.3 消防泵

6.2.3.1 消防泵应按消防方式逐台启动运行,每台泵运行时间不少于 2 分钟。

6.2.3.2 消防泵变频方式，运行的设备变频故障时，遇消防报警，消防泵应自动转工频方式投入消防。

6.3 故障复位

6.3.1.1 在消防水泵出现故障时，用户或实验人员应可按故障复位消除故障报警，故障报警的类型、

时间应实时记录在故障信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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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2 历史信息应记录下用户或实验人员启动安全巡检的时间和安全巡检退出的时间，以及消防水

泵出现故障的时间。

7 系统调试与验收

7.1 调试

7.1.1 安全巡检系统的调试，应在消防泵和消防泵控制设备安装完毕并且合格后进行。

7.1.2 调试负责人应由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参加调试的人员应职责分明。

7.1.3 调试应按照安全巡检系统使用说明书的巡检步骤，先手动逐步巡检一个完整循环，再自动巡检

一个循环，合格后再进行下步调试。

7.1.4 调试人员用互联网终端设备(计算机)通过网络通信系统在线对消防设备运行状态进行监控。

7.1.5 系统调试前应具备的条件应符合 GB 50440 的相关规定。

7.1.6 报警监控系统、监督查询系统和信息服务系统调试应符合 GB 50440 的相关规定。

7.1.7 设施巡检系统的调试，分别模拟设施故障，检查监控中心接收故障信息的完整性，故障信息应

按照规定的通信协议和数据格式，将信息通过报警传输网络传送到监控中心。

7.1.8 移动应用终端的调试应符合 YD/T 1896 的相关规定。

7.1.9 用户端设备的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用户信息传输装置的调试应符合 GB 50440 的相关规定；

——单元式信息采集处理器的调试应符合相关规定。

7.2 验收

7.2.1 安全巡检系统应进行竣工后验收，验收不合格应进行整改。

7.2.2 安全巡检系统验收时，手动启动每一步骤，观看人机界面和网络终端显示屏，记录运行结果，

内容显示满足系统要求的内容为合格。

7.2.3 安全巡检系统验收时，自动启动一个循环，观看人机界面和网络终端显示屏，记录运行结果，

内容显示满足系统要求的内容为合格。

7.3 维护

7.3.1 维护人员应持有电工操作证和互联网的相关技术知识。

7.3.2 消防设备维护人员在接到巡检控网络监控系统传来故障信息时,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对故障设备

进行维护应按下列工作程序操作:

——应恢复消防泵、消防泵控制设备的正常运行；

——应恢复巡检设备的正常运行；

——应恢复消防巡检网络监控系统的正常运行。

7.3.3 维护人员在事故现场对事故责任未判断清楚时，应以先恢复设备系统的正常运行为原则，事后

再判断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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