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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第４章和第５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对应于ＩＳＯ７２４０１３：２００５《火灾探测报警系统　第１３部分：系统组件兼容性评估》（英文

版），与ＩＳＯ７２４０１３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和附录Ｃ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六分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１３／ＳＣ６）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公安部沈阳消防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德成、卢韶然、杨波、刘美华、郭锐。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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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组件兼容性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组件兼容性和可连接性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组件兼容性和可连接性的评估。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文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文。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４７１７　火灾报警控制器

ＧＢ１４２８７．１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第１部分：电气火灾监控设备

ＧＢ１６８０６　消防联动控制系统

ＧＢ１６８０８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第一类组件　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狋狔狆犲１

国家标准或规范要求具有保护生命财产安全功能的装置。

３．２

第二类组件　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狋狔狆犲２

国家标准或规范没有要求具有保护生命财产安全功能的装置。

３．３

兼容性　犮狅犿狆犪狋犻犫犻犾犻狋狔

第一类组件与第一类组件连接工作的能力。

３．４

可连接性　犮狅狀狀犲犮狋犪犫犻犾犻狋狔

第二类组件与第一类组件连接工作的能力。

４　一般要求

４．１　总则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系统功能见附录Ａ）组件的兼容性和可连接性应首先满足本章要求，然后按第

５章要求进行试验，并满足试验要求。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组件还应按第６章要求进行兼容性和可连接

性的评估，并满足评估的试验要求。

４．２　兼容性要求

４．２．１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及连接设备（或部件）的组件划分应符合附录Ｂ的规定。第一类组件应采用

经国家消防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检验合格的产品。第二类组件的工作应不影响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

正常工作。

４．２．２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中的独立（区域）火灾报警控制器、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电气火灾监控设备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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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火灾探测器、手动火灾触发器件、可燃气体探测器、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火灾警报装置等组件连接

后，应分别满足下述要求：

ａ）　独立（区域）火灾报警控制器应满足ＧＢ４７１７中火灾报警功能、火灾报警控制功能、故障报警

功能、自检功能、软件控制功能、电源功能等基本功能要求；

ｂ）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应满足ＧＢ１６８０８的基本功能要求；

ｃ）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应满足ＧＢ１４２８７．１的基本功能要求；

ｄ）　与独立（区域）火灾报警控制器连接的各类组件应满足相应标准中基本性能要求，如该组件由

独立（区域）火灾报警控制器设置其探测参数或动作性能，该组件还应满足相应标准中相关

要求；

ｅ）　与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连接的各类组件应满足相应标准中基本性能要求，如该组件由可燃气

体报警控制器设置其探测参数或动作性能，该组件还应满足相应标准中相关要求；

ｆ）　与电气火灾监控设备连接的各类组件应满足相应标准中基本性能要求，如该组件由电气火灾

监控设备设置其探测参数或动作性能，该组件还应满足相应标准中相关要求。

４．２．３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中的消防联动控制器与气体灭火控制器、消防电气控制装置、消防设备应急

电源、消防应急广播设备、消防电话、传输设备、消防控制中心图形显示装置、模块、消防电动装置、消火

栓按钮等组件连接后，应分别满足下述要求：

ａ）　消防联动控制器应满足ＧＢ１６８０６中消防联动控制器的控制功能、故障报警功能、自检功能、

信息显示与查询功能、电源功能等基本功能要求；

ｂ）　与消防联动控制器连接的气体灭火控制器、消防电气控制装置、消防设备应急电源、消防应急

广播设备、消防电话、传输设备、消防控制中心图形显示装置、模块、消防电动装置、消火栓按钮

等各类组件应满足ＧＢ１６８０６的基本性能要求。

４．２．４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中的区域火灾报警控制器、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电气火灾监控设备、消防联

动控制器与集中火灾报警控制器连接后，应分别满足下述要求：

ａ）　区域火灾报警控制器应能向集中火灾报警控制器发送火灾报警、火灾报警控制、故障报警、自

检以及可能具有的监管报警、屏蔽、延时等各种完整信息，并应能接收、处理集中火灾报警控制

器的相关指令；

ｂ）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应能向集中火灾报警控制器发送报警、故障等信息；

ｃ）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应能向集中火灾报警控制器发送报警、故障等信息；

ｄ）　消防联动控制器应能向集中火灾报警控制器发送联动控制等信息；

ｅ）　集中火灾报警控制器应能接收和显示ａ）、ｂ）、ｃ）、ｄ）规定的信息并进入相应状态，ｂ）、ｃ）、ｄ）规

定的信息不能影响ａ）规定信息的显示，ｂ）、ｃ）、ｄ）规定的信息在同一显示区域内显示时应有

区别；

ｆ）　集中火灾报警控制器应能向区域火灾报警控制器发出控制指令；

ｇ）　集中火灾报警控制器应能向消防联动控制器发送火灾报警信息；

ｈ）　消防联动控制器应能接收集中火灾报警控制器的火灾报警信息；

ｉ）　集中火灾报警控制器在与其连接的区域火灾报警控制器、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电气火灾监控

设备、消防联动控制器间传输线路发生断路、短路和影响功能的接地时应能进入故障状态并显

示部位。

４．３　抗电磁干扰要求

组成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各类组件的抗电磁干扰性能应符合相应标准要求。

４．４　文件

４．４．１　总则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文件应包含兼容性评估和可连接性评估所需的文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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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２　兼容性评估所需文件

为了完成兼容性的评估工作，应提供下述文件：

ａ）　组成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组件清单，每个组件包括软件版本标识；

ｂ）　证明兼容性的技术信息；

ｃ）　组件符合相关标准的依据（如检验报告或合格证书）；

ｄ）　各类组件之间传输线路的特性参数，包括电缆特性参数；

ｅ）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使用的局限性（配置、组件的数量、功能性等）。

４．４．３　可连接性评估所需文件

为了完成可连接性的评估工作，应提供下述文件：

ａ）　组件清单，每个组件包括标识和功能；

ｂ）　证明第二类组件可连接性的技术信息；

ｃ）　每个组件和第一类组件之间传输线路的特性参数，包括电缆特性参数；

ｄ）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使用的局限性（配置、组件的数量、功能性等）。

４．４．４　软件文件

如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功能性需要软件执行，软件应满足组件相应标准中软件要求。

５　要求和试验方法

５．１　总则

５．１．１　试验的环境条件

除有关条文另有说明外，各项试验均在下述大气条件下进行：

温度：１５℃～３５℃；

湿度：２５％ＲＨ～７５％ＲＨ；

大气压力：８６ｋＰａ～１０６ｋＰａ。

５．１．２　安装

组件应按照制造商规定的正常安装方式安装。如说明书给出多种安装方式，试验中应采用对组件

最不利的安装方式。

５．２　兼容性试验

５．２．１　目的

检验各类组件连接组成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功能是否能正常执行。

５．２．２　方法和要求

５．２．２．１　将各类组件按制造商规定的要求连接组成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并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５．２．２．２　各类组件应满足４．２．２和４．２．３要求。

５．２．２．３　集中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还应满足４．２．４要求。

５．３　可连接性试验

５．３．１　目的

检验第二类组件在制造商规定的范围内是否影响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正常工作。

５．３．２　方法

从正常监视状态或火灾报警状态开始，按照制造商说明书的规定启动和复位连接到传输线路上的

第二类组件中包含的一个或多个功能。

５．３．３　要求

第二类组件的启动应不影响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第一类组件的正常工作，第二类组件传输的有关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功能信息应与第一类组件发出的信息相一致。

注：第二类组件的故障可使火灾报警控制器进入故障报警状态。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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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抗电磁干扰试验

５．４．１　目的

检验各类组件连接组成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功能是否受到电磁干扰影响。

５．４．２　方法和要求

将各类组件按制造商规定的要求连接组成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并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按各组

件的相应标准的抗电磁干扰试验要求，分别对各组件进行抗电磁干扰试验，各组件均应满足相应标准的

试验要求。

６　评估方法

６．１　应按附录Ｃ要求对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组件的兼容性和可连接性进行理论分析，明确需要进行除

第５章以外的其他试验。

６．２　试验应依据理论分析的结果并在理论分析之后进行。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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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功能

　　图Ａ．１指的是功能，并不是代表实际组件。该图说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内所包含的功能（功能包

含在虚线内）。如功能在虚线上，这些功能可能在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另一个系统之间。

　　Ａ———火灾自动探测功能；

Ｂ———控制和指示功能；

Ｃ———火灾警报功能；

Ｄ———手动触发功能；

Ｅ———火灾报警传输功能；

Ｆ———远程监控中心火灾报警接收功能；

Ｇ———消防联动控制功能；

Ｈ———消防联动功能；

Ｊ———故障报警传输功能；

Ｋ———远程监控中心故障报警接收功能；

Ｌ———电源功能。

图犃．１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功能示意图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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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组件分类

犅．１　目的

把组件划分为第一类组件或第二类组件。

犅．２　火灾探测功能

所有的火灾探测器（如感烟、感温、火焰、气体、点型或线型）和手动火灾报警按钮都是基本组件，这

些组件应被划分为第一类组件。短路隔离器和火灾探测器连接到回路上的接口应被划分为第一类

组件。

犅．３　火灾报警功能

犅．３．１　向值班人员报警

向值班人员报警是一项基本功能，向人员执行报警功能的所有组件应被划分为第一类组件，如警

铃、声和／或光警报器等。在报警通过移动电话或传呼机传输时，所需的输出器件应被划分为第一类

组件。

犅．３．２　呼唤外援的报警（一般是消防队）

如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具有呼唤外部救援组织的装置，该装置应被划分为第一类组件。

犅．４　启动消防联动功能

犅．４．１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直接触发的设备

用于控制门常开装置、关闭防火阀、排烟、控制通风等输出功能（控制器的端子或输出器件）都是基

本功能，触发这些设备的每个组件应被划分为第一类组件。

犅．４．２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功能启动的设备

启动灭火系统、控烟系统、防火分隔系统、门禁系统等输出功能都是基本功能，触发这些系统的每个

组件应被划分为第一类组件。

犅．５　外部指示装置

划分外部指示装置为第一类组件还是第二类组件可依据国家法规确定。如消防队显示盘是一种必

备的组件，该显示盘应被划分为第一类组件。打印机和向建筑管理系统发送信息的器件应被划分为第

二类组件。

犅．６　输入功能

执行输入功能的器件应被划分为第二类组件。如该器件用于接收来自如水喷淋系统的火灾探测报

警信息，该器件应被划分为第一类组件。

犅．７　输出功能

执行输出功能的器件应被划分为第二类组件。如该器件用于向消防联动设备发送火灾报警信息，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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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器件应被划分为第一类组件。

犅．８　传输线路间的连接器件

这种器件应被划分为第一类组件。

注：接线盒不应被划分为第一类或第二类组件。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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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理论分析方法

犆．１　引言

所有组件只有在一起连接时，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才能正常工作，而且只有在组件互通时，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才能完成功能。

火灾报警控制器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核心，要求其他所有组件都要有效的与火灾报警控制器通

信。通信不仅要求通信协议，其他方面如电源要求和数据传输特性也应予以考虑。

犆．２　方法

犆．２．１　总则

理论分析应当从审查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配置文件开始，审查的目的是了解最复杂的配置和分析其

性能，然后按照下述方法进行分析：

ａ）　机械连接；

ｂ）　电源；

ｃ）　数据交换；

ｄ）　功能；

ｅ）　抗电磁干扰。

在整个分析过程中，应当考虑分析环境的兼容性。

犆．２．２　特性表

犆．２．２．１　机械连接

考虑传输线路接线端子及组件的连接是否与电缆相兼容，以及附件是否符合传输线路规定。

犆．２．２．２　电源

犆．２．２．２．１　电压范围

考虑所有负载条件下电源提供的最大电压是否小于或等于通电组件的最大规定电压。在考虑传输

线路电压降的影响情况下，考虑所有负载条件下电源提供的最小电压是否大于或等于通电组件的最小

规定电压。

犆．２．２．２．２　电流

考虑电源提供的电流是否满足最大需要，并考虑是否采取适宜措施把电流限制到安全水平。

犆．２．２．２．３　电源特性

考虑组件在电源输出频率、调制、失真和相位方面出现最坏情况下是否能正常工作。

犆．２．２．２．４　容差

考虑组件在电源容差出现最坏情况时是否能正常工作，并考虑环境温度和输入电压变化容差的

影响。

犆．２．２．２．５　故障处理

考虑在供电传输线路发生短路故障时是否能采用方法处理，如提供适宜的电流限制组件以防止电

流过载。

犆．２．２．３　数据交换

犆．２．２．３．１　总则

所有连接到传输线路的有源组件，都依赖接收或发送数据执行其功能。该数据可通过与供电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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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传输线路上交换，也可通过一个单独的传输线路交换。在这两种情况下所进行的分析应当遵循

相同的方法。

犆．２．２．３．２　传输特性

犆．２．２．３．２．１　总则

考虑传输信号的电特性是否与传输线路上其他组件正常接收数据的要求相一致。

犆．２．２．３．２．２　电压范围

考虑所有正常负载条件下的传输信号的最大电压是否小于或等于接收组件规定的最大电压。在考

虑传输线路电压降的影响情况下，考虑所有正常负载条件下的传输信号的最小电压是否大于或等于接

收组件规定的最小电压。

犆．２．２．３．２．３　电流

考虑作为传输组件工作结果的信号电流是否能满足接收组件的要求，在过流情况下是否采取限制

措施。

犆．２．２．３．２．４　时间

考虑信号传输的时间是否在接收组件要求的范围内。

犆．２．２．３．２．５　失真和相位

考虑传输线路规定的失真和相位阻抗是否与接收组件在所有负载状态下制造商的规定相一致。

犆．２．２．３．２．６　容差

考虑接收组件是否能在传输线路特性出现最坏情况下正常接收数据。

犆．２．２．３．２．７　故障处理

考虑传输线路上发生的断路和短路故障是否能按标准要求处理。

犆．２．２．３．３　传输协议

考虑传输线路及传输线路上的组件之间交换的数据是否采用统一协议。

犆．２．２．４　功能

连接到传输线路上的所有组件均应具有相应标准规定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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