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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ＳＯ／ＩＥＣ１１８０１：２００２《信息技术　用户建筑群的通用布缆》，仅有编辑性修改。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８２３３—２０００《信息技术　用户建筑群的通用布缆》。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８２３３—２０００相比主要内容变化较大，详见附录Ｉ。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和附录Ｃ是规范性附录，附录Ｄ、附录Ｅ、附录Ｆ、附录Ｇ、附录Ｈ和附录Ｉ

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山东华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山东省计算中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董火民、徐全平、王英龙、徐云迟、王平、许志国、张建成。

本标准于２０００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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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用户建筑群内部，布缆基础设施的重要性类似于其他基本的楼宇公用设施，如供热、照明和配电。

像其他公用设施一样，中断服务可能会有严重的影响。由于缺乏设计的预见性，不适当部件的使用、不

适当的安装、较差的管理或不充分的支持而形成的较差的服务质量，会危及组织机构的有效性。

历史上，建筑群内的布缆由特定应用和多目的的网络组成。本标准的较早版本能可控地移植到通

用布缆和简化的特定应用布缆。

通用布缆后续的扩充计划根据本标准进行。

ａ）　为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做出贡献；

ｂ）　支持高速率数据应用的发展是以本标准规定的布缆模型为基础的；

ｃ）　布缆的发展使其性能超过在ＧＢ／Ｔ１８２３３—２０００中列出布缆种类的性能。

被修订过的ＧＢ／Ｔ１８２３３的这次再版已经反映出这些增加的需求和机会。

本标准包括：

ａ）　向用户提供具有支持广泛应用能力的独立的布缆系统；

ｂ）　向用户提供灵活的布缆方案，使修改方便、经济；

ｃ）　指导建筑界的专业人士（如建筑师）适应布缆的特殊要求，无论是新建还是升级的最初设计；

ｄ）　为工业和使用标准机构提供一个布缆系统，以支持现有产品，并为今后的产品开发提供一个

基准。

本标准规定了使用单个和多个来源的材料而实现的多厂商布缆系统，并且本标准还与下列各项

相关：

ａ）　ＩＥＣ的技术委员会在研制布缆组件的国际标准，例如：铜缆和连接器，以及光缆和连接器（见第

２章和参考文献）；

ｂ）　信息技术布缆的安装和实施标准，以及已安装布缆的测试标准（见第２章和参考文献）；

ｃ）　ＩＥＣ的技术委员会、ＩＳＯ／ＩＥＣＪＴＣ１的分技术委员会和ＩＴＵＴ的研究组在进行应用的研究，例

如：ＬＡＮｓ和ＩＳＤＮ；

ｄ）　规划和安装指南，它考虑到用户建筑群布缆系统的配置和使用的特定应用需求。

附录Ｆ中列出各应用的物理层要求，目的是为了确定它们与本标准中规定的各类布缆的兼容性。

这些应用需求以及在７．２中描述的关于建筑群和模型的拓扑结构的统计表已经用来开发对类别Ａ至

Ｄ和光缆布缆系统的要求。已经开发的新的类别Ｅ和Ｆ，考虑了未来网络技术。

因此，在本标准中定义的通用布缆：

ａ）　规定了支持多种应用的布缆结构；

ｂ）　规定了满足标准化应用要求的类别Ａ、Ｂ、Ｃ、Ｄ和Ｅ的信道和链路；

ｃ）　规定了基于高性能组件的类别Ｅ和Ｆ的信道和链路，以支持未来应用的开发和实现；

ｄ）　规定了满足标准化应用的要求和利用组件能力的类别ＯＦ３００、ＯＦ５００及ＯＦ２０００的光纤信

道和链路，使未来的应用发展容易实现；

ｅ）　引用了组件的要求，并规定了布缆实现，确保了永久链路和信道的性能达到或超过了布缆类别

的要求；

ｆ）　适用的对象是一般的办公环境，但不仅限于办公环境。

本标准规定的通用布缆系统使用寿命将超过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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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用户建筑群的通用布缆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筑群内使用的通用布缆，建筑群可能由园区内的一栋楼宇或多栋楼宇组成。它包

括平衡布缆和光纤布缆。

本标准最适用于电信服务可分布的最大距离为２０００ｍ的建筑群。本标准的原理可用于更大规模

的安装。

本标准定义的布缆支持范围广泛的服务，包括话音、数据、文本、图像和视频。

本标准直接或通过参考规定：

ａ）　通用布缆的结构和最小配置；

ｂ）　电信插座（ＴＯ）接口；

ｃ）　各段布缆链路和信道的性能要求；

ｄ）　实现要求和选项；

ｅ）　本标准规定最大距离的布缆组件的性能要求；

ｆ）　一致性要求和验证规程。

安全（电气安全和防护、防火等）和电磁兼容性（ＥＭＣ）的要求超出了本标准范围，并由其他标准和

规章所覆盖。然而，本标准给出的信息可能有所帮助。

本标准考虑了附录Ｆ中列出的应用标准中规定的要求，它引用了适用组件及实验方法的现有国际

标准。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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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２４２１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１部分：总则（ＧＢ／Ｔ２４２１—１９９９，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１：１９８８）

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２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Ｎ：温度变化（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２—

２００２，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２１４：１９８４，ＩＤＴ）

ＧＢ／Ｔ２４２３．３４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Ｚ／ＡＤ：温度／湿度组合循环

试验（ＧＢ／Ｔ２４２３．３４—２００５，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２３８：１９７４，ＩＤＴ）

ＧＢ／Ｔ５０９５．２—１９９７　电子设备用机电元件　基本试验规程及测量方法　第２部分：一般检查、电

连续性和接触电阻测试、绝缘试验和电压应力试验（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５１２２：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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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１２３５７．１　通信用多模光纤　第１部分：Ａ１类多模光纤特性（ＧＢ／Ｔ１２３５７．１—２００４，

ＩＥＣ６０７９３２１０：２００２，ＭＯＤ）

ＧＢ／Ｔ１２５０７．１—２０００　光纤光缆连接器　第１部分：总规范（ｅｑｖＩＥＣ６０８７４１：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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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特性的８位固定和自由连接器详细规范（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６０３７：１９９６）

ＧＢ／Ｔ１５９７２．４０　光纤试验方法规范　第４０部分：传输特性和光学特性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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