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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及安装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及安装的总则、场景分类、设计要求、安装要求以及检查验收。 

本文件适用于智能家居应用场景的设计及各场景中相关产品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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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3.1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1部分：发射 

GB/T 4343.2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2部分：抗扰度 

GB/T 5271.29  信息技术  词汇  第29部分：人工智能  语音识别与合成 

GB/T 17743  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GB 19517  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GB/T 33905.2  智能传感器  第2部分：物联网应用行规 

GB/T 33905.3  智能传感器  第3部分：术语 

GB/T 33995  电子商务交易产品信息描述  家居产品 

GB/T 34043  物联网智能家居  图形符号 

GB/T 34067.1  户内智能用电显示终端  第1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GB/T 34068  物联网总体技术  智能传感器接口规范 

GB/T 35136  智能家居自动控制设备通用技术要求 

GB/T 41387  信息安全技术  智能家居通用安全规范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395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526  公共广播系统工程技术标准 

JGJ 242  住宅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5271.29、GB/T 33905.2、GB/T 33905.3、GB/T 33995、GB/T 34043、GB/T 34067.1、GB/T 

3406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家居产品  household products 

用于日常生活起居的物品和设备。 

示例：家用电器、家具、五金制品、照明电器等产品。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DD3D95E5C12A71EBE05397BE0A0AF3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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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  smart home 

具有网络通信功能，可自描述、发布并能与其他节点进行交互操作的家居设备。 

[来源：GB/T 39190—2020，3.3] 

 

场景  scene 

家居中展现或模拟的特定的场所和情景。 

4 总则 

智能家居系统的设计与安装应确保用户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如电

气安全、网络安全、设备安全等。 

系统应具备高度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能在长时间运行中保持正常工作，并具备故障自诊断和恢复

能力。 

系统应具备良好的兼容性，能与不同品牌、不同类型的设备进行互联互通，实现设备之间的协同

工作。 

应用场景的设计应符合用户的使用习惯和需求，操作简单方便，界面友好直观，无需用户具备专

业的技术知识。 

系统应具备良好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能应对用户在未来使用过程中不断变化的需求以及智能家

居技术的持续演进。 

在设计和安装过程中，应纳入节能环保理念，采用节能设备和技术，优化系统运行模式，降低能

源消耗。 

5 场景分类 

概述 

智能家居应用场景可按以下方式划分： 

a) 基于单空间维度的应用场景划分； 

b) 基于跨空间维度的应用场景划分。 

单空间场景 

基于单空间维度的智能家居应用场景包括但不限于： 

a) 智能玄关场景； 

b) 智能客厅场景； 

c) 智能餐厅场景； 

d) 智能厨房场景； 

e) 智能卧室场景； 

f) 智能卫生间场景； 

g) 智能阳台/庭院场景。 

跨空间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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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跨空间维度的智能家居应用场景包括但不限于： 

a) 智能养护场景； 

b) 智能家务场景； 

c) 智能安防场景； 

d) 智能能源场景； 

e) 智能健康场景； 

f) 智能影音场景； 

g) 智能车家场景。 

6 设计要求 

基本要求 

6.1.1 总体架构 

智能家居系统组成及安全框架应符合GB/T 41387的规定。 

6.1.2 安全性 

6.1.2.1 材料安全 

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的材料安全要求如下： 

a) 应选用无毒、无害、无放射性、可回收的材料； 

b) 不应使用易燃、易爆材料，且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应符合 GB 50222的要求； 

c) 设备内部关键电子元件应封装在防火、防爆的保护罩内，电路部分采用防火绝缘材料进行包裹； 

d) 设备边缘应光滑无锐角，不宜使用易碎材料，材料使用宜考虑防触电设计； 

e) 材料应耐久，在长期使用过程中不易老化、变形、褪色等，应具备抗菌、防霉等特性。 

6.1.2.2 结构安全 

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的结构安全要求如下： 

a) 智能家居应用场景应根据设备的使用场景和重量进行结构设计； 

b) 应进行结构稳定性测试，包括材料强度、连接件牢固性、抗疲劳性等，测试过程应模拟实际使

用环境中的各种因素，如温度、湿度、振动等； 

c) 对于衣柜、书架等大型或较重的设备，宜考虑设置支撑和固定装置，如配备地脚螺栓或防滑垫。 

6.1.2.3 电气安全 

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的电气安全要求如下： 

a) 智能家居设备电气安全应符合 GB 19517的要求； 

b) 设备内部应集成过载、短路、漏电保护机制； 

c) 应采用低电压直流供电系统，电源适配器应具备过压保护、过流保护、过热保护、输出短路保

护及输入浪涌保护等多重防护功能； 

d) 布线设计应遵守 JGJ 242 的规定，电气线路的布局应合理、整齐，线路不应交叉、缠绕和破

损，采用防火、绝缘的电线和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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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4 信息安全 

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的信息安全要求如下： 

a) 应符合 GB/T 35273和 GB/T 41387的规定； 

b) 应构建包含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防病毒软件以及虚拟专用网络加密通道等网络防护体系； 

c) 应明确数据的收集、存储、处理、共享和销毁流程，提供用户控制数据的选项； 

d) 宜采用 SSL/TLS等加密协议对数据进行加密传输； 

e) 应建立智能家居设备的身份认证机制； 

f) 应定期对智能家居系统进行安全漏洞扫描和修复，建立安全事件应急响应机制。 

6.1.3 稳定性 

6.1.3.1 设备稳定性 

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的设备稳定性要求如下： 

a) 智能家居设备应符合 GB/T 35136的规定； 

b) 应根据不同应用场景，选择不同质量或性能的硬件设备； 

c) 智能家居设备电磁兼容性应符合 GB 4343.1 的要求和 GB/T 4343.2的规定； 

d) 稳定性要求高的应用场景宜考虑硬件冗余设计，如备用摄像头、备用电源等。 

6.1.3.2 网络稳定性 

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的网络稳定性要求如下： 

a) 智能家居系统应具备多种网络接入方式，并能根据网络状况自动切换； 

b) 应布置无线路由器、信号中继器等设备，网络信号应覆盖到智能家居系统的所有区域； 

c) 应建立智能网络流量管理系统，对智能家居系统中的不同类型设备的网络流量进行分类管理

和优化，根据设备的重要性和实时需求，动态分配网络带宽资源。 

6.1.3.3 系统稳定性 

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的系统稳定性要求如下： 

a) 应采用成熟、稳定的软件开发工具和技术，并进行全面的代码审查和测试流程； 

b) 设备的制造商应定期发布固件更新，修复已知的安全漏洞、性能问题和兼容性问题等； 

c) 应采用统一的系统架构和标准，建立完善的设备兼容性规范和认证体系； 

d) 智能设备应具备在无网络环境下的本地控制能力，用户能通过本地控制面板、遥控器等方式对

设备进行基本的操作控制。 

6.1.4 适用性 

6.1.4.1 可视化 

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的可视化要求如下： 

a) 用户界面设计应简洁、直观、易懂，采用清晰的图形、图标和文字说明； 

b) 用户界面应能实时、准确地反映设备的状态和运行情况，如设备的开关状态、工作模式、能耗

信息等； 

c) 应支持多种图表类型展示智能家居系统的历史数据和趋势分析； 

d) 应支持将设备的运行数据导出为常用的文件格式（如 PDF、Excel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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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2 互联性 

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的互联性要求如下： 

a) 智能家居设备应支持多种主流的无线通信协议，如 Zigbee、Z-Wave、Wi-Fi、蓝牙等； 

b) 应具备与其他家庭自动化平台及生活服务系统（如安防系统、能源管理系统、健康监测系统、

物业管理系统等）进行集成的能力，通过开放的 API接口或标准化的通信协议，实现数据共享

和交互操作； 

c) 智能家居系统应采用模块化设计，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添加新的设备或功能模块。 

6.1.4.3 人机互动 

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的人机互动要求如下： 

a) 应根据用户的使用习惯和场景需求提供多种人机交互方式，如语音控制、手势识别、触摸屏操

作、遥控器控制等； 

b) 除语音和手势识别外，还宜考虑触觉反馈（如振动、温度变化）和视觉交互（如 AR、VR体验）

等方式； 

c) 应支持用户对交互界面和操作方式进行个性化定制，如选择不同的主题风格、布局方式、字体

大小、图标样式等，可设置语音交互的语音特点（如音调、音色、语速）、交互方式（如问答

模式、指令模式）等； 

d) 系统应具备对用户交互行为的分析能力，通过收集和分析用户的操作数据，了解用户的需求和

行为模式，发现潜在的问题和改进方向； 

e) 应建立用户反馈机制，如在线客服、用户论坛、意见反馈邮箱等。 

6.1.4.4 无障碍设计 

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的无障碍设计要求如下： 

a) 宜考虑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人群的使用需求，提供多种无障碍交互方式； 

b) 针对视觉障碍用户，应具备语音提示功能，能清晰地告知用户设备的状态、操作方法和位置信

息，在设备表面设置凸起的盲文标识或触摸感应区域，方便视觉障碍用户进行操作； 

c) 对于肢体残疾用户，应提供易于操作的物理接口或支持语音控制的操作方式，设计大尺寸、易

于按压的按钮，或者实现完全通过语音指令控制设备的功能； 

d) 应为特殊人群提供专门的操作培训和技术支持服务，可通过线上视频教程、线下培训课程、上

门服务等方式，帮助特殊人群及其家属熟悉和掌握智能家居设备的使用方法。 

6.1.4.5 防呆设计 

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的防呆设计要求如下： 

a) 应采用独特且易于识别的插头形状与接口设计，设置防反插结构； 

b) 应采用统一的颜色编码系统区分不同功能连接部件； 

c) 对于智能控制面板上易混淆按钮应通过形状、大小、颜色区分，相关操作应设置二次确认提示； 

d) 语音控制系统应具备语义理解和纠错功能，能识别模糊或相似发音指令； 

e) 设备首次启动应设置智能引导程序，引导完成初始化设置； 

f) 应根据设备性能和安全要求应限制参数设置，对不符合要求的设置给出提醒。 

6.1.5 可安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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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1 前装指引 

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的前装指引要求如下： 

a) 应提供产品功能介绍、性能参数说明及技术要求文档，包括设备的型号、规格、尺寸、重量、

材质、颜色、操作方式、功能特点、技术指标、适用环境条件、安装要求等信息； 

b) 应提供与现有家居系统和设备的兼容性信息，包括支持的通信协议、接口类型、可兼容的品牌

和型号列表、可能存在的兼容性问题及解决方案建议等； 

c) 对于复杂的兼容性情况，宜提供在线兼容性测试工具或咨询服务； 

d) 宜开发在线评估工具，用户输入家庭环境的基本情况，即可获取个性化的安装建议和设备搭配

推荐。 

6.1.5.2 安装空间 

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的安装空间要求如下： 

a) 设计宜考虑各类设备最小安装空间及形状； 

b) 针对多设备协同工作场景，应综合规划整体安装空间； 

c) 应提供多种安装方式，如壁挂式、吸顶式、轨道式、桌面式、磁吸式等； 

d) 宜考虑设备在不同环境条件（温度、湿度、灰尘、光照、腐蚀性气体等）下的稳定运行； 

e) 应根据不同环境条件，提供相应的防护措施和安装建议。 

场景设计 

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的设备配置及应用示例参见附录A，各智能家居应用场景的基本功能包括： 

a) 基于单空间维度的应用场景： 

1) 智能玄关场景：提供安全、便捷的进门体验，实现人员身份识别与快速通行，具备门外情

况监控与预警功能，可进行信息交互与设备智能控制； 

2) 智能客厅场景：营造舒适、娱乐化的休闲空间，自动调节光线、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

实现影音设备智能控制与多屏互动，支持自动化清洁，提升家具功能与舒适度，保证空气

质量优良； 

3) 智能餐厅场景：满足用餐功能需求，营造适宜用餐氛围，确保餐具卫生与饮用水安全，具

备对餐桌、餐椅等设备的智能调节功能，维持空气清新； 

4) 智能厨房场景：支持智能化烹饪操作与精准控制，实现餐具高效清洗，及时排除油烟与有

害气体，保障厨房安全，具备食材智能管理与便捷用水功能； 

5) 智能卧室场景：营造舒适宁静的睡眠环境，提供个性化睡眠辅助与健康监测功能，自动调

节室内环境； 

6) 智能卫生间场景：实现自动清洁、保暖通风、信息显示与设备控制，确保毛巾干燥清洁，

维持空气清新与干燥； 

7) 智能阳台/庭院场景：实现智能晾晒、植物自动灌溉、充足照明与安全监控，自动调节窗

户开合。 

b) 基于跨空间维度的应用场景： 

1) 智能养护场景：完成特殊群体健康与行为监测，提供预警报警与陪伴辅助服务，支持远程

医疗咨询与健康管理； 

2) 智能家务场景：围绕家庭中烹饪、购物、维修、安全排查、卫生消杀、学习辅导等家务活

动实现智能化辅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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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能安防场景：实现快速准确报警与通知，支持远程设备运维与应急联动，构建全方位家

庭安全防护体系； 

4) 智能能源场景：实现家庭能源精准计量与动态监测，提供节能调控与低功耗运行模式，支

持综合用能分析与优化建议，促进可再生能源利用； 

5) 智能健康场景：围绕家庭成员健康指征监测、运动健身、空气及温湿度环境监测、身体健

康状态分析、运动方案定制、居家环境自动调节等方面实现智能化服务； 

6) 智能影音场景：打造高清流畅的影音播放体验，实现多设备协同与跨屏互动，提供丰富娱

乐内容与个性化场景设置； 

7) 智能车家场景：实现车辆与家庭智能设备互联互通与信息共享，提供远程车辆管理与智能

驾驶辅助，促进车家场景融合。 

7 安装要求 

服务机构要求 

智能家居应用场景中相关产品的安装服务机构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具备独立法人资质和相关的服务资质证书和行业认可认证； 

b) 应建立安装服务质量体系，按照安装服务质量体系的要求定期对工作进行自检； 

c) 应配备与安装服务相匹配的设备、仪器和安全防护用品； 

d) 应建立与客户沟通的渠道或平台，并安排专门人员负责渠道或平台的运维工作； 

e) 应对设备、仪器和安全防护用品应进行定期校准和维护； 

f) 应对安装人员提供职业操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专业能力的培训； 

g) 应建立安装服务档案，安装服务档案应至少保存 3年，且不少于三包年限。 

安装人员要求 

智能家居应用场景中相关产品的安装服务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安装人员应接受系统化的专业培训，掌握智能家居设备的安装技术、操作规程及故障排查方法，

并获得相应的合格证书； 

b) 安装人员在智能家居或电子设备领域应具有至少一年以上的实际工作经验； 

c) 安装人员应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能与客户进行有效交流，理解客户需求，并提供专业建议； 

d) 熟悉本次待安装智能家居产品的技术参数（特别是个性化参数）和相关标准的内容。 

安装流程 

7.3.1 需求接收 

服务机构在接收客户需求时，应及时做出回应，具体要求如下： 

a) 明确客户的需求及双方的义务和责任； 

b) 记录客户姓名、地址、联系方式及具体需求，并与客户确认。 

7.3.2 服务安排 

7.3.2.1 服务机构确定客户需求后，应在 24 h内安排安装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a) 安装环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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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安装起始时间； 

c) 安装人员； 

d) 安装所需资料； 

e) 安装程序； 

f) 安装完成时间； 

g) 客户的特殊要求。 

7.3.2.2 当客户有需要时，可引导、协助或代替其进行安装环境的检测或确认。 

7.3.2.3 应及时将安装服务安排情况反馈给客户，并征求客户意见，在客户确认后，方可提供相关安

装服务。 

7.3.3 安装准备 

7.3.3.1 基本要求 

安装准备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a) 安装前与客户确认服务地点、时间及客户应做的准备； 

b) 穿工作服，佩戴证件，并向客户出示证件，以便客户确认身份； 

c) 配备齐全的安装设备、仪器和安全防护用品； 

d) 安装前再次与客户确认包装内的产品是否与购买合同或协议上的一致； 

e) 将安装方法、安装要求、工期等向客户说明并征得其确认； 

f) 安装前进行复尺测量，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g) 安装前整理或清洁场地，并对现场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7.3.3.2 产品确认 

安装前客户和安装人员应对产品进行确认，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项目： 

a) 包装情况、数量、颜色； 

b) 应符合的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 

c) 应符合产品明示标准的要求，包括合同或其他方式明示的要求； 

d) 应配有的产品质量合格证； 

e) 应配有的使用说明。 

7.3.3.3 安装位置 

根据客户可供选择的环境状况并综合考虑下述因素来确定安装位置： 

a) 避开易燃易爆气体易发生泄露，以及腐蚀性气体或材料的地方； 

b) 避开强电、强磁场直接作用的地方； 

c) 避开易产生噪声、振动的地点； 

d) 能使水、电、气等回路布局尽量简化； 

e) 能满足设备正常使用所需的通风、散热要求； 

f) 住宅内所有区域应被智能化信息控制系统使用的同一网络覆盖； 

g) 灯光设备的布置设计应符合 GB/T 17743和 GB 50034的要求； 

h) 音响设备的布置设计应符合 GB 50526的要求； 

i) 安防监控设备的布置设计应符合 GB 50395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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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4 安装面 

安装面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安装面应坚固结实，具有足够的承重强度。其结构、材质应符合建筑规范的有关要求； 

b) 当安装面强度不足时，应采取相应的加固、支撑和减振震措施，保证智能家居设备的正常安全

运行。 

7.3.4 安装操作 

7.3.4.1 基本要求 

安装操作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a) 安装过程中，如需使用客户设施先征得客户同意； 

b) 按照安装图纸和组装要求对产品进行安装； 

c) 在建筑物上打孔前，先确认打孔位置无暗藏管线； 

d) 安装过程中发现有影响安装质量的问题时及时停止安装，待问题解决后再进行安装； 

e) 安装完毕后清理现场卫生，与客户协商处理安装余料，并对安装质量进行自检； 

f) 安装完毕后，再次告知客户产品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g) 安装过程中发生的损坏由安装服务机构承担责任。 

7.3.4.2 主控制器安装 

主控制器安装要求如下： 

a) 选择合适的位置安装主控制器，通常位于家庭中心位置或便于操作的地方； 

b) 使用安装支架或螺丝将主控制器固定在墙上或桌面上，确保稳固无晃动； 

c) 连接主控制器的电源线至电源插座，并检查绝缘层无破损； 

d) 启动主控制器，按照屏幕指引完成网络设置、账户创建及设备绑定。 

7.3.4.3 网络设备配置 

网络设备配置要求如下： 

a) 确保家庭无线网络覆盖全面，信号稳定； 

b) 将主控制器及所有智能设备连接到家庭无线网络，输入正确的 SSID和密码； 

c) 在智能家居 APP或平台中添加新设备，核对设备信息准确无误，并配置必要的网络参数。 

7.3.4.4 智能设备安装 

智能设备安装要求如下： 

a) 根据客户需求，在指定位置安装智能设备（如智能灯光、智能插座、智能安防设备等）； 

b) 使用合适的固定方式（如螺丝、双面胶等）将设备固定在安装面上； 

c) 根据设备说明书连接电源线、信号线等，确保连接牢固可靠； 

d) 布线设计应遵守 JGJ 242的规定。 

7.3.4.5 场景与自动化设置 

场景与自动化设置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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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据客户需求，在智能家居 APP或平台上设置不同的场景模式（如离家模式、回家模式、观影

模式等）； 

b) 配置自动化任务，如定时开关灯、根据光照强度自动调节窗帘等； 

c) 测试场景和自动化任务，确保按预期运行。 

8 检查验收 

安装完成后，应依据安装说明的要求对安装质量进行检查，包括但不限于： 

a) 管线连接、走向应合理； 

b) 电气配置应安全、正确； 

c) 机械连接应牢固、可靠。 

施工完成后，应做好以下调试验收工作： 

a) 完成产品的入网、用户注册等工作； 

b) 检查产品的互联互通、场景设置等； 

c) 检查中控控制的产品控制数量、稳定性、响应速率、控制成功率等情况； 

d) 依据说明书给出的功能和参数进行调试校对。 

调试完成后，为用户提供全面、系统的培训服务，确保用户熟练掌握产品的各项功能与使用方法。 

在用户熟练掌握产品使用后，向用户移交智能家居系统的施工图、产品说明书、检验记录等相关

资料，方便用户后期维护与管理。 

宜设计智能家居设计及安装服务评价指标体系（参见附录 B），综合考虑安装过程的质量、效率、

安全性、用户满意度以及后期维护等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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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智能家居应用场景配置及示例 

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的设备配置及应用示例见表A.1。 

表A.1 智能家居应用场景配置及示例 

维度 场景 设备配置 应用示例 

单空间 

智能玄关

场景 

智能门锁（具备指纹识别、密码输入、刷卡开锁、手

机远程控制等多种开锁方式，且具有防撬报警功能）、

智能猫眼（高清摄像头、红外夜视、实时录像、访客

抓拍与信息推送功能）、智能鞋柜（自动除臭、杀菌、

烘干、可调节层板高度）、智能照明灯具（人体感应、

光线感应、亮度调节、场景模式切换）、智能插座（远

程控制、定时开关、电量监测） 

用户下班回家，在距离门口一定距离时，

智能门锁通过手机蓝牙识别自动解锁，

智能猫眼将开门瞬间画面推送至用户手

机。进门后，智能鞋柜自动开启杀菌除

臭功能，照明灯具自动亮起并切换至温

馨的“回家模式”，亮度适中。如需为

手机充电，可将手机连接至智能插座，

通过手机APP控制插座开关和充电时长 

智能客厅

场景 

智能电视（高清大屏、智能操作系统、语音控制、多

屏互动、丰富的影视资源和应用程序）、智能投影仪

（高清投影、自动对焦、梯形校正、智能连接、3D功

能）、智能音箱（高保真音质、语音识别、智能家居

控制中枢、音乐播放、有声读物播放、智能问答）、

智能窗帘（电动开合、光线感应、定时控制、场景联

动）、智能灯光系统（多种灯光颜色、亮度调节、色

温调节、场景模式切换，如观影模式、聚会模式、阅

读模式等）、智能空调（智能温控、远程控制、节能

模式、空气净化功能、风速调节）、智能扫地机器人

（路径规划、自动避障、多种清扫模式、自动回充、

虚拟墙设置）、智能沙发（电动调节靠背和腿部支撑、

按摩功能、加热功能、蓝牙音箱集成）、智能空气净

化器（实时监测空气质量、自动净化、滤芯更换提醒、

不同风速调节） 

周末晚上，用户坐在智能沙发上，通过

语音指令让智能音箱打开智能电视，并

播放喜爱的电影。智能音箱控制智能灯

光系统切换至“观影模式”，灯光自动

调暗，窗帘缓缓拉上。观影过程中，若

感觉室内温度不适，可直接语音调节智

能空调温度。电影结束后，用户通过手

机APP启动智能扫地机器人，对客厅地面

进行全面清扫 

智能餐厅

场景 

智能餐桌（可调节高度和角度、内置加热或制冷功能、

无线充电区域）、智能餐椅（人体工程学设计、电动

调节靠背和座垫高度）、智能吊灯（亮度调节、色温

调节、场景模式切换，如用餐模式、休闲模式等）、

智能餐具消毒机（高温消毒、紫外线杀菌、自动感应

启动、定时消毒功能）、智能饮水机（多温度出水、

水质监测、滤芯更换提醒）、智能空气清新剂（定时

散发香气、空气质量监测、自动调节香气浓度） 

用餐时，用户可根据需要调节智能餐桌

的高度和角度，将菜肴放置在加热区域

保持温度。用餐完毕，智能餐具消毒机

自动感应启动，对餐具进行高温消毒和

紫外线杀菌。整个用餐过程中，智能吊

灯根据预设的“用餐模式”提供适宜的

光线，智能空气清新剂定时散发淡淡的

清香，智能饮水机随时提供温度适宜的

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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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场景 设备配置 应用示例 

智能厨房

场景 

智能炉灶（精准火候控制、定时烹饪、多种烹饪模式

预设、与手机APP联动、燃气泄漏报警）、智能烤箱

（精确温度控制、多种烘焙模式、智能预热、食谱指

导）、智能微波炉（智能解冻、快速加热、多种加热

功率和时间组合、儿童锁功能）、智能洗碗机（自动

识别餐具类型和油污程度、多种清洗模式、节水节能、

清洗进度显示）、智能抽油烟机（自动风量调节、油

烟感应、自清洁功能、低噪音运行）、智能冰箱（食

材识别、保质期提醒、智能控温、与手机APP互联、在

线食谱推荐）、智能水龙头（水温调节、水流大小调

节、感应出水、节水模式）、智能燃气报警器（实时

监测燃气泄漏、声光报警、手机APP推送通知、联动燃

气阀门关闭）、智能烟雾报警器（烟雾感应、火灾报

警、联动消防设备、自检功能） 

用户准备烹饪晚餐，在手机APP上选择智

能炉灶的“红烧鱼”烹饪模式，炉灶自

动调节火力和时间，并在烹饪过程中通

过手机实时查看进度。烹饪过程中产生

的油烟被智能抽油烟机及时吸走，抽油

烟机根据油烟量自动调节风量。智能冰

箱根据食材储备推荐适合搭配的菜肴，

并提醒用户部分食材即将过期。餐后，

将餐具放入智能洗碗机，洗碗机自动识

别餐具类型和油污程度，选择合适的清

洗模式进行清洗。若厨房发生燃气泄漏

或火灾，智能燃气报警器或智能烟雾报

警器会立即发出声光报警，并通过手机

APP通知用户，联动相关设备采取措施 

智能卧室

场景 

智能床（床垫软硬度调节、高度调节、角度调节、睡

眠监测功能、按摩功能、零重力模式）、智能床垫（与

床体配合实现多种舒适功能、压力感应、温度调节、

透气性好）、智能床头柜（集成充电接口、音箱、触

摸控制屏、收纳功能）、智能灯光系统（睡前灯光渐

暗、睡眠过程低亮度夜灯、起夜感应亮灯、场景模式

切换，如阅读模式、睡眠模式等）、智能窗帘（定时

开合、光线感应、与灯光系统联动）、智能空调（智

能温控、睡眠模式、低噪音运行、空气净化功能、湿

度调节）、智能空气净化器（实时监测空气质量、自

动净化、睡眠模式低噪音运行、滤芯更换提醒）、智

能香薰机（散发助眠香气、定时功能、多种香气选择）、

智能睡眠监测设备（监测心率、呼吸、睡眠周期、生

成睡眠报告、分析睡眠质量、提供改善建议） 

晚上睡前，用户躺在床上，通过智能床

头柜的触摸控制屏或语音指令让智能灯

光系统调暗灯光，智能香薰机散发薰衣

草香气，智能床调整到舒适的睡眠角度

和软硬度。睡眠过程中，智能睡眠监测

设备持续监测用户身体数据，智能空调

保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空气净化器低

噪音运行。用户夜间起夜时，床边灯光

自动感应亮起，亮度适中，不会影响睡

眠。早晨醒来，用户可在手机APP上查看

智能睡眠监测设备生成的睡眠报告，了

解自己的睡眠质量和身体状况 

智能卫生

间场景 

智能马桶（臀洗、妇洗、按摩、暖风烘干、水温调节、

水压调节、喷头位置调节、杀菌消毒功能、自动翻盖、

脚感冲水）、智能浴霸（取暖、通风、照明、温度调

节、智能控制、负离子净化）、智能浴室镜（防雾功

能、显示时间、天气、新闻等信息、触摸控制或语音

控制其他设备）、智能毛巾架（自动加热烘干毛巾、

紫外线杀菌功能、定时功能）、智能水龙头（水温调

节、水流大小调节、感应出水、节水功能）、智能香

薰机（去除异味、散发清新香气、定时功能）、智能

空气净化器（净化空气、去除湿气、低噪音运行） 

用户进入卫生间，智能马桶自动感应开

盖，使用完毕后，智能马桶自动进行清

洗和烘干，并进行杀菌消毒，用户可通

过遥控器或侧面按钮调节水温、水压和

喷头位置。沐浴时，智能浴霸根据室内

温度自动调节取暖功率和风速，提供照

明和负离子净化空气。洗漱时，智能水

龙头自动感应出水，用户可调节水温和

水流大小，智能浴室镜显示当天天气和

新闻，并可通过语音或触摸控制智能香

薰机和空气净化器。洗完澡后，用智能

毛巾架烘干毛巾，保持毛巾干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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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场景 设备配置 应用示例 

智能阳台

/庭院场

景 

智能晾衣架（升降控制、晾晒模式选择、烘干功能、

紫外线杀菌功能、与手机APP联动）、智能灌溉系统

（土壤湿度监测、自动浇水、灌溉计划设定、远程控

制）、智能照明系统（自动感应光线、定时开关、场

景模式切换）、智能安防摄像头（高清夜视、移动侦

测、报警推送、云端存储录像）、智能门锁（庭院门）

（多种开锁方式、与安防系统联动、防撬报警）、智

能窗户（阳台窗）（自动开合、风雨感应、与室内环

境系统联动） 

晴天时，用户将衣物挂在智能晾衣架上，

通过手机APP选择晾晒模式，如普通晾晒

或快速晾干。智能灌溉系统根据土壤湿

度自动为阳台花卉浇水，确保植物生长

健康。夜晚，智能照明系统自动亮起，

为阳台/庭院提供照明，用户可根据需求

切换至“休闲模式”，灯光变得柔和温

馨。当有外人试图闯入庭院时，智能安

防摄像头检测到异常并向用户手机推送

报警信息，智能门锁（庭院门）自动锁

死并发出警报。下雨时，智能窗户（阳

台窗）自动关闭，防止雨水进入室内 

跨空间 

智能养护

场景 

儿童智能手环（具备心率、体温、运动轨迹监测功能）、

老人跌倒报警器（高精度加速度传感器、紧急呼叫按

钮）、宠物智能项圈（定位、健康监测、活动量统计）、

智能健康监测床垫（可监测睡眠质量、呼吸频率、翻

身次数等）、陪护机器人（能进行简单互动、提醒服

药、辅助行走等）、健康管理APP（实现病历管理、健

康咨询推送、数据同步与分析）、残障人士辅助设备

（如智能轮椅，具备自动导航、避障、坐姿调整功能；

智能假肢，可根据肌肉电信号自适应运动；环境控制

单元，能通过语音或手势控制家电设备） 

孩子在户外玩耍时，心率突然加快，儿

童智能手环立即向家长手机推送警报信

息，家长可通过手机查看孩子位置并采

取措施。老人独自在家中不慎跌倒，跌

倒报警器迅速拨打子女电话并发送家庭

地址，启动家中智能摄像头，子女可远

程查看老人情况。宠物长时间未活动，

宠物智能项圈向用户手机发出提示，提

醒关注宠物健康。残障人士借助智能轮

椅在室内自由移动，通过语音指令控制

智能轮椅前往指定位置，如客厅沙发处；

使用环境控制单元，无需手动操作即可

打开电视、调节灯光亮度等 

智能家务

场景 

智能炉灶（精准火候控制、食谱引导、与手机APP联

动）、智能烤箱（多种烘焙模式、自动预热、温度精

准调节）、智能洗碗机（自动识别餐具类型与油污程

度、高效节水清洗）、智能洗衣机（智能投放洗涤剂、

多种洗涤模式、远程控制）、智能扫地机器人（路径

规划、自动避障、分区清扫）、家庭服务机器人（可

完成简单清洁、物品整理、简单烹饪辅助等任务）、

智能购物助手软件（商品推荐、在线购物、清单管理）、

在线学习辅导平台（涵盖多学科课程、智能答疑、学

习进度跟踪） 

准备晚餐时，在智能炉灶上选择“红烧

肉”食谱，炉灶自动调节火候，烹饪过

程中可通过手机查看进度。餐后将餐具

放入智能洗碗机，洗碗机自动识别并选

择合适清洗模式。需要购买生活用品时，

通过智能购物助手软件查看推荐商品并

下单，软件自动生成购物清单。孩子学

习遇到问题，在在线学习辅导平台上查

找课程讲解或向老师提问，平台跟踪学

习进度并提供个性化学习建议 

智能安防

场景 

智能摄像头（高清夜视、人形侦测、人脸识别、双向

语音通话、云端存储）、智能门窗传感器（实时监测

门窗开关状态、异常报警）、智能烟雾报警器（灵敏

烟雾感应、火灾报警、联动消防设备）、智能燃气报

警器（精准燃气泄漏检测、声光报警、自动关闭阀门）、

家中无人时，智能摄像头检测到陌生人

闯入，立即向用户手机推送视频画面与

警报信息，启动智能门锁紧急锁闭功能。

厨房燃气泄漏，智能燃气报警器发出声

光报警，自动关闭燃气阀门，并向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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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场景 设备配置 应用示例 

智能水浸报警器（快速感应积水、远程通知）、远程

运维管理系统（设备状态监测、故障预警、远程维护） 

与用户手机发送通知。通过远程运维管

理系统定期检查安防设备状态，如发现

智能摄像头存储异常，及时远程修复 

智能能源

场景 

智能电表（实时用电数据监测、用电分析报告生成、

峰谷电价提醒）、智能插座（功率监测、远程控制、

定时开关、节能模式）、智能灯具（亮度调节、色温

调节、人体感应、自动节能）、智能空调（智能温控、

节能模式、用电峰谷调节、与能源管理系统联动）、

智能热水器（智能预约加热、水温调节、低功耗运行）、

智能窗帘（根据光线与温度自动开合、与能源系统协

同）、家庭用能综合监测平台（整合家庭能源数据、

可视化图表展示、能耗优化建议）、能源管理软件（设

备能耗控制、用电计划制定） 

用电高峰时段，智能能源管理系统自动

调整智能空调至节能模式，智能插座关

闭部分待机电器电源，智能灯具调暗亮

度。用户可通过家庭用能综合监测平台

查看各设备能耗占比，根据能源管理软

件建议优化用电计划，如设置智能热水

器在低谷电价时段加热 

智能健康

场景 

智能体重秤（精确测量体重、脂肪率、水分率等多项

指标、数据自动同步）、智能血压计（准确测量血压、

心率、数据记录与分析、异常预警）、智能血糖仪（快

速检测血糖、数据存储与趋势分析）、智能体脂秤（详

细分析身体成分、肌肉量、骨量等）、智能手环（持

续监测心率、运动步数、睡眠质量、运动模式识别、

久坐提醒）、智能手表（除手环功能外，支持独立通

话、信息接收、紧急呼叫）、智能空气净化器（实时

监测空气质量、高效净化、滤芯更换提醒）、智能水

质监测器（检测饮用水和生活用水的水质，如酸碱度、

余氯含量、重金属含量等指标，超标报警）、智能健

身器材（个性化运动方案定制、运动数据记录、实时

指导与纠正）、健康分析软件（整合健康数据、生成

健康报告、提供运动与饮食建议） 

早晨起床后，站在智能体重秤上测量身

体数据，数据同步至健康分析软件。佩

戴智能手环进行日常活动，手环记录运

动与健康信息，如久坐后提醒起身活动。

在智能健身器材上锻炼时，器材根据个

人身体状况与不同的运动目标定制训练

计划，实时纠正运动姿势，锻炼数据同

步至软件，软件根据综合数据提供饮食

与运动调整建议。智能空气净化器持续

监测室内空气质量，当PM2.5浓度超标时

自动加大净化功率；智能水质监测器定

期检测家庭用水水质，若发现水质异常，

立即向用户手机推送报警信息，提醒用

户采取相应措施 

智能影音

场景 

智能电视（高清大屏、智能操作系统、多屏互动、语

音控制、丰富影视资源）、智能投影仪（高清投影、

自动对焦、梯形校正、3D功能、智能连接）、智能音

箱（高保真音质、语音识别、智能家居控制、多房间

音频同步）、智能蓝光播放器（高清播放、解码多种

格式、无缝连接电视与投影仪）、无线耳机（蓝牙连

接、降噪功能、长续航、音质清晰）、智能背景音乐

系统（分区控制、多种音乐源选择、定时播放、场景

模式切换）、跨屏传输设备（实现设备间音视频快速

传输）、云游戏平台（无需主机、在线畅玩大型游戏） 

家庭聚会时，通过智能音箱在各房间播

放欢快背景音乐，营造氛围。晚上观影，

用智能电视播放电影，佩戴无线耳机享

受沉浸式音效，中途可通过跨屏传输设

备将播放内容切换至卧室智能投影仪继

续观看，无需中断。闲暇时，通过云游

戏平台在智能电视上畅玩大型游戏，游

戏过程中可语音控制智能空调调节室温 

智能车家

场景 

智能车联网设备（车辆远程控制、状态监测、定位追

踪、与手机APP互联）、智能中控屏（车家设备互联互

通、车辆信息显示、智能家居控制）、智能座舱系统

上班途中，通过手机APP查看家中智能设

备状态，如关闭忘记关的灯光，提前打

开空调调节室内温度。下班前，在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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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场景 设备配置 应用示例 

（舒适座椅调节、环境氛围控制、智能驾驶辅助）、

车家互联软件（实现车与家设备信息共享、协同控制） 

室远程启动车辆预热或制冷，同时通过

智能中控屏查看车辆续航与健康状况。

到家后，车辆自动连接智能充电桩充电，

充电信息在智能中控屏上显示，车内智

能座舱系统自动调整座椅与环境氛围至

舒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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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验收评价指标 

智能家居产品安装验收评价指标见表B.1。 

表B.1 验收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说明 

安装质量 

规范性 
a）安装流程是否遵循行业标准和公司规定； 

b）安装人员是否具备相应的专业资质 

准确性 
a）设备安装位置是否准确，符合设计要求； 

b）设备连接是否正确，无错误接线或遗漏 

完整性 
a）所有所需设备是否已安装齐全，无遗漏； 

b）安装过程中是否完成了所有必要的测试和调整 

安装效率 

时间管理 
a）安装过程是否按时完成，无超时现象； 

b）安装团队是否有效管理时间，减少不必要的等待和延误 

资源利用 
a）安装过程中是否合理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 

b）是否避免了浪费，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 

安全性 

操作安全 
a）安装人员是否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无违章操作； 

b）是否采取了必要的安全措施，如断电、接地等 

设备安全 
a）安装后的设备是否稳定可靠，无安全隐患； 

b）是否对设备进行了必要的安全检查和测试 

用户满意度 

服务态度 
a）安装人员是否服务态度良好，与用户沟通顺畅； 

b）是否耐心解答用户疑问，提供专业建议 

功能实现 
a）安装后的智能家居系统是否实现了用户期望的功能； 

b）系统操作是否简便易用，符合用户习惯 

外观美观 
a）安装后的设备是否整齐美观，与家居环境相协调； 

b）是否对安装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和废弃物进行了妥善处理 

后期维护 

维护便捷性 
a）安装后的智能家居系统是否便于后期维护和升级； 

b）是否提供了详细的维护手册和操作指南 

售后服务 
a）制造商或服务商是否提供了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 

b）是否能及时响应和处理用户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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