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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及安装通用要求》 

行业标准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项目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3 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

修订和外本版项目计划（工信厅科函〔2023〕18 号），计划

编号：2023-0287T-QB，项目名称：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及

安装通用要求进行制定，主要起草单位：中国轻工业信息中

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轻工业企业管理协会、

中国家具协会、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

展研究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青岛海尔智能技术研发有限

公司、曲美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计划完成时间 2025 年

4 月。 

（二）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1）成立标准起草组，技术调研和资料收集，形成讨论

稿 

2023 年 4 月，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组建了智能家居应用

场景设计及安装通用要求标准起草组，明确了相关单位和负

责同志的职责和任务分工。起草组成员包括：中国轻工业信

息中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轻工业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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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中国家具协会、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中国电子信息

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青岛海尔智能技术研

发有限公司、曲美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2023 年 5 月—10 月，起草组收集、整理了国内外有关

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及安装的研究进展、国家制定的法律

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文献资料，掌握了有关标准现

状，并对我国现有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及安装领域相关标

准的指标等技术内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为标准文本的编制

奠定了理论基础。 

2023 年 11 月—2024 年 7 月，起草组按照 GB/T 1.1—

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

编写规定，完成了《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及安装通用要求》

讨论稿。 

（2）召开标准研讨会、完善标准内容 

2024 年 7 月 12 日，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组织召开《智

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及安装通用要求》行业标准制定工作研

讨会。在本次工作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及企业代表共同对标

准内容进行逐条梳理、讨论，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总则、场景分类、设计要求、安装要求和检查

验收，并提出了修改标准框架、增加验收评价具体内容、对

具体应用场景进行描述和设计等意见。 

2024 年 8 月—12 月，起草组根据研讨会上专家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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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整理、讨论和采纳，对标准讨论稿多次进行修改完善，

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研究充分，内容丰富并考

虑了专家会的意见，内容能够适用于指导行业企业。 

（三）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江苏赛康医疗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金牌厨柜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有屋科技

有限公司、福建理工大学、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图森定制家居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小米移动软件有限公司、东莞莱姆森科

技建材有限公司、杭州博联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箭牌家

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云米电器科技有限公司、苏州

乐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豪中豪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

关村信息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联盟、山东浪潮数字商业

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科标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

起草。 

工作组成员：赵阳、孟慧敏、王志民、蔡悦恺、周亮、

罗镜清、韩涵、王怀高、孔令朝、赵向阳、王维扬、赵牧、

谢炜、邱君降、陈清源、刘宗孺、陈志安、邹学明、陈平、

陈祥、韩星、胡成林、张翊涵、宋宝祥、付嘉裕、王元堃、

李森。 

所做的工作：赵阳负责该项目的总体统筹，确定标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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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技术内容及编写编制说明；孟慧敏负责标准制定的组织与

协调，编制与落实工作方案，组织研讨工作会议，负责起草

标准文本和编写编制说明；王志民、韩涵、王怀高负责研究

分析及资料查证，参与起草标准文本和编写编制说明；孔令

朝、赵向阳、王维扬、赵牧、谢炜、邱君降负责前期资料收

集、产业调研，参与起草标准文本和编写编制说明；蔡悦恺、

周亮、罗镜清、陈清源、刘宗孺、陈志安、邹学明、陈平、

陈祥、韩星、付嘉裕、李森负责标准验证工作，参与编写编

制说明；胡成林、张翊涵、宋宝祥、王元堃负责编写标准相

关材料，收集、统计标准修改意见，参与起草标准文本。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基本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符合产业发展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

性、可操作性的原则，以及标准的目标、统一性、协调性、

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原则来进行本标准的制定工作。其

内容符合重点标准研制紧迫性、创新性、国际性的要求。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主要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

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20000《标

准化工作指南》、GB/T 20001《标准编写规则》等要求进行

编写。本标准编制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以下标准或文件： 

——GB 29550  民用建筑燃气安全技术条件 

——GB/T 5271.29  信息技术词汇第 29 部分：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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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语音识别与合成 

——GB/T 13993.1  通信光缆第 1 部分：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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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64.2-2018  信息技术 智能语音交互系统 

第 2 部分：智能家居 

——GB/T 39190-2020  物联网智能家居 设计内容及要

求 

——GB/T 41387-2022  信息安全技术 智能家居通用安

全规范 

——DL/T 1398  智能家居系统（所有部分）。 

（二）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标准在设计框架及起草主要内容时借鉴了《物联网智

能家居设计内容及要求》（GB/T  39190—2020）、《信息安

全技术 智能家居通用安全规范》（GB/T  41387—2022）和

《智能家居系统（所有部分）》（DL/T 1398）等国家标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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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在整体框架上包括总则、场景分类、设计要求、

安装要求、检查验收等内容，确保与相关国家标准的兼容一

致。 

1.标准主要内容及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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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及论据 

（1）术语和定义：为了提高标准的易用性，便于对标准

内容阅读和理解，本章节引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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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标准中界定的术语，并对家居产品、智能家居、

场景、安装、布线等关键术语进行了定义。 

（2）总则：本章节对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及安装中产

品及系统进行了规定，能更科学、规范地指导智能家居应用

场景设计及安装，提高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及安装的质量。 

（3）场景分类：本章节对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中涉及

的场景进行分类，主要基于单空间和跨空间两个维度进行划

分，基于空间划分包括智能玄关场景、智能客厅场景、智能

餐厅场景等 7 个单空间场景；基于跨空间场景划分包括智能

养护场景、智能家务场景、智能安防场景等 7个跨空间场景。



 7 

对智能家居场景划分可以确保对每一个场景的设计及安装

作出要求，便于提高标准的实用性。 

（4）设计要求：本章节规定了场景设计的基本要求和场

景设计要求，其中基本要求包括了总体架构、安全性、稳定

性、适用性、可安装性等内容，场景设计要求包括了场景描

述和场景配置等内容。以帮助更好地进行场景设计，提高智

能家居的完整性及实用性，使智能家居系统能够更好地满足

用户的需求，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和满意度。 

（5）安装要求：本章节从安装的服务机构要求、安装人

员要求、安装流程等方面对智能家居的安装进行规定，可以

提高智能家居安装的质量，确保其稳定性和可靠性，避免因

设计或安装不当导致的故障和安全隐患。 

（6）检查验收：本章节对智能家居检查验收提出了具体

要求，包括安装完成后的质量检查、施工完成后的调试验收

以及评价指标的建立等内容，为智能家居的质量提升提供有

效技术支撑。 

（7）附录A（资料性）：本附录给出了智能家居应用场

景设计的设备配置及应用示例，其目的是为用户、设计师及

从业者提供清晰参考，通过展示各场景下如玄关、客厅等的

设备组合及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运作示例，为智能家居

产业的应用场景设计及研发给予实践指引，推动智能家居产

业标准化、创新化发展，实现家居生活的智能化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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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附录 B（资料性）：本附录给出了智能家居设计及

安装验收评价指标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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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个一级指标，12 个二级

指标，并对指标进行了解释说明。通过以上指标体系对智能

家居设计及安装验收进行评价后，所得结果可应用于多个方

面。对于服务提供商而言，可根据评价结果发现自身服务的

优势与不足，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和优化，提升整体服务质

量和竞争力。对于用户来说，评价结果可作为选择服务提供

商的重要参考依据，帮助用户挑选到更优质、更符合自身需

求的智能家居设计及安装服务。同时，行业监管部门也可利

用该评价指标体系对市场上的服务提供商进行监督和管理，

规范市场秩序，推动智能家居行业的健康发展。 

（三）解决的问题 

针对当前智能家居场景碎片化和多样化的特点，制定

《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及安装通用要求》，为智能家居场

景设计提出设计指南，并对后续的安装及验收等提出要求，

已成为引导和规范智能家居发展的迫切需求。 

本标准首先基于单空间和跨空间两个维度对智能家居

场景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对场景的设计要求进行梳理，并

针对智能家居的安装和验收等提出通用要求。 

本标准的实施和推广，意义重大。一是提高用户对智能

家居产品在各类生活场景中的接受程度和满意度，满足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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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区域场景和生活智能场景的需求，促进智能家居产业的

健康发展，推动智能家居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和普

及；二是补充完善家居领域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改变当前缺

乏以场景为核心的智能家居设计和安装标准的局面；三是提

升智能家居产品的质量，促进相关企业更好地实施“三品”

战略。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为检验《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及安装通用要求》的有

效性和可行性，起草组组织行业龙头企业开展标准验证工作，

相关技术要求已经在江苏赛康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金牌

厨柜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图森定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莱姆森科技建

材有限公司、杭州博联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云米

电器科技有限公司、苏州乐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厦门狄耐

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豪中豪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等 10家

单位得到全面验证，确保了标准的科学性、完整性、规范性

和适用性。各企业在各要素上的验证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一）验证范围 

在智能玄关、客厅、厨房等单空间场景及智能安防、能

源、健康等跨空间场景相关产品与服务，包括智能门锁、摄

像头、传感器、智能家电及配套软件平台等展开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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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环节验证 

1.术语与定义遵循情况：产品手册和技术文档是否严格

遵循标准术语，在介绍智能设备功能与特性时，是否准确引

用相关定义，能有效避免行业交流中的歧义，促进了行业企

业的顺畅沟通与协作。 

2.总则落实状况：安全设计方面，电气安全防护措施是

否得力，采用了高品质的防火、绝缘材料、多重防护电路、

合规电源适配器和先进的过载保护技术；网络安全是否构建

了多层次加密体系和入侵检测机制；设备安全是否注重外壳

强度与稳定性设计。可靠性方面，是否选用成熟硬件与软件

架构，经长期测试故障率低。兼容性是否实现了多协议支持

与多平台集成，如智能音箱是否兼容主流音频格式与智能家

居协议，无缝对接安防、能源系统。系统可靠性是否经过长

时间模拟测试和实际运行监测，具备了较高的稳定性和故障

恢复能力。兼容性上，是否支持多种主流无线通信协议，实

现了与不同品牌设备的互联互通，如智能照明系统能与多种

传感器和控制器是否无缝配合。用户体验方面优化成效是否

显著，界面设计是否简洁直观，交互方式丰富多样且易于操

作，同时是否充分考虑了用户个性化需求，如智能窗帘的控

制界面是否可根据用户习惯定制。节能环保理念是否贯穿始

终，采用低功耗芯片和智能电源管理技术，有效降低了设备

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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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场景设计契合度：各场景功能设计是否精准对接标准，

各场景功能完备，智能玄关的身份识别和智能控制功能是否

高效便捷，智能厨房支持智能烹饪、安全防护与食材管理，

是否精准匹配标准场景设计要求。如智能安防与智能能源场

景联动时，报警触发后能源设备是否能及时响应。 

（三）安装环节验证 

1.服务机构资质与管理：多家企业是否具备了相关行业

资质认证，安装服务质量体系是否运行良好，是否定期开展

内部审核与管理评审。设备和仪器校准维护记录是否完整，

人员培训体系是否涵盖专业技能、安全知识和服务规范等方

面，并持续更新培训内容。档案管理是否管理规范，是否实

现了信息化，便于快速查询和追溯安装历史数据。 

2.安装人员能力评估：安装人员是否持专业证书，超一

年经验，熟悉产品参数标准，沟通良好，是否能依客户需求

提供精准建议与高效安装服务。 

3.安装流程合规性：需求接收环节响应是否迅速，能准

确记录客户需求并及时反馈。服务安排是否高效合理，在规

定时间内确定安装计划并与客户充分沟通确认。安装准备是

否工作扎实，人员、设备和物料准备是否齐全，产品核对细

致，安装位置和安装面是否选择符合安全与功能要求。安装

操作是否严格按照标准和图纸进行，打孔等关键操作谨慎规

范，发现问题是否能及时妥善处理，安装完成后现场清理是

否彻底，并向客户详细介绍产品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安装

质量检查是否严格，是否运用专业检测工具和技术手段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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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线连接、电气配置和机械连接的质量。调试验收工作是否

全面细致，产品入网和用户注册是否顺利，设备互联互通和

场景设置功能是否正常，用户培训内容丰富实用，是否采用

现场演示、视频教程和操作手册相结合的方式，确保用户能

够熟练掌握系统操作。资料移交是否完整规范，为用户后期

维护提供有力支持。验收评价指标体系是否有效实施，通过

收集用户反馈和内部数据分析，是否能够及时发现安装服务

中的问题并进行改进。 

（四）检查验收环节验证 

安装质量检查是否细致，管线电气机械连接是否安全可

靠。调试验收环节，产品入网是否注册顺畅，设备互联互通

与场景设置是否精准有效，中控控制性能优异。用户培训是

否全面，资料移交是否完整。验收评价指标体系是否有效构

建，多维度评估安装服务，保障服务质量是否持续改进。 

经全面深度验证，《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及安装通用

要求》标准中规定内容与智能家居企业在产品功能、安全、

兼容性、安装流程与验收管理等关键层面高度契合。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制定《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及安装通用要求》，为智

能家居场景设计提出设计指南，并对后续的安装布线调试等

提出要求，已成为引导和规范智能家居发展的迫切需求。 

一是提高用户对智能家居产品在各类生活场景中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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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程度和满意度，满足用户各类区域场景和生活智能场景的

需求，促进智能家居产业的健康发展，推动智能家居技术在

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和普及；二是补充完善家居领域智能

家居标准体系，改变当前缺乏以场景为核心的智能家居设计

和安装标准的局面；三是提升智能家居产品的质量，促进相

关企业更好地实施“三品”战略。 

因此，该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对智能家居行业健康、安

全发展，促进行业稳步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

际、国外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涉及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国内外在本标准涉及的

技术领域发展稳定；本标准在兼容相关国际、国内现有标

准的基础上，将创新并促进国内外相关领域技术规范的发

展。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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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轻工行业技术标准体系 

《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及安装通用要求》属于轻工其

他分类的管理类。《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及安装通用要求》

行业标准对进一步规范我国智能家居行业健康发展、保障智

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及安装高质量发展，促进和规范我国智

能家居行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带动关联产业的持续

发展。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

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5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贯彻实施本标准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具备良好的实施

方法和检查监督机制。具体来说： 

（1）加大宣贯力度。利用报纸、电视、电台及微信、微

博等各种新媒体，大力宣传，为标准的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

氛围。 

（2）开展培训认证工作。通过培训和认证工作，扩大标

准的应用范围，促进各单位新技术新产品的发展。 

（3）加强标准实施反馈。对在标准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及提出的意见，要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做好标准的修订

和完善工作。 

十一、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智能家居应用场景设计及安装通用要求》标准起草组 

2025 年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