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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IECTS29125:2017《信息技术 终端设备远程供电通信布缆要

求》。
与本标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18233—2008 信息技术 用户建筑群的通用布缆(ISO/IEC11801-1:2002,IDT)
———GB/T34961.2—2017 信息技术 用户建筑群布缆的实现和操作 第2部分:规划和安装

(ISO/IEC14763-2:2012,IDT)
本标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山东省计算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深圳赛

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耐克森(中国)线缆有限公司、山东正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诚通信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发展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刚、杨宏、李敏、赵向阳、林峰、王君原、李孟良、郭雄、吴俊、张弛、周鸣乐、冯正乾、

张建成、李旺、戚元华、刘波、王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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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为客户端使用ISO/IEC11801(第3版)规定的用户建筑群通用平衡布缆对终端设备进行远

程供电,提供了新的布缆安装和整修指导。用户建筑群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建筑物或在一个建筑物中

包含多家单位。布缆可先于远程供电设备或供电终端设备进行安装。

ISO/IEC11801-1规定了广泛应用的布缆子系统的结构和性能要求,为设备间、电信间和工作区的

布缆基础设施提供了合适的设备接口。
越来越多的单位设备布局分散,需要进行远程供电。本标准作为ISO/IEC11801-1的补充对使用

通用平衡布缆进行远程供电的实施提供补充规定。
本标准对使用ISO/IEC11801-1中平衡布缆的远程供电提供了附加的指导,给出了在不同的安装

条件下,需要特殊考虑的问题:
● 所有关于远程供电需要考虑的信息的集合;
● 远程供电连接器插拔指导。
本标准不包括相关国家和地方安全标准和法规的要求。
本标准是在若干不同安装条件下通信系统的远程供电的文献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设计支持远

程供电的通用平衡布缆时,相关安全标准及法规、应用标准,以及设备提供商的相关因素也在考虑范

围内。

ISO/IECTR29125:2010中规定每根导线的载流量为300mA,本标准将其调整为500mA。本标

准包含安装条件的补充内容,这些内容在ISO/IECTR29125:2010中未进行描述。本标准为跳线提供

了指导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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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终端设备远程供电通信布缆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

a) 规定了使用每根载流量最高500mA的导线,通过符合ISO/IEC11801的平衡布缆提供远程

供电,实现安全特低电压(SELV)和限功率电源(LPS)的应用,并支持通过平衡布缆为终端设

备进行远程供电;

b) 规定了支持平衡布缆远程供电的传输和电气参数;

c) 规定了包含多个安装场景及场景对提供远程供电的平衡布缆载流量的影响;

d) 规定了ISO/IEC11801-1中定义的布缆的设计和配置。
注:安全特低电压(SELV)指最大电压为60VDC电压,限功率电源(LPS)指4线对布缆的最高功率为100W。

本标准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用于评估不同线缆束大小及布缆结构的性能,以及估计不同载流量时

的安装条件。
安全(如,电气安全和防护、防火等)和电磁兼容(EMC)要求由其他标准进行规定,不包含在本标准

的范围内。但本标准中给出的信息有助于符合这些标准和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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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IEC11801-1 信息技术 用户建筑群的通用布缆 第1部分:通用要求(Informationtech-
nology—Genericcablingforcustomerpremises—Part1:Generalrequirements)

ISO/IEC14763-2 信 息 技 术  用 户 建 筑 群 布 缆 的 实 现 和 操 作  第 2 部 分:规 划 和 安 装

(Informationtechnology—Implementationandoperationofcustomerpremisescabling—Part2:Plan-
ningandinstallation)

ISO/IECTR24746 信息技术 用户建筑群的通用布缆 插入中跨数据终端供能设备(Informa-
tiontechnology—Genericcablingforcustomerpremises—Mid-spanDTEpowerinsertion)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ISO/IEC11801-1、ISO/IEC14763-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ISO和IEC维护用于标准化的术语数据库,网址如下:
● IECElectropedia:http://www.electropedia.org/;
● ISO在线浏览平台:http://www.iso.org/obp。

3.1.1 
电源设备 powersourceequipment
提供电能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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