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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标准代替DB33/T 334—2011《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检验规范》，与DB33/T 334—2011相比，

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术语和定义“竣工自检”“验收检测”（见 3.3、3.4，见 2011年版 3.1、3.2），新

增了“系统检测”“高风险保护对象”“运行检测”（见 3.1、3.2、3.5），删除了“周期

性测评”“语音传输指数”“扩声系统语言传输指数”（见 2011年版的 3.3、3.4、3.5）； 

b) 将“检验规则”更改为“检测规则”（见第 4章，见 2011年版的第 4章），将“检验原则”

更改为“总体要求”，并更改了相关内容（见 4.1，见 2011年版 4.1），将“检验类别”更

改为“检测类别”，并更改了相关内容（见 4.2，见 2011年版 4.2），更改了抽样原则的要

求（见 4.3，见 2011年版 4.3），将“检验流程”更改为“检测流程”，并更改了相关内容

（见 4.4，见 2011 年版 4.4），删除了“判定准则”（见 2011 年版的 4.5），将“检测报告”

更改为“报告编制”，并更改了相关内容（见 4.5，见 2011年版的 4.6）； 

c) 将“入侵报警系统”“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电子巡查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停车库

（场）管理系统”“楼宇对讲电控系统”“安全管理系统”“数字传输网络”更改为“前端

检测”“传输检测”“终端检测”“安全检测”（见第 5章、第 6章、第 7章、第 8章，见

2011年版的第 5章、第 6章、第 7章、第 8章、第 9章、第 10章、第 11章、第 12章）； 

d) 删除了“控制功能”（见 2011年版的 5.1、6.1）、“报警功能”（见 2011年版的 5.2）、

“其他功能”（见 2011年版的 5.10、6.6、7.6、8.7、9.4、10.8）、“显示功能”（见

2011年版的 6.2.2）、“监视范围”（见 2011年版的 6.2.3）、“记录功能”（见 2011 年

版的 6.3.1）、“记录信息”（见 2011年版的 6.3.2）、“检索回放”（见 2011年版的

6.3.3）、“系统管理”（见 2011年版的 6.5）、“信息采集”（见 2011年版的 7.2）、

“存储信息”（见 2011年版的 7.4.1）、“管理功能”（见 2011年版的 7.5、8.6、9.3.1、

9.3.2、9.3.3、9.3.4）、“系统功能”（见 2011年版的 8.1）、“执行机构”中的部件要

求（见 2011年版的 8.3.1）、“基本功能”（见 2011年版的 10.1）、“语音传输指数”

（见 2011年版的 10.2.2）、“主备电源切换”（见 2011年版的 13.2.3.2）、“泄漏电流”

（见 2011年版的 13.2.5）、“防雷设施”（见 2011年版的 13.3）、“工程工艺性和施工质

量”（见 2011年版的第 14章）； 

e) 将“挡车器基本功能”更改为“车辆识读”，并更改了相关内容（见 5.5.3，2011年版的

9.1），更改了探测范围的检测方法（见 5.2，2011年版的 5.9），增加了探测灵敏度中的振

动式探测器、视频图像探测装置的检测方法（见 5.3.4、5.3.5）、增加了人脸信息识读的检

测方法（见 5.5.4）； 

f) 增加了无线传输线路和网络传输性能的检测方法（见 6.2.1、6.3）； 

g) 增加了时钟同步的检测方法（见 7.11），将“报警反应速度”更改为“响应时间”（见 7.2，

2011年版的 5.7），将“存储连续性”更改为“视频存储连续性”，并更改了相关检测内容

（见 7.5.1.1，2011 年版的 6.3.4），将“存储容量”更改为“视频存储时间”（见 7.5.1.2，

2011年版的 6.3.5），将“车位管理”更改为“车位状态识别”，并更改了相关内容（见

7.7.3，2011年版的 9.3.5），将“报警功能”更改为“楼寓对讲报警功能”，并更改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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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见 7.6.5，2011年版的 10.4），更改了图像分辨率的内容（见 7.4.4.2，2011 年版

6.2.5.3）、图像实时性的检测内容（见 7.4.4.5，2011年版的 6.2.6）、其他报警检测内容

（见 7.6.1.2，2011年版的 6.4.3）、巡查报警功能检测内容（见 7.6.2，2011年版的 7.1）、

出入车辆识别检测内容（见 7.7.2，2011年版 8.2），增加了图像水平清晰度测试连接图、

车底图像分辨率、人脸识别、智能视频分析的检测方法（见图 1、7.4.4.6、7.7.4、7.8）； 

h) 增加了信息安全、绝缘电阻和辐射限值的检测方法（见 8.2、8.3.3、8.3.4）； 

i) 将“电压和频率”更改为“电压和频率、电源适应性”（见 9.2.1，2011年版 13.2.1.1）、

“电压畸变率”更改为“电压波形畸变率”（见 9.2.1.3，2011年版 13.2.1.2）、“备用电

源容量”更改为“备用电源供电时间”（见 9.2.3，2011年版 13.2.3.1），更改了显示分辨

率的检测方法（见 9.4.1，2011 年版 13.5.1），增加了防静电地面系统电阻、稳态电压偏差、

稳态频率偏移、断电切换时间、谐波电压和谐波电流、零地电压、拼缝和拼接误差的检测方

法（见 9.1.5、9.2.1.4、9.2.1.5、9.2.1.6、9.2.1.7、9.2.1.8、9.4.5、9.4.6）； 

j) 将“表 A.1”和“表 A.2”合并为“表 A.1”，增加了运行检测的相关内容，删除了抽样原则，

更改了实施检测的项目（见附录 A，2011年版的附录 A）； 

k) 增加了检测设备技术性能（见附录 B）； 

l) 将“附录 B 视频监控主观评价方法”更改为“附录 C 视频监控主观评价方法”（见附录 C，

2011年版的附录 B），将“附录 C 分析统计法”更改为“附录 D 分析统计法”（见附录 D，

2011年版的附录 C）；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浙江省公安厅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省公安科技研究所、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科技学院、浙

江大合检测有限公司、浙江中浩应用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福禄克测试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浙江警官职业学院、绿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航天科工广信智能技术有限

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方圆智能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庄君丰、詹德佑、焦庆春、徐力、蔡锋、赵静岚、方文俊、邱宇芃、刘晓明、

尹岗、孙宏、徐慧、魏平、郑嘉俊、党桥桥、吴参毅、邓志吉、张元锋、吴淳杰。 

本标准及其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2001年首次发布为 DB33/T 334—2001，2011年第一次修订； 

——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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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检测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的检测规则、前端检测、传输检测、终端检测、安全检

测以及监控中心检测的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的竣工自检、验收检测、运行检测。

其他用于安全防范目的的智能化系统检测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标准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标准。 

GB/T 2887—2011  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 

GB/T 3785.1  电声学  声级计  第1部分：规范 

GB/T 5700—2008  照明测量方法 

GB/T 14549—1993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 

GB/T 21671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LAN）系统验收测试方法 

GB/T 26270—2010  数字电视接收设备标准测试信号 

GB/T 28448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要求 

GB/T 31488—2015  安全防范视频监控人脸识别系统技术要求 

GB/T 32420—2015  无线局域网测试规范 

GB/T 50312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 

GB 50339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48—201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GB/T 50525—2010  视频显示屏系统工程测量技术规范 

GB 55024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 

GB 55029  安全防范工程通用规范 

GA 308  安全防范系统验收规则 

GA/T 1336—2016  车底成像安全检查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GA/T 1711—2020  安防监控中心电磁环境控制限值和测量方法 

SJ/T 10796—2001  防静电活动地板通用规范 

YD/T 1381  IP网络技术要求—网络性能测量方法 

ISO 12233  摄影  电子静止图像成像  分辨率和空间频率响应（Photography — Electronic 

still picture imaging — Resolution and spatial frequency responses） 

RFC 2544  网络互联设备基准测试方法（Benchmarking Methodology for Network Interconnect 

Devices）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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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348—201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系统检测  system test 

按照程序确定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的一种或多个特性的活动。 

[来源：GB/T 27000—2023，5.2，有修改] 

 3.2 

高风险保护对象  high risk protected object 

依法确定的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和防范恐怖袭击重点目标。 

[来源：GB 50348—2018，2.0.18] 

 3.3 

竣工自检  completion self-test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安装调试完成后，由施工单位组织对系统功能、性能进行的检测。 

 3.4 

验收检测  test of system acceptance check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验收前，由检验检测机构对系统功能、性能进行的检测。 

 3.5 

运行检测  test of system operating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交付后，由建设单位或使用单位对系统运行一段时期的功能、性能进

行的检测。 

[来源：GB 50348—2018，条文说明9.1.7，有修改] 

4 检测规则 

总体要求 4.1 

4.1.1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的检测内容应符合国家法规及 GB 50339、GB 50348、GB 55024、

GB 55029、GA 308等标准的规定。 

4.1.2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的检测项目应覆盖工程合同、招投标文件、深化设计文件及工程变

更文件的主要技术内容。 

检测类别 4.2 

4.2.1 竣工自检 

工程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施工单位应按照合同和招投标文件要求组织自检，必要时可委托检验

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4.2.2 验收检测 

4.2.2.1 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在工程验收检测前,系统应至少试运行 30 d。 

4.2.2.2 验收检测应由具有安全防范系统检验检测资质且检测能力在资质能力授权范围内的检验检测

机构实施。 

4.2.3 运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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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1 高风险保护对象的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进行运行检测，检测频次由行业主管单位或使用单位

确定。 

4.2.3.2 运行检测应由建设单位或使用单位组织实施，必要时可委托检验检测机构对相关技术指标进

行检测。 

4.2.4 检测项目 

4.2.4.1 根据不同类别的检测要求，按照附录 A 规定的项目内容进行检测。检测所需设备相应的技术

要求参考附录 B。 

4.2.4.2 对定量检测的项目，在同一条件下每个点应进行 3 次以上的重复测量并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

最终检测结果。 

抽样原则 4.3 

抽样除应符合GB 50348—2018中9.1.5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 抽样母体数为各设备类型或型号的总数量； 

—— 抽样应覆盖各防范区域； 

—— 高风险保护对象中的重点部位应全数检测。 

检测流程 4.4 

4.4.1 验收检测 

4.4.1.1 细则制定 

实施检测前，应根据工程合同、招投标文件、设计要求与相关标准制定检测实施细则，细则应包

括检测目的、检测依据、检测内容及方法、使用仪器、检测步骤、测试方案、检测数据记录表及数据

处理方法、检测结果评判等内容。必要时可摄取现场照片、视频图像等资料留存备查。 

4.4.1.2 资料审查 

应对工程资料进行检查，检查的主要资料可包括：工程合同、工程正式设计文件（方案）、工程

变更文件、设备清单、主要设备的检验报告或3C认证证书、产品合格证书、系统施工图、平面布防图、

网络拓扑图、配线表、机房布置图、隐蔽工程验收单、系统试运行报告、初验报告及竣工报告等。 

4.4.1.3 配置检查 

根据工程设备配置清单对主要设备进行配置检查。 

4.4.1.4 检测实施 

依据检测实施细则对系统各项功能进行检测，检测完毕后出具检测报告。 

4.4.2 竣工自检和运行检测 

参照验收检测流程实施。 

报告编制 4.5 

4.5.1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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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报告基本信息应包含项目名称、检测类别、委托单位名称及地址、建设（使用）单位名称及

地址、施工单位名称及地址、检测日期、检测地点、检测依据、检测项目、项目描述、检测结论等内

容。 

4.5.2 抽样信息 

检测报告应包含系统前端设备的总数量、测试数量、抽样比例、抽样范围及安装位置等内容。 

4.5.3 报告内容 

检测报告内容应包含检测依据、判定依据、检测项目（检测项目按照附录A要求）、单项检测结果、

实测数据等内容。 

5 前端检测 

概述 5.1 

前端检测是指针对安装于前端使用的安全技术防范设施设备在运行状态下的特性测试。 

探测范围 5.2 

在设计最大探测范围边界处至少选择3个测试点（开关式探测器除外），模拟探测触发条件，检查

报警状态。 

探测灵敏度 5.3 

5.3.1 室内报警（被动红外、多普勒微波、超声波）探测器 

采用步行方法在设计探测范围内分别以低、中、高的速度移动，检查报警状态。本试验应在设计

探测范围内至少选3点进行。 

注： 以正常步行幅度为基准，低、中、高的移动速度可分别以三秒一步、一秒一步、一秒三步的速度参考。 

5.3.2 室外报警（主动红外、多普勒微波）探测器 

采用直径200 mm及以上且长度能充分遮断射束的圆柱形装置，在设计探测范围内以低、中、高的

速度移动通过，检查报警状态。本试验应在设计探测范围内至少选3点进行。 

注： 以一次遮挡伸缩动作为基准，低、中、高的移动速度可分别以三秒一次、一秒一次、一秒三次的速度参考。 

5.3.3 开关式探测器 

打开装有开关式探测器的门、窗，开启门隙不超过60 mm，检查报警状态。 

5.3.4 振动式探测器 

使用普通机械工具在探测范围内施加加速度≥200 m/s
2
的外力引起机械振动，检查报警状态。本试

验应在设计探测范围内至少选3点进行。 

5.3.5 视频图像探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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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操作说明在视频探测区域内人为模拟触发，移动速度应符合5.3.1的要求，检查报警状态。本

试验应在设计探测范围内至少选3点进行。 

5.3.6 其他特殊探测器 

可按照操作说明采用相应的模拟设备模拟报警事件，检查报警状态。试验应在设计探测范围内至

少选3点进行。 

故障及防拆报警 5.4 

5.4.1 故障报警 

在任何撤/布防状态下，故障报警功能的检测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 对有线传输系统中的报警信号传输线路进行开路、短路及并接其他负载模拟操作时，检查控

制设备的报警状态和手动复位情况； 

—— 对有线传输系统中的探测器和防盗报警控制器主要电源模拟切断，检查防盗报警控制设备的

报警状态、显示线路故障信息以及手动复位情况； 

—— 对使用数据网络传输报警信号的系统，模拟发生网络传输故障或信息连续阻塞超过 30 s，检

查报警控制设备报警状态。 

5.4.2 防拆报警 

5.4.2.1 探测器防拆 

在任何撤/布防状态下，打开探测器外壳或触发探测器防拆触点，检查控制设备的报警状态、探测

器地址信息以及手动复位情况。 

5.4.2.2 控制器防拆 

在任何撤/布防状态下，打开控制器外壳或触发控制器防拆触点，检查控制设备的报警状态以及手

动复位情况。 

识读响应 5.5 

5.5.1 巡查识读 

检测人员现场模拟各巡查点识读过程，使用秒表进行测量，以采集装置或识读装置触发识读为起

始时间，以识读装置发出声、光或者震动等提示为终止时间，测试间隔时间。 

5.5.2 出入口识读 

根据出入口系统的实际安装情况，出入口识读时间的检测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 使用秒表测试记录从收到指令至完成出入口启/闭的过程(即完成一次启/闭)的间隔时间； 

—— 依据使用说明操作，出入口开启时采用秒表计时并统计出入数量，对通过人员和/或物品的

通过的时限和/或数量进行计算。 

5.5.3 车辆识读 

使用秒表测量，以车辆身份信息确认放行为起始时间，以挡车器完成开启为终止时间，测试间隔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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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人脸信息识读 

清空系统中的原有注册信息，将授权数据集和测试对象注册进系统。测试对象依次进入系统的识

读区域，直到系统显示识别结果后离开。在识别正确的试验中，记录系统开始采集授权信息至系统输

出识别结果之间的间隔时间。 

阻挡装置 5.6 

5.6.1 出入口执行机构 

5.6.1.1 检查电控开锁功能，执行机构应准确可靠，一次有效操作，只能产生一次有效动作。 

5.6.1.2 模拟断电等故障状态，检查执行机构应急开启功能。 

5.6.1.3 检查出入准许指示装置，记录准许和拒绝两种状态的提示类型。 

5.6.2 楼寓执行机构 

5.6.2.1 在门扇关至 15°～30°处进行标识，将门扇打开至最大角度然后自然闭合，检查在标识处

闭门速度调整情况和锁门情况。 

5.6.2.2 使用秒表测量，以按下楼寓室内机开锁键为起始时间，以开锁通电时间为终止时间，测试间

隔时间。 

5.6.2.3 在环境噪声不大于 60 dB（A）环境下，将门体开启 90°，用声级计在门外距离门扇 1 m，高

度 1 m处测试关门时的冲击噪声声压级。 

5.6.3 停车库（场）执行机构 

按照GB 50348—2018中9.4.5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报警声级 5.7 

使用声级计在距离声报警装置发声器件1 m的正前方测量。 

照明 5.8 

车库照明的测量区域划分依据GB/T 5700的规定进行，测点间距宜根据场地大小按照2.0 m×2.0 m

或4.0 m×4.0 m要求进行选取，使用照度计在地面水平面进行测试。 

6 传输检测 

概述 6.1 

传输检测是指针对用于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前端设备设施和与之相联的控制、存储设施等设备之间

的传输介质和传输网络的特性测试。 

传输线路 6.2 

6.2.1 当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传输线路采用基于计算机网络传输的综合布线系统时，可按照

GB/T 50312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6.2.2 当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传输线路采用基于无线局域网系统时，可按照 GB/T 32420—

2015中 6.2.2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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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当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传输线路采用有线或无线备用方式时，模拟主线路故障，检查备

用线路切换结果和系统运行状态；恢复主线路后检查系统运行状态。 

6.2.4 当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采用市话网电话线传输报警信息时，在线路上模拟挂接使用通信

设备，例如电话机、传真机等，然后触发报警探测器，在主叫方式下检查报警优先状态。 

网络传输性能 6.3 

6.3.1 当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的传输采用基于以太网的局域网系统时，按照 GB/T 21671、

GB/T 32420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6.3.2 当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的传输采用广域网系统时，按照 YD/T 1381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网络管理功能 6.4 

6.4.1 当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的传输采用基于以太网的局域网系统时，按照 GB/T 21671、

GB/T 32420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6.4.2 当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的传输采用广域网系统时，按照 YD/T 1381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7 终端检测 

概述 7.1 

终端检测指针对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前端设备设施通过传输网络进行集成，实现设计要求

的软硬件或组合在运行状态下的特性测试。 

响应时间 7.2 

7.2.1 紧急报警 

在布防状态下，人为触发紧急报警按钮，以触发时为起点，以监控中心控制设备发出声、光报警

为终点，使用秒表测试间隔时间。 

7.2.2 入侵探测器 

人为触发入侵探测器报警，触发方式按照5.2的要求进行，以探测器报警指示灯亮为起点，监控中

心控制设备发出声、光报警为终点，使用秒表测试间隔时间。 

7.2.3 故障报警 

人为模拟外部连线短路或断路，以短路或断路时为起点，以监控中心控制设备发出声、光报警为

终点，使用秒表测试间隔时间。 

7.2.4 防拆报警 

防拆报警响应时间的检测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 人为打开控制器外壳或触发控制器防拆触点，以触发时为起点，以监控中心控制设备发出声、

光报警为终点，使用秒表测试间隔时间； 

—— 人为打开探测器外壳或触发探测器防拆触点，以触发时为起点，以监控中心控制设备发出声、

光报警为终点，使用秒表测试间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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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联动启动 

在具有报警联动功能的区域内，人为触发入侵探测器，以探测器指示灯亮为起点，以复核图像建

立、录像设备开启及其他联动功能启动为终点，使用秒表测试间隔时间。 

7.2.6 巡查识读 

人为现场模拟各巡查点识读过程，使用秒表进行测量，采用本地管理模式的在线式电子巡查子系

统，以现场触发巡查点为起始时间，以管理终端接受到该巡查信息提示为终止时间，测试间隔时间。 

报警联动 7.3 

7.3.1 一般要求 

模拟发生报警时，检查与其相关的视频监控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等安防子系统及灯光照明设备

等联动方式，并有效记录联动信息。 

7.3.2 声音复核 

声音复核功能的测试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a) 用声级计测量并记录装有声音复核装置的区域的环境背景噪声，应≤45 dB(A)； 

b) 在设计防护范围内，人为触发报警并模拟现场人的说话、走动、橇、凿等声音，检查报警系

统与声音复核系统的联动开启状态； 

c) 调阅模拟演示的音视频文件，检查声音是否能够清晰辨识。 

7.3.3 图像复核 

报警图像复核功能的测试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 在设计防护范围内，人为触发报警，检查报警系统与图像复核系统的联动开启状态，对现场

传输到监控中心的图像进行显示和记录； 

—— 在报警探测范围边界上，人为模拟 5.3.1的步行速度，选择最短距离通过探测区和联动摄像

机视场，触发报警及报警联动系统，目视检查在响应指定显示器上所显示图像及联动录像机

所录制的图像，应能显示、记录人体参考目标； 

—— 当系统装有联动照明装置时，检查照明设备与图像复核装置联动启动的状态，用照度计测量

并记录现场照度。 

图像监视 7.4 

7.4.1 测试环境 

图像监视功能检测应在监视区域内气象条件、环境照度符合设计要求时进行，如不符合要求，可

进行人工模拟，或者更换检测时间。 

7.4.2 视频切换响应时间 

在监控中心选取3路以上不同的视频资源，测试时以选取动作执行为起点，到所指定的画面显示为

终点，用秒表测试间隔时间。 

7.4.3 图像主观评价 



DB33/T 334—2024 

9 

7.4.3.1 用照度计测量并记录被测摄像机监视范围内的照度，照明条件较差的环境如具备辅助光源时，

应在辅助光源打开后进行照度测量。室内照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7.4.3.2 图像主观评价采用抽测单画面图像的方式进行，画面图像应包括光照度最差、外界干扰最强

等情况，根据图像的劣化程度进行评价打分，评价方法见附录 C。 

7.4.4 图像质量 

7.4.4.1 水平清晰度 

监控图像水平清晰度的测试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a) 用照度计测量并记录被测摄像机监视场内被测清晰度处的现场照度，作为参考； 

b) 按照图 1 在摄像机前设置清晰度测试卡（可根据摄像机种类不同选取 4:3或 16:9的测试卡），

使测试卡画面中心与镜头的光轴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调整测试卡与摄像机镜头的距离，当测

试卡图像在显示器中显示满屏时，用目视法观察显示器图像中心楔上能分辨的最大线数。 

测试卡

摄像机

中间传输控制设备

监视器

 

图 1  图像水平清晰度测试连接图 

7.4.4.2 图像分辨率 

通过监控摄像机厂家提供的客户端软件抓取一帧图像，再通过第三方软件工具对所抓取的图像读

取图像分辨率。 

7.4.4.3 图像亮度鉴别等级 

在摄像机前端设置灰度等级测试卡，摄像机摄取图像信号，在监视器图像接近满屏时，用目视法

测量可分辨的最大亮度鉴别等级。 

7.4.4.4 视频信号幅度 

在摄像机前端设置标准测试图（白色），摄像机摄取图像信号，在监视器图像接近满屏时，在模

拟视频信号传输末端测量信号幅度。 

7.4.4.5 图像实时性 

7.4.4.5.1 帧率 

使用视频性能测试设备按照图2的配置连接，读取该链路视频帧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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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交换设备

视频监控平台

摄像机 测试设备

 

图 2  帧率测试连接示意图 

7.4.4.5.2 系统图像延时 

采用统一触发时钟方式，检查终端图像显示、视频记录与现场图像的同时性，计算图像显示延迟

时间。 

7.4.4.5.3 视音频同步性 

视频音频同步的测试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a) 使所有音视频通道同时处于记录状态，连续工作不小于 4 h； 

b) 随机选择某一文件中至少 5个时间点（包括该文件开头和结尾在内）的视音频进行回放； 

c) 用目视和耳听，综合评价视音频监视和回放的同步效果。 

7.4.4.6 车底图像分辨率 

7.4.4.6.1 静态车底图像分辨率按照 GA/T 1336—2016中 6.5.7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7.4.4.6.2 动态车底图像分辨率按照 GA/T 1336—2016中 6.5.8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7.4.4.7 楼寓可视图像质量 

对具有可视功能的楼寓对讲电控系统应进行图像水平清晰度和图像亮度鉴别等级试验，按照

7.4.4.1和7.4.4.3规定的方法进行。 

记录存储 7.5 

7.5.1 视频信息存储 

7.5.1.1 视频存储连续性 

采集连续录像自动分段的任意相邻两个数据记录段，观测和计算前一段结束时间与后一段开始时

间的时间差值，记录间隔时间。 

7.5.1.2 视频存储时间 

视频存储时间的检测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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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正常使用状态下进行长时间的连续记录，并以 1 h为单位得出占用存储介质的数据量，再

根据总容量计算出最大记录时间； 

—— 对运行期间的录像进行查阅，检查录像保存最久的时间。 

7.5.2 巡查信息存储时间 

巡查信息存储时间的检测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 以一条巡查信息为单位得出占用存储介质的数据量，再根据总容量计算出最大存储数量； 

—— 人为将电子巡查按钮断电后，重新通电并检查断电之前的巡查记录是否有丢失； 

—— 以系统设定的每轮巡查信息为单位得出占用存储介质的数据量，再根据每天进行巡查的轮数

和管理终端用于存储巡查信息的总容量，计算出最大存储时间，或调用试运行记录，检查已

存记录时间。 

7.5.3 出入口信息存储时间 

出入口信息存储时间的检测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 使用有效或非有效钥匙对识读部分进行识读操作，模拟进出状态，检查进出信息和时间误差； 

—— 检查主机存储记录信息，包括对非有效进入的记录信息； 

—— 调用试运行记录，检查已存记录时间，并根据数据所占容量与总存储介质容量计算信息存储

时间。 

系统报警功能 7.6 

7.6.1 视频异常报警功能 

7.6.1.1 视频丢失 

在前端模拟切断任意选取的视频图像输入信号，检查监控中心报警响应状态，并记录响应方式。 

7.6.1.2 其他类型 

具备其它报警功能的系统，应按照操作说明设置报警触发条件、报警响应动作；人为模拟触发条

件，检查监控中心报警响应状态，并记录响应方式。 

7.6.2 巡查报警功能 

人为模拟人员巡查不到位等非正常状况，包括巡查时刻、巡查顺序等，检查管理主机是否产生报

警。 

7.6.3 出入口报警功能 

7.6.3.1 人为模拟发生下列情况，检查系统报警状态： 

—— 按照使用说明操作，当连续若干次（最多不超过 5次）在目标信息识读设备或管理/控制部

件上实施错误操作时； 

—— 当所控制的门体未正常关闭时； 

—— 当强行拆除和/或打开识读现场装置时。 

7.6.3.2 人为模拟发生下列非授权进入的情况，检查系统报警状态： 

—— 未使用授权的钥匙而强行通过出入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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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正常操作而使出入口开启时。 

7.6.4 停车（库）场报警功能 

人为模拟发生下列情况，检查系统报警状态： 

—— 未经授权的强行开启挡车器时； 

—— 识读到未授权车辆时； 

—— 通讯发生故障时。 

7.6.5 楼寓对讲报警功能 

按照步骤人为模拟下列情况，检查系统报警状态： 

a) 检查报警键与呼叫键的设置情况； 

b) 使系统处于守候状态，同时分别触发 2 台分机的报警键和呼叫键； 

c) 使管理机处于通话状态，同时触发 2台分机的报警键。 

识别准确性 7.7 

7.7.1 出入凭证识别 

使用有效或非有效凭证对识读部分进行识读操作，对系统的误识率与拒识率进行检测，具体方法

参见附录D中的规定。 

7.7.2 出入车辆识别 

模拟试验车辆通过出入口，计算车辆图像识别率，具体方法参见附录D.1的规定。 

7.7.3 车位状态识别 

根据系统说明书或技术手册的说明，对车位进行试验区域划分，模拟车辆进入区域。在表1、表2、

表3所示的车位状态下，检查车位指示灯状态，重复测试至少20次。 

表 1  车位状态识别测试表（覆盖 1个模拟车位） 

专属车位 车位指示灯状态 

● 红色 

○ 绿色 

注： ●：代表车位有车；○：代表车位无车；绿色：代表区域内车位未满；红色：代表区域内车位已满。 

表 2  车位状态识别测试表（覆盖 2个模拟车位） 

车位1 车位2 车位指示灯状态 

● ● 红色 

● ○ 绿色 

○ ● 绿色 

○ ○ 绿色 

注： ●：代表车位有车；○：代表车位无车；绿色：代表区域内车位未满；红色：代表区域内车位已满。 

 

 

 



DB33/T 334—2024 

13 

表 3  车位状态识别测试表（覆盖 3个模拟车位） 

车位1 车位2 车位3 车位指示灯状态 

● ● ● 红色 

● ● ○ 绿色 

○ ● ● 绿色 

● ○ ● 绿色 

● ○ ○ 绿色 

○ ○ ● 绿色 

○ ● ○ 绿色 

○ ○ ○ 绿色 

注： ●：代表车位有车；○：代表车位无车；绿色：代表区域内车位未满；红色：代表区域内车位已满。 

7.7.4 人脸识别 

按照GB/T 31488—2015中7.2、7.3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智能视频分析 7.8 

智能视频分析的检测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a) 在视频中设定检测区域； 

b) 根据实际应用场景在设定检测区域内模拟动作或事件，重复 10 次以上，记录系统输出正确

检测结果的次数和模拟试验总次数； 

c) 计算系统输出正确结果的次数与模拟试验总次数的比值，得出检测率。 

音频性能 7.9 

7.9.1 一般要求 

测试时现场噪声应≤45 dB（A），测试应对所有室外机与室内机组成的联网音频通道进行测试，

包括管理机通道、单元机通道等。 

7.9.2 衰减平衡度 

7.9.2.1 应答通道 

应答通道的衰减平衡度测试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a) 应答通道衰减平衡度的测试系统应按照图 3 进行配置，标准音源应靠近室外机传声器，声级

计传声器应靠近室内机扬声器； 

标准音源 楼宇对讲
电控系统 

室外机
传声器 室内机

扬声器

声级计

 

图 3  应答通道衰减平衡度测试连接示意图 

b) 最近端测试：保持标准音源位置不变，选取与室外机传输距离最短的楼层上的三组室内机，

用声级计测量其输出声压级，分别记为𝐿𝑃1−1、𝐿𝑃1−2、𝐿𝑃1−3，按照式（1）进行计算： 



DB33/T 334—2024 

14 

 𝐿𝑃′̅̅ ̅̅ =
1

3
(𝐿𝑃1−1 + 𝐿𝑃1−2 + 𝐿𝑃1−3) ……………………………(1) 

式中： 

𝐿𝑃′̅̅ ̅̅ ——最近端衰减平衡度测试值。 

c) 最远端测试：保持标准音源位置不变，选取与室外机传输距离最远的楼层上的三组室内机，

用声级计测量其输出声压级，分别记为𝐿𝑃2−1、𝐿𝑃2−2、𝐿𝑃2−3，按照式（2）进行计算： 

 𝐿𝑃′′̅̅ ̅̅ ̅ =
1

3
(𝐿𝑃2−1 + 𝐿𝑃2−2 + 𝐿𝑃2−3)……………………………(2) 

式中： 

𝐿𝑃′′̅̅ ̅̅ ̅——最远端衰减平衡度测试值。 

d) 应答通道衰减平衡度按照式（3）进行计算： 

 𝐿𝑃
̅̅ ̅ = 𝐿𝑃′̅̅ ̅̅ − 𝐿𝑃′′̅̅ ̅̅ ̅         ……………………………(3) 

式中： 

𝐿𝑃
̅̅ ̅——应答通道衰减平衡度测试值。 

7.9.2.2 主呼通道 

主呼通道的衰减平衡度测试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a) 主呼通道衰减平衡度的测试系统应按照图 4 进行配置，标准音源应靠近室内机传声器,声级计

传声器应靠近室外机扬声器； 

标准音源 楼宇对讲
电控系统 

室内机
传声器 室外机

扬声器

声级计

 

图 4  主呼通道衰减平衡度测试连接示意图 

b) 按照 7.9.2.1规定的方法反向测试。 

安全防范管理平台 7.10 

按照GB 50348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时钟同步 7.11 

修改各待测系统设备的本地时钟，等待10 min后检查系统时钟与标准计时装置时钟同步。 

8 安全检测 

概述 8.1 

安全检测指安全技术防范系统中涉及信息安全、电气安全等相关的特性测试。 

信息安全 8.2 

8.2.1 通信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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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采用的传输网络，利用工具软件测试在通信过程中的整个报文或会话过程的加密情况，对以

下内容进行核查： 

a) 保证通信过程中数据完整性的校验技术或密码技术措施； 

b) 保证通信过程中数据保密性的密码技术措施。 

8.2.2 数据存储 

检查系统数据的存储设置加密措施，核查保证重要数据在存储过程中保密性的密码技术措施。 

8.2.3 边界防护 

边界防护的测试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 检查系统的关键网络节点处的病毒检测和清除措施，确认病毒防护机制的升级和更新情况； 

—— 检查系统的防火墙措施，核查访问控制规则是否根据访问控制策略设置，是否存在多余或无

效的访问控制规则； 

—— 检查系统的入侵防范措施，核查是否具备检测、防止或限制从外部或内部发起的网络攻击行

为的能力； 

—— 检查系统的防止非授权连接内部网络或外部网络的管理措施； 

—— 检查无线网络接入内部网络的受控措施。 

8.2.4 身份鉴别 

身份鉴别的测试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 检查登录是否采用身份鉴别措施，确认用户身份标识是否具有唯一性，是否存在空口令用户

以及是否具有复杂度要求并定期更换； 

—— 检查登录失败处理功能、限制非法登录功能以及登录连接超时及自动退出功能的配置和启用

情况； 

—— 检查对系统远程管理是否采用加密等安全方式。 

8.2.5 其他安全要求 

按照GB/T 28448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电气安全 8.3 

8.3.1 接地电阻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接地电阻按照以下要求进行测试： 

a) 检查系统中所有采用基本绝缘和接地的措施与系统的保护地连接情况； 

b) 采用单点或多点接地的系统，将系统专用接地干线从地面引出端处断开，使用接地电阻测量

仪进行测试； 

c) 采用环路接地的系统，使用钳型电阻测试仪进行测试。 

8.3.2 抗电强度 

对监控中心控制设备进行抗电强度性能测试，主要交流供电设备的电源插头或电源引入端子与外

壳裸露金属部件之间应能承受1.5 kV、50 Hz交流电压的抗电强度试验，历时1 min应无击穿和飞弧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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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绝缘电阻 

在监控中心控制设备电源开关接通的情况下，在设备电源插头或电源输入/输出端与设备外壳可触

及部分之间施加DC500 V电压，试验时间60 s，测试绝缘电阻。 

8.3.4 辐射限值 

应按照GA/T 1711—2020中第5章规定的要求对监控中心坐席和人员活动位置进行电场强度、磁场

强度、磁感应强度、等效平面波功率密度指标的测试。 

9 监控中心 

环境 9.1 

9.1.1 温湿度按照 GB/T 2887—2011中 7.3、7.4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9.1.2 照度按照 GB/T 2887—2011中 7.8和 GB/T 5700—2008中 6.1、附录 A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9.1.3 尘埃按照 GB/T 2887—2011中 7.5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9.1.4 噪声按照 GB/T 2887—2011中 7.7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9.1.5 防静电地面系统电阻按照 SJ/T 10796—2001中 7.3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电源 9.2 

9.2.1 电源质量 

9.2.1.1 电压和频率 

使用电能质量分析仪在设备专用配电柜（盘）的输出端测量电压和频率。 

9.2.1.2 电源适应性 

在总电源输入端接入调压变压设备对电压进行调整，分别调整至187 V和242 V两个电压值并检查系

统工作状态，每次试验时间不少于15 min。 

9.2.1.3 电压波形畸变率 

使用电能质量分析仪在监控中心配电柜的输出端测量电压波形畸变率。 

9.2.1.4 稳态电压偏移 

在市电电源接入端使用电能质量测试设备测量实际电压值，按照式（4）计算稳态电压偏移： 

 ∆𝑈 =
(𝑈−𝑈𝑁)

𝑈𝑁
× 100%        ……………………………(4) 

式中： 

∆𝑈——稳态电压偏移； 

𝑈  ——设备实际测试电压值； 

𝑈𝑁——设备标称电压值。 

9.2.1.5 稳态频率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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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电电源接入端使用电能质量测试设备测量实际频率值，按照式（5）计算稳态频率偏移： 

 ∆𝐻 = 𝐻 − 𝐻𝑁             ……………………………(5) 

式中： 

∆𝐻——稳态频率偏移； 

𝐻  ——设备实际测试频率值； 

𝐻𝑁——设备标称频率值。 

9.2.1.6 断电切换时间 

使用电源质量测试设备连接不间断电源和市电电源，切断市电电源，在电源质量测试设备读取断

电切换时间。 

9.2.1.7 谐波电压和谐波电流 

监控中心主电源来自市电网时，谐波电压和谐波电流可按照GB/T 14549—1993中附录D规定的方法

进行检测。 

9.2.1.8 零地电压 

使用电源质量测试设备测试系统设备电源输入末端处中性线与保护地线之间的电压。 

9.2.2 断电恢复 

关断系统电源，5 min后开机恢复运行，检查各子系统的控制及存储设备的所有编程信息和时间信

息存储情况。 

9.2.3 备用电源供电时间 

备用电源工作时间的检测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a) 查看监控中心备用电源的容量与各子系统供电回路； 

b) 检查各子系统的标称额定功耗； 

c) 备用电源各回路容量除以各子系统总功耗，计算得出供电时间。 

环境电磁干扰 9.3 

9.3.1 无线电干扰环境场强按照 GB/T 2887—2011中 7.9.1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9.3.2 磁场干扰环境场强按照 GB/T 2887—2011中 7.9.2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系统显示 9.4 

9.4.1 显示分辨率 

在采用高清数字显示系统时应将测试信号输入显示系统，测试信号格式应符合GB/T 26270—2010

中4.1的相关规定，检查其能否正常显示，能否符合相应格式，记录所出现的现象。 

9.4.2 失控点 

监控中心显示屏失控点的测试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a) 分别输入全白场信号及红、绿、蓝基色信号，分别在 A、B 区计算不正常发光点的像素点数，

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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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输入全黑信号，分别在 A、B区计算不熄灭点的像素点数，并记录； 

c) 统计 A区的缺陷点统计总数和 B区的缺陷点统计总数。 

注： A区：位于屏幕中心且宽度、高度分别为屏幕宽度、高度一半的区域；B区：屏幕中除A区以外的区域。 

9.4.3 平整度 

按照GB/T 50525—2010中7.1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9.4.4 亮度均匀性 

按照GB/T 50525—2010中4.3、5.3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9.4.5 拼缝 

按照GB/T 50525—2010中7.2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9.4.6 拼接误差 

按照GB/T 50525—2010中7.3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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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工程检测项目表 

工程检测项目见表A.1。 

表 A.1  工程检测项目表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类别 

竣工自检 验收检测 运行检测 

1 

前端 

探测范围 ● ● ● 

2 探测灵敏度 ● ● ● 

3 防拆及故障报警 ● ● ● 

4 识读响应 ● ● ● 

5 阻挡装置 ● ● ● 

6 声级性能 ○ ● ○ 

7 照明 ○ ● ○ 

8 

传输 

传输线路 ● ● ● 

9 网络传输功能 ○ ● ● 

10 网络管理功能 ○ ● ○ 

11 

终端 

响应时间 ● ● ● 

12 报警联动 ● ● ● 

13 图像监视 ○ ● ● 

14 记录存储 ● ● ● 

15 系统报警功能 ● ● ● 

16 识别准确性 ● ● ● 

17 智能视频分析 ○ ● ○ 

18 音频性能 ○ ● ○ 

19 安全防范管理平台 ○ ● ○ 

20 时钟同步 ○ ● ● 

21 
安全 

信息安全 ○ ● ○ 

22 电气安全 ● ● ● 

23 

监控中心 

环境 ○ ● ○ 

24 电源 ● ● ● 

25 环境电磁干扰 ○ ● ● 

26 系统显示 ● ● ○ 

注： “●”表示在该检测类别中应实施检测的项目，“○”表示在该检测类别中可选择实施检测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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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检测设备技术性能 

B.1 概述 

本附录给出了安全技术防范工系统检测方法配套的主要检测设备技术性能说明，可配套使用。 

B.2 计时测试设备 

B.2.1 计时器的准确度应为±0.1 s。 

B.2.2 标准计时装置最大允许误差为±50 ms，定时偏差优于±100 ns，定时稳定度≤20 ns。 

B.3 视频测试设备 

B.3.1 清晰度测试卡应符合ISO 12233的相关要求，水平清晰度不应低于1 100 TVL。 

B.3.2 灰度测试卡的灰度等级不应低于9级。 

B.3.3 示波器的频带宽度不应小于20 MHz，输入灵敏度不应小于5 m𝑉𝑃−𝑃/cm，扫描精度应能达到微秒

级。 

B.4 音频测试设备 

B.4.1 声级计不应低于GB/T 3785.1中规定的2级声级计。 

B.4.2 标准音源应采用频率为1k Hz，声压级94 dB（A）的声校准器。 

B.5 布线测试设备 

用于综合布线测试的设备精度应符合表B.1的规定并应向下兼容；测试仪器应有输出接口，应能将

存储的检测数据输出至计算机。检测原始记录数据应用专用软件打开，且不应被篡改。 

表 B.1  测试设备精度 

布线等级 D级 E级 𝐸𝐴级 F级 𝐹𝐴级 Ⅰ/Ⅱ级 

设备精度 Ⅱe Ⅲ Ⅲe Ⅳ Ⅴ Ⅵ 

注： 布线等级D级最低，Ⅰ/Ⅱ级级最高；设备精度Ⅱe最低，Ⅵ最高。 

B.6 网络测试设备 

B.6.1 用于网络系统性能检测的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应支持在 10 M/100 M/1 000 M/10 G 以太网接口上的 100%满线速流量产生功能； 

b) 应具备 RFC 2544 网络性能检验功能； 

c) 应支持在 10 M/100 M/1 000 M/10 G 以太网接口上的 100%满线速流量统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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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0 M/100 M/1 000 M以太网测试时间标签精度应为 10 μs，10 G以太网测试时间标签精度应为 1 

μs。 

B.6.2 用于无线网络检测设备应符合GB/T 32420—2015中附录E的规定。 

B.7 电源质量测试设备 

B.7.1 电阻测试设备测量范围应为0.01 Ω～2.5×10
15

 Ω，分辨率应为0.01 Ω。 

B.7.2 电能质量分析设备电压测量范围应为0 V～500 V，准确度应为±0.1 V，频率准确度应为±0.15 

Hz，失真度准确度应为±5%。 

B.8 电磁兼容设备 

B.8.1 场强测试设备频率测量范围应为0.1 MHz～1 000 MHz，准确度应为±2 dB。 

B.8.2 高斯仪测量范围应为20 mG～2 000 mG，准确度应为±5%。 

B.8.3 用于监控中心辐射限值测试的测量仪器性能应符合GA/T 1711—2020中5.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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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视频监控主观评价方法 

C.1 方法 

C.1.1 用照度计测量并记录被测摄像机监视现场内被测清晰度处的现场照度。 

C.1.2 观看距离应为荧光屏高度的6倍，室内照度应满足监控室设计要求。 

C.1.3 参加主观测试的评价人员宜不少于5名，视频监控使用方的评价人员应不少于2名。 

C.1.4 分数直接对应级数，与平均分数相差2分以上的为无效评价，去掉无效评价，求出算术平均值

作为最终评价结果。 

C.2 模拟视频图像主观评价 

C.2.1 评价内容 

评价内容包括： 

a) 满分为 5分； 

b) 发现被测图像上损伤或干扰极严重，不能观看，扣 4分； 

c) 发现被测图像上损伤或干扰较严重，令人感到相当讨厌，扣 3分； 

d) 发现被测图像上有明显损伤或干扰，令人感到讨厌，扣 2分； 

e) 发现被测图像上稍有可察觉，连续存在的噪波点、网纹、扭曲、垂直或水平滚动条纹、闪烁、

色彩不均匀、偏色等，视其项目的多少，扣 0.2分～1分； 

f) 发现被测图像上有不易觉察的噪波点、网纹、扭曲、闪烁等，视其项目的多少，扣 0.l 分～

0.5分。 

C.2.2 合格判定 

合格判定遵循以下要求： 

a) 按照五级损伤制评定，系统图像质量的主观评价应不低于 4级； 

b) 回放图像质量的主观评价应不低于 3级； 

c) 回放报警的稳定图像质量的主观评价应不低于 3.5级； 

d) 移动目标图像的回放效果应达到设计和使用要求。 

C.3 数字视频图像主观评价 

C.3.1 数字视频图像主观评价表 

数字视频图像主观评价的项目及评分见表 C.1。 

 

 

 

 



DB33/T 334—2024 

23 

表 C.1  数字视频图像主观评价表 

编号 项目 
评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加权值 

1 马赛克效应 无 有，不严重 较严重 严重 极严重 0.3 

2 边缘处理 无 良 中 差 极 0.05 

3 颜色平滑度 优 良 中 差 极差 0.05 

4 画面还原清晰度 优 良 中 差 极差 0.35 

5 快速运动图像处理 优 良 中 差 极差 0.10 

6 复杂运动图像处理 优 良 中 差 极差 0.10 

7 低照度环境图像处理 优 良 中 差 极差 0.05 

C.3.2 满分判定 

满分为 5分，评价监视图像和回放图像所采用的显示设备的成像面积应相同。 

C.3.3 合格判定 

C.3.3.1 单项合格判定 

对所有参加主观评价的观看员对某项评价指标的评分进行算术平均（不考虑离散情况），结果即

为该项评价指标的平均得分𝑁�̅�。𝑁�̅�≥3者，判为该项合格； 𝑁�̅�＜3者，判为该项不合格。 

𝑁�̅�按式（C.1）进行计算： 

 𝑁�̅� = (∑ 𝑛𝑖𝑗
𝑗
𝑗=1 ) ÷ 𝐽         ……………………………(C.1) 

式中： 

I   ——第 i项评价指标的代号（从 1～I），I为单项的总数； 

j   ——第 j号观看员的代号（从 1～J）； 

J ——为观看员的总数； 

nij——第 j个观看员对第 i项评价指标的评分。 

C.3.3.2 全项合格判定 

对所有单项评价指标的平均得分𝑁�̅� ，根据视频监控的特点，进行加权平均，结果即为全项评价的

平均得分�̅� ，𝑁 ̅̅ ̅≥3者，判为全项合格；𝑁 ̅̅ ̅＜3者，判为全项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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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D  

（资料性） 

分析统计法 

D.1 识别率 

D.1.1 识别率是指系统检测和记录的可以确定的样本数量与经人工判定实际样本数量的百分比。 

D.1.2 识别率判定方法：识别率的计算按照式（D.1）进行。 

 𝑅𝑅 =
𝑛

𝑁
× 100%         ……………………………(D.1) 

式中：  

RR——识别率； 

n   ——系统检测和记录的可以确定的样本数量； 

N  ——经人工判定实际样本数量。 

D.1.3 在进行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测试时，人工判定实际样本（N）应≥20。 

D.2 拒识率 

D.2.1 拒识率也称拒真率，表示同一匹配信息来源被拒绝匹配的概率。 

D.2.2 拒识率按照式（D.2）进行计算。 

 𝐹𝑅𝑅 =
𝑛1

𝑁1
× 100%        ……………………………(D.2) 

式中： 

FRR——拒识率； 

n1     ——统计系统不能识别的有效目标信息数； 

N1    ——有效目标信息基数。 

D.2.3 在对出入口控制系统测试时，有效目标信息基数（N1）应≥系统实际目标信息数的20%。 

D.3 误识率 

D.3.1 误识率也称认假率，表示不匹配信息来源被匹配接受的概率。 

D.3.2 误识率判定方法：误识率按照式（D.3）进行计算。 

 𝐹𝐴𝑅 =
𝑛2

𝑁2
× 100%        ……………………………(D.3) 

式中： 

FAR——误识率； 

n2     ——统计系统识别的无效目标信息数； 

N1    ——无效目标信息基数。 

D.3.3 在对出入口控制系统测试时，无效目标信息基数（N2）应≥系统实际目标信息数的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