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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监控系统（CCTV）建设规范

1 总 则

1.1 为提高海事视频监控系统（简称 CCTV）工程建设管理水平，促进 CCTV 建设管理的科学化、规范

化和制度化，制定本规范。

1.2 本规范为海事系统内部管理规范文件，用于指导海事系统新建、扩建、改建海事视频监控系统工

程的设计、建设、检测、验收等。

1.3 本规范对系统组成、功能要求、设备配置、性能要求、系统检测和验收等内容进行规定。

1.4 海事视频监控系统工程的建设，应做到稳定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实用，并满足网络安全等级保

护要求。

1.5 海事视频监控系统工程的设计、建设和验收除应符合本规范外，还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

技术标准的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规范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均适用于本文件；未注明日期

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GB 50348-2014

《安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GB/T28181-2016

《民用闭路监视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 50198-2011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95-2007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GB 50174-2008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950052/95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2016

《通信局（站）防雷与接地工程设计规范》GB 50689-2011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11-2007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 GB50312-2007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2015

《系统接地的形式及安全技术要求》GB 14050-2008

《电子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GB/T2887-2011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2008

《交通电视监控系统工程验收规范》GA/T 514-2004

《城市监控报警联网系统通用技术要求》GA/T 669-2008

3 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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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总监控中心

是指部署在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的视频监控系统，负责从各监控中心获取经由网络上传的数字视频图

像监控信息。

3.2 监控中心

是指部署在直属海事局或省级海事局的视频监控系统，负责从各监控分中心获取经由网络上传的

数字视频图像监控信息。系统主要由视频监控平台、控制计算机、视频存储设备等组成；具有对监控中

心管理（用户及权限）、本级中心网络内数据转发（单播或多播），用户的监视控制，实时监控、应急

指挥、录像回放、网络管理、日志管理、本地配置等功能进行控制操作。

3.3 监控分中心

是指部署分支海事局或地市级海事局的视频监控系统，负责从各直接连接的监控点获取经由网络

上传的数字视频图像监控信息。系统主要由视频监控平台、控制计算机、视频存储设备等组成；具有对

监控分中心管理（用户及权限）、本级中心网络内数据转发（单播或多播），用户的监视控制，录像重

放，对监控点管理、设置等功能。监控分中心视频监控服务系统的中心数据库能够实现系统与系统间的

数据共享，并且为本级监控网络内各终端用户提供可视化的监控信息。

3.4 监控点

是指部署海事处或执法大队的视频监控系统，负责为监控分中心提供网络视频监控信号源，对现场

采集的视频监控信号数字化后进行存储和网络化传输。系统主要由视频采集设备、通讯控制设备、网络

设备、网络硬盘录像机等组成。

3.5 多级网络监控

由各级海事管理机构局域网络组成并通过网络路由等设备形成的多级海事数字视频监控专用网络；

各级局域网络内的视频监控服务器分别为各级海事监管机构提供多级网络视频监控服务。

3.6 CCTV 联动

由VTS/AIS/GPS/BDS系统获取船舶等被监视目标的矢量信息（包括船舶ID与船舶经纬度坐标），视

频监控系统提供实时云台状态，同时通过数据接口接收并完成相关控制请求。VTS/AIS/GPS/BDS系统通

过接收控制数据信息建立与数字视频监控系统之间的联动，在电子海图（或电子江图）平台上实现视频

目标的锁定和自动跟踪。

3.7 高清

是指物理分辨率可达1080P（1920×1080）、4K（3840×2160）高清监控设备。

3.8 H.264

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和运动图像专家共同制定的标准，在同样的画质下，采用H.263 Main

Profile@Level 4.1压缩算法，码率仅为MPEG-4的二分之一，可以在低码率情况下实现高清编码。

3.9 H.265

是在视频编码标准H.264基础上，侧重改进码流、编码质量、延时和算法复杂度之间的关系，实现

最优化设置。H.265可实现利用1.5Mbps的带宽传送720P普通标清音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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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视频监控管理平台

是对视频监控联网系统内的视频、音频、报警等各种信息资源进行集成及处理，对联网系统的设备、

用户、网络、安全、业务等进行综合管理，实现视频监控系统的相关功能。

3.11 前端设备

视频监控系统中安装于监控现场的信息采集、编码、处理、存储、传输、安全控制等设备。

3.12 用户终端

经监控管理系统注册并授权的、对系统内的数据和（或）设备有操作需求的客户端设备。

3.13 视频编码设备

具有对数字视频进行编码压缩功能的设备。

3.14 视频解码设备

具有对数字压缩视频进行解码还原功能的设备，可带有音频处理、设备控制、数据交换、图像分割

显示等特定功能。

3.15 网络硬盘录像机 NVR

网络硬盘录像机是接收网络摄像机设备传输的数字视频码流，并进行存储、管理，从而实现网络

分布式存储和管理的设备。

3.16 数字视频录像机 DVR

是通过硬盘录像方式实现图像数字存储处理的计算机系统，具有对图像/语音进行长时间录像、录

音、远程监视和控制的功能。

3.17 网络存储 IPSAN

是高清视频图像存储的主要设备，采用IP构架的以太网传输，具备良好的扩展性、共享性和较低的

分摊应用成本，是多路高清监控存储主要采用的技术之一。

3.18 以太网供电 POE

采用IEEE 802.3af POE 以太网供电，网络摄像机电源、图像数据、报警数据、云台控制数据等均

通过以太网线传输。

3.19 PTZ

云台全方位（上下、左右）移动及镜头变倍、变焦控制。

4 系统组成及架构

4.1 系统组成

视频监控系统由前端监控设备、视频监控平台设备、数据存储设备、集中解码器、安全防护设备、

媒体网关传输接口设备、客户端等组成。

（1）前端监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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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监控点区域配置网络摄像机、云台、拾音器等前端设备。

前端监控摄像机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录像采集和视频编码，同时可以搜集前端音频信号、告警信

息，通过网络接入各自区域内的网络录像机，录像码流可直接存储在本地网络录像机中，降低中心带宽

的压力。当在紧急事件发生需要临时查看时，监控中心可随时调取前端监控摄像机的画面和录像文件。

网络摄像机在实现视频编码和传输同时，还需提供音频、告警接入端口，通过告警触发可以实现监控客

户端、监控中心的报警联动，画面自动显示等功能。

（2）视频监控平台设备

监控中心平台负责前端监控点的管理，实现用户登录认证、码流交换、系统管理和录像等功能。

（3）数据存储设备

采用NVR、DVR、IPSAN或云存储的方式进行存储，对重要图像需要进行长期备份存储；对于总监控

中心、监控中心等核心节点，应采用云存储的方式进行存储。

（4）集中式解码器

集中解码器实现图像输出到电视墙，实现电视墙浏览。高清解码卡可以实现1路1080P、1路720P或4

路D1及其以上分辨率的视频解码。

（5）媒体网关传输接口设备

DVR接入网关，实现对已建DVR监控点的兼容接入，完成远程控制、监控浏览、DVR录像查询与回放、

告警联动等功能。

（6）客户端

通过在操作坐席的电脑上安装客户端软件的形式，能够实现对系统的控制、管理、操作等。在客户

端可以浏览监控图像、对前端摄像机进行PTZ控制、修改设备参数、报警联动。

4.2 系统架构

海事视频监控系统采用多级监控管理模式，分为总监控中心、监控中心、监控分中心及监控点，系

统基本架构图如下：

图1 系统基本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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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系统互联

海事视频监控系统应遵循《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GB/T

28181）规范，满足传输、交换、控制的基本要求和安全性要求，以及控制、传输流程、通信协议和协

议接口等技术要求，与VTS/AIS/BDS跟踪目标实现联动的系统设备数据接口应提供SDK用于二次开发。

4.4 系统设备编号

建设单位新建或改造视频监控系统时可建立系统设备编号。编码规则可由直属局（或省级海事局）

编码、分支局（或地市级海事局）编码、海事处（或执法大队）编码、类型编码和序号五个码段的十进

制数字字符构成，具体可由各直属局（或省级海事局）自行定义。

5 功能要求

5.1 网络监控管理

在授权的情况下，在监控终端能够对前端摄像机进行图像收视、图像存储和控制；在监控专网的任

一节点，所授监控权限不变。各级监控平台可对本级平台、监控终端、监控点设备进行状态监测和记录。

5.2 图像浏览

（1）图像浏览是监控系统基本的功能。通过客户端软件能够对监控现场图像进行实时浏览，同时

可对前端摄像机进行PTZ控制，实现镜头的左右、上下转动，视野的拉近拉远等视角操作。

（2）客户端软件支持4/9/16/25/36/48/96等分屏浏览方式，同时支持N+1方式浏览；系统支持轮询

解码输出显示，可自动轮流显示前端监控现场图像。

（3）系统支持对前端监控图像进行字幕设置和时间显示，方便监控中心了解监控现场。

（4）系统提供图像抓拍功能，监控中心可随时根据需要抓拍监控图像。

5.3 图像编辑

可对前端监控图像的字幕设置、时间显示、位置布设、镜头名称、镜头指向等内容进行编辑。

5.4 数据存储

（1）系统实现对监控图像、声音、控制信号等实时存储，存储数据可互为备份地保存在监控中心

或监控分中心；同一个监控点数据存储时间不少于30天，前端监控点数据本地存储时间不少于24小时。

（2）录像存储支持手动、定时、告警等多种控制方式，可实现按时间段进行录像、告警触发录像。

录像数据以文件形式存储在磁盘上，可方便的调看、导出。

（3）录像文件数据库详细记录设备、通道、时间、报警信息等。录像文件的检索应支持秒级检索，

可按名称、录像方式、时间段等进行检索；录像文件的回放支持本地回放和远程点播，可对回放的录像

进行快进、拖拉的控制。录像文件可检索、异地调用和通用播放器回放。

（4）系统具有日志功能，可对所有的操作、控制、报警等信息进行保存，日志文件应支持导出。

5.5 权限管理

系统应支持管理员、操作员、浏览用户三级用户管理，可为不同的用户分配不同的管理权限。管理

员具备系统所有权限，可对下级权限用户进行信息的增添、注销等操作；操作员可进行前端设备操作控

制和相关记录文件的调取工作；浏览用户可浏览存储在服务器上的音视频、图片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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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支持B/S和C/S管理架构，可使用PC通过网络连接到监控平台，通过用户名/密码认证后可获得

相应的管理操作权限，以方便进行系统管理。

5.6 数据管理

系统具备前端自定义功能，可对前端进行名称、ID等进行统一编码，统一管理；系统具有日志功能，

能够实时记录所有登录、操作、交换、告警等信息；可提供数据信息管理功能。

5.7 广播功能

根据使用需求可在监控前端设有路由器、网络音频终端和扬声器；在监控分中心（或经授权在监控

终端）配置广播控制服务器、网络寻呼话筒和路由器；在监控分中心通过网络寻呼话筒可实时进行现场

广播。

5.8 智能化功能

新建及改造的海事视频监控系统（CCTV）系统工程可按照实际使用需求，具备下列功能：

（1）联动功能。CCTV系统视频信息可接入VTS/AIS/GPS/BDS系统，在GIS平台上实现与跟踪目标的

联动功能。在交通显示器上选则目标时，系统可自动计算CCTV云台的旋转角度，跟踪目标移动，显示目

标图像。

（2）智能巡航。CCTV系统应支持电子巡航系统，可采用预设的巡逻方案调用巡逻线路上监控点的

图像，通过调用相关图像实现对指定区域、线路的巡逻。系统可与各监控中心现有大屏幕系统联动显示，

将连续的视频监控点图像在大屏幕上依次显示，或在指定监控器同步显示。

（3）统计分析。系统可利用背景分离技术进行图像变化的检测，对特定区域的目标数据处理、追

踪、识别，得到包括目标位置、尺寸、形状、速度、停留时间等基本形态信息和动态信息，完成目标追

踪和行为理解，实现船舶交通统计分析功能。

（4）远程诊断。可远程监控和诊断系统软硬件的工作状态，系统发生故障时可及时反馈，通过声

光报警方式提醒技术人员，并生成系统故障工作日志。

6 技术要求

6.1 摄像机设备性能

考虑监控实用时效性和特定监控的要求，必要时采用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机，实现24小时全天候监

控。

6.2 图像分辨率

摄像机显示分辨率应不小于1920×1080像素。

在4Mbps传输带宽情况下，保证每秒25帧时传输1920×1080像素（1080P）图像；在2Mbps传输带宽

情况下，保证每秒25帧时传输1024×720像素（720P）图像。

系统支持多码流传输功能，可根据传输带宽情况自动调整图像分辨率，在监控中心和监控分中心的

图像分辨率不低于720P。

6.3 监视距离

前端摄像头监视距离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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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泊位级的监控，监视距离一般在1000m内，摄像头应支持至少32倍光学变焦（支持光学透

雾）；夜视时通过补光应认清监视距离1000m处目标的轮廓和状态。

（2）对于港区级的监控，监视距离一般在2000m内；摄像头应支持至少60倍光学变焦（支持光学透

雾）；夜视时通过补光应认清监视距离2000m处目标的轮廓和状态。

（3）对于航道级的监控，监视距离一般大于3000m左右，摄像头应至少支持60倍光学变焦（支持光

学透雾）；夜视时通过补光应认清监视距离3000m处目标的轮廓和状态。

对于液化码头、危险品码头等易燃易爆的特殊环境需要，需配置防爆摄像机。根据使用环境的防爆

需求，防爆摄像机应符合相应的防爆标准等级（GB3836防爆国家标准）的要求，并具有防爆合格证。

6.4 网络传输

（1）通过建设视频监控专用网络进行监控图像传输，视频监控网络应与海事办公网络实行分区分

域管理。

（2）联网系统网络带宽要求应能满足前端设备接入监控分中心、监控中心、总监控中心的带宽要

求，并留有余量。前端设备接入监控分中心单路的网络传输带宽应不低于2Mbps，重要场所的前端设备

接入监控分中心单路的网络传输带宽应不低于4Mbps，各级监控中心间网络传输带宽根据具体传输视频

监控图像路数和质量要求进行设置，不宜低于20Mbps。

（3）无线数据网络传输可采用4G/5G/无线专网/租用卫星通信等模式传输图像数据；

（4）联网系统网络层应支持IP协议，传输层应支持TCP和UDP协议。

（5）网络传输质量

联网系统IP网络的传输质量应符合如下要求：

a）网络时延上限值为400ms；

b）时延抖动上限值为50ms；

c）丢包率上限值为1×10-3；
d）包误差率上限值为1×10-4。
（6）网络安全

系统应按照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二级及以上的标准进行建设。应从物理位置的选择、物理访问控

制、防盗窃和防破坏、防雷击、防火、防水和防潮、防静电、温湿度控制、电力供应、电磁防护、结构

安全与网段划分、网络访问控制等方面考虑，具体参照《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标准中的要

求。

视频专网与公共互联网传输需要满足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网络安全防护要求。

6.5 系统兼容

各级监控中心之间、监控分中心与监控站点之间应按照GB/T 28181等相关要求进行信息的传输、交

换和控制，实现有效通信和数据共享。监控平台应采用嵌入式软件、功能模块化设计。

系统在升级或扩容时不应影响原有业务的正常使用。接入其他单位视频监控信号时应符合《安全防

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GB/T28181），宜在同一平台兼容运行。

可与地方政府部门、港航单位、口岸单位进行视频监控系统数据的交换；海事系统视频信息可与地

方政府、港航单位、口岸单位共享。

6.6 平台架构

海事视频监控系统平台体系结构应基于工业标准的J2EE平台和SOA面向服务的架构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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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Service 接口/SDK

系统管理 移动客户端客户端

视频浏览

IPC 解码器 无线前端
编解码器/会议

终端/手持终端

应用 二次开发

行业客户端

平台服务

HTTP

服务扩展

流媒体门户

录像管理服务 电视墙服务 电子地图服务

告警管理服务 用户管理服务 日志服务 其他服务...

分层的模块化设计

扩展业务层 录像子系统 平台外设模块

核心基础服务

会话层

网络层

提供交换

状态订阅

提供消息路由

事务一致性

系统管理模块 简单网管模块

接入模块

客户端接入

前端接入

基础库 NAT穿越

重传缓冲

精确重传SIP协议

图2 平台体系结构

平台应遵循多层体系结构模型，包括客户端表现层、业务层和中间服务层。

对于数据库的访问必须通过中间应用服务器完成，不得直接访问数据库。

6.7 视频监控电视墙

根据实际使用需要可配备合适的显示器和电视墙设备。显示设备应能清晰显示现场实时图像，显示

设备的分辨率指标应高于系统对采集、传输过程规定的分辨率指标，并具有DVI、HDMI接口。

7 系统建设要求

7.1 布点原则

（1）监控站点尽可能选择在已有塔架、构筑物等具有安装摄像设备支架条件的建筑物或特定的场

所内，应充分利用已建设施，便于监控设备的架设施工。

（2）监控站点的安装应距监控区域较近且为周围地域的较高点，具备良好的通视和观察效果，且

方便日常管理维护。

（3）监控站点的周边应具有220V交流电源，并有数据传输线路（自建传输线路除外）。

（4）监控站点原则上不能布设在防火防盗、供电和通信条件较差或不具备安装条件的地点。

（5）监控站点布点位置主要设置在下列地区：

1）VTS系统雷达覆盖的重要水域；

2）江河出入口、干支流交汇区、锚泊区等重点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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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滚装码头、旅游码头、轮渡码头、危险品码头等重要的码头；

4） 重要的车、客渡口，船舶过驳区和调头区水域；

5） 桥梁、船闸等重要水上设施；

6）其他需要监控的地方。

7.2 前端监控设备安装

（1）前端监控设备安装位置应根据监控需求选择在监视目标附近，不易受外界损伤和干扰，且不

影响其他现场设备运行和人员正常活动的位置。

（2）监控设备安装应满足对预定范围内目标进行有效监控的需要。

（3）摄像机安装应避免强光直射，保证图像传感器靶面不受损伤。镜头视场内，不得有遮挡监视

目标的大型障碍物。

（4）摄像机安装应从光源方向对准监视目标，逆光安装时，应降低监视区域的对比度。

（5）监控设备安装的引出电缆应至少留有1m的余量，且不影响云台的转动；监控设备的电缆和电

源线均应固定，并不能用插头承受电缆的自重；插头处应做防水处理；引出线缆应加软护套，裸露在支

架、杆塔外部的线缆应加PVC等硬质保护材料。

（6）摄像机安装和各种安装支架应牢固、稳定，具有符合使用要求的抗风等级，工作风速不小于

32m/s。

（7）摄像机现场安装的线缆、管槽应使用环保材料。

（8）摄像各种安装支架应考虑防腐、防锈、防酸。

7.3 施工布线

海事视频监控系统管线敷设要求按照施《综合布线工程设计规范》和《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

要求进行。

7.4 前端设备供电

前端设备供电应采用本地取电方式供电，供电单元应配备空气断路器、熔断器、稳压电源等装置。

7.5 防雷与安全接地要求

（1）系统接地应采用一点接地方式，接地母线应采用铜质材料，接地电阻不宜大于10Ω。地线不

得形成封闭回路，不得与强电的电网零线短接或混接；

（2）监控设备安装前应对接地电阻进行测量，对未能达到设计要求的接地电阻，应进行降阻施工；

仍达不到设计要求时，应采取更换接地装置等措施；

（3）光缆传输系统中的光端机外壳、光缆的金属加强芯和金属光缆接续护套等部分应采取接地措

施；光缆的金属加强结构应采取单端接地方式做接地防护；

（4）雷电多发区应控制从光纤收发器到监控设备之间的线缆连接长度，一般不宜超过50m，应配备

电源避雷器、信号线防雷器、接闪器和专用接地装置；

（5）系统的防雷接地与安全防护设计应符合相关规范设计要求。

7.6 系统安全等级保护

CCTV系统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实行等级保护，暂

按二级保护建设，并在二级保护的基础上，实行重点保护。CCTV建设过程中，如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另行

制定等级保护要求，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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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系统检测要求

8.1 前端设备

不低于本规范第六章规定的监控时效、图像分辨率、监视距离等要求。

8.2 传输网络

网络时延上限值为400ms、时延抖动上限值为50ms、丢包率上限值为1×10-3、包误差率上限值为1

×10
-4
。

8.3 数据存储

存储空间不低于本规范第五章规定的存储时间要求，以及异地备份存储，存储数据调用等要求。

8.4 系统平台性能

可接入的前端支持堆叠、级联等多种部署方式、平台支持QXGA（2048×1536）、1080P、UXGA、960P、

720P、XGA、SVGA、D1、4CIF、2CIF等主流视频分辨率、平台支持多画面同时浏览，不少于64画面。

8.5 系统平台功能

可通过浏览器进行访问和经授权的操作，管理员可对用户权限的进行分级管理；系统支持对当前监

控图像的音视频信息进行统计，支持平台录像、录像可分为手动录像、定时录像、周期录像及告警录像

等。

9 系统验收

9.1 一般原则

（1）视频监控系统工程验收主要包括现场验收和竣工验收。

（2）视频监控系统所使用的产品、材料应符合国家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现行标准的要求，并与设

计文件、工程合同的内容相符合。

（3）验收项目应覆盖工程合同、设计文件的主要内容。

（4）现场验收和竣工验收程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1）施工单位提出申请，并提交主要技术文件、资料。技术文件应包括：工程合同、正式设计

文件、设计变更文件、主要设备的检验报告或认证证书等。

2）验收前应根据本规范和上述技术文件，制定验收方案。

3）出具验收报告，对验收结果进行评判。

（5）系统整体性能验收结果合格后，进入试运行；系统试运行满3个月后，可申请竣工验收。

（6）验收中有不合格项时，允许改正后进行复验。

（7）系统保修期限原则上不少于24个月。

（8）涉密工程项目的验收，相关单位、人员应严格遵守国家的保密法规和相关规定，严防泄密、

扩散。

9.2 现场验收

（1）全套系统设备完成了安装、调试，使用要求得到建设单位认可，可申请进行现场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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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建设单位组织监理、施工单位根据设计任务书或工程合同提出的设计、使用要求对工程进

行现场验收。

（3）现场验收应根据相关要求完成系统功能、性能测试，测试结果符合设计、使用要求。

（4）系统现场验收合格后，出具现场验收报告。现场验收报告包括：对照设计任务书要求，对系

统功能、效果进行检查的工作评价；对照设计文件对安装设备的数量、型号进行核对的结果等。

（5）系统进入试运行阶段。

9.3 竣工验收

（1）系统经试运行达到设计、使用要求，并为建设单位认可，出具系统试运行报告。

（2）根据工程合同有关条款，施工单位须对有关人员进行操作技术培训和设备维护管理培训，需

对培训情况进行考核。培训内容应征得建设单位同意，并提供系统及其相关设备操作和日常维护管理的

说明、方法等技术资料。

（3）按部局基本建设管理有关规定，竣工验收申前，要求竣工档案资料达到验收标准。

（4） 工程竣工验收前，建设单位应向工程竣工验收小组（委员会）提交下列验收资料：

1）设计任务书；

2）工程合同；

3）设计文件与相关图纸资料；

4）设计变更文件；

5）系统现场验收报告；

6）系统试运行报告；

7）系统使用说明书（含操作和日常维护说明）；

8）系统软件等相关技术材料（包括如数据格式、通信协议等）；

9）工程竣工决算报告。

（4）竣工验收小组（委员会）应符合下列规定：

1）视频监控系统的竣工验收，应由建设单位或者建设单位上级主管部门组织安排。

2）竣工验收小组（委员会）的人员组成由竣工验收的组织单位根据工程的性质、特点和管理

要求确定，验收人员中技术专家不应低于验收成员总数的50%。

9.4 工程移交

工程通过竣工验收，经建设单位认可后，才能正式交付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