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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用门锁智能化改造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用门锁智能化改造、改造后产品及相关装置的技术要求、检测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建筑用门锁智能化改造及相关装置的设计、制造、检验、验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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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6920-2018 锁具 术语

GB 21556-2008 锁具安全通用技术条件

GA 374 电子防盗锁

T/ZSPH 01—2019 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技术应用 智能门锁安全

T/ZSPH 01—2021 智能门锁自动控制模块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能化改造 intellectualized reconstruction

是在机械门锁的基础上，无需更换锁体，用带电子电路的前、后面板替换机械门锁前、后面板，

安装驱动锁芯，实现电子解锁的技术路线。

3.2

改造装置 transform module

基于物联网及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持下，适用于执手中心到锁头中心不同距离的插芯式建筑用门锁

锁体的机电装置。

3.3

前面板 front panel

处于室外部分的门锁装置。

3.4

后面板 back panel

处于室内部分的门锁装置。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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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板 connect fitpanel

用于连接前面板和后面板，以适应不同安装孔距规格的锁具的安装装置。

3.6

驱动锁芯 drive lock device

通过双凸轮结构实现锁体快速驱动的装置。

3.7

电子解锁模块 electronic unlock module

以电子、生物识别等方式识别，通过执行控制执行系统实施解锁的电路系统。

3.8

执行控制模块 executive control module

接收电子电路指令，执行解锁、锁闭的电路系统。

3.9

锁体中心距 lock center distance

锁舌拨动件孔心到锁头轴心的距离。

3.10

传统锁体 traditional lock

指使用传统钥匙开启的执手式机械锁体。

4 缩略语

NB-IoT：窄带物联网（Narrow Band Internet of Things）

WiFi：无线保真（Wireless Fidelity）

5 技术要求

建筑用门锁智能化改造包括替换建筑用门锁的前面板、后面板，安装驱动锁芯，控制解锁、闭锁。

更换后的前面板含有电子解锁模块，后面板含有执行控制模块，驱动锁芯执行解锁、闭锁。电子解锁

模块通过电子、生物识别等技术，控制执行机构实施解锁的方式；执行控制模块接收电子电路指令，

执行解锁、闭锁；驱动锁芯受电子解锁模块和执行控制模块联动控制，驱动锁体解锁、闭锁。（智能

化改造装置结构图见图 1所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A0%E7%BA%BF%E4%BF%9D%E7%9C%9F/5932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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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智能化改造装置结构图

5.1 结构要求

5.1.1 前面板

a) 应含有电子解锁模块。

b) 电子解锁模块应符合T/ZSPH 01—2021 智能门锁自动控制模块技术要求。

c) 电子解锁模块应通过对插电缆与后面板执行控制模块连接。

d) 把手应受控电子解锁模块，执行解锁。

e) 应具备安全模块，实现安全运算（如加解密运算、安全认证等）、敏感信息（如用户密码、

用户ID、卡片鉴权数据、关键代码、生物特征数据、设备根密钥等）的安全存储、传输等功能。

f) 表面应无明显的变形、裂纹、褪色、毛刺、砂孔、腐蚀、划痕、图层脱落等缺陷。

g) 在GB21556-2008附录A所列工具标准限定范围内，使用任何一种工具，均不能解锁。

5.1.2 后面板

a) 应部署执行控制模块。

b) 执行控制模块应通过电缆与前面板电子解锁模块连接。

c) 应配备手动解锁、闭锁装置。

d) 应放置电池。

e) 表面应无明显的变形、裂纹、褪色、毛刺、砂孔、腐蚀、划痕、图层脱落等缺陷。

f) 应具备防火逃生控制装置。

5.1.3 驱动锁芯

a) 应具备2个以上拨动齿。

b) 拨动齿宜装入锁体内。

c) 应配备机械钥匙功能，并符合GA 374的规定。

5.1.4 电子解锁模块

a) 应具备按键模块，实现用户密码输入功能。

b) 应具备读卡模块，实现实现智能卡解锁功能。

c) 应具备指纹模块，实现指纹信息的比对功能。

d) 应具备通信模块，实现门锁设备的网络接入，与云端进行连接通信等功能。

e) 应具备生物特征识别模块，实现生物特征识别解锁功能。

5.1.5 执行控制模块

a) 应具备电源。

b) 应具备电机及减速装置。

c) 应具备控制模块，支持各项应用功能与驱动锁芯响应，执行解锁、闭锁。

d) 应符合T/ZSPH 01—2021 智能门锁自动控制模块技术要求。

5.2 改造后装置要求

5.2.1 适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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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满足锁体中心距为50mm-94mm锁体的适配。

b) 应满足锁体锁芯孔直径15mm-16.5mm的适配。

5.2.2 稳定性

在正常环境下，产品应能正常工作，不出现误操作，并满足GA 374的要求。

5.2.3 耐久性

应具备经久耐用的能力，并满足GA 374的要求。

5.2.4 安全性

a) 应保障门锁终端安全、智能钥匙安全、云服务平台安全、客户端安全、通用安全以及安全等

级。

b) 应符合T/ZSPH 01—2019 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技术应用 智能门锁安全相关要求。

6 检验

6.1 检验方法

包含目测验证法和试验验证法。

6.1.1 目测验证法

验证装置的形状、样式，装置表面应无明显的变形、裂纹、褪色，无毛刺、砂孔、腐蚀、划痕、

图层脱落等缺陷。

6.1.2 试验验证法

除特别声明环境条件外，试验验证应在下列环境条件下进行：

环境温度：15°C〜35 °C；

相对湿度：15%〜75%；

大气压强：86 kPa〜 106 kPa

按照装置结构、功能等要求，开展试验验证，检验装置是否满足技术要求。

6.2 检验规则

包含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按照装置的结构、功能的技术要求，采用相应的检验方法，对样品进

行型式检验、出场检验，依据GA 374判定规则，作出合格判定。

6.2.1 出厂检验

装置生产完成的检验，检验数量要求全检。

6.2.2 型式检验

转厂生产、产品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的改变后的装置，取样数量至少3只，样品从出厂检验

合格品中随机抽取。

6.3 检验内容

包含智能化改造装置结构、功能的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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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功能的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要求见表一、表二。

表一 结构检验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型式×、√ 出厂×、√

1 外观 表面无明显的变形、裂纹、褪

色，无毛刺、砂孔、腐蚀、划

痕、图层脱落等缺陷

目测验证 √ √

2 适配性 满足锁体中心距为50mm-94mm

锁体的适配；

满 足 锁 体 锁 芯 孔 直 径

15mm-16.5mm的适配

试验验证 √ √

3 稳定性 前面板、后面板通过安装板连

接，固定且不移位；

符合GA 374的规定

试验验证 √ √

4 耐久性 符合GA 374的规定 试验验证 √ √

5 安全性 绝缘电阻、泄露电流、抗电强

度、非正常操作、阻燃、过压

运行、网络安全、通信安全、

数据安全、信息安全等符合GA

374的规定

试验验证 √ √

6 防火逃生功能 防火逃生控制装置满足机械解

锁功能要求

试验验证 √ √

7 防暴力及技术开

锁功能

在GB21556-2008附录A所列工具

标准限定范围内，使用任何一种工

具，均不能解锁

试验验证 √ √

表二 功能检验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型式×、√ 出厂×、√

1 触摸键解锁功能 通过触摸键输入密码实现解锁

的功能；常规密码：6-10位

试验验证 √ √

2 生物指纹解锁功能 通过录入指纹信息，作为“锁”

密，之后使用该指纹，实现解

锁功能

试验验证 √ √

3 射频卡解锁功能 通过射频卡编入密钥信息，用

该射频卡实现解锁功能

试验验证 √ √

4 汉语导航功能 具有汉语语音提示功能 试验验证 √ √

5 防撬报警功能 应满足GA 374的要求 试验验证 √ √

6 低电压报警功能 电压低于4.8V，报警 试验验证 √ √

7 供电电压验证 提供6V的电源，并通过电压表

指示6V

试验验证 √ √

8 静态电流验证 将100uA电流表串接到供电线

路，并短路电流表，待设备正

常工作并休眠后，解除电流表

试验验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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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路，静态电流不超过70uA

9 执手左右换向功能 前面板旋出换向螺丝，将把手

换向到左开门或右开门状态；

后面板未安装前将把手置为左

开门或右开门的状态

试验验证 √ √

10 初始化功能验证 在后面板上按初始化按钮，电

子解锁模块发出提示，设备恢

复到出厂状态

试验验证 √ √

11 密码用户数量验证 录入多组密码并不少于30组 试验验证 √ √

12 卡片用户数量验证 使用20个以上射频卡设置 试验验证 √ √

13 身份证解锁功能 使用身份证进行设置和解锁 试验验证 √ √

14 公交卡解锁功能 使用公交卡进行设置和解锁 试验验证 √ √

15 中文菜单导航功能 具有显示器和中文菜单提示 试验验证 √ √

16 英文菜单导航功能 具有显示器和英文菜单提示 试验验证 √ √

17 英语播报导航功能 具有英语播报提示 试验验证 √ √

18 虚位密码功能 在正确的密码前后随意输入数

字均可解锁

试验验证 √ √

19 小程序临时密码功

能

按照说明书使用小程序，设置

临时密码解锁

试验验证 √ √

20 时间校准功能 按照说明书，将当前日期时间

输入到系统并提示当前时间

试验验证 √ √

21 试探锁定功能 用非授权的指纹、密码，连续

输入 5 次，系统提示锁定，并

且锁定时间超过 90S 后恢复

试验验证 √ √

22 蓝牙功能 依据检验说明 试验验证 √ √

23 WIFI 功能 依据检验说明 试验验证 √ √

24 生物识别解锁功能 依据检验说明 试验验证 √ √

25 NB-IoT 通信功能 依据检验说明 试验验证 √ √

26 前后通信加密功能 在电子解锁模块上加载 5V 电

源，不支持解锁

试验验证 √ ×

27 密钥加密功能 通信数据校验后保证消息不被

篡改、具有完整性

试验验证 √ √

28 常开功能验证 按常开按键后，可解锁 试验验证 √ √

29 常闭功能验证 按常闭按键后，使用电子解锁

模块解锁，不支持解锁

试验验证 √ √

30 抗强电场干扰功能 使用特斯拉线圈（40 万伏），

在前面板任何部位放电，不支

持解锁

试验验证 √ ×

7 智能化改造装置的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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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箱上应有以下标记：

a）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体积、质量、警示标志、生产企业的名称、地址；

b）商标名称、注册商标图案；

C）生产日期：年、月、日；

d）采用技术标淮编号。

7.2 包装

a) 包装材料应清洁、干燥，酸碱性应符合中性材料包装要求。

b) 产品应按规定的配件配齐，并附有产品使用说明书、合格标记。

c) 外包装应有足够的强度确保其在运输途中产品不受到损坏和划伤。

7.3 运输

a) 包装好的产品应能确保汽车、火车、飞机和轮船运输中的安全。

b) 运输包装应符合搬运要求。

7.4 贮存

a) 产品应贮存在空气干燥，周围无腐蚀性气体的仓库内。

b) 贮存环境应有防潮或防雨措施。

c) 产品应放置在离地面 20 cm以上的环境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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