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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医院外科综合大楼楼宇 自控系统工程设计。 

王传明， 高建奇 
(重庆东信智能楼字系统集成有限公司，重庆 4o0o~5) 

摘要：根据现代化医院具有大量电子设备，其电力负荷远远大于普通建筑物的特点，分析 

了现代化 医院建设 中楼字 自控 系统的中央控制室选址 、建筑设备 自动化 系统的电源要 求、 

现场控 制器设 置原则等设计要点 ，并结合 西南地 区某 医院外科综合 大楼的 实际情况 ，提 出 

了一 套 由 江森 (J0硎 SoN)公 司的 METASYS组 成 的现 代 化 医 院 外科 综 合 大楼 楼 字 自控 系 

统 的解 决方 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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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Design of Auto——control System of 

Surgery Complex Building in Certain Hospital 

WANG Chuan—ming，GAO Jian—qi 

(cIl0Ilgqing Dow n Intelligent Building system Co．Ltd。Chongqing 400015，P．R．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d requirement on the modem intelligent hospital，the main points 

for design of building auto—con trol system for intelligent hospital such as the location of central control rIx粕 ． 

power supply etc．were卸 yzed．From the practice in surgeon complex building ofcertain hospita l in southwest 

China，SOme  suggestions on solutions for auto—control of the surgeon complex building in hospital based on 

Metasys of Johnson Company are presented． 

Keywords：building auto—control system(BAS)；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power conversion and distribu。 

tion；project design 

医院作为一个有特定要求的智能化建筑，其智能化程度对整个医院的影响极为深远。在全球 

信息化浪潮以及加入 WTO后深远变革的大好形势下，现代化医院不仅要完善当前的服务。更要适 

应未来发展的需要 ，将医院建成一个现代科学化管理的智能建筑势在必行。根据重庆市建筑智能 

化系统工程建设管理规定 ，大中型医院必须建设智能化系统，由于医院中大量电子设备的应用使其 

电力负荷远远大于普通建筑物。所以一个高质量的楼宇 自控系统是智能化医院建设中必不可少韵 

组成部分。楼宇自动化控制系统就是对建筑物内的各种机电设施进行全面的计算机监控管理，如 

空调制冷系统、给排水系统、变配电系统、照明系统、电梯、消防、安全防范系统等；通过对各个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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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进行监控、控制、信息记录，实现分散节能控制和集中科学管理，为建筑物用户提供良好的工作环 

境，为建筑物的管理者提供方便的管理手段 ，减少建筑物的能耗并降低管理成本。 

1 设计概况 

西南某医院外科综合大楼总建筑面积约为 12 238．3 m2。地上 16层，地下 1层 ，建筑物总高度 

为 58．9 nl。大楼的楼宇 自控方案包括大型中央空调机组 5台、冷水机组 3台。除对空调系统进行 

控制外，还要求对门诊大厅及工作区的变配电系统、日常照明、给排水等设备进行统一管理和控制。 

为了保证整个系统的先进性、稳定性和可维护性 ，选用了美国 JOHNSON公司的 METASYS楼字自控 

系统。 

2 功能设计 

为了体现高标准、多功能、优质量、低成本的要求，该医院外科综合大楼的楼宇 自控系统致力于 

实现建筑物内的各硬件系统设备管理自动化、智能化、节能化，同时为大楼的病人和医务人员提供 

舒适、便利、高效率的环境。通过对建筑物的 4个基本要素进行分析，即结构、系统、服务和管理， 

以及运行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最优化方法对综合住院大楼的各种机电设备的运行及开关状态实行 

全时间的自动监测或控制，同时收集、记录、保存及管理有关系统的重要信息及数据，达到提高运行 

效率，节能，节省人力，安全延长设备寿命的目的。 

2．1 系统设计要点 

2．1．1 中央控制室选址及室内设备布置 

1)中央控制室应尽量靠近控制负荷中心，应离变电所、电梯机房、水泵房等会产生强电磁干扰 

的场所 15 m以上。 

2)室内控制台前应有 1．5 m的操作距离，控制台离墙布置时，台后应有大于 1 m的检修距离。 

3)当控制台横向排列总长度超过 7 m时，应在两端各各留大于 1 m的通道； 

4)中央控制室宜采用抗静电架空活动地板，高度不小于 20 m。 

2．1．2 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的电源要求 

1)中央控制室应由变配电所引出专用回路供电，中央控制室内设专用配电盘。负荷等级不低 

于所处建筑中最高负荷等级； 

2)通常要求系统的供电电源的电压不大于 -4-10％，频率变化不大于 -4-1 Hz，波形失真率不大于 

2O％ 。 

3)中央管理计算机应配置 UPS不间断供电设备，其容量应包括建筑设备 自动化系统内用电设 

备总和并考虑预计的扩展容量，供电时间不低于 30 min。 

2．1．3 现场控制器设置原则 

1)现场控制器的设置应主要考虑系统管理方式、安装调试维护方便和经济性。一般按机电系 

统平面布置进行划分。 

2)现场控制器要远离有输水管道，以免管道、阀门跑水，殃及控制盘。在潮湿、蒸汽场所，应采 

取防潮、防结露等措施。 

3)现场控制器要离电机、大电流母线、电缆 1．5 m以上，以避免电磁干扰。在无法满足要求 

时，应采取可靠屏蔽和接地措施。 

4)现场控制器位置选择宜相对集中，一般设在机房或弱电小间内，以达到末端元件距离较短 

为原则(一般不超过 50 m)。 

5)现场控制器一般可选用壁挂式结构，在设备集中的机房控制模块较多时，可选落地柜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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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柜前操作净距不小于 1．5 m。 

2．2 系统主要功能 

1)通过对 HYAC系统的自动控制，为在大楼内的医务人员及病员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 

2)通过与大楼的安全防范系统、火灾报警系统联动，提高建筑物与内部人员整体安全水平和 

灾害防御能力； 

3)实现最佳的能源控制方案，节省能源消耗并实现能源管理 自动化和减轻工作人员的劳动强 

度。 

4)及时为医院的设备管理人员提供设备运行状态、设备档案、运行历史、数据报表、纪录图表 

以便进行集中分析，作为设备科学管理决策的依据，实现设备维护工作的自动化和科学化。 

3 系统设计 

3．1 系统硬件结构 ’ 

本系统结构为两级网四级结构，由两级计算机网络和四级控制设备组成 BAS。系统结构图见 

图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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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楼宇自控系统图 

一 级网(N1)为 ARCNET网，通信速度达2．5 Mbit／s；也可采用目前广泛使用的以太网。 

二级网(N2)采用 RS485工业控制总线，通信速度达9 600 bit／s。 

第一级控制设备为操作站 ，连接在第一级网上，采用 PC机，对系统进行集中监视管理。系统 

管理人员利用操作站编写程序、制作数据库、记录摘要及进行其它操作。资料通过操作站下传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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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控制器。而现场数据上传至操作站进行处理。 

第二级控制设备为网络控制器(Ncu)，连接在第一级网与第二级网之间。NCU是一种模块化、 

智能化的控制器，是 METASYS系统的神经中枢。它负责协调第三级控制设备之间的动作，实现一 

级网与二级网的通讯，储存各现场控制器的数据，并发出报警信息。 

第三级控制设备为现场控制器(DDC)，连接在第二级网上。本方案选用扩展式 Dxg100现场控 

制器。DX9100对现场信号进行采集、运算、处理、控制、输出执行，并通过 NCU同中央操作站进行 

通讯。当操作站发生故障时，DDC可以独立工作实现集散式控制功能。 

第四级控制设备由分布在现场的各种传感器、执行元器件组成。传感器分别通过 DI、AO口被 

控设备的开关信号、模拟信号传至DDC，DDC通过DO、AO口控制执行元器件实现对现场设备的控 

制。 

3．2 METASYS系统软件 

江森公司的 Metasys建筑物管理系统代表了楼宇管理与控制的最新潮流，体现了最新的质量、 

性能、可靠性方式的工业标准。Metasys被全世界数以千计的用户广泛采用，它将空调控制、能量控 

制、消防管理、出入控制、维修管理、照明控制等整个系统的监控完美地连接起来。该系统使用多层 

次分布式的系统结构，将操作端(Operator workstation—ows)、网络控制器 (Network Control Units— 

NCu)、专用控制器(Application Specific Controllers—ASC)，以及末端的传感器／执行器紧密地连接起 

来，充分利用了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控制技术、系统理论，结合 JOHNSON公司的 HVAC控制专利，使 

设备管理人员的工作变得简单，使设备高效、安全运行 ，为大楼提供舒适的工作环境。它是以集散 

理论为基础的成熟的楼宇自动化系统，具有结构灵活、适应性强、扩展方便、软件优化设备运行、操 

作简单等特点，METASYS系统软件功能存放在从操作站、网络控制器到现场控制器的每一个装置 

上，整个系统不存在任何一个“中央”设施。系统软件将系统硬件结合在一起，他们分享信息，当系 

统的其中的某一设备进行操作时，系统中其它设备立刻对其行动做出反映。它与系统的硬件设备 

组成了一个完整的 BA系统。和其他系统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1)动态数据存取 

很多系统都只容许有限度的资料分郭，Metasys系统却能容许在 Nl总线上每个组件与组件间 

的自由通讯。这便是 M口 S系统的一个独特之处——动态数据存取，加快了大量讯息之速度。 

2)动作趋势 

Metasys workstation提供给管理人员有关能源管理以及设备诊断的数据分析曲线 ，如此详细的 

各点情况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相关控制功能的实现过程。大楼的管理人员可根据这些曲线分析受 

控设备的保养状况及其是否在最佳的工作状态。 

3)动画介面 

操作系统采用全新动画介面，可伴有音乐和旁白，更生动地描述现场情况，同时可将大楼受控 

设备的实时图像通过集成系统传到操作站，从而更准确直接地指导操作员应采取的动作。 

4)采用颜色梯度的动态信号 

Metasys系统利用图形技术提供完整的动态图形控制，包括显示、消失、闪烁旋转、动画以及彩 

色梯度。全部通过易于使用和理解的图标控制定义对话，任一标志的功能控制都能直接相关于另 
一 点或由管理人员根据自己需要任意定义单独的设备。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楼宇自控系统具有子系统复杂、安全要求高、相关产品多样化的特点，要求我们明确 

设计意图，严格按照国家 自控设备安装规范和其它有关法规、并满足 自控设备的安装说明书规定， 

进行精心施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楼宇自控系统，提高医院综合住院大楼设备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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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能力 ，达到预想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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