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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智能建筑的多技术 系统综台集成的特点．讨论 了建筑智能化 系统的结构框架 ，主要 由 

BAS，CA$，OAS，PDS和 BMIS组成 ．同时讨论 了智能建筑 系统的建筑环境 与技 术基础 ，智能建筑是一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项目规划，设计，实施中应注意把重点放在系统集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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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建筑是信息时代的产物，进^ 20世纪 80年 

代，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电子技术、控制技术、通信 

技术等得到迅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 

高，也使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 日新月异的 

变化。在 建 筑 领 域 则诞 生 了智 能 建筑 (Inte[[igent 

Building)的概念，美国智能建筑学会(AIBI，American 

Intelligent Bui[ding Institute)定义“智能建筑”是将 结 

构、系统、服务、运营及其相互联系全面综合，并达到最 

佳组合，所获得的高效率、高功能与高舒适性的建筑。 

我国学者普遍认为 ，应强调智能大厦的多学科、多 

技术系统综合集成的特点．张瑞武教授推荐定义 如 

下 】_：智能建筑系统指利用系统集成方法，将智能型 

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信息技术与建筑艺术有机结 

合，通过对设备的自动监控，对信息资源的管理和对使 

用者的信息服务及其与建筑的优化组合．所获得的投 

资合理，适合信息社会需要，并且具有安全、高效、舒 

适 、便利和灵活特点的建筑物。 

智能建筑正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迅速发展。在智能 

大厦的发展过程中．美国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近 

年来，在美国新建和改建的办公大楼中，有近 70％为 

智能的，迄今已超过上万幢。日本在 1985年开始建设 

智能大厦，新建的大厦中有近 60％为智能型的，日本 

政府积极推动，制定了四个层次的发展规划，即智能城 

市、智能建筑、智能家庭和智能设备。欧洲国家智能建 

筑的发展基本上与 日本同步启动，1989年。在西欧的 

智能大厦面积中，伦敦占12％，巴黎占 10％，法兰克福 

和马德里占 5％。亚太地区智能大厦则 主饔集中在汉 

城、曼谷、香港、雅加达、吉隆坡等中心城市。新加坡政 

府投人巨资对智能建筑进行研究，规划将新加坡建成 

“智能城市公园”。韩国制定了“智能岛”计划，印度则 

有“智能城”计划。泰国智能建筑普及率高，在20世纪 

90年代，泰国的新建大楼中，有近 60％为智能化大厦 

我国对智能建筑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9O年代。无论从 

建设标准还是从建筑质量方面．与国外先进水平相 比， 

还只能算是初级形态的智能大厦。值得注意的是，我 

国智能大厦发展迅猛，市场潜力巨大。据国外权威机 

构预测 ，在 21世纪 ，世界智能 大厦的 59％将兴建在中 

国．本文就建筑智能化系统的结构和系统集成作某些 

讨论 。 

1 智能建筑的系统结构框架 

智能建筑可划分为()As、BAS、CAS 3大功能子系 

统。为了做到3大功能子系统的软、硬件及信息共享 

做到大楼中各项工作和任务共享、科学合理地利用楼 

字中所有资源，必须将智能建筑中 3大功能子系统进 

行综合集成 ，以优化整个系统的性能。为此，要利用计 

算机网络和通信技术，在 3个子系统之间建立有机的 

联系，把原来相对独立的资源、功能等集成到⋯个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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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协调和统一的完整系统之中，要实现 系统的集成 

必须有一个 体化的集成监控和管理的实时系统，实 

现对大楼内的信息资源的采集、临税和共享，通过对信 

息的整理 、优化 、判断 ，给大楼各级管理者 提供决策舶 

依据和执行控制与管理酌自动化，给大楼的使用 酱提 

供安全舒适、快捷的优质服务 这就是智能建筑的综台 

管理集成系统。通过智能建筑物管理系统的一体化集 

成管理 ，实现大楼的高功能、高效率和高回报率： 

在智能建筑 中一体化管理集成 系统的宴现 ．还需 

要与之配套的可以传输语音 数据 视频监控等不同倍 

号的配线综台起来的标准的布线系统 作为建筑物或 

建筑群内部之间的传输网络，这就是结构化综台布线 

系统。它采用星形结构的模块化设计，很容易在配线 

上扩充与重组台 非常适合智能建筑动态特性的需要： 

在智能建筑中结构化综台布线系统用以支持 3大功能 

于系统和综合臂理集成系统及其之间的信息传送 

练上所述 智能建筑的结构框架组成如图 l所示。 

图 1 智能建筑 的结掏框架组成 

l l 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BAS) 

BAS子系统及功能为 ： 

供配电监控系统：高／低压配电漫备工作状态 

变压器工作状态，系统参数检测，备用电源自动投入． 

功率因数 自动补偿。 

照明监控系统 ：分区控制 ，定时控制 ，事故照明， 

艺术照明。 

。 空调与通风监控系统 ：空调机组监控，制冷机组 

监控．加热设备监控，通风设备监控，环境监测。 
‘ 消防监控系统；自动监测与报警自动排烟控制 ． 

自动灭火控制，设备联动控制 紧急广播。 
· 交通设备监控系统：电梯运行监控，停车场监 

控。 

· 保安监控系统：防盗报警设备监控 闭路电视监 

控，巡更对讲系统监控，门禁控制。 
· 给排水监控系统：生活给水设备监控 

监控 污水处理设备监控，水位监测 
·

物业管理自动化系统：商务财务管理 

排水设备 

收费系统 

20()0 主 

管理运行报表管理，经济分析，商业信息管理。 

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的整体功能可以概括为以 

三个方 而 ： 

I)以优化控制 为中心 的过程控制 自动化 一采用 

冷热源 、空调设备优化控制 、温湿度 自动例节控制 、外 

气量优化控制等新技术 对温度、湿度 照明自动调节 

监测空气中有害污染物的含量 并 自动消毒。控制色 

彩、背景、噪声 味道，使空调、照明、消声、绿化 自然光 

及其它环境条件达到较佳条件 使生活在智能建筑环 

环境中的人无论是心理 上还是生理上均感到舒适 从 

而太大提高工作效率=在保证建筑物内环境舒适的前 

提下，提供可靠经济的最佳能源供应方案，尽量利用 自 

然光和大气冷量(或热量 )来调节室 内环境 ，最大限度 

减少能源消耗：利用空调与控制工程 中的最新技术， 

使其运行在最经济、可靠的状态 最大限度地节省能 

源 例如 空凋系统采用始值控制 、最优启停控制，设 

定值自动控制与多种节能优化控制措施 使大厦能耗 

丈幅度降低 

2) 安全状态监视和灾 害控制为 中心的防灾 自 

动化。除上述之外，还提供保护知识资产的功能，防止 

通信信息网的泄漏和被干扰 特别是防止信息、数据被 

破坏、删除或篡改，防止系统非法或不正确的使用： 

3)以运行状态监视和计算为中心的设备管理自 

动化。对建筑物 内所有机电设备 的运行状 态进行 监 

视，及时提供设备运行情况 的有关 资料 、报表 ，进行集 

中分析．作为设备管理决策的依据。通过管理的科学 

化、智能化．确保大厦内各类机电设备的妥善维护 、运 

行、更新。 

1 2- 办公自动化系统 (()As) 

OAS使人的部份办公业务活动物化于人以外的 

各种设备中，井由这些设备与办公人员构成服务于某 

种 目标 的人机信息处理系统 。即在办公室工作中，借 

助先进的办公设备取代人工进行办公 业务处理，把基 

于不同技术的办公设备组合在一个系统中，使办公室 

具有综合处理语音数据 、图象、文字等各种信息的能 

力 最大限度地提高办公效率、办公质量，尽可能充分 

地利用信息资源，从而产生更高价值的信息 提高管理 

和决策的科学化水平 实现办公业务科学化、自动化： 

办公 自动化系统按其功能 叮分为事务型办公自动 

化系统、管理型办公自动化系统和决策型办公自动化 

系统三种模式 ： 

事务型办公自动系统由计算机软硬设备、基本办 

公设备 简单通信设备和处理事务的数据库组成。 

管理型办公 自动化系统是在事务型办公自动化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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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基础上建立综合型数据库，把事务型办公系统和 

练台信息(数据库)紧密结合构成的一体化办公信电处 

理系统 陈了具备事务办公型 自动化系统的全部功能 

之外，主要增加了信息管理功能，能对大量的各娄信息 

进行综合管理 ，使数据信息、设备 资源共享 ，优化 日常 

的工作，提高办公效率和质量。 

决策型办公 自动化 系统建立在管理型办公 自动化 

系统之上，它使用综合数据库系统所提供的信息，针对 

需要，提供辅助决策的研究手段，构造或选用决策模 

型，结合有关内部和外部条件 ，由计算 机执 行决 策程 

序，给决策者提供辅助决策支持 

1 3 信息通信系统(CAS) 

智能建筑中的信息通信系统是以结构化综合布线 

系统为基础 ，用具有 ISDN功能的程控数字用户交换 

l的 PBAX(Private Branch Automatic Axehange)为核 

心而建立起来的大楼一体化的公共通信系统。它不但 

保证楼内的语音、数据、图像传输及通过专用通信线路 

和卫星通信与大楼以外的通信网(如公用电话 网、数据 

网及其它计算机网)连接 ．而且是将智能建筑中的 3大 

功能子系统连接成有机整体的核心，在智能建筑中起 

着“中枢神经”的作用。 

智能建筑中信息通信系统的控制中心是程控数字 

用户交换机 PBAX，这种具有 ISDN功能的数字式程 

控交换机不同于用于电话语音传递和交换的普通交换 

机．它将计算机的数据通信和语音通信结合在一起，综 

合运用先进的数字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和微电子技 

术，实现语音、数据、图文和视像信息的一体化传输和 

交换。新一代的数字式 程控 交换机采用全模块化结 

掏，集各种功能模块及线路模块于一体，它可 根据不 

同用户的要求进行功能模块的拼接，除基本的系统模 

块外，应用模块可根据用 户的实际需要 而进行叠 加 

使智能建筑中用户在增加不同的功能模块后就能实现 

语音、数据、图像、窄带、宽带多媒体业务 段移动通信 

业务的综合通道。图2是智能建筑中信息通信系统的 

组成框架示意图。 

P 

A 

L--一 B 

X 

图 2 智能建筑中信息系统的组成框架 

2 智能建筑系统的建筑环境与技术基础 

2 1 智能建筑系统的建筑环境 

建筑(环境)是智能建筑的平台，智能建筑的建筑 

环境一方面能满足智能化建筑特殊功能的要求．比如 

必须具备安置智能化 系统所必须的电信基础设施 (系 

统主机房 、垂直电井 、水平布线管槽等) 另 方面还要 

适应智能建筑动态发展 的特点 ，要 具有足够的应变能 

力，能够在用户变换，使用要求变动，技术升级引起的 

设备系统变更，乃到建筑物内部配置发生变动时，都可 

以以最便捷的方式将系统调整达到新的要求。 

智能建筑对建筑环境的要求主要有两个方面。 

1)电信基础设施 

智能建筑 中要配置各种各样的智能化 系统 ，这些 

智能化系统内部及相互间的信号传递主要通过建筑物 

内部的综合布线系统完成．所以建筑物中的电信基础 

设施除了要考虑系统机房外．还必须考虑设置综合布 

线系统所需 的设备间、干线接线间 、以及垂直电井 、水 

平布线线槽等设施。 

2)开敞构建筑空I百j 

为适应现代办公的需要，在智能建筑中 一般都采 

用开敞空间设计，即采用大开间开放式的办公室，需要 

时采用灵活隔断 ，以适应灵活多变的使用功能 ，但在太 

开间的办公环境对计算机网络、电源、电话、或其它电 

子设备诸多连接电缆的管理比较困难。目前，开放式 

办公室布线管理通常采用如下四种方式：高架地板方 

式 ，预埋金属管线方式 ，地 毯下安装扁平线缆 的方式 

网络地板配线方式= 

2 2 智能建筑的技术基础 

智能建筑发展的技术基础是现代计算机技术 、现 

代控制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现代图形显示技术。 

1)现代计算机技术 

现代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是并行处理分布式计算 

机网络系统。其主要特点是采用统一的分布式操作系 

统。各软硬件资源管理没有明显的主从关系，强酬分 

布式计算和并行处理，整个网络软硬件资源、任务和负 

载共享。 

2)现代控制技术 

当前先进的 自动控制系统是集散型监控系统 

DCS(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也称分布式控制系 

统。该系统采用具有实时多任务、多用户、分布式操作 

系统，其硬件和软件采用标准化、模块化和系列化的设 

计。系统的配置具有通用性强 、系统组态灵活 控制功 

能完善、显示操作简单、人机界面友好，以及没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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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谰戚和维修容易 等特点 以此 构成的建筑 物控制 

系统一般均采用工控组态软件，组志灵活，应用编程模 

块能很容易地实现各种控制策略和控制算法，以满足 

动态控制品质的要求。 

3)现代通信技术 

现代通信技术建立在通信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 

相结合的基础上，主要体现在 ISDN(综合业务数字 

网1的应用。该网络能在一个通信网上同时实现语音 、 

数据和图像的通信。在智能建筑中通过一体化的综台 

布线 系统，实现通信 功能。异 步传 输模式 A1rM 

【Asynchronous I'ransfer Mode)是为适应宽带综合业务 

数字阿(B—ISDN)的发展，将分组交换和电路交换技 

术融合在一起形成的 种宽带 1SDN传输与交换技 

术 它将数据、图像、语音等信息分解成带有信头标记 

的短而定长的数据块(信元)，以信元多路复用方式进 

行发送 ，大大提高了网络的传输速率。ATM 不仅传输 

速率高 ，而且信元差错率 、丢失率 、谋 串八率以及传输 

延时小，业务适应能力、服务能力及组网能力均很强． 

作为新一代计算机通信技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4)现代图形显示技术 

随着计算机窗口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 。计算 

机显示技术已由文字显示为主逐步变为以图形显示为 

主。通过窗口技术实现简单方便的屏幕操作，即可以 

完成开关量或模拟量的控制 ；信息和状态的参数变化 ， 

甚至信息所处的地理位置都可以通过动态图形和图形 

符号显示。达到对信息的采集和监视的目的；以动态图 

形显示为基础的人机界面使得监视和操作更为形象直 

观：同时，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也使管理中心的人机界面 

更为简洁生动。 

3 智能建筑的管理系统集成 

3 1 系统集成的内容 

系统集成的本质是要达到资源的共阜，但系统集 

成的过程并不是具体产品的简单组台 ，而以最优化的 

综台统筹设计 ，为用户提供一个完整系统的解决方案． 

满足用户对功能的要求，体现出系统集成后的附加值。 

在统一的界面上，可方便、简单地对大楼内被集成的各 

个f系统实施监视、控制和管理。 

3 1 1 集 中监视的内容有 

1)建筑设备 自动化系统中空凋设备、给排水设 

备、变配电设备、照明设备、电梯设备等机电设备的运 

行状态和故障报警．并可检测运行参数(如温度、湿度、 

流量、压力、电流、电压等)的变化值。 

2)保安报警系统中防盗报警探头的状态(处于正 

常或报警)、线路的状态(开路或短路)、闭路电视摄像 

机的状态 以及报警联动的状态。 

3)门禁系统中读卡机的控制状态 、各通遭门的状 

态(开启或关闭)、非法侵入报警等。 

4)信息通信系统中的程控用户交换机业务量及 

费用的统计显示 

5)车库管理系统中车橱c量及收费的统计显示。 

3 1．2 集中控制的内容有 

1)楼字设备自动化系统中空调风机、水泵，照明 

控制箱 、电梯等设备的开／关控制 、启／停控制，以及运 

行参数的设定和修改。 

2)保安系统 中报警探头的布防和撤防。 

3)门禁系统中读卡机控制方式的修改、通道门的 

手动控制。 

3 I 3 综合 管理的内容有 

1)大楼内综合信息和数据的处理、分析与打印。 

2)保安系统 中报警探头的布防和撤防。 

3)门禁系统中读卡机控制方式的修改、通道门的 

手动控制。 

3．1 4 综台管理的内容有 

1)大楼内综合信息和数据的整理、分析与打印 

2)办公与文件的处理。 

3)设备运行 、维修记录及存档 

4)网络管理。 

通过对各子系统的集成可以更有效地对大楼内的 

各娄事件进行全局管理， 方面节省人力。另一方面提 

高了对大楼突发事件的响应能力。例如。当一台消防 

报警发出警报，信号马上传到大楼中央管理系统，中央 

管理系统一方面监视消防系统的工作状态，同时将警 

报信号传送到供热装置、通风装置、空凋系统 、电梯 、应 

急灯、安全门和广播室等其它系统 ，这些系统在几秒钟 

内即做出相应的动作，从而减少了事故带来的危害和 

损失。 

3 2 系统集成的实现 

要实现智能建筑中各子系统的集成，对集成系统． 

子系统及设备都有相应的要求。首先要求设备可独立 

使用并且具备标准化的通信和网络接口，即能与其它 

设备互连。其次要求各子系统运行在同 个系统平台 

(即相同的开发环境和运行环境)、采用统 的管理和 

监控软件且各子系统监控级的硬件和软件均采用模块 

化结构。 满足扩充性、灵活性和兼容性。最后要求各 

系统的中央管理系统采用并行处理的分布试计算机网 

络结拘和统一的用户界面．在结构化综合布线系统之 

上建立一体化的公共高速通讯网络，由具有 ISDN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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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业务数字功能的程拎用户交换机(PABX)和M络设 

备对同络进行控制和管理 一。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智能建筑中的系统集成是指对大厦中 

BA、OA和CA3个子系统的信息和功能的集成。Jj的 

是将分散的智能综合为整体的智能，以提高对大厦综 

合协调和管理的能力。智能大厦真正意义上的集成． 

有别于 BA、OA和 CA3个子系统内相应系统的集成， 

即智能大厦的一体化集成系统具有两个集戚层次，第 
一 层次是对 3A系统的集成，第二层次是对 3A系统中 

相应子系统的集成，后者实现 BA和OA或 CA子系统 

的信息共享和管理功能。 

智能建筑中系统集成的实施分为系统集成分析、 

系统集成设计 、系统集成实施和系统集成调试、管理与 

维护 4个步骤：由于智能建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在项 目规划 、设计、实施 中都应注意把重点放在系 

统集成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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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and Integration on Intelligent Building System 

YANG Z』 ，GUO Bing：
． LI Xiao-tin +PEI Y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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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ed 8t the properties of multi-technology synthesis integration of intelligent Building．discussed in the 

paper It mainly consists of BAS CAS and()AS T‘he Building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ical principle is also nlen- 

tioned in this paper The inte[1igent Building is a txomplicated system eRgineering It should pay more attetltion that 

the key—point is system integration in the programming．design and practical realization 

Key words：imelligent buildings；b1]ilding structures；imegrate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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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全国渗流力学学术讨论会》简讯 

由中国力学学会主办 、重庆大学承办的《力学2{}00大会渗流力学专题讨论会暨第六届全国渗流力学学术讨 

论会§于2000年 l0月在莺庆大学召升。会议在收到的 100余篇学术论文中录用 了．65篇高水平学术论文发表 

在《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0年增刊)上，其中包括能源环境中的渗流 l5篇，油气藏渗流 38篇，生物渗 

流 2篇和岩土工程与水工渗流 lO篇。会议得到了郭尚平院士、邱中健院士、罗平亚院士、周士宁院士和鲜学福 

院士的密切关注和指导。重庆大学副校长李晓红教授到会表示祝贺。 

会议汇聚了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山东大学、重庆大学、河南大学、东北大学等高等院校和来自中国 

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渗流流体力学研究所、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中国石油大学以及新疆石油管理局、胜利石 

油管理局和中原油田分公司等中国石油系统的渗流力学界的众多专家学者．就渗流力学的发展以及在 21世纪 

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交流和展望 ，并着重讨论了能源环境中的渗流，油气藏渗流、生物渗流和岩土工程水工渗流 

等工程领域渗流力学的理论、实验和数值计算等阔题。此次学术会准备充分。会议规格高．参会人员多，论文学 

术领域广、水平高是全国渗流力学专家迈向新世纪盼一次成功的学术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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