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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通信与网络技术》

前言

全国建筑电气、智能建筑本科及高职高专教材编写工作会议于2001年12月14。16日在上海同济大学召
开，经过与会代表的认真研究和讨论，会议确定编写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类本科专业建筑电气技术系列
教材及高职高专智能建筑系列教材。“建筑通信与网络技术”教材为高职高专智能建筑系列教材中的
一本，适合作为高职高专智能建筑类专业网络与综合布线课程（60-90学时）教材。本教材两个最大特
色是：其一，深入浅出、综合度大。考虑到智能建筑类高职专业课程设置，有的院校设有通信原理与
技术前期课程，而有的院校不开设通信原理与技术的基础课程，因而本书在内容上综合了通信原理与
技术基础、计算机网络与综合布线系统设计三大模块。通信原理与技术基础部分，以模拟与数字信号
传输技术的基本概念、技术和程控交换工作原理为主，以满足计算机网络与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应
用需要为度。对于前期开设有通信原理与技术基础课程的专业，第一模块可酌情选用，以便于作基础
性知识的概括总结；而对于前期没有开设通信原理与技术基础课程的专业，第一模块则是学习、掌握
后续两个模块的基础，综合到本书中便于教学。其二，注重应用、体现先进技术。本书编写的重点是
满足智能建筑类高职专业教学需要，培养学生从事计算机局域网、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的能力，因
此编写计算机网络和综合布线系统两个模块时，非常注重国内、国际标准的介绍，应用系统设计，体
现新技术的产品选型等内容。需要说明的是为培养学生从事计算机网络和综合布线系统工程施工与管
理的能力，必须配套安排操作训练项目，本书限于篇幅，没有涵盖操作训练内容。有设备条件的专业
，建议选择机械工业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楼宇智能化系统实训”教材，配合开展网络、综合布线操作
训练。参加本书编写的有：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陈红（第一～第五章），周韵玲（第六、七章），陈明
（第八、九章）。全书由郭树军博士主审。主审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对提高本书质量帮助很
大，编者对此表示衷心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缺点在所难免，恳请使用本书的教师和读者批评指
正。对本书的意见请寄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机电系楼宇设备与智能化技术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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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通信与网络技术》

内容概要

《建筑通信与网络技术》是高职高专智能建筑系列教材之一，结合智能建筑通信系统、计算机网络系
统应用实际，有选择性地给出模拟与数字通信技术基础与原理，着重阐述智能建筑通信应用系统的组
成、局域网络与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的方法与步骤。《建筑通信与网络技术》主要由智能建筑概述
，通信技术基础，现代通信网，通信设备及其工作原理，建筑物通信应用系统、计算机网络基础，计
算机网络工程，综合布线系统，综合布线系统工程第九章组成。
《建筑通信与网络技术》可作为高职高专楼宇自动化相关专业网络与综合布线课程（60-90学时）教材
，也可作为普通高校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类本科专业通信与网络技术教学参考书，还可作为智能建筑网
络与综合布线设计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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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通信与网络技术》

章节摘录

插图：在20世纪80年代末建设部编制的《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中，就已经提出了楼宇自动化和办
公自动化，对智能建筑理念和各种系统有了比较全面的涉及。这个时候人们对建筑智能化的理解主要
是将电话、有线电视系统接到建筑物中来，同时利用计算机对建筑物中的机电设备进行控制和管理。
各个系统是独立的，相互没有联系，与建筑物结合也不密切。把综合布线技术引入智能建筑，吸引了
一大批通信网络和IT行业的公司进入智能建筑领域，促进了信息技术行业对智能建筑发展的关注；同
时由于综合布线系统中语音通信和数据通信的模块化结构，为建筑物内部语音和数据的传输提供了一
个开放的平台，加强了信息技术与建筑功能的结合，为智能建筑的发展和普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95年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通信工程委员会发布了《建筑与建筑综合布线系统和设计规范》。
同年，上海正式颁发了地方标准——《智能建筑设计标准》，它根据不同的需求，把智能建筑划分为
三级，为智能建筑规划、设计和施工提供了依据，推动了智能建筑的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房地产开
发热潮中，房地产开发商发现了智能建筑这个标签的商业价值。迅速膨胀的市场在锻炼和培养一支智
能建筑设计和施工队伍的同时，也出现一些不规范的现象。为此，建设部在1997年颁布了《建筑智能
化系统工程设计管理暂行规定》，在1998年10月又颁布了《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和系统集成专项
资质管理暂行办法》以及与之相应的《执业资质标准》两个法令。到2001年年底，全国获得建设部批
准颁布的建筑智能化专项资质证书的单位共有905家（含国外独资企业），其中工程设计资质257家，
系统集成商资质339家，子系统集成商资质309家。2000年出台了国家标准——《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该标准充分体现了智能建筑系统集成应该主要以楼宇自控系统为主进行系统集成及利用开放标准进
行系统集成的观点。同年信息产业部颁布了《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工程设计规范》和《建筑与建筑
群综合布线工程验收规范》，这些国家级标准规范的制定，为我国智能建筑健康有序地发展提供了保
证。中国对智能建筑的最大贡献是开发智能小区建设。在住宅小区应用信息技术主要是为住户提供先
进的管理手段，安全的居住环境和便捷的通信娱乐工具。这和以公共建筑如酒店、写字楼、医院、体
育馆等为主的智能大厦有很大的不同，智能小区的提出，正是信息化社会中，人们改变生活方式的一
个重要体现。建设部住宅产业促进中心于1999年年底颁布了《全国智能化住宅小区系统示范工程建设
要点与技术导则（试行稿）》，计划用五年时间，组织实施全国智能化住宅小区系统示范工程，以此
带动和促进我国智能化住宅小区建设，以适应21世纪现代居住生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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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筑通信与网络技术》：高职高专智能建筑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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