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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智能化概论》

前言

　　随着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步入了信息社会。数字化、智能化、信息网络的全球
化和国民经济的信息化，成为信息社会的主要特征。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各种信息
化手段和智能化设备正在建筑物中相继运用，这是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必然趋势．它给冰冷的建
筑物赋予了生机，为了区别于传统建筑，人们称这类采用了现代化信息手段和智能设备的建筑为智能
建筑。　　近年来，我国的智能建筑市场已初具规模。建筑智能化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智能建筑
，特别是智能小区已成为房地产开发的亮点。智能建筑的蓬勃发展，迫切需要一大批从事建筑智能化
系统的规划、设计、安装、施工、管理与维护等方面的应用型人才。　　本书主要围绕智能建筑的构
成要素，对综合布线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设备自动化系统，消防自动化系统，安防控制系统，电
话、电视与广播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智能建筑的物业管理系统和住宅小区智能化所包含的内容、
主要功能、构成方式和运行过程等做了概要的介绍，使读者对智能建筑的内涵、功能及运行方式等有
初步的了解，为今后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或进行深层次的学习打下基础。　　本书作为教育部和建设部
确定的建筑智能化专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系列教材，主要从职业教育的特点和中职学生的知识
结构出发，更多地侧重于应用性和实践性知识的描述，对一些理论性的知识主要作定性描述，避免复
杂的理论推演。该书通过对一些案例的讲解，提高学生对智能建筑的感性认识。本教材按教学计划参
考学时为30学时，各学校老师可根据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授课学时。　　对于建筑智能化、
楼宇自动化工程等专业的学生，在完成专业基础课学习之后和开始专业课学习之前学习该课程，可以
对整个专业的知识结构有个大概的了解，把整个专业知识有机地关联起来，不至于显得过于零乱。特
别是对于实行学分制的学校，可以根据自己学校的情况选修某些内容。建筑电气、建筑设备安装、规
划设计、物业管理、工程施工和环境工程等专业的学生，通过学习该课程能对建筑智能化技术有个全
面的了解。另外，本书也可供从事智能建筑行业系统集成、设计和研发的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并有助
于帮助房地产开发商、系统集成商和物业管理公司更好地认识、把握、开发、运作和管理智能建筑。
　　本书由江苏南大紫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高级工程师詹复生和江苏常州网易通技术有限公司的高
级工程师王晓宁悉心审阅，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江苏省常州建设高等职业技术学校黄志良、朱仁良和
戴敏秀等几位校长和其他同事们也给予很多关心、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
平有限，编写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同仁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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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智能化概论》

内容概要

《建筑智能化概论》为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推荐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系列教材。《建筑
智能化概论》根据教育部和建设部2004年制定的《中等职业学校建设行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指
导方案》编写，同时参考了有关行业的职业技能鉴定规范及技术工人等级考核标准。《建筑智能化概
论》内容包括建筑智能化系统概述，综合布线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消防自
动化系统，安防控制系统，电话、电视与广播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智能建筑的物业管理，以及住
宅小区智能化等。《建筑智能化概论》是中等职业学校建筑智能化专业领域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
教材，也可作为相关行业岗位培训用书或相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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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建筑智能化技术的目标是将各种高新技术与建筑艺术技术实现完美结合，形成一种高效、节能、
安全、舒适、绿色、环保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与其相关的学科应包括电气设备工程学科、检测与控制
学科、电子信息学科、计算机通信学科与建筑工程学科等内容。　　从技术角度讲，相对于传统建筑
，智能建筑主要是广泛采用了“3c”高新技术，即现代计算机技术（Computer）、现代通信技术
（Communication）和现代控制技术（control）。　　（1）现代计算机技术。现代计算机技术主要包
括微处理器技术、软件技术、多媒体技术和信息安全技术等。　　①微处理器技术。随着半导体集成
电路制造工艺的飞速发展，作为计算机“大脑”的微处理器在速度、集成度等方面有了极大的提高，
并经历了从cISC（复杂指令集计算机）技术到RISC（精简指令集计算机）技术，从单微处理器到多微
处理器并行处理技术的发展。在智能建筑中的服务器、工作站、PC机、工控机、程控数字用户交换机
、DCS（集散控制系统）、智能仪表、空调机等设备中，都使用了微处理器。　　②软件技术。在智
能建筑中除了采用微处理器等硬件技术外，也采用了很多先进的软件技术，如面向对象技术、客户机
／服务器技术、浏览器／服务器技术、数据库技术、计算机支持协同处理技术等。　　③多媒体技术
。多媒体技术主要是指对文字、图形、声音、图像和视频等信息进行处理的技术。　　④信息安全技
术。信息安全技术主要对国家、商业机密及个人隐私等信息进行保护，防止非法窃取和病毒破坏，包
括密码技术、反病毒技术、防火墙技术等。　　（2）现代通信技术。如果说建立在微电子技术及软
件技术基础上的计算机是智能建筑的“大脑”，那么由程控交换机、光纤网、卫星通信、数字微波通
信、计算机网络、HFC（同轴电缆光纤混合网）及其他现代化通信设备构成的通信网络就是智能建筑
的“神经系统”。现代通信技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通信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紧密结合。由于大量采用
计算机技术，不仅大大加快了通信技术的发展速度，而且也使现代通信可以为广大用户提供种类更多
和质量更高的服务。计算机技术和其他新技术的介入，使现代通信技术形成了许多分支，如卫星通信
、光纤通信、数据通信、计算机网络通信、移动通信等等。　　（3）现代控制技术。随着高新技术
的发展，新的控制理论、控制技术以及新的控制系统不断出现。如非线性控制、智能控制、自适应控
制、模糊控制、分布式控制、神经网络控制等。在智能建筑中将越来越多地采用这些现代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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