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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述文苑  

楼宇自动化系统在智能建筑中的应用

文／刘俊

 

 

摘要：基于智能建筑的智能化体系构成，阐述智能化背景下的楼宇自动化系统基本概念、基本功能，指出楼宇自动化的系统构

成并针对各分系统阐述其基本控制原理和方法。最后结合楼宇自动化系统的整体协调性，阐述其具体意义。 

关键词：智能建筑 楼宇自动化 3A系统 

The Application of 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Intelligent Building

Abstract: The intelligent system based on intelligent building is formed, basic conceptions and functions of 

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 are explained , the composing of 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 are pointed out and the 

control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all subsystems are explained basically. Combining the whole harmony of the 

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 its concrete meaning is explained finally.

Key word: intelligent building; 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3A system

1 绪论 

智能建筑(Intelligent Building，IB)是适应信息社会发展需要而诞生的一个全新概念的建筑物，它利用系统集成的方法将计

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信息技术和建筑技术有机结合，通过对设备的自动监控、对信息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对使用者的信息服务及其

与建筑的优化组合，获得投资合理，适合信息社会需要，具有安全、高效、舒适、便利和灵活特点的建筑物。IB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楼宇自动化系统(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BAS)、通信自动化系统(Communication  Automation system，CAS)和办公自动化

系统(Office Automation system，OAS)，以及在上述三个系统之间的传输话音、数据、图像和控制信号的建筑物综合布线系统

(Primes Distribution system，PDS)。 

 BAS系统是将对整座建筑的电气设备，如空调设备、新风机组、风机盘管、水箱液位、照明设备及给排水等系统进行信号采集

和控制，实现楼宇内设备管理系统的自动化，起到集中管理、分散控制、节能降耗的作用。主要内容包括由楼宇机电设备控制构成

的设备环境监控系统、由消防系统和保安系统组成的安全保卫监控系统二大块。 

 近年来国内外兴建的高层建筑的主要特点是建筑高度高、楼层多、设备类型与数量多、耗能大。在一般建筑中已不同程度实现

了楼宇设备管理自动化，在IB中就更应强调和追求楼宇设备系统的自动化，使建筑物成为具有最佳工作与生活的环境，设备高效运

行，最佳的整体节能效果，而且具有安全的场所[1]。
 

IB在我国虽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有关专家预测，到本世纪末下个世纪初，世界上将有50%的大型建筑物在中国兴建。随着IB

用电自动化与智能化的不断提高，现阶段我国低压配电控制与保护的性能水平已难以满足BA技术的发展。开发与研制适用于IB环境

的智能化低压配电监控网络，提高我国智能建筑BA系统的整体水平，已成为电器界的重要工作。 

2  BAS的基本功能 

BAS的基本功能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设备控制自动化：主要包括变配电设备及应急发电设备、照明设备、通风空调设备、给排水设备、电梯设备和停车场管

理。 

（2）设备管理自动化：通过对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测，使其得以高效运行。 

（3）防火自动化：主要指对建筑物和设备的防灾、防火、防盗的管理，包括防火系统、防盗系统和防灾系统。 

（4）能源管理自动化：在不影响用户舒适性的前提条件下，对设备机器实行效率化的运转管理，以节省无谓的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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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AS的系统构成 

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从狭义的观点来看，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的内容包括大厦各自动化设备的分系统，如

采暖、制冷及空调分系统，照明设备控制分系统，给排水分系统，电梯控制分系统，供配电分系统，停车场管理分系统等。建筑设

备自动化系统必须负责各分系统状态监测，一旦遇到特殊情况，如由于安全方面的原因，发出报警，并实行相应的联动控制。从广

义的观点来看，国际上已经把安全监控系统(Security Automation System，简称SAS)与消防监控系统(Fire Automation System，

简称FAS)纳入BAS的范畴中，鉴于我国国情，可暂不考虑消防监控系统，在本文中提到的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均代表狭义的BAS系统

[3]。
 

1、变配电系统 

变配电系统主要是对智能建筑物供电设备和供电状况进行监控，包括对各级电力开关设备及电柜高低压状态、主要回路的电

流、电压及功率因数、变压器及电缆的温度，发电机运行状态等的检测与控制，对故障进行报警等。通过对用电情况的计量和统计

利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合理均衡负荷，以保障安全、可靠地供电。 

2、空调控制系统 

空调系统是针对不同区域的空调，按事先编制的程序或根据环境温度自动控制建筑物内的中央空调制冷机组、冷却水泵、冷却

塔风机、电磁阀门、风机的启停；监视、动态显示和记录各设备的状态、室内外各测点的温度、湿度、压力、流量、二氧化碳含

量、空气负离子含量、阀门的开度和运行时间等参数；自动进行故障报警或停机，动态显示有关水泵、阀门、风机的位置和状态

等。从而达到使智能化大楼舒适、节能的效果[4]。
 

3、照明控制系统 

照明系统按预先编制的程序对各楼层的配电盘、办公室照明、门厅照明、走廊照明、庭院或停车场处照明、广音霓虹灯、节日

装饰彩灯、航空照明等设备自动进行启停控制；自动实现对照明回路的分组控制、用电过大时自动切断电源，对厅堂和办公室等地

进行“无人熄灯”控制等。 

4、电梯控制系统 

电梯是建筑物内交通的重要枢纽，对带有完备控制装置的电梯，电梯控制系统的控制装置与楼宇自动化系统相连接，实现相互

间的数据通信、使管理中心能够随时掌握各个电梯的工作状况，并在火灾、保安的特殊场合对电梯的运行进行直接控制。 

5、消防控制系统 

消防系统是楼宇自动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实施对建筑物内消防系统的消防栓、喷淋水、消防水泵、稳压水泵、火灾烟

感、温度探测报警器、防火排烟阀、消防电梯、消防广播、消防电话等设施联网进行监视与自动控制；一旦出现火灾，消防控制系

统除了自身立即切换到消防模式，自动进行相应动作之外，还应立即通过楼宇自动化系统，向变配电、排给水、空调、电梯、保安

等相关系统发出进入消防模式的命令，由这些设备自身的控制系统来协调和实现消防动作。 

6、给排水系统 

给排水系统针对各给水泵、排水泵、污水泵和饮用水泵的运行状态、各种水箱及污水池的水位进行实时监测，通过对给水系统

压力的监视及其水位、压力状态，启停相应的水泵，以保证排给水系统的正常运行。 

7、停车场管理系统 

停车场管理常采用读卡方式。内部车库不计费时，汽车经读卡器确认属该系统后，即可进入停车场。另一种为停车计费方式，

通常分为两种计费方法，一种是当汽车读卡器进入车库后即开始计时，在出口处按时收费；另一种是在停车场的每个车位设一车位

传感器，当车停在车位时开始计时，当车辆同一车位时计费停止。 

8、保安系统 

保安系统一般包括视频监视系统和安全保卫系统。它们通过对闭路电视监视、出入口控制、防盗报警、保安巡逻等手段，辩识

出运行物体、火焰、烟和其他异常情况，并立即进行报警及自动录像；一旦有情况，自动对出入口门进行控制，启动自保护措施，

最大限度地保证安全。 

9、监控中心 

智能化大楼自动化是由各个子系统组成的，子系统之间相互协调，具有互操作的特性。监控中心的服务站的主要功能就是对这

些子系统进行集中管理和协调，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控制网络。 



10、信息系统 

信息系统主要是对整个大楼的 Internet网络进行监控和管理。首先要对网络设备进行监控，保证对外信息畅通；其次要保证本

大楼重要资料的信息安全，最大限度地防范网络黑客的进攻和破坏。楼宇自动化系统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大楼网站和楼宇自动

化系统相连，可以实现楼宇的远程监控，从而使大楼监控人员对大楼的监控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4  BAS的体系结构 

智能建筑的核心是系统集成。BAS与CAS，OAS相似，各系统均分别采用计算机控制与管理，并联网运行。各子系统自成智能体

系，系统之间亦联网。BAS的体系结构按系统规模及管理和控制方式可分为三种类型[2]：
 

4.1 集中式BAS：  

集中式BAS将所有现场信号集中于同一场地。通常由一台计算机，是工业控制计算机，通过过程通道实现集中数据采集和控制，

并实现异常状态报警，报表生成，费用计算等基本设备管理功能。简单说就是集中控制，一人管理。由于单机处理能力有限，且现

场环境可能比较恶劣，或是不适宜管理人员进入的场地（如变电站），因而，集中式BAS更多地采用双机结构来实现，集中式体系结

构BAS见图1所示。 

  

图1 BAS集中式体系结构 

下位机实现对现场信号的数据采集和实时控制，上位机实现设备管理，两者之间的信息交互通过RS—232或RS—422等通讯协议

来实现。集中式BAS结构简单，投资省，开发周期短，但功能有限，一般只适用于单类设备子系统的监控，不能适应现代化大楼综合

管理的需要。 

4.2 分布式BAS 

分布式BAS是目前广为采用的BAS体系结构，它的特点是分布控制，集中管理，体系结构具有层次化的特征：过程控制计算机分

散于各控制现场，直接与传感器、变送器、执行装置等相连，实现对现场信号的实时监控，并通过串行通讯实现与上层机之间的信

息交互。 

过程管理层计算机是过程控制计算机的上层机，可以分为二类：监控站和操作站。监控站直接与过程控制层计算机通讯，监视

其工作情况，并将来自过程控制层的系统状态数据通过通讯网络传递给操作各站及运营管理层计算机。而操作站则为管理人员提供

操作界面，它将操作请求通过通讯网络传送给监控站，再由监控站实现具体操作。 

运营管理层计算机位于整个系统的最顶端，通常具有强大的处理能力，它建立并维护系统数据库，协调管理各子系统。传统的

分布式BAS系统结构见图2所示。 

  

图2 BAS分布式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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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综合化BAS 

综合化BAS的特点是分布控制，综合化管理。它以传统的分布式BAS为基础，通过计算机网络与OA、CA系统整合，因而能够支持

综合化服务和管理功能，如多功能电话，OA终端的远程操作，综合计费等。整个系统用楼字自动化局域网（BA—LAN）连接起来，以

网络的单机数据库代替了传统集中式数据库。网络数据库可在文件服务器上实现，由于传统的网络数据库有种种缺陷，客户/服务器

（C/S）应用模式是一个较好的方案，综合化体系结构BAS如图3所示。 

  

图3  BAS综合化体系结构图 

5  结论 

BAS是智能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计与建设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它要求设计者把设备数据采集系统、数

据通信传输网络、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和分离的设备、功能、信息等综合集成到一个相互关联、统一、协调的系统中，充分发挥现

有先进技术的作用和潜力。同时，必须从整个建筑物的结构、系统、服务和管理四个方面综合考虑，将数据、语音、图像以及监控

信号等，经过统一的规划设计，综合在结构化的布线系统里[5]。
 

BAS在智能建筑中体现出了节省能耗；延长设备使用寿命；提高楼宇管理水平；提高环境舒适性和设备安全性等诸多现实意义。

BAS是公共建筑发展的一个趋势，随着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及控制技术的发展，其自身的缺陷会越来越少，目前国内有关工程中出

现的一些问题，主要是由于人们对它的认识局限所致，不应成为阻碍其发展和应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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