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电子杂志 花懋咨询 特别报道 综述文苑 案例透析 文源泉涌 诸子百家言 人才金桥

   

封面展示

2013 年第02期 

www.bmeeep.com.cn

编委会主任：柳晓川  

编委副主任：毛文涛 闵永林 陈彪 

学术委员会： 

主 任：朱力平 

副主任：邓伟志 周世宁 江欢成 储君浩 

委 员：吴志强 冷 俐 林贤光 阮仪三 范伯

乃 廖光煊 

薛 林 孙金华 徐志胜 方 路 花铁森 李建华 

《建筑机电工程》编辑部 

主  编：花铁森 

副主编：姜文源 陈众励 陈汝东 

编 辑：穆世桦 

平面设计：金婷婷  

主管单位：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单位： 

《放在与安全》杂志社 

总 编：毛文涛 

副主编：陈 彪 王 瑚 魏晓峰 

编委会顾

问:

陈怀

德

陈振

明

程大

章

崔长

起

贺智

修

龙惟

定

 
方汝

清

李兴

林

鲁宏

深

潘德

琦

瞿二

澜

寿炜

炜

 
唐祝

华

王瑞

官

王元

恺

温伯

银

吴大

金

吴祯

东

 
吴成

东

肖睿

书

俞丽

华

张飞

碧

张渭

方

赵姚

同

 
赵济

安

郑大

华

诸建

华

周国

兴

左亚

洲

编委会委

员:
王 瑚

魏晓

峰

杨 

政

沈中

道

季俊

贤

徐 

梅

 
赵庆

平

花铁

森

陈正

浩

程宏

伟

方玉

妹

冯旭

东

 
归谈

纯

郭筱

莹

何 

焰

李国

章

邵民

杰

王 

健

 
王志

强

武 

广

夏 

林

徐 

凤

姚国

樑

叶大

法

 
张海

宇

周明

潭
       

 工程实施  

论智能建筑中BA系统的调试

文／周忠明 孔利加

 

摘要：笔者根据多年来调试经验撰写此文总结了BA系统调试的特点。并罗列了一些BA系统调试需要注意与经

常遇到的典型问题。 

关键词：智能建筑  通讯网关 系统调试 

BA系统作为构建智能建筑的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其监视控制着智能建筑中绝大多数的机电设备。BA系统调试

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系统能否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达到节约能源，节省人力，提高环境舒适程度，提高物业管理

水平的设计目的。智能建筑的高效率、高性能与高舒适性的特点有很多方面都是从BA系统具体体现出来的。 

一．BA系统调试的特点 

1．涉及专业众多 

由于BA系统监视控制的子系统繁多，包括暖通系统、给排水系统、变配电系统、照明系统、电梯系统等，涉

及的专业众多，BA工程师需要对被控设备的原理，控制流程都具有较深的理解，才能编制出合适的符合要求的控

制程序，否则所编写出来的控制程序只能是空中楼阁。并且，随着BA系统集成性的要求越来越高，BA系统需要通

过通讯网关采集第三方系统的数据，BA工程师就需要熟悉各种软/硬件接口的相关知识。而在某些控制要求高的

场合，需要BA工程师具有良好的自控知识来实现控制要求。 

如何把各个单一运行的设备整合成为一个有机的系统，达到最佳组合，使各设备相互之间在建筑物内协调、

平稳的运行，真正为建筑机电设备的正常运转提供高效的服务，需要调试工程师具有复合型的知识，以及丰富的

实践经验。 

2.控制的机电设备规模大，种类繁多，构成复杂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和迅速增长的市场需求，目前建筑物的体积和面积也越来越大，随之，为了满足建

筑物各种功能的需要，建筑物设置了大量的机电设备。BA系统需要对这些机电设备进行监视和控制，所以，BA系

统进行调试的时候尤其要谨慎操作。 

二．各种不同建筑BA系统的不同特性 

根据不同的功能用途智能大厦划分为以下几个类型，智能型办公楼——包括政府机关办公楼，跨国公司办公

楼，商业、金融办公楼，科学教育办公楼；智能型综合楼——集办公、金融、商业、娱乐、生活于一体的多功能

建筑；智能型住宅——以生活起居为目的的多层、高层建筑，包括酒店宾馆、智能化住宅小区等。由于功能定位

和服务人群的不同，BA系统应用到上述建筑物中，是具有不同区别的。同时，各个地区之间的建筑物，因为地区

之间天气气候条件和外部环境的不同，其BA系统的设计和调试也具有稍许的不同。 

在设计过程中如何为不同的建筑物进行量身定制，如何为不同的使用对象提供更好的服务、是BA系统设计的

是否成功的关键标准之一。随之，调试这道工序如何来实现BA系统的这些不同的特性也成为关键的过程。 

作为BA系统从应用的角度上来讲，针对不同的建筑物，其实质是大同小异的。但对各个不同类型的建筑物BA

系统设计、调试还是具有不同侧重点的： 

相同点：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建筑物，其基本上会包括BA系统需要监视和控制的各子系统。例如：一栋建筑不

管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建筑，其给排水系统是一定会有的，同时BA系统就需要对其进行监视和控制。而控制的方式

不外乎常规的几种控制方式中的某种。 

不同侧重点：由于各种不同类型的建筑物使用功能的不同，使用人群的不同。那么其它专业的设计必然进行

相应的调整，BA系统也要随之进行相适应的调整。例如，酒店宾馆中的餐厅因为具有使用高峰和闲时的区别，如

何利用BA系统针对其使用特点进行相适应的设计，使客人的舒适和节能达到完美的统一，并在调试过程中将其功

能进行充分的合适的发挥，这种应用就是不同建筑物特点造成的BA系统设计的不同。 

三．调试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由于BA系统调试过程中会碰到各种类型的问题。本节笔者根据几年来调试系统的经验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概

括。针对BA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以采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原则，考虑一切环节出现问题的可能

性，按照分析的可能性大小进行排序，采用次序替换法进行查证。 

1.现场施工工艺问题 

现场施工工艺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线路问题，另外一个是DDC模块和现场设备损坏问题。 

BA系统调试过程中，根据笔者的经验70%至80%的调试问题是由各种各样的线路问题引起的。所以，调试工程

师在遇到故障的时候一般首先需要考虑的是线路问题。BA系统由于线路问题引起的故障现象是纷繁复杂的，如何

透过不同的表象看到故障的本质所在，需要工程师保持足够的耐心和具有足够的经验。根据笔者的工程经验，线



支持单位：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中国消防协会科普教育工作委员会 

公安部（上海）火灾物证鉴定中心 

江苏省消防协会 

同济大学防灾减灾研究所 

全国建筑给水排水资深专家委员会 

上海市楼宇科技研究会 

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曲阳路158号南楼5层 

上海联络外电话：86-21-60748392 

编辑部信箱：bmee2004@msn.com 

编辑部信箱：bmee2004@msn.com 

邮 编：200092 

国内统一刊号：CN31-2084/X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812-2353 

路问题主要存在于下列几个方面。一、线标混乱不清造成的DDC内部或设备错误接线；二、未按照厂家设备说明

书进行接线或者厂家提供接线方式有误；三、被控设备提供二次回路接口有误；四、DDC和现场设备供电接线方

式有误。另外，安装调试期间也是设备损坏率比较高的时期。BA系统设备的损坏一般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一、设备质量问题；二、施工过程中没有针对设备出厂的初始设置进行相适应的调整造成的损坏；三、设备安装

不符合工艺要求可能会造成设备的损坏；四、设备安装与总体系统施工工序不符可能会造成设备的损坏；五、被

控设备的电器二次回路不符合BA系统要求可能会造成DDC模块的损坏；六、成品保护措施不足，人为破坏。 

在施工过程中具体可以采取的解决措施为：一、施工过程中做好线标，做到清晰、准确（线标最好使用线标

机进行制作），项目经理加强施工人员管理，采取相应管理措施保证接线质量；二、工程师在施工期间加强施工

督导、检查工作，并进行相关技术指导；三、对需要进行初始设置的设备在安装前设置完毕；四、各相关设备供

电前，工程师需对线路进行最后的核查，不可盲目供电；四、施工准备期间和相关单位洽谈硬件接口，并提出硬

件接口要求，设备进场后现场检查接口是否符合要求；五、安装设备时机要掌握好节拍，与总体系统施工工序相

符合，不可提前或过晚安装设备；六、设备安装中要注意设备安装工艺要求；七、设备安装完成后，采取成品保

护措施，防止人为破坏。 

2.DDC程序调试 

DDC程序由若干个软件功能模块组成，其中控制策略、逻辑控制模块，时间程序模块，点属性配置模块是其

主要组成部分。 

BA系统的所谓联动调试就是DDC程序的调试过程，通过了解设备和系统的工艺流程及其控制要求，编写出DDC

程序来控制设备和实现预先设定的功能。被控设备耦合度比较高或控制逻辑比较复杂的子系统在DDC程序调试中

比较容易出现问题。另外在配置点属性的时候往往由于大量的重复性劳动，容易发生配置错误，造成点反馈的不

正确，其中在配置传感器/变送器等模拟量点属性的时候，需要了解其特性，正确配置输入输出属性，所以，在

配置点属性完毕后务必要进行仔细核查。 

DDC程序调试过程为反复论证程序可行性，并利用BA厂家的组态软件静态模拟功能模块来进行反复静态模拟

调试，反复修正。最后，再进行在线调试，再进行反复修正，如是针对目标值控制精度的问题，还可以利用BA厂

家操作软件的历史数据进行在线观察，是否满足要求。笔者总结出DDC调试流程如下图所示： 

 

PID控制由于其简单、稳定性能好、可靠性高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各厂家的DDC控制策略之中。而PID参数的

整定是BA系统调试过程中需要经常遇到的问题。而在目前BA系统调试现状中，存在着不对PID参数进行整定，只



是采用厂家默认参数或者是简单的进行一些整定的情况的存在，造成目标值超调或者控制性能不好的情况。工程

实际应用中经常使用临界比例度法、衰减曲线法、反应曲线法、经验法等方法来进行PID参数的整定。限于篇

幅，本文将不对上述方法一一进行具体介绍。最常用的方法是经验法，因为BA系统控制中需要应用PID控制的场

合比较固定，工程师在长期工程实践中总结出来一些经验参数，可以按被控变量的性质给出控制器参数的合适范

围，其参数设置范围在工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效果较好。下表是某生产厂商提供的一组经验参数。 

3.通讯网关调试 

BA系统通过通讯网关的方式与各具有通讯接口的第三方系统进行通讯连接，读写其相关数据。通讯网关是BA

系统与第三方系统通讯的桥梁，它通过通讯方式，把第三方系统的实时数据通过特定的通讯协议转换成BA系统可

以识别的数据，这样第三方系统的数据就可以实时的显示在BA系统操作软件图形界面上。随着目前BA系统集成性

要求的提高，采用通讯网关方式与第三方系统连接的应用越来越多。例如变配电系统，以前传统的做法为BA系统

采用自己安装变送器的方式来直接采取数据，而目前大多数的设计，BA系统都是通过多参数智能电表/温控仪等

设备的通讯接口来读取变配电相关数据。 

目前BA系统通讯网关大多数采用以下四种方式：一、专用硬件通讯网关，BA系统与第三方系统厂商共同开发

和生产针对各种设备的专用硬件网关。在与第三方设备互联的时候直接采用，不需要临时开发，其特点是匹配性

高，可靠性好、调试方便、但灵活性较差，对业主选择第三方系统供应商时具有局限性；二、现场通讯总线方

式，第三方系统厂商为了与别的系统进行互联自行开发的通讯网关，其将本系统的内部通讯协议转换为标准的通

讯协议供其它系统读取、驱动其内部数据；三、软件接口通讯网关，具有上位机的第三方系统采用软件接口的方

式对其它系统进行开放。经常采用的方式有OPC和ODBC技术。OPC技术起到重要的作用就是使设备的软件标准化，

随着OPC技术的完善和推广，其必将成为系统集成的主要方式；四、非标通讯接口，第三方系统采用的非标准的

通讯接口，但可以公开自己的通讯协议，BA系统通过二次开发与其进行通讯。 

目前的调试现状是往往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无法实现设计时候的目的，无法与第三方系统进行通讯或者

通讯状况不理想，或者迟迟无法完成调试，影响到BA系统整体的竣工验收。造成以上情况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

面：一、第三方系统厂商不开放本系统的协议，或者需要高额的接口费用，并要签订保密协议等才开放自己的系

统协议；二、业主在订购需要接入BA系统的第三方系统/设备时，未订购通讯接口模块；三、第三方系统/设备供

应商在投标过程中，出于商务的考虑对通讯接口的报价进行简化或忽略，造成BA系统调试中无法读取或者无法完

全读取到必需的数据；四、BA系统和第三方系统定购的网关/通讯协议版本不一致；五、第三方系统/设备的通讯

接口损坏或者未配置正确，而又缺乏可靠的测试手段验证其通讯的正确性；六、第三方系统厂商提供的通讯协议

或地址表等有瑕疵；七、第三方系统厂商缺乏通讯网关必要的相关技术经验和技术支持；八、BA系统承包商缺乏

相关技术经验和BA系统厂商技术支持不到位。 

由于通讯网关方式的多样性和通讯协议方式的种类繁多，通讯网关最终是否能够调试成功，与前期的准备洽

谈工作密切相关。业主在选择需要接入BA系统的第三方系统/设备时，在招标文件中需明确对其通讯接口提出相

关要求，并需要投标单位提供必需的相关文档并明确报价，此过程中业主可咨询BA系统承包商或业内专家完成此

项工作。此外业主可以采取一些商务手段来保证第三方系统承包商对BA系统通讯接口调试的相关技术支持。BA系

统承包商进场施工后就需要与第三方系统供应商洽谈接口问题，并落实到书面，以便为以后调试留出足够的时间

和空间。要明确被监控的第三方系统/设备是否具有通讯接口，确定采用网关连接的方式，通讯接口协议、通讯

协议版本、总线方式、接口通讯规格（接口管脚定义，软件地址表等）等等，并应强调第三方系统供应商提供软

件测试手段，保证其通讯协议的有效性。其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网关协议版本的匹配问题。笔者在调试BA系

统与某品牌VRV系统BACnet通讯网关的时候，采用的是专用硬件通讯网关方式，经测试双方通讯网关均正常无故

障，相关设置也都正确，但一直连接不成功。最终才发现双方硬件网关版本不一致，BA系统的通讯网关版本低，

经厂家技术支持，版本升级后连接成功。 

4.电磁干扰问题 

BA系统是处在空间电磁场的包围中工作的，电磁干扰来源于变配电系统的变压器、输配电线路、变频器、驱

动各种机械的电动机、电焊机等。现场使用的传感器、变送器，经传送线将信号送入DDC控制器。在信号传输过

程中，有可能叠加上由电磁场形成的干扰信号，一起沿通道进入DDC，信号到一定程度就会影响测量精度，严重

时会造成控制的失误。解决干扰的问题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电源系统抑制干扰，一个是在模拟量输入通道上

进行抑止。 

需要着重提出的是，近年来由于调速和节能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场合应用到变频调速技术。建筑物中的变频

器对BA系统的干扰问题变的越来越严重，并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变频器对BA系统的干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对DDC模拟量信号的干扰，二是对通讯信号的干扰。（尤其是对LONWORKS通讯收发器的干扰） 

具体实际应用中一般采取以下几个方法来解决变频器干扰问题。一、信号线与变频器的动力线需要分开走线

并放置在不同的金属线槽或者软管内，并保持一定距离，最少保持30厘米以上；二、模拟量信号线采用双股绞合

屏蔽线。并在接线时电缆剥线要尽可能的短；三、变频器的接地应该与DDC控制回路单独接地，并使用专用接地

线；四、变频器与电机间的接线距离较长的场合，来自电缆的高次谐波漏电流，会对变频器和周边设备产生不利

影响，为减少变频器的干扰，需要根据接线长度对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进行相适应的调整；五、采用带有交流滤波

器的变频器。 

P、I、D单位（s） 混风（Mixed Air） 冷盘管（Cooling Coil） 热盘管（Heating Coil） 

P 13 20 20

PI 13 800 20 143 20 83

PID 13 1333 6 20 143 30 20 8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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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对笔者从事本专业几年来的调试工作的一个小结，由于水平有限，难免有认识不当之处，敬请本专业

从业人员和专家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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