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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楼宇自动化系统（BAS）是智能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本书按照《智能建筑设计标准》对（
广义）楼宇自动化系统的定义，详细论述了楼宇自动化技术基础知识及暖通空调、给排水、供配电、
照明、电梯、火灾报警与消防控制、安全防范、停车场等BAS基本子系统的控制原理、控制系统组成
与设计；对楼宇设备传统控制方法、特种工艺空调控制原理、VAV系统等进行了专门讨论；对BAS系
统集成进行了专门论述；最后简单介绍智能小区的相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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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智能建筑”概念来自于“智能大厦”，早期智能大厦主要是指“楼宇自动化系统”
。
随着计算机网络系统及与之相关的办公自动化系统、现代通信系统在现代建筑中的重要性不断显现，
就自然形成了以“3A”为标志的智能建筑新概念。
随着时代的前进与发展，“智能建筑”范围也在不断地发展与充实。
由于建筑智能化技术在住宅建筑中大量的应用，供人们居住的具有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功能的住
宅小区不断涌现，智能化住宅（小区）动态地改变了“智能建筑”原有的涵义，成为“智能建筑”的
另一重要组成部分。
智能化住宅（小区）的建设与发展，不仅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体现，而且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水平
的综合标志之一，它成为人类社会住宅建设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人类社会步入21世纪的今天，在现代化城市中，人们建设了越来越多的智能建筑（群），以及具备
了“智能建筑”特点的现代化居住小区。
虽然它们都建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综合“信息系统”，但从整个城市来讲，它们仍只是一个个功能齐
全的“信息孤岛”（或者称之为‘j信息单元”）。
如何将这些“信息孤岛”有机地联系起来，更大地发挥它们的功能和作用，进而将整个城市推向现代
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数字化城市”的概念应运而生。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数字化城市”是“智能建筑”概念的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扩展。
可以设想，在将住宅、社区、医院、银行、学校、超市、购物中心等所有智能建筑通过信息网络连接
形成“数字化城市”信息平台之上的“智能建筑”、“智能住宅”或“智能小区”，与现在的“智能
建筑”、“智能住宅”或“智能小区”会有多大的差别？
这些可以预见的前景，预示着“智能建筑”具有极其广阔的发展领域。
3.智能建筑及其相关产业的持续发展国内近几年智能建筑的发展，已经带动和促进了相关行业的迅速
发展，已经成为高新技术产业重要的组成部分。
智能建筑技术的不断迅速发展和智能建筑领域的持续扩展将会使相关的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和发展速度
不断加快。
近年来不断壮大产业队伍和已形成的产业规模就是例证。
智能建筑的发展，也带动了建筑设备智能化技术的快速发展。
近年来制冷机组、电梯、变配电、照明等系统与设备的控制系统的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一方面为智
能建筑功能的提高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相关行业产品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产品
的更新换代。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智能建筑>>

编辑推荐

《智能建筑:楼宇自动化系统原理与应用(修订版)》是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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