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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酝酿了很久才动笔，完成初稿后又修改多次仍不满意。
因为期望在智能建筑理论、信息化与智能化、智能建筑后续发展等观点上能有些许新意，但无奈才疏
识浅跟不上快速发展的技术与工程实践，眼高手低未能表达理论与工程实践的深层关系。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此书，是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来参与智能建筑工程研究实践的一些心得积累，希望
能让业内人士认识到，智能建筑是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并拓展其应用。
　　进入21世纪，智能建筑在中国的发展进人了一个新时期，其因社会信息化的大环境已初步形成可
谓之顺“天时”，城市化建设快速推进得“地利”，智能建筑无所不在的理念被广泛接受成“人和”
。
尤其近年来智能化系统与绿色建筑、建筑节能紧密结合，成为全球节能减排的重要支撑。
为摆脱2008年下半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投入巨资进行基本建设，智能建筑又成为其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
在巨大的政治、经济之手推动下，智能建筑的研究与工程实践必然跨人更高层次。
　　本书对构成智能建筑的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并提供了典型智能建筑的工程案
例，最后阐述了智能建筑的后续发展问题。
书中的观点新颖，涉及领域宽广，工程实践及其分析深入，可供电气工程与自动化、智能建筑专业课
程教学使用，亦可作为建筑智能化行业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技术参考书与高级培训教材。
　　本书得以成稿首先要感谢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气工程教育委员会的前辈徐德淦教授与贡克勤高级
策划，是他们在4年里极其耐心的督促与帮助，使我未敢懈怠停笔。
并对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给予帮助与支持的人士表示感谢（恐挂一漏万，无法一一列出）。
同时还需感谢我的家人，为了工作而少了许多团聚时间。
最后谨以此书告慰我的父母，因为每当我小有成绩都使他们欢欣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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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智能建筑理论与工程实践》对构成智能建筑的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并提供
了典型智能建筑的工程案例，最后阐述了智能建筑的后续发展问题。
书中的观点新颖，涉及领域宽广，工程实践及其分析深入，可供电气工程与自动化、智能建筑专业课
程教学使用，亦可作为建筑智能化行业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技术参考书与高级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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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实践——2010年上海世博会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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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概论　　1.1 智能建筑兴起的背景　　1984年，美国联合技术公司（UnitedTechnologyCorp
，UTC）的联合技术建筑系统公司（UnitedTechnologyBuildingSystemCorp）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
福德市改造了一幢旧建筑，楼内铺设了大量通信电缆，增加了程控交换机和计算机等办公自动化设备
，并对楼内的机电设备（变配电、供水、空调和防火等）使用计算机控制和管理，实现了计算机与通
信设施连接，向楼内住户提供文字处理、语音传输、信息检索、发送电子邮件和情报资料检索等服务
，实现了办公自动化、设备自动控制和通信自动化。
这就是第一次被称为“智能建筑”（IntelligentBuilding，IB）的都市大厦（CityPlace）。
1985年8月日本在东京建成的青山大楼则进一步提高了建筑的综合服务功能，采用了门禁管理系统、电
子邮件等办公自动化系统、安全防火、防灾系统、节能系统等，建筑内少有柱子和隔墙，便于用户自
由分隔，以满足各种商业用途。
这些最早的智能楼宇为日后兴起的智能建筑勾划了基本特征——计算机技术、控制技术、通信技术在
建筑物中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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