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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依据现行国家标准《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规范》（GB 50606—2010）、《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T
50314—2006）和《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339—2003）进行编写，主要介绍了楼宇设备自动化技术、楼宇供配电系统自动化、楼宇照明系统自
动化、空调系统自动化、电梯系统自动化、给水排水系统自动化、火灾自动报警和消防控制系统自动
化、安全防范系统自动化等内容。

本书适用于初涉建筑设计岗位的人员，也适合刚走出校园初涉建筑领域的大学毕业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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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06—2010）、《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 50314—2006）和《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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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适用于初涉建筑设计岗位的人员，也适合刚走出校园初涉建筑领域的大学毕业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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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垂直型（或称阶层型）是以上下关系为基础的结构。
下位向左右方向扩大，形成金字塔形。
系统的通信发生在上下位间，其主导权由上位掌握，对下位设备的动作有监视和进行调整的权限。
（2）水平型是对等的分散子系统以自我管理为基础的系统结构。
在通信系统中，这些子系统具有平等的地位。
（3）复合型是垂直型和水平型的结合体，各子系统各自管理的同时，形成上下阶层关系。
各子系统有较强的独立性，上位系统的故障不影响下位子系统间的数据交换和各自的功能，正常工作
时，上位可以监视和支持下位的工作。
集散控制系统大多采用复合型分散控制结构。
集散控制系统的分散控制结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组织人事的分散。
集散控制系统的运行需要操作人员和管理人员。
功能的分散应与工厂的人员管理体制相适应。
为此，集散控制系统在组织人事的管理上采用了垂直分散的结构。
其上层以数据管理、调度为主，属于全厂优化和调度管理级和车间操作管理级。
下层则进行实时处理和控制，属于过程装置控制级和现场控制级。
（2）地域的分散。
地域的分散一般是水平型分散，当被控对象分散在较大的区域，如油罐区的控制，集散控制系统就需
对控制系统在地域上进行分散设置。
此外，各被拉对象（过程）因地理位置的因素，也需要分散控制。
（3）功能的分散。
功能分散是集散控制系统分级的依据。
按控制原理分散，可以分为直接控制、优化控制、自学习和自适应控制、自组织控制等。
按类型分散，则可以分为常规控制、顺序控制和批量控制。
在集散控制系统中，考虑到分散的功能之间应尽可能有较少的关联，特别是在时间节拍上的关联应越
少越好。
因此，一般采用的功能分散如下：1）具有人，机接口功能的集中操作站与具有过程接口功能的过程
控制装置的分散。
2）过程控制装置中控制功能的分散。
3）按装置或设备进行的功能分配以及全局控制和个别控制之间的分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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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校园到职场:楼宇自动化工程》是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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