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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智能建筑的消防与安防系统是智能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和生产、生
活设施的安全。
随着科学技术以及智能建筑的迅速发展，加强智能建筑消防与安防系统的建设，提高建设水平，对于
社会公共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编者根据智能建筑消防与安防系统近年来的发展情况，融合从事科研、教学和工程实践工作的体
会，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认真编写本书，力求使本书成为较为实用的智能建筑消防与安防系统的
工程参考书。
　　本书共分12章，第1～6章为智能建筑的消防系统部分，主要介绍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灭火控制系
统、消防联动控制系统、消防系统的供电与布线、消防系统的设计与应用等内容；第7～12章为智能建
筑的安全防范系统部分，主要介绍闭路电视系统、防盗报警系统、门禁系统、访客对讲和电子巡更系
统、停车场管理系统以及安全防范系统的设计要求等内容。
　　本书可作为从事智能建筑电气、智能建筑自动化系统等的科技人员的工作参考书，还可作为工科
院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建筑电气与智能化等相关专业的本科教材或教学参考书，还可以作为主管
部门对智能建筑从业人员的培训教材。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还有陈伟利（第10、11章），王亚娟（第6、8章），贾雪（第5章），王琮泽
（第9章），翟大成（第6章）。
另外，在编写时，参阅了很多建筑消防与安防系统方面的书刊资料，在此仅向这些书刊资料的作者表
示衷心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和实践经验有限，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有关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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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12章主要介绍智能建筑的消防系统概论、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灭火自动控制系统、消防联动控
制系统、消防系统供电与布线、智能消防系统、智能建筑安全防范自动化系统、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防盗报警系统、门禁控制系统、访客可视对讲及电子巡更系统、停车场管理系统等内容。
    本书可作为从事智能建筑电气、智能建筑自动化系统等的科技人员的工作参考书，还可作为工科院
校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建筑电气与智能化等相关专业的本科教材或教学参考书，还可以作为智能建筑
从业人员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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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③抗干扰电路。
外界环境条件，如温度、风速、强电磁场等因素，会使不同类型的探测器的正常工作受到影响，或者
造成假信号，使探测器误报。
为了提高探测器信号感知的可靠性，防止或减少误报，探测器必须具有一定的抗干扰功能，例如采用
滤波、延时、补偿和积分电路。
　　④指示电路。
用以指示探测器是否动作。
探测器动作后，自身应给出动作信号，这种自身动作一般通过探测器上设置的动作信号灯（称作确认
灯）显示。
　　⑤接口电路。
用以完成火灾探测器之间、火灾探测器和火灾报警控制器之间的电气连接、信号的输入和输出，保护
探测器不致因安装错误而损坏等。
　　（3）固定部件及外壳它是探测器的机械结构。
固定部件和外壳用于固定探测器，其作用是将传感元件、电路印刷板、接插件、确认灯和紧固件等部
件有机地连成一体，保证一定的机械强度，达到规定的电气性能，以防止探测器所处环境，如烟雾、
气流、光源、灰尘、高频电磁波等干扰和机械力的破坏。
　　2.火灾探测器分类　　火灾探澍器因为在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中用量最大，同时又是整个系统中较
最早发现火情的设备，因此地位非常重要，其种类多、科技含量高。
火灾探测器常按探测器的结构造型、探测的火灾参数、输出信号的形式和使用环境等进行分类。
　　（1）按结构造型分类按探测器的结构造型分类，可分成线型和点型两大类。
　　①线型火灾探测器。
这是一种响应某一连续线路周围的火灾参数的火灾探测器，其连续线路可以是“硬”的（可见的）；
也可以是“软”的（不可见的），如空气管线型差温火灾探测器是由一条细长的铜管或不锈钢管构成
的“硬”的（可见的）连续线路，又如红外光束线型感烟火灾探测器是由发射器和接收器之间的红外
光束构成的“软”（不可见）的连续线路。
　　②点型火灾探测器。
这是一种响应空间某一点周围的火灾参数的火灾探测器，目前生产量最大。
民用建筑中几乎都使用点型火灾探测器，线型火灾探测器多用于工业设备及民用建筑中一些特定场合
。
　　（2）按探测的火灾参数分类根据火灾探测器探测的火灾参数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感烟、感温、
感光、复合及可燃气体五种系列。
　　①感温火灾探测器。
感温火灾探测器是对警戒范围内某一点或某一线段周围的温度参数（异常高温、异常温差和异常温升
速率）敏感响应的火灾探测器。
　　根据监测温度参数的不同，感温火灾探测器有定温、差温和差定温三种。
定温火灾探测器用于响应环境温度达到或超过预定值的场合。
差温火灾探测器用于响应环境温度异常升高，升温速率超过预定值的场合。
差定火灾温探测器兼有差温和定温两种探测器的功能。
感温火灾探测器由于采用的敏感元件（如热电偶、双金属片、易熔金属、膜盒、热敏电阻和半导体等
）不同，又可派生出各种感温火灾探测器。
　　②感烟火灾探测器。
感烟火灾探测器是一种响应燃烧或热介质产生的固体或液体微粒的火灾探测器。
由于它能探测物质燃烧初期在周围空间所形成的烟雾粒子浓度，因此具有非常好的早期火灾探测报警
功能。
有的国家称感烟火灾探测器为“早期发现”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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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雾粒子可以直接或间接改变某些物理量的性质或强弱，因此感烟火灾探测器又可分为离子型、
光电型、激光型、电容型和半导体型等几种。
其中，光电型按其动作原理不同，又分为遮光型和散光型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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