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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重庆大学教学改革成果--《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系列教材》，在编著者和重庆大学出版社的共同努
力下，从2002年至2004年陆续出版，满足了该专业教学的急切需要，2005年获得重庆市优秀成果奖。
　  2003年11月13日，《全国高等学校土建类专业本科教育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及主干课程教学基本要
求--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正式颁布。
重庆大学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重庆大学出版社联合组织来自清华大学、重庆大学、华中科技大
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重庆科技学院、西南石油学院、
福建工程学院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同编著者一起，进行了学习和研讨，并决定立即启动《建筑环境与
设备工程系列教材》（第二版）及扩展新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工作。
各位编著者都作出了积极的响应，更多学术造诣高，富有教学和工程实践经验的老师们加入了编写、
主审和编委队伍。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系列教材》的及时更版和扩展，为解决长期以来学生和社会反映强烈的教
学内容陈旧问题创造了条件。
各位编著者认真总结了第一版使用中的经验教训，仔细领会专业指导委员会的意见和公用设备工程师
注册的专业教育要求，密切关注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第二版从体系到内容都有明显改进。
第二版更注意在保持各门课程的完整性的同时，加强各门课程之间的呼应与协调，理论与工程实践相
结合的特色更加鲜明。
扩展新教材是该系列教材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有助于拓宽专业口径。
燃气方向的选题，丰富了我国该方面急需的技术专业书籍。
　  教材建设是一个精益求精、永无止境的奉献过程，祝愿编著者和出版社积极进取，努力奉献，保
持本系列教材及时改版、更臻完美的好做法。
编著者亲自在教学第一线讲授自己编写的教材，对于教材质量的提高是必须的；同时，通过广泛交流
和调查研究，听取意见和建议，吸取各校师生使用教材的经验教训，对于教材的完善更是非常重要的
。
　  如何解决专业教学内容日益丰富，而讲授学时显著减少的矛盾，是当前专业教学面临的困难之一
。
全国各高校的专业老师们都在努力寻找或创造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
总结和提炼这方面的教学实践经验，可使本系列教材内容新颖而丰富，所需的讲授学时相对减少。
　  近几年，现代教学手段正在各高校迅速普及。
基于现代教学手段，我们这套系列教材的教学方法也应努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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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系统介绍智能建筑基本概念的基础上，论述了建筑设备自动化的技术基础、建筑设备自动化系
统的原理、功能及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的集成等内容。
主要包括：智能建筑的基础知识、数据通信技术基础、计算机网络技术基础、计算机控制技术基础、
暖通空调设备自动化、其他共用建筑设备自动化以及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的集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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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控制系统的网络化发展     2.3.6　集散型控制系统（DCS）     2.3.7　现场总线与现场总线控制系
统（FCS）     2.3.8　智能建筑中的控制网络 　2.4　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中的检测、执行设备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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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热力系统的监控 　3.2　水系统监控     3.2.1　冷冻水系统的监控     3.2.2　冷却水系统的监控 
　3.3　空气处理系统的系统监控     3.3.1　空气处理系统的监控功能     3.3.2　新风机组的监控     3.3.3　
全空气空调系统的监控 　3.4　风系统的监控     3.4.1　变风量（VAV）系统的监控     3.4.2　排风系统的
监控 　3.5　风机盘管系统的监控 第４章　其他建筑设备自动化 　4.1　给排水设备监控     4.1.1　建筑
给排水系统简介     4.1.2　给水系统的监控     4.1.3　排水系统的监控 　4.2　供配电系统监控     4.2.1　供
配电系统简介     4.2.2　供配电系统监控 　4.3　照明设备监控     4.3.1　建筑照明系统简介     4.3.2　照明
设备监控 　4.4　电梯系统监控 　4.5　火灾自动报警与消防联动控制系统（FAS） 　4.6　安全防范系
统     4.6.1　概述     4.6.2　入侵报警系统     4.6.3　电视监控系统     4.6.4　出入口控制系统     4.6.5　巡更
系统     4.6.6　停车场管理系统 第５章　建筑设备自动化的系统集成 　5.1　智能建筑的系统集成 　5.2
　建筑智能化子系统的互连方式 　5.3　建筑智能化子系统的集成模式 　5.4　基于BACnet和LonWorks
的BMS集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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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自动测量在高层建筑中，由于建筑设备的各系统分散在各处，为了加强对设备的管理，测量
是非常重要且不可缺少的。
其方式有如下几种：　  ①选择测量 选择测量是指在某一时刻，值班人员需要了解某一点参数值，可
选择某点进行参数测量，并在荧光屏上用数字表示出来，或用打印机打印出来。
如果测得的数值与给定值之间有偏差，就将其偏差送到中。
央监控装置中去。
　  ②扫描测量 扫描测量是指以选定的速度连续逐点测量，对测量点所取得的数据都规定上限值和下
限值，每隔一定时间扫描一次。
测量数据如果在规定值以外，则由蜂鸣器报警，并在荧光屏上显示出来。
　  ③连续测量 目前，国内主要用仪表进行在线测量、指示。
　  （2）自动监视 自动监视是指对建筑物中的暖通空调、给排水，供配电、照明、电梯等设备等进行
监视、控制、测量、记录等，一般可分为运行状态监视和故障监视。
　  ①状态监视 状态监视的目的是监视设备的启／停、开关状态及切换状态等。
　  ②故障监视机电设备发生异常故障时，应分别采取必要的紧急措施及紧急报警。
通常情况下，重大故障紧急报警一发出，必须紧急停止和切断电源，轻微故障时一旦发出报警，应马
上紧急停止，而不切断电源。
　  （3）自动控制系统的控制方式有开环控制和闭环控制。
　  ①开环控制 开环控制是一种预定程序的控制方法，它根据预先确定的控制步骤一步一步地实施控
制，而被控过程的状态并不直接影响控制程序的执行（如启／停控制等）。
　  ②闭环控制 闭环控制则要根据被控过程的状态决定控制的内容和实施控制的时机，控制用计算机
需要不断检测被控过程的实时状态（参数），并根据这些状态及控制算法得出控制输出，对被控过程
实施控制（如空调系统的温度、湿度自动调节等）。
　  &hellip;&hellip;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筑设备自动化>>

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一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建筑设备自动化（第2版）》编者一直为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的本科生讲授&ldquo;建筑设备自动化&rdquo;课程。
几年来，随着课程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计算机技术、数据通信技术及自动控制技术的快速发展，
以及《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50314-2006）、《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标准》（GB503ll-2007）、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16-2008）等最新国家标准的相继颁布，第一版教材的相关内容亟待
充实和更新。
同时，通过对第一版教材长达6年的教学实践，编者也深感原教材在内容上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筑设备自动化>>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