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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自动化系统拓扑结构

及其发展趋势分析
上海大学　赵哲身☆

摘要　目前活跃在国内市场上的国际著名的建筑自动化（ＢＡ）系统品牌不下十余种，其

ＢＡ系统拓扑结构可分为四类：以网关连接现场层和管理层、以网络控制器连接现场层和管理

层、ＤＤＣ直接经ＴＣＰ／ＩＰ连接管理层以及前三类的两两混合。结合具体的品牌对四类ＢＡ系

统的拓扑结构进行了剖析。介绍了ＢＡ系统的三个主要发展趋势：工业控制领域的成果将越来

越多地应用到ＢＡ系统的传统控制策略的改进，通讯领域成果开始应用到ＢＡ系统领域，ＩＴ领

域成果正在向ＢＡ系统领域渗透。认为目前出现的空调子系统机电一体化的倾向可能会破坏

ＢＡ系统的全局性和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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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０　引言

１９９３年以来，随着智能建筑在我国的兴起，建筑自动

化（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ＢＡ）系统（在ＧＢ５０３１４修改版中

定义为“建筑物设备管理系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

迄今为止，在公共建筑领域仍然是国外品牌一统天下。其

原因是国内自主知识产权的ＢＡ系统在技术先进性和可靠

性上尚难以和国外著名品牌匹敌。

进入中国市场的国外ＢＡ系统从最初的三大品牌———

江森（Ｊｏｈｎｓ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霍尼韦尔（Ｈｏｎｅｙｗｅｌｌ）、西门子

（Ｓｉｅｍｅｎｓ），已演变到目前的大约十大品牌：美国的ＫＭＣ

系统、奥莱斯（ＡＬＣ）系统，英国爱尔兰的西朗（Ｃｙｌｏｎ）系统，

加拿大的Ｄｅｌｔａ系统，瑞士的索特（Ｓａｕｔｅｒ）系统和思博

（Ｓａｉａ）系统，德国的培福系统，施耐德兼并英维斯

（Ｉｎｖｅｎｓｙｓ）、安德沃（Ａｎｄｏｖｅｒ）和ＴＡＣ形成的ＴＡＣ系列

等。

最初的三大品牌本身也发展衍生出多种系列：霍尼韦

尔从最初的Ｅｘｃｅｌ５０００发展到Ｅｘｃｅｌ８００系列（德国生产），

研发了ＣＰ８０００系列（中国生产），通过兼并拥有了美国的

艾顿（Ａｌｅｒｔｏｎ）系统、英国的卓林（Ｔｒｅｎｄ）系统，扩展、拥有

①☆ 赵哲身，男，１９４６年９月生，大学，教授，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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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Ｗｅｂ６００系统等；江森从ＤＸ系统演变为ＦＸ系统，近几

年推出了ＦＥＣ（墨西哥生产）系统；西门子从最初的 ＭＢＣ

系列、ＭＥＣ系列演化到ＰＸＣ（瑞士、美国生产）系列等。

近年来，我国新建公共建筑出现了某种发展趋势，大体

量公共建筑和建筑群越来越多地涌现。２１世纪初，１０万

ｍ２的建筑已经是很大的单体建筑，现在则频频出现几十万

ｍ２的单体建筑，如上海中心的建筑面积为５７万ｍ２，以及

６０万乃至１００万ｍ２以上的建筑群，如上海博览中心的建

筑面积达１４０万ｍ２。

面对如此大体量的建筑和建筑群，如此缤纷的国外品

牌，每个建筑师、咨询师、ＢＡ系统开发者和行业专家都面

临着下列问题：

１）如何针对建筑物的需求选择最合适、性价比最高的

ＢＡ系统？

２）专家如何在评标中对品牌有正确的评估？

３）国内ＢＡ系统开发商如何针对ＢＡ系统的发展趋势

制定正确高效的技术路线，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为此，剖析世界主流ＢＡ系统的拓扑结构和应用特点，

正确评估其发展趋势就变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１　ＢＡ系统分布式拓扑结构剖析

１．１　典型ＢＡ系统的拓扑结构

一个典型的ＢＡ系统具有３层拓扑结构，分别是上层

的中央监控管理层，中层的直接数字控制器（ＤＤＣ），下层的

传感器和执行器，中层和下层统称为现场层，见图１。需要

说明的是，图１给出的不是一种实际的ＢＡ系统拓扑机构，

而是现有４种ＢＡ结构的概括、抽象和综合。

图１　ＢＡ系统拓扑结构

中央监控管理层由服务器、客户机（操作站）、中央监控

管理系统软件和相应的通讯设备组成，通过管理网络层（一

般是ＴＣＰ／ＩＰ网络）和现场层相连。它不仅可以和以ＤＤＣ

为代表的现场层相连，也可以通过通信接口和机电一体化

的系统相连，如冷源系统、智能照明系统等。中层由ＤＤＣ

组成，有的系统配置有网络控制器或网关。下层传感器的

主要职能是从现场的空间（ｓｐａｃｅ）或水管（ｐｉｐｅ）、风管

（ｄｕｃｔ）中获取温度、湿度、压力、压差、流量、ＣＯ２ 浓度、ＣＯ

浓度等模拟量信息，以及压差、水流开关、手自动状态、运行

状态和故障状态等开关量信息；执行器用于执行ＤＤＣ给出

的指令，包括使调节水阀、调节风阀、变频器达到一定开启

量的模拟信号和使开关阀门开闭的开关信号。

分析十大品牌的ＢＡ系统拓扑结构，大致可以分成４

类：

１）以网关连接现场层和管理层的系统；

２）以网络控制器连接现场层和管理层的系统；

３）ＤＤＣ直接经ＴＣＰ／ＩＰ连接管理层的系统；

４）上述３类的两两混合系统。

１．２　第一类：现场层通过网关连接管理层网络的ＢＡ系统

这种ＢＡ系统以霍尼韦尔的Ｅｘｃｅｌ５０００为代表，见图

２。

图２　以网关连接现场层和管理层网络的ＢＡ系统

图２中，每个网关ＢＮＡ可连接２条ＣＢｕｓ控制总线。

每条ＣＢｕｓ可连接２９个Ｅｘｃｅｌ５０００系列控制器，通讯点限

制为１５００点，通讯速度为９６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ｂｉｔ／ｓ。ＣＢｕｓ传

递发送速率为９６００ｂｉｔ／ｓ时，最大限制（ＭＬ）为５００

ｒｅｐｏｒｔ／ｍｉｎ，最大服务限制（ＳＬ）为５００ｒｅｐｏｒｔ／ｍｉｎ。ＣＢｕｓ

以Ｌｏｎ总线传输（速率为７６．８ｋｂｉｔ／ｓ）时，最大限制为２７００

ｒｅｐｏｒｔ／ｍｉｎ，最大服务限制为２５００ｒｅｐｏｒｔ／ｍｉｎ。

Ｅｘｃｅｌ５００Ｓｍａｒｔ控制器为ＬｏｎＷｏｒｋｓ（Ｒ）系统的协同

运行提供了５１２个网络变量，最多１２８个物理点，最多２５３

个伪点，总共最多３８１个节点。控制器的每个输入量占用

１个网络变量，对应的每个输出量占用２个网络变量
［１］。

有类似拓扑机构的ＢＡ系统还有最近进入中国市场的

爱尔兰 Ｃｙｌｏｎ系统。Ｃｙｌｏｎ系统有３种网关结构———

ＵＣ３２．ｎｅｔＫ，ＢＡＣｎｅｔ路由器和ＫＮＸ网关①。

１）ＵＣ３２．ｎｅｔＫ网关上游经ＢＡＣｎｅｔ／ＩＰ连接ＴＣＰ／ＩＰ

管理层，下游经Ｕｎｉｔｒｏｎ现场总线连接ＤＤＣ。它还可以经

Ｍｏｄｂｕｓ和无线基站相连，实现和无线系统的互联，符合现

代通信技术渗透到ＢＡ系统的发展趋势。

① Ｃｙｌｏｎｓｍａｒｔ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ｙｌｏｎ．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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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ＢＡＣｎｅｔ路由器上连ＴＣＰ／ＩＰ管理层，下连ＢＡＣｎｅｔ

ＭＳ／ＴＰ对象。

３）ＫＮＸ网关上连ＴＣＰ／ＩＰ管理层，下经ＤＡＬＩ总线和

灯光控制系统相连，见图３。

图３　Ｃｙｌｏｎ系统的网关拓扑结构

　　从Ｃｙｌｏｎ系统的拓扑结构可以看出，其产品的推出时

间要晚于霍尼韦尔的Ｅｘｃｅｌ５０００，因而能适应更多的对象

连接，更具有扩展性。Ｃｙｌｏｎ系统的独特优点是它的Ｉ，Ｏ

是完全通用的，即ＡＩ，ＡＯ，ＤＩ，ＤＯ完全可以互换，节省了系

统的硬件投入。它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可控硅无触点输

出，因而可靠性高。

１．３　第二类：网络控制器连接现场层和管理层网络的ＢＡ

系统

这种ＢＡ系统以江森为代表，类似的系统还有美国的

ＫＭＣ系统、霍尼韦尔的 Ｗｅｂ系统和加拿大的Ｄｅｌｔａ系统，

这４个系统向上的连接都是采用ＴＣＰ／ＩＰ协议。

江森的ＢＡ系统以ＮＡＥ作为网络控制引擎，本身带３２

ｂｉｔ处理器，针对不同大小的系统分别配置 ＮＡＥ３５，

ＮＡＥ４５，ＮＡＥ５５到ＮＡＥ８５的网络控制器（见图４）。ＮＡＥ

网络控制器向下支持Ｎ２总线、ＬｏｎＷｏｒｋ总线和ＢＡＣｎｅｔ对

象，有的还能支持内置Ｍｏｄｅｍ。ＮＡＥ内嵌 ＷｉｎＸＰ，支持１

个或多个Ｗｅｂ功能①。

值得指出的是，江森的ＦＥＣ系统的主控制器ＦＥＣ１６ｘ０

和ＦＥＣ２６ｘ０具有３２ｂｉｔＲＩＳＣ处理器，具有比例自适应控制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和模式识别自适应控制功能，集成商在现

场不必进行传统的Ｐ，Ｉ，Ｄ参数调试，控制回路会自动整定

这些参数，达到几乎最优的控制策略。

图５为以网络控制器连接现场层和管理层的 Ｗｅｂ系

统。Ｗｅｂ系统采用３２ｂｉｔ网络控制器。Ｗｅｂ５４５ＡＸ，Ｗｅｂ

４０３ＡＸ，Ｗｅｂ２０１，Ｗｅｂ６００控制器等分别包容不同数量的

图４　网络控制器作为中间层连接ＤＤＣ和管理层的江森系统

现行常用现场总线协议标准（如 ＢＡＣｎｅｔ，ＬｏｎＷｏｒｋｓ，

Ｍｏｄｂｕｓ等）。该系统采用了Ｎｉａｇａｒａ开发平台技术，其网

络控制器Ｗｅｂ６００下连２条Ｌｏｎ总线或５条ＢＡＣｎｅｔＭＳ／

ＴＰ总线。只要是在一个Ｗｅｂ６００控制器下，Ｌｏｎ就认为是

同一个域，可以方便地调用域下的任何参数；对于ＢＡＣｎｅｔ

ＭＳ／ＴＰ，也可以通过ｄｅｖｉｃｅｉｎｓｔａｎｃｅ直接调用。Ｗｅｂ６００

支持约６００～８００个物理点；每个Ｗｅｂ６００Ｐ能带不超过６０

个的Ｓｐｙｄｅｒ控制器（ＰＵＬ６４３８）。它支持１０Ｋ热电阻的通

用输入，量程大小较为合理，温度范围为－２３～５７℃，精度

为满量程的±１％，在０～１０Ｖ，４～２０ｍＡ时精度较差，在

①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ｒｏｕｂｌｅｓｈｏｏｔＭｅｔａｓｙｓｓｅａ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ｃｏｕｒｓｅ７４９０，

ＭｅｔａｓｙｓＥＡ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ＮＡ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Ｓｅｒｖｅｒｓ
（ＡＤＳ／ＡＤ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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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以网络控制器连接现场层和管理层的Ｗｅｂ系统

满量程的±２％范围内不需要用户校正①。

图６为加拿大Ｄｅｌｔａ系统的拓扑结构图。Ｄｅｌｔａ系统是

一种纯粹的ＢＡＣｎｅｔ系统，同样通过网络控制器连接管理

层和现场ＤＤＣ。其系统控制器为３２ｂｉｔ的ＤＳＣ，下挂支持

ＢＡＣｎｅｔ的应用控制器，包括ＶＡＶ控制器等。其Ａｃｃｅｓｓ控

制器用于集成管理Ｄｅｌｔａ控制设备，如ＨＶＡＣ和灯光控制

器等，也直接支持ＢＡＣｎｅｔ。还有专用灯光控制器用于控制

智能照明系统。控制器的下层网络支持ＢＡＣｎｅｔＭＳ／ＴＰ

或ＬＩＮＫｎｅｔ。

图６　以网络控制器连接现场层和管理层的加拿大Ｄｅｌｔａ系统

１．４　第三类：ＤＤＣ直接连接以太网的系统

西门子的ＢＡ系统是现场数字控制器能直接连接以太

网管理层的系统。控制器能直接上连ＴＣＰ／ＩＰ以太网，下连

Ｐ２，ＭＳ／ＴＰ，ＬｏｎＷｏｒｋ②。从最初的 ＭＢＣ，ＭＥＣ，到现今的

ＰＸＣ系统无不具有这一特点，见图７。这是一种最为简洁的

网络拓扑结构，特别适合于大型建筑群和超高层建筑。采用

这种ＢＡ系统可以有较高的性价比和较快的响应速度。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西门子的ＰＸＣ系统的ＤＤＣ也具

有自适应控制策略，控制回路不需人工调试Ｐ，Ｉ，Ｄ参数就

能实现最优控制。

西门子ＢＡ系统的网络结构分为管理级ＭＬＮ、自控级

ＡＬＮ和楼层级ＦＬＮ。在ＡＬＮ上控制器之间可以实现点

图７　ＤＤＣ直接连接管理层的ＢＡ系统

对点（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的通讯。下层连接的ＦＬＮ上可运行Ｐ１

或ＬｏｎＴａｌｋ协议。

ＭＢＣ，ＭＥＣ和ＰＸＣ系列的ＣＰＵ都是３２ｂｉｔ的，都可

以通过扩展模拟量／数字量模块设备来增加监控点数。

ＭＢＣ，ＭＥＣ系列支持３条ＦＬＮ干线与总共９６个ＦＬＮ设

备通讯。点扩展模块的配线总长度最大为６１ｍ，其模拟／

数字信号分辨率（模拟输入）是１２ｂｉｔ的，数字／模拟信号分

辨率（模拟输出）是８ｂｉｔ的。ＰＸＣ系列控制器内嵌 Ｗｅｂ，

ＰＸＣＭｏｄｕｌａｒ控制器＋ＴＸＩ／Ｏ模块的组合通过一个总线

扩展模块可以接３条ＦＬＮ网络（ＲＳ４８５），每条ＦＬＮ可以带

３２个设备，其Ａ／Ｄ分辨率（模拟输入）是１６ｂｉｔ的，Ｄ／Ａ分

辨率（模拟输出）是１０ｂｉｔ的。

１．５　第四类：混合系统

混合系统主要是上述３类拓扑结构的两两组合，主要有：

１）５系列的Ｓａｕｔｅｒ系统———路由器和控制器直接上以

太网的混合；

２）Ａｎｄｏｖｅｒ系统———路由器和网络控制器的混合；

３）Ｓａｉａ系统———控制器带网关型。

图８为Ｓａｕｔｅｒ系统的拓扑结构图。所有ＤＤＣ控制器

均为３２ｂｉｔ微处理器。４系列控制器是 Ｌｏｎ控制器

（ＥＹ３６００ｅｃｏｌｏｎＬｏｎ）；５系列控制器直接连接ＢＡＣｎｅｔ／ＩＰ，

相当于西门子结构；ｎｏｖａＮｅｔ２９１路由器类似于霍尼韦尔结

构，把 ｎｏｖａＮｅｔ 总 线 连 接 到 一 台 ＰＣ 的 ＣＯＭ 口，

ｎｏｖａＮｅｔ２９０则通过ＩＳＡ插槽将ｎｏｖａＮｅｔ总线连接到ＰＣ；

ｎｏｖａＦｌｅｘ通用控制器用于暖通空调系统；ｎｏｖａ２２０和

ｎｏｖａ２２５ＤＤＣ控制器连接模块或现场设备。

专用的联网控制器ｎｏｖａ２３０（有２８个输入点和１０个输

出点）和联网控制模块ｎｏｖａＣｏｍ可连接 Ｍｂｕｓ，ＲＳ２３２Ｃ，

ＭｏｄｂｕｓＲＴＵ，Ｇｒｕｎｄｆｏｓ，ＥＩＢ，Ｗｉｌｏ，Ｌｏｎ，Ｓｉｅｍｅｎｓ３９６４Ｒ／

ＲＫ５１２，ＤａｎｆｏｓｓＶＬＴ６０００和ＶＬＴ２８００等，用于暖通空调

①

②

ＨｏｎｅｙｗｅｌｌＷＥＢ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１５９００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ＴＣＳ）ａｎｄ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ＦＭＣＳ），

ＷＥＢｓＡＸＯｐｅｎＧｕｉｄｅＳｐｅｃ，２００８
Ｓｉｅｍｅｎ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ＰＯＧＥＥ Ｔｒｅｎｄ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ｕｉｄ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２８４，１２５１８９９Ｒｅｖ．３，Ｍａｙ
２００５：Ｈｅ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ＤＸＣｏｏｌｉｎｇ，ＡＳＨＲＡＥＣｙｃｌｅｓＩａｎｄ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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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Ｓａｕｔｅｒ系统的混合拓扑结构图

系统中与非Ｓａｕｔｅｒ系统的连接，实现与非Ｓａｕｔｅｒ系统的数

据交换。

图９为瑞士Ｓａｉａ系统的拓扑结构图。其第一层为以太

网，在第二层ＰＣＤ直连以太网。ＰＣＤ除作为控制器外，还

作为网关和路由器，支持３～１９个信道的 ＢＡＣｎｅｔ，

ＬｏｎＷｏｒｋ，Ｍｏｄｂｕｓ，ＰｒｏｆｉＢｕｓ，Ｃａｎｂｕｓ，Ｍｂｕｓ，ＥＩＢ，ＭＰ

ｂｕｓ，ＯＰＣ，Ｍｉｆｉ，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通讯接口包括 ＲＳ４８５，ＲＳ２３２，

Ｅｔｈｅｒｎｅｔ，ＵＳＢ。其内置 Ｗｅｂ服务器，直接采用ＩＥ浏览。

现场层的ＰＣＤ２，ＰＣＤ１就地扩展箱含１９～１０２４个物理点。

图９　Ｓａｉａ系统的拓扑结构图

２　ＢＡ系统的发展趋势

从上面对国外主要ＢＡ系统品牌的拓扑结构和应用特

点的分析已经可以看出ＢＡ系统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趋势。

ＢＡ系统的３个主要发展趋势是：工业控制领域的成果将越

来越多地应用到ＢＡ的传统控制策略，通讯领域成果开始应

用到ＢＡ系统领域，ＩＴ领域成果正在向ＢＡ系统领域渗透。

２．１　工业控制领域的成果应用到ＢＡ系统的传统控制策

略的改进

早在２００４年，江森率先在变风量空调系统的ＢＯＸ控

制器１４００中使用了自适应控制技术。２００５年１０月，西门

子紧跟而上，通过购买 ＭｏｄｅｌＦｒｅｅ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ＭＦ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自适应控制技术专利掌握了这一技术，在当时新开

发的ＰＸＣ系统的ＤＤＣ中采用了自适应控制算法。江森在

其新开发的ＦＥＣ系统中也在每个ＤＤＣ控制器中移植了这

一技术。两家主流公司的这一应用成果标志着ＢＡ系统接

受了这一新的发展趋势。

自适应控制技术是工业控制领域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已

经发展成熟的技术，使用这种技术后，工程师不再需要对闭

环控制回路的Ｐ，Ｉ，Ｄ参数进行现场调试，系统会通过学习

自动将这些参数整定到近似最优。由于行业内一直缺乏相

关的技术人员，更由于市场上的低价中标现状，没有能力和

时间调试Ｐ，Ｉ，Ｄ参数一直是困惑集成商的技术难关。自适

应控制技术进入ＢＡ系统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可以预见，随着集成电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硬件成本的不

断下降，ＤＤＣ的字节长度已经从８ｂｉｔ，１６ｂｉｔ发展到现今主流

的３２ｂｉｔ，今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现代控制技术和控制理论应

用到ＢＡ系统之中，这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

２．２　通讯成果开始应用到ＢＡ系统领域

本世纪前１０年，霍尼韦尔、西门子、江森先后加入了

Ｚｉｇｂｅｅ协会。江森开发出了基于 Ｍｅｔａｓｙｓ网络的无线平台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Ｍｅｔａｓｙｓ Ｓｙｓｔｅｍ
①，其中包括ＺＦＲ１８００系列无线现

场总线协议，用于暖通空调系统的无线ＴＥＣ温度传感系统、

ＷＲＳ多对一无线房间传感系统、ＴＥ７８００一对一无线房间温

度传感系统和ＷＲＺ７８４０一对一无线房间温度传感系统等。

无线通信技术进入ＢＡ系统，使得其在受价格因素影

响布线困难或仅仅是为了美观而不允许布线时，也能得到

广泛应用。如用户经常性地搬迁或墙面采用坚硬的大理石

的场合等，使用无线控制技术就是一个选择。ＺＦＲ１８００采

用ＺｉｇｂｅｅＴＭ的无线网络监控使用ＢＡＣｎｅｔ协议的暖通空

调设备。Ｚｉｇｂｅｅ采用网格式的网络来加强可靠性，通过自

动构建多路径的数据传输方法形成自修复通信的能力。需

要注意的是，Ｚｉｇｂｅｅ在自由空间内传播的可靠性较高，穿透

楼层和墙壁的能力则受到相当的限制。

目前，基于６ＬｏＷＰＡＮ，ＺＷａｖｅ，ＧＰＲＳ，Ｗｉｆｉ，３Ｇ的设

备通讯技术也已经在ＢＡ系统和智能家居的控制中得到了

应用，这一切都印证了通讯技术向ＢＡ系统渗透的趋势，值

得引起大家的注意。

２．３　ＩＴ领域成果向ＢＡ系统领域渗透

近年来，由于ＩＴ技术的迅速发展，ＩＴ技术的成果越来

越多地渗透到智能建筑领域，基于ＴＣＰ／ＩＰ和数字化技术

的城市安全防范系统变革了传统的模拟和数字结合的安防

系统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同样，ＩＴ技术的新成果也开始进入ＢＡ系统领域，其标

志是Ｔｒａｄｉｕｍ公司开发的基于Ｊａｖａ的Ｎｉａｇａｒａ开发平台和

Ｓｅｄｏｎａ下层开发平台。Ｎｉａｇａｒａ和Ｓｅｄｏｎａ是开源的、模块

①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Ｍｅｔａｓｙｓ ＳｙｓｔｅｍＰｒｏｄｕｃｔ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ＡＲＣＨＩＶＥ，Ｃｏｄｅ
Ｎｏ．ＬＩＴ１２０１１２４４，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４．１，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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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开放的平台①，可以扩展连接当今市场上已有的成千

上万的设备，其集成和互操作的能力强大，非常适合多协议

系统的无缝连接，见图１０。使用这两个平台，ＢＡ系统的研

发成本将大大降低，也将更为开放。因此，这两项技术得到

了霍尼韦尔、江森、西门子、ＫＭＣ和Ｓａｉｅｒ等公司的认同。

图１０　Ｎｉａｇａｒａ框架的开放性

２．４　一个需要避免的不良发展倾向

除了上述三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外，ＢＡ系统市场也出现

了一个严重影响ＢＡ系统质量的不良倾向，需要提高认识

和避免。

近年来，空调子系统厂家纷纷推出机电一体化的控制

系统，如集水井排水系统、新风机电一体化系统、空调机电

一体化系统等。这些系统内含ＰＬＣ控制器，形成对子系统

本身的控制，ＢＡ系统只能与这些系统通过通信互联，而不

能对其直接控制。由于这些产品借助了机电一体化和智能

控制箱的称号，颇吸引技术人员的关注，并已经有所应用。

从市场发展的规律上看，这是厂家的经济利益驱使所

致，是正常的现象。但是这种倾向带来了严重的问题，令人

担忧。主要原因如下：

１）出于商业保密，厂商一般不公开子系统的控制策

①　ＢｕｉｌｄｙｏｕｒＭ２Ｍ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ｏｖｅｎｄｅｖｉ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Ｎｉａｇａｒａ—Ｃｏｎｎｅｃｔ，Ｕｎｉｆｙ，Ｍａｎａｇｅ． ｗｗｗ．
ｔｒａｄｉｕｍ．ｃｏｍ

略，而其控制策略一般没有经过优化，更不是最优的（从目

前工程实施情况及我国空调子系统运行水平与国际水平的

差距可得出这一结论）。由于ＢＡ系统只能对它们实施监

视而无法控制，空调子系统就永远失去了优化运行的机会。

２）由于是独立的子系统，其本身不会关心和采集系统

之外的全局参数，如室外气温和湿度、建筑物内人的瞬间流

量等。而这些全局参数恰恰是ＢＡ系统用来优化控制、提

高能效的关键。

３）ＢＡ系统要想和子系统联动必须通过通信方式，ＢＡ

系统集成商必须对子系统提出通信协议、数据帧格式和上

传参数的要求；空调子系统供应商从商业合同起就必须全

程配合，增加了技术难度、商业开销和工程实施的协调成

本。

４）这么多的子系统通过总线通信，会增加ＢＡ系统总

线上的负担，通信的可靠性也会有问题。当然，对于冷热源

群控系统等特别专业化的重大系统，笔者一贯主张由冷热

源供应商实施控制。虽然他们目前的群控水平远没有达到

优化和节能的程度，但由于他们对产品特性的掌握远胜于

一般的ＢＡ系统集成商，所以由他们在专家参与下改进和

优化控制是最佳的选择。

３　结语

本文分析了中国市场上的主要国外ＢＡ系统品牌的拓

扑结构的特点，在此基础上作了分类，主要可以分为以网关

连接现场层和管理层的结构、以网络控制器连接现场层和

管理层的结构和ＤＤＣ直接上管理层的结构。同时介绍了

各类ＢＡ系统的应用特点，可供业主和专家从建筑物需求

出发选择ＢＡ系统品牌参考；分析了ＢＡ系统的三大发展趋

势，供国产ＢＡ系统研发技术路线借鉴。最后指出目前出

现的空调子系统机电一体化的倾向可能会破坏ＢＡ系统的

全局性和整体性，不利于ＢＡ系统控制的优化，不利于建筑

能效的提高。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视，供大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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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讯·

建筑设备节能减排新技术论坛（热能动力）在北京举行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６日，２０１２年中国建筑学会年会在北京

召开。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热能动力分会组织了“建筑设备

节能减排新技术论坛（热能动力）”。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关文吉总工主持了会议。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顾问总工许

文发教授作了《区域能源与分布式能源》的报告，阐明了区

域能源的定义，指出区域能源规划不同于城市规划中的专

业规划、电力系统的热电联产规划、分布式能源规划、可再

生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规划。指出区域能源与分布式能源

的区别在于分布式能源一般是指独立于大供电系统之外、

既发电又供冷供热的分散能源系统，它是区域能源中的一

种形式。区域能源包含了在本区域中应用的各种能源形

式，包括一次能源，二次能源，可再生能源，高品位能源，低

品位能源，梯级利用、综合利用的能源等。分布式能源为区

域能源提供了合理用能、科学用能的一种机遇和形式。北

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张杰教授级高工作了《冷

热电三联供系统设计案例》的报告；清华大学李俊明教授作

了《微细流动与传热在空调制冷系统的应用》的报告；北京

瑷玛斯区域供冷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赵建成总经理作了《区

域能源项目的运行与管理》的报告；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

公司康慧教授级高工作了《我国能源行业基本情况介绍》的

报告；中国可再生能源协会执行会长作了《低碳节能在建筑

中的应用》的报告。会议内容丰富，理论联系实际，取得了

圆满成功。

（本刊特约通讯员　吴延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