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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主要包括建筑智能化、信息化技术中的楼宇自控系统，楼宇自控系统的软、硬件架构，
楼宇自控与空调系统的自控，以太网技术，控制网络技术，工业以太网与实时以太网，使用通透以太
网的楼宇自控系统，工业以太网的规划安装调试，WLAN（无线局域网）及无线网络技术在建筑智能
化中的应用，下一代互联网与DDC编程技术分析等。
以太网技术在楼宇自控系统中的应用是一个在很多方面有待深入研究的热点问题。

　　本书系统地对以太网技术在楼宇自控系统中的应用做了全面和深入的讲解，同时本书与工程实际
紧密联系，全书的理论体系严谨、完整。

　　本书可作为建筑类高等院校的建筑电气与智能化、电气工程与自动化、自动化、电气工程、机械
电子工程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建筑行业相关专业和涉及建筑智能化、信息化技术相
关专业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设计人员、管理人员学习和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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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系统地将工业以太网、实时以太网应用于BAS，在理论研究上和在工程上还不成熟，理论上有很
大的盲区。
通过研究建立系统性的理论，对于楼宇自控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张少军本着上述思想，对以太网技术在楼宇自控系统中的应用做了较系统的研究，撰写了《以太
网技术在楼宇自控系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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