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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依据《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 50314－2006)，系统介绍了建筑设备管理系统(BMS)的基本知
识和各子系统监控内容以及设计和施工。
全书共13章，其中第1章至第4章介绍BMS基本理论、基础知识，第5章至第12章介绍BMS中各子系统监
控内容以及设计、施工中的相关内容，第13章介绍典型工程实例。
    本书具有如下特点，首先执行《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 50314－2006)，所编内容涵盖新《标准
》要求的所有内容；其次选编空调知识和自动控制原理内容，可扩大读者知识面；另外有6个典型工
程实例，具有工程实践性、可读性。
    本书可作为从事暖通空调专业和自控专业设计、制造、施工、安装及运行管理人员的培训教材和参
考书，也可作为大专院校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智能建筑专业的教学用书和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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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子慧，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陕西省智能建筑学会常委。
 
    1960年毕业于西安冶金建筑学院（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供热、通风与空调专业，留校任教，随即
派往哈尔滨工业大学，在自动学与远动学教研室学习，1962年春回校任教至1996年春。
先后讲授《热工测量与自动控制》、《给排水自动化》及《环保监测与自动控制》等课程。
主编供热、通风与空调专业第一轮全国统编教材《热工测量与自动调节》（1983年7月，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获1985年陕西省高教科研二等奖）、主编第二轮全国统编教材《热工测量与自动控制》
（1996年11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另外，出版《空气调节自动化》（1979年12月，科学出版社）等四本关于供热空调自控方面的专著。
在任教期间完成以半导体制冷器为冷热源的黑体辐射器恒温控制研究项目，完成数项空调自控实际工
程设计任务。
 
    1996年春步入自控工程界这个新领域，至2007年，在有关自控公司担任总工，并承担建筑设备管理
系统的设计任务，包括办公大楼、星级宾馆、医院、精仪超净厂房、万吨土豆库等工程，这些工程均
已投产、运行良好。
通过众多实际工程的磨练和学习，提升了工程技术水平，并在设计方面提出了建筑设备管理系统一体
化整合设计的理念，同时结合实际工程发表论文10余篇，主审高校教材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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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概述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
对各类建筑的环境和条件的要求也随之提高。
在工程项目中采用建筑设备管理系统（BMS），通过系统的合理配置，对建筑设备进行监控管理，将
高质量的服务与高效的管理有机结合，可以创造出舒适、温馨、环保、健康、节能的工作与生活环境
。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是智能建筑重要组成系统之一，本章将首先介绍智能建筑的概念，其次介
绍BMS的功能及管理范围，最后介绍。
BMS的结构形式及其发展。
　　1.1　智能建筑及建筑智能化系统　　智能建筑（Intelligent Building：IB）以建筑物为平台，兼备
信息设施系统、信息化应用系统、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公共安全系统等，集结构、系统、服务、管理
为一体，向人们提供安全、高效、便捷、节能、环保、健康的建筑环境。
　　上述定义是我国2007年实施的《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 50314—2006）给出的权威性诠释，
较之以前的定义更为科学。
在建筑智能化方面，其特点是将原标准通信网络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分别归纳为信息设施系统、信
息化应用系统；将建筑设备监控系统提高到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并将原来包含在广义BAS中的FAs
和SAS独立为公共安全系统，且功能扩大；在提供的建筑环境方面增加了节能、环保、健康的内容。
新《标准》的发布充分说明了我国智能建筑技术，经过多年的实践取得了很大进步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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