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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摘要
智能建筑是把高新技术（计算机、多媒体、现代通信、智能保安、环境监控等）与建筑艺术有机地结
合
在一起，进行设计和建造的安全、舒适、方便、高效、灵活的现代化建筑。
这是社会信息化和经济高度发展
的必然产物和需求。

本书由各相关领域的专家撰写，集中反映了当前智能建筑的技术和水平。

全书包括建筑自动化、办公自动化、计算机网络、智能通信技术、智能防火、智能保安、多媒体技术
、
卫星通信与有线电视、综合布线系统、智能建筑的电气设计等9章。
附录收集了网络和卫星电视的有关
数据。

读者对象：建筑、楼宇自动化、办公自动化、计算机网络、通信、防火、保安等领域的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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