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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实用便携手册》内容简介：在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过程中，工程技术人员除了
掌握大量的专业知识之外，还需要经常查阅国家行业标准、规范、规程及有关数据、表格等。《建筑
智能化工程施工实用便携手册》以此为出发点，筛选出来自工程第一线的，涉及施工准备、安装调试
、工程验收、施工管理等方面的，且工程技术人员常查阅的有关工程施工的方法、数据、图表、条文
规定等。书中，对每一部分内容都提出了实际工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并且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是一本实用的施工手册。《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实用便携手册》共分为12章，分别是：火灾自动报警
及消防联动控制系统、楼宇自控系统、安全防范系统、智能卡管理系统、综合布线、计算机网络系统
、通信网络系统、智能化集成系统、机房工程、智能建筑电源与接地工程、住宅小区智能化以及智能
建筑施工管理。
《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实用便携手册》语言精练，图文并茂，实用性强，适合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人
员使用，也可供高校师生及相关专业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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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系统构成及应用
　1.2　施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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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区域报警控制器安装
　　1.3.5　机房设备安装
　　1.3.6　火灾报警设备接地
　　1.3.7　消防广播及火警电话的安装
　　1.3.8　火灾报警系统调试
　1.4　施工质量验收
　　1.4.1　一般规定
　　1.4.2　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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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安全防范系统
　3.1　安全防范系统的构成及应用
　　3.1.1　系统概述
　　3.1.2　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3.1.3　防盗报警系统
　3.2　施工准备
　　3.2.1　学习掌握相关的规范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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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与银行合作建设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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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综合布线
　5.1　综合布线系统的组成及模式
　5.2　施工准备
　　5.2.1　布线系统开工条件
　　5.2.2　管路预埋施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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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安装及调试
　　7.3.1　电话及程控用户交换机

Page 5



《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实用便携手病�

　　7.3.2　卫星电视及有线电视系统
　　7.3.3　公共广播系统
　　7.3.4　用户接入网
　7.4　施工质量验收
　　7.4.1　通信系统检测要求
　　7.4.2　通信系统检测及验收内容
　7.5　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第8章　智能化集成系统
　8.1　系统集成方式及应用
　　8.1.1　概述
　　8.1.2　集成系统的构成
　8.2　施工准备
　8.3　系统安装及检测
　　8.3.1　智能化集成管理系统的实施
　　8.3.2　智能化集成管理系统工程实施的环节
　　8.3.3　工程任务的接收与实施的筹备
　　8.3.4　相关工程资料的整理
　　8.3.5　网关软件的开发
　　8.3.6　智能化集成管理系统界面的制作
　　8.3.7　智能化集成管理系统软件的安装与调试
　　8.3.8　智能化集成管理系统竣工文档的管理
　8.4　施工质量验收
　　8.4.1　智能化集成管理系统验收的前提条件
　　8.4.2　系统的检测
　　8.4.3　集成系统的整体指挥协调能力
　　8.4.4　集成系统综合管理功能的检测
　　8.4.5　系统验收与竣工资料的移交
　8.5　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第9章　机房工程
　9.1　机房工程的组成及应用
　　9.1.1　机房的分类
　　9.1.2　机房工程的组成
　　9.1.3　机房工程的设计原则
　9.2　施工准备
　　9.2.1　机房工程基本要求
　　9.2.2　确定施工方案
　9.3　施工
　　9.3.1　机房建设
　　9.3.2　机房电气
　　9.3.3　机房环境
　　9.3.4　机房环境检测
　　9.3.5　机房防雷
　　9.3.6　机房接地
　　9.3.7　主要施工要求
　　9.3.8　具体施工工艺
　　9.3.9　施工检查重点
　9.4　施工质量验收
　　9.4.1　验收重点
　　9.4.2　主要验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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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8.1系统集成方式及应用8.1.1概述 智能建筑的集成管理系统，是把建筑物内若干个既相
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系统，包括通信网络系统CNS、信息系统IS、楼宇设备自动化系统。BAS、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FAS、安全防范系统SAS等，集成到一个统一的、协调运行的系统中，实现建筑物设备
的自动检测与优化控制，实现信息资源的优化管理和共享，为使用者提供最佳的信息服务，创造安全
、舒适、高效、环保的工作、生活环境。早在2000年颁布的国家标准《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
50314-2000）中就正式提出了“智能化集成管理系统”的设计要求。针对这样一个需求，工程中应用
的智能建筑集成管理系统是以一种软件产品的形式出现的。多数软件平台的集成接口遵循开放、通用
的国际标准，包括OPC规范、XML规范、Portlet规范。不同系统和产品之间具备“互操作性”，最新
的技术方向是软件设计采用模块化的J2EE系统架构，能够方便连接第三方开发的系统，以及使用者自
主开发的模块软件。软件平台的用户界面多采用客户端／月艮务器（Client／Server）或浏览器／服务
器（Browser／Server）模式的系统构架，最新的技术方向也是采用后一种方式居多。智能化集成管理
系统通过规范设备管理程序，实现各子系统的功能联动、集中管理和信息共享。通过优化设备的运行
控制，降低运行成本，合理节省能源。确保设备安全可靠运行，全面提升智能大楼的消防、安全、楼
宇设备管理和通信管理等方面弱电管理的服务水平。能够实现工程现场的机电设备、火灾及安全信息
资源的采集、存储和共享；能为智能大厦的管理提供先进的手段、科学的信息依据；能为智能大厦的
使用者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智能化集成管理系统一般都设置中央数据库，将楼宇设备自动化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出入口控制及门禁系统、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公共广播及紧急广播系统、智能
照明管理系统、电梯监视系统、防盗报警系统、物业管理系统和公共及业务信息显示系统等所有弱电
子系统的设备信息、运行标志信息、各种计量数据，按各自管理的功能范围，分别裁剪存于中心数据
库以供各类应用程序加工、处理、使用及查询。同时，在这几个子系统的监控管理中心，均有各自独
立的数据库。

Page 9



《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实用便携手病�

编辑推荐

《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实用便携手册》标准规范精选，常用数据速查，疑难问题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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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实用便携手病�

精彩短评

1、便携倒是谈不上，但是很实用
2、这本书感觉上还是不错的，要是更深入一些，更联系一下实际会更好一些
3、内容实用，方面查询
4、比较笼统，不够全面
5、现在没这么读，感觉和规范差不多
6、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
7、很实用的手册，初学者也能看得懂
8、非常好 现场施工你会遇到各种问题 它会帮你解决
9、挺有用 以后有需要还会再买类似的书
10、书籍有一残页，质量一般，看着这边那边还有字的影子，内容没有看不可评论哦
11、作为智能化系统的施工员，这本书所有施工准备以及施工步骤都写得很详细！
12、主要注重施工,与规范相结合,用于施工检查和验收,不错!
13、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实用便携手册初级教材，普及用。
14、公司有工程，自己买本书学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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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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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