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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net标准与楼宇自控系统技术》

内容概要

《BACnet标准与楼宇自控系统技术》对BACnet标准、楼宇自控技术的应用做了较全面、深入和系统的
论述，理论体系严谨、完整。内容主要包括：工控领域和楼控领域的控制网络技术；BACnet标准概述
；BACnet协议的体系结构和应用层；BACnet的网络层、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BACnet／IP网络
；BACnet标准与PTP及MS／TP网络；BACnet标准与LON及ARCnet；BACnet标准与以太网；工业以太
网与实时以太网；楼宇自控系统及技术；系统集成；BACnet网关以及BACnet网络与异构网的互联；应
用系统举例及分析；BACnet技术的发展和技术融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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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5ModBus转BACnet MS/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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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339
12?4BACnet与蓝牙网络的互联互通340
12?5关于BACnet网关的开发343
12?5?1BACnet网关343
12?5?2BACnet网关开发中的程序
调试343
第13章应用系统举例及分析345
13?1BACnet系统的说明和设计345
13?2应用BACnet协议的控制器产品
举例346
13?2?1Delta的ORCA系列产品和
应用346
13?2?2CornfortPoint控制器及BAS的
组织347
13?3BACnet标准在冷水机组群控方面的
应用350
13?3?1系统组成350
13?3?2地址、设备编号与冷水机组内部
参数表350
13?3?3地址和通信接口绑定351
13?3?4有效的群控方法352
13?4BACnet应用系统中的无线传感器
网络352
13?4?1无线传感器网络352
13?4?2ZigBee网络与BACnet的互联354
13?4?3ZigBee网络在BACnet系统中的
扩展应用354
13?5基于BACnet/Web Services BAS356
13?5?1Web技术和XML356
13?5?2XML?Web Services360
13?5?3Web集成技术361
第14章BACnet技术的发展和技术
融合363
14?1现代建筑中的通信网络覆盖和网络
融合363
14?1?1现代建筑中的通信网络覆盖363
14?1?2网络融合364
14?2信息域网络与测控网络的互联
互通365
14?3短距离无线网络的互联互通368
14?3?1楼宇自控网络选择368
14?3?2什么是短距离无线网络的互联
互通368
14?3?3应用方向及前景370
14?4构建楼宇自控网络的优化模式371
14?4?1现有楼宇自控网络的结构特点及
不足371
14?4?2现有楼宇自控网络的结构
缺欠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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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3架构楼宇自控网络的模式
选择375
14?4?4优化的楼宇自控网络模式及
组织376
14?5BACnet标准支持的楼宇自控网络的
比较378
14?5?1性价比排序378
14?5?2ISO 8802?3局域网的优、
缺点378
14?5?3选用ARCnet的考虑379
14?5?4选用MS/TP网络的考虑379
14?5?5选用LON网络的考虑379
14?6BACnet标准与IPv6380
14?6?1IPv6的地址结构和地址配置380
14?6?2IPv6地址体系结构381
14?6?3IPv4向IPv6的过渡382
14?6?4新技术对网络地址资源的需求
和IPv6384
14?6?5BACnet标准与IPv6385
14?7关于BACnet标准有待商榷的问题386
参考文献389缩略语缩略语
A应用层（前缀）
AE应用实体
ANSI美国国家标准学会
APCI应用层协议控制信息
API应用编程接口
ARCnet附加资源计算机网络
ASE应用层服务单元
ASN?1抽象句法结构符号1（ISO 8824）
B’’表示在单引号之间使用二进制符号
BAC楼宇自动控制
CNF证实原语
COV值的改变
CRC循环冗余码校验
D’’表示在单引号之间使用十进制符号
DA本地目标MAC层地址
DADR最终目标MAC层地址
DER需要应答的数据
DES数据加密标准（FIPS 46?1）
DIDARCnet目标MAC地址
DLEN最终目标MAC层地址的一个字节长度
DNET两个字节表示的最终目标的网络号码
DSAPLLC目标服务访问点（对于BACnet为X’82’）
EXEC执行一个服务请求的能力
ICI接口控制信息
IND指示原语
IEEE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
INIT发起一个服务请求的能力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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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数据链路层（前缀）
LAN局域网
LLC逻辑链路控制（ISO 8802?2）
LPCI链路层协议控制信息
LPDU链路层协议数据单元
LSAP链路层服务访问点（对于BACnet为X’82’）
LSDU链路层服务数据单元
M命令的
M（=）命令的（参数与服务原语中左边的参数在语义上相等）
MA媒体访问（前缀）
MAC媒体访问控制
MPCIMAC层协议控制信息
MPDUMAC层协议数据单元
MSDUMAC层服务数据单元
MS/TP主从/令牌传递
N网络层（前缀）
NP网络优先权
NPCI网络层协议控制信息
NPDU网络层协议数据单元
NRZ反向不归零制
NSAP网络层服务访问点
NSDU网络层服务数据单元
O表明对某个属性的支持是可选的
OSI开放系统互联
P物理层（前缀）
PACARCnet数据分组的头字节
PCI协议控制信息
PDU协议数据单元
PICS协议实现一致性声明
PK私有密钥
PPCI物理层协议控制信息
PPDU物理层协议数据单元
PSDU物理层服务数据单元
PTP点对点
R表明对某个属性是支持的，并且用BACnet设备可读该属性
REQ请求原语
RSP响应原语
S选择
S（=）选择（参数与服务原语中左边的参数在语义上相等）
SA本地网络资源的MAC层地址
SAP服务访问点
SCARCnet系统代码（对于BACnet为X’CD’）
SDU服务数据单元
SIDARCnet源的MAC层地址
SK会话密钥
SLEN源节点的MAC层地址的一个字节长度
SNET两个字节表示的源节点网络号码
SPC标准工程委员会
SSAPLLC源节点服务访问点（对于BACnet为X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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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M事务处理状态机
U用户选项
U（=）用户选项（参数与服务原语中左边的参数在语义上相等）
UART通用异步收发器
VT虚拟终端
W表明对某个属性是支持的，并且用BACnet设备可读和可写该属性
X ’’表示在单引号之间使用十六进制符号
XID交换标识（ISO 88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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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主要是介绍BAC***协议太多了没有实际案例的东西，理论的东西太多
2、也就是了解个大概，直接看标准比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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