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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Web的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的设计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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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寻更加高效便捷的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方式，文章在深入分析Web技术的基础

上，将其引入建筑智能化的系统集成中，并以实际工程为例，详细介绍了基于Web的建筑智能

化系统集成的设计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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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ne Web technology WaS an,dyed in order to explore more e伍cient and convenient way of intel—

ligent building system integration．The paper took it into intelligent bundiIlg system integration．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lligent bIlildiIlg system integration based on Web were introduced by峨the
project a8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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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控制技术的

飞速发展，智能建筑已经成为现代建筑发展的主

流。智能建筑是以建筑物为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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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及其优化组

合为一体，向人们提供一个安全、高效、便捷、节

能、环保、健康的建筑环境。

目前网络互联的硬件设备已趋向标准化。因

此，系统集成时主要考虑解决软件集成和统一通

信协议的问题。随着人们对智能建筑功能需求的

不断提升，建筑内需要监控的范围和设备种类在

不断扩大，而这些设备可能采用不同的网络平台、

不同的通信协议。因此，在实现智能建筑系统集

成时，为解决互联和互操作问题，必须要采用有效

且先进的集成技术。

1 Web技术在智能建筑中的应用

随着Internet／Intranet网络的普及，以及Web

技术在Internet／Intranet上的广泛应用，采用Web

技术进行系统集成，已经成为当前智能建筑系统

集成的研究热点之一。基于web方式进行系统集

成具有以下优点：

1)能够实现系统的远程监控与维护，使系统

管理不再受到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2)界面一致、风格统一，操作相对简单，任何

被授权的用户均可通过浏览器进行访问和操作。

3)提高了设备运行的监控能力，使得能源控

制更加“精确化”，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

4)提供跨平台支持，允许用户跨平台使用诸

如数据库、多媒体等多种形式的信息。为智能建

筑系统在实时控制域和信息管理域的全面集成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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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良好的软件环境。

2系统总体设计

常规的智能化系统集成采用的模式为三层结

构，即现场设备层、本地监控层、中央管理层。Web

的集成方式就是对中央管理层做相应地改进，使其

作为Web服务器，并在原有三层结构的基础上增设

远程管理层，客户端不直接与数据库相连，而是连

接到Web服务器，再通过Web服务器的数据访问层

与数据服务器相连，即客户端使用浏览器通过Inter-

net／Intranet网络访问web服务器，从而构成远程的

监控系统。这样可以使用户不受时间、地域的限

制，对整个智能化系统进行远程管理操作。

3集成技术分析

h(Local op峨Networks)总线是美国Ech．
don公司推出的局部操作网络，LonWorks是为支持

Ion总线开发的技术，I_onTalk是I．onWonks使用的

开放式通信协议。该协议遵循ISO制定的OSI模

型，提供了OSI参考模型所定义的全部七层服务，

它支持以不同通信介质分段的网络，如双绞线、电

力线、无线电、红外线、同轴电缆和光纤等。Ion．

Works技术已在测量、控制等各个领域中被广泛采

用，也被多个标准化组织所承认。目前，它已被美

国电子工业协会(ELA)定义为家庭控制网络的标

准，LonTalk的物理层和链路层还被美国暖通空调

和制冷工程师协会(ASHRAE)采纳作为其BACnet

标准的组成部分，使之成为楼宇自动化和家庭自

动化中公认的技术标准。而智能建筑系统集成正

是利用该技术的标准化特性，在底层采用LonTalk

通讯协议，实现本地监控层与现场设备的通讯，完

成实时数据的采集。

3．2数据库的建立

数据库就是将许多具有相关性的数据以一定

的组织方式存储在一起形成的数据集合，它是整

个系统集成的基础。所有的监控数据都是通过数

据库系统传递到中央管理层，同时几乎全部的控

制命令也是通过它发送到现场控制层的控制设备

中。智能建筑集成系统的数据库包括实时数据库

和历史数据库两部分，它们之间彼此独立又相互

联系。

实时数据库是由服务器数据采集程序从控制

网络中采集的实时数据所形成的数据库，是对生

产过程进行监督、对生产状态进行控制的基础。

实时数据库主要用于记录所有点的实时数据，如

所有点的状态、数值等，这些都被系统以后台运行

的方式实时保存到该数据库中。当读取当前数据

时，客户机不需要再从控制器中获取，而是直接从

服务器的实时数据库中得到各类所需数据。因此

系统通信负荷小、通讯效率高，使系统实时通讯的

速度和稳定性大大提高。而且实时数据库设置灵

活，可根据系统容量，设置需要存储的点以及信息

的类型，包括模拟输入输出点、数字输入输出点、

伪点以及组合点等，同时还可根据需要设置采样

时间。

历史数据库主要用于存储监控设备的历史运

行数据。因为智能建筑需要监控的设备种类、数

量以及每个设备需要监控的参数众多，而且需要

存储这些设备较长时间的运行数据，因此数据量

相当庞大。SQL SErver 2000数据库是大型的关系

型数据库系统，提供了以Web标准为基础的扩展

数据库编程功能，以及丰富的可扩展标记语言

(Exmnsible Markup Language，x^亿)和Intemet标准

支持，允许用户使用内置的存储过程以XML格式

轻松存储和检索数据，具有较高的性价比。因此。

采用它作为系统集成的历史数据库，用来自动记

录系统中所有的设备信息、报警事件以及操作过

程等数据。

3．3数据库访问方案

目前，主流的Web数据库访问技术有ASP、

PHP和JsP三种。ASP技术比较简单易用，再加上

Microsoft的强力支持，借助于其所提供的Corn+技

术，几乎可以实现以前由C／S模式所提供的全部

功能，所以深受广大Web开发人员的欢迎。

通过ASP与数据库技术相结合，可以开发出

动态、交互式的Web网页。而ASP与ADO(ActiveX

Data Objects)结合正是一种完整的站点数据库访问

解决方案。通过ADO组件可以实现与任何ODBC

兼容数据库或OLE DB数据源的高性能连接，可以

让用户用浏览器通过Intemet／Intranet查询站点数

据库的数据，甚至还可更新或删除站点服务器的

数据库信息。ASP应用程序驻留在Web服务器

上，客户端只需浏览器即可。当用户请求一个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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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ASP访问数据库原理图

Fig．1 The principle of accessing database with ASP

主页后，Web服务器响应肌P请求，从Web服务
器中下载指定的ASP文件(以．asp为后缀的文

件)，并由服务器端的ASP引擎解释被申请文件。

当遇到任何与ActiveX Scripting相兼容的脚本，如
VB Script或Java Script时，ASP引擎会调用相应的

脚本引擎进行处理。若脚本指令中含有访问数据

库的请求，Web服务器就会根据ADO对象所设置

的参数启动相应的OLE DB驱动程序或ODBC驱

动程序，之后利用ADO对象来完成对数据库的操

作。最后，ASP生成包含有数据操作结果的HTML

页面通过Web服务器返回给用户浏览器。其工作

原理如图I所示。

4工程实际应用

本工程为学校的科研楼，总建筑面积

30 0001n2，其智能化系统包括：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BAS)、安保监控系统(SAS)、火灾监控系统

(n峪)。系统采用Honeywell的EBI(Enter—prise

Buildings IntegratorTM)，在EBI的基础上构建建筑设

备综合管理系统BMS(Building Management Sys．

tem)。因学校总值班室距科研楼较远，因此以Web

方式实现系统集成，以便管理人员进行远程监控

和系统维护。

4，1监控站的设计

1)实时数据库开发。EBI的实时数据库开发

软件Quick Builder提供了在数据服务器中进行实

时数据库开发和修改的功能。首先通过定义状态

点、创建工作站、定义通道等操作完成数据库的创

建，最后将设计好的数据库下载到本地服务器中，

以实现现场设备与监控平台数据的同步。

2)历史数据库开发。为保证数据处理和统一

管理等功能的实现，以及为满足Web服务器平台

运行的需要，系统运用SQL Server 2000创建了功能

强大的历史数据库。通过设定触发程序，完成实

时数据库与历史数据库的连接，读人需转存的实

时数据库中的信息。同时，该数据库还负责存储

如用户资料、设备信息及操作日志等系统数据。

因此，系统还建立了三个后台数据库：用户管理数

据库、设备管理数据库、日志记录数据库，为Web

服务器平台的运行提供数据支持。

3)监控站界面设计。EBI白带的Display

Builder工具，功能类似于Photoshop软件，是一个功

能强大的智能化图形编辑工具，可以制作Station

中用户系统的监控界面。同时，Display Builder还

在图形界面中为各系统提供通信接口的功能，将

鼠标放在需要超连接的地方点击右键，然后根据

超连接的内容选择Pointer／Pama硷ter或Database file

进行具体参数设置即可。同时，还允许对与设备

对应的图形用VB语言进行编程设置，以满足用户

个性化的需求。有关监控站具体界面的制作过程

这里不再赘述。

4．2 Web服务器建设

该平台采用B／S模式的结构，客户端由浏览

器构成，简单易用。而服务器的主要任务是将客

户端传递来的设定参数和控制命令经解码后传递

到工作站，并将工作站传递回来的数据反馈到客

户端。系统的Web服务器操作系统选用Windows

Server 2003，其内置了IIS6．0服务器软件。该软件

是一个网络服务器包，其中包括Web服务器、F-IP

服务器、SMTP服务器等多个网络服务器，其良好

的兼容性和易用性，完全可以满足系统的需要。

远程操作平台以一个可以进行远程操作的网

站形式呈现给用户，授权人员可以对系统进行监

控和维护。为确保操作过程中数据传输的实时性

以及操作的及时性，系统采用ActiveX控件的方

式，即针对具体被控对象开发了ActiveX监控控

件，并将该控件嵌于Web网页，从而形成可以控制

现场设备的监控页面。远程用户通过客户端浏览

器登录平台服务器，经验证进入操作界面，下载并

注册ActiveX控件，通过控件中的远程通信模块与

EBI服务器建立连接，在客户端界面上即可实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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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设备的监控。 宽度，Height表示控件高度等。

嵌有ActiveX控件的HTML代码如下：

<O唧’>
ID=HSCComboboxBehavior

CLASSⅢ=clsid：87ElDD39—48A6—4188—

95F5—26EC丌D6493B

CODEBASE=”http：／／10．1．139．1／lab／nmmte／

ScanServer．cab#version=1，0，0，0”

WⅡ删=200
HEIGHT=100

AI帕N=center

H阱'ACE=0

VSPACE=0

<，OBJECr>

通过上面的代码片段可以看出，m中的Ac．

tiveX控件，使用了HTML中的标记(O唧)，其
中：

Ⅲ：标示该控件的名称，为HTML代码提供一

个访问该控件的人口。

CI．ASSID：是该控件唯一的UID，告诉皿装入

哪个对象。该系统中的控件下载注册后，它的

CLASSID可以在用户计算机系统的注册表中找到。

CODEBASE：如果用户机器上没有控件的当前

版本，该参数将告诉浏览器在哪里可以找到要下

载的最新版控件。

此外还有一些标记，如：Width表示控件所占

5结语

经过实际工程的检验，Web技术对于提高智

能建筑整体的实用性、扩展性和开放性都有着重

要的意义。但要想在Web平台上集成所有智能建

筑子系统，还需要更多支持开放技术协议的智能

化产品。随着Web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基于Web

的集成方式将成为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的重要发

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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