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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楼宇的智能化体现了智能在楼宇控制中的应用,合理采用控制方法对建筑的智能化有着更高的保

障,同时也带来了个性化。主要讨论了在远程控制智能楼宇中分布式技术交互的理论, 并构造了一个高效的

分布式控制网络数据交互服务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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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科技进步 、信息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的生活居住水

平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为了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 、科

学发展的思想,在现代的建筑中引入了智能建筑 (intel-

ligentbuidings)的概念。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

高,人们对生活 、工作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随之也

带来了能源的高消耗等一系列问题, 智能建筑系统亦

逐渐有了较为详细的子系统,主要由楼宇自动化系统

(buidingautomationsystem, BAS) 、通信自动化系统

(communicotiyantorocingsystem, CAS)和办公自动化系

统 (officecutomatiomsyktem, OAS)三大系统组成
[ 1]

。

而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对

建筑内的各种设备的状态监视和测量不再是随线

式,而是采用扫描测量 。系统控制的方式由过去的

中央集中监控,转而由高处理能力的现场控制器所

取代的集散型控制系统, 中央处理机以提供报表和

应变处理为主,现场控制器以有关参数自动控制相

关设备,来达到控制目的。

2　智能楼宇系统

2.1　智能楼宇系统

楼宇自控系统可由设于中央控制室内的中央系

统对大楼内的新风机组 、VAV空调系统 、冷源系统 、

热交换系统 、送排风系统 、给排水系统 、变配电系统 、

照明系统 、电梯系统 、热风幕系统 、室外温湿度等进

行监控,如图 1所示 。

图 1　楼宇自控系统示意图

Fig.1　Schematicdiagramofbuilding

automaticcontrolsystem

2.2　智能楼宇的远程控制改进 (设计 )

智能楼宇在完成自身的智能控制之外, 还需要

控制人员在远程监控,如数据的提取 、分析和控制 。

控制人员通过在中央控制系统提供的接口进行数据

获取,分析数据或进行手动控制,由中央控制系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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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各个子系统数据获取和控制接口, 如图 2所示,其

中中央控制系统 WebService接口设计是新提出的

工作方式,代替原有的远程控制 COM组件的方式 。

3　数据交互接口构建

由图 2可见,这是一种面向服务的构架 。面向

服务是一系列服务的集合,各个服务之间可以互相

通信 (包括简单的数据传递和多个服务共同参与一

个活动 ) ,它通过为各个系统提供一些外部接口,从

而达到集成各个系统的目的
[ 2]

。在此服务构架中,

为了完成管理员的远程调用中央控制系统的各个子

系统的功能,需要由中央控制系统提供分布式共享

接口, 此接口为了达到通用的标准性,需遵循一些特

定的标准,从而实现面向服务的系统 。

图 2　远程通过接口访问各个子系统示意图

Fig.2　Schematicdiagram ofaccesseach

subsystem byWebserviceinface

通过以上的分析, 使用了 VisualStudio2003构

架提供的 WebService编程环境编写了 WebService

接口, 由于 WebService在与远程客户端进行交互中

使用了 XML语言
[ 3]
封装信息,故此系统同其他系统

的交互是无障碍的, 它完全可以提供通用共享接口

的目的 。同时,为了保障信息传输过程中的验证性 、

机密性 、完整性, 可有选择地使用数字签名技术
[ 4]

,

以完善其数据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在调用 Web

Service提供的接口上, 无需太多的改动, 在原有的

系统上只需重新编译,或做很小的改动即可。

3.1　Web服务端设计

设计 Web服务端用 C#编码表示, 界面如图 3

所示, 关键代码如下:

[ WebMethod( Description="根据用户名和用

户类型获取用户的详细信息, 用户类型 =′0′表示

图 3　提供的界面接口

Fig.3　Interfacebeenoffer

管理员用户,用户类型 =′1′表示外部用户") ]

publicstringGetUserDataByType( stringuser-

Name, charuserType)

{通过与数据库的对比, 判断登录用户的登录

权限,返回权限值}

[ WebMethod(Description="根据用户名和用

户类型判断用户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返回 true, 如果

不存在返回 false,用户类型 =′0′表示企业用户, 用

户类型 =′1′表示个人用户") ]

publicboolUserExist( stringuserName, charuse-

rType)

{通过调用数据库信息,判断用户存在与否, 并

返回布尔值 }

[ WebMethod(Description="根据用户提供的

信息进行功能操作, 读取数据参数 userType=′02′

表示是 ′新风机组 ′, =′03′表示是 ′冷却系统 ′, =

′04′表示是 ′照明系统 ′……") ]

publicDataSetGetDataByType( stringuserName,

charuserType)

{判断用户提供的信息, 返回读取的系统及其

子系统数据信息,返回 DataSet数据集 }

[ WebMethod(Description="根据用户提供的

信息进行启动控制功能, 数据参数 userType=′01′

表示是开启功能控制, =′02′表示是 ′新风机组 ′, =

′03′表示是 ′冷却系统 ′, =′04′表示是 ′照明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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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为关闭控制功能") ]

publicboolGetControlByType( stringuserName,

charuserType)

{判断信息, 对不同的子系统进行相应的操作,

并返回布尔值}

...//提供的其他功能接口

3.2　WebService客户端调用

不论是远程 Web程序调用还是 Windows程序

调用, 在引用后, 都同使用普通的命名空间一样,如

添加引用 WebService接口 (命名为远程接口 ) 。可

以看到在组件窗口中增加了如图 4所示的一个属于

工程名称 “远程控制客户端 ”成员 “远程控制客户

端.远程接口”的一个命名空间。

图 4　添加接口引用增加的命名空间

Fig.4　Additionnamespaceby

referencinginface

4　结语

此方案在河南郑州某智能小区试验并成功使

用。结果证明, WebService的使用提高了远程调用

系统的速度,减少了因为网速慢引起的客户端机的

假死现象 。由于交互数据为标准 XML, 也避免了防

火墙对远程交互的干扰 。

WebService分布式控制技术是一项成熟的技

术,在智能建筑的远程控制上不存在使用技术上的

障碍 。而且这种方法简单实用,与以前的 COM组件

的远程控制形式不同,在编码 、使用上更加易行, 增

加接口对远程控制软件的影响很小甚至没有影响,

同时开发周期大大缩短, 这对远程智能楼宇控制是

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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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telligentbuildingshowsintelligentapplicationinbuildingcontrol.Thereasonablecontrol

methodprovidesmoreguaranteestointellectualizationofbuilding, andbringspersonalization.Inthispaper, dis-

tributedtechniqueexchangetheoryinremotecontrolofintelligentbuildinghasbeenmainlydiscussed, andahigh

efficientdistribuitednetdataexchangecontrolserviceendhasbeenconstructed.

[ Keywords] 　intelligentbuilding;datainterface;distributed;web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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