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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一体化监控平台的智能楼宇系统① 
郑  锋, 杨建旭, 张庚生, 汪金礼, 宋千义 

(安徽继远电网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 230088) 

摘 要: 智能楼宇是随着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web 技术被广泛应用, 进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式的建筑概念. 智

能楼宇不仅追求造型的美观和结构的稳定, 更加注重通过各种先进的技术实现对建筑 优的管理和控制, 本文

基于国电南瑞 RT21 一体化监控平台, 实现对楼宇自控、安防、消防、能量采集等多个子系统的集中监控, 通过

各个子系统之间的智能联动, 降低建筑物的综合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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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lligent building is a new type of architecture concept, which is developed with the widely use of computer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web technology. Intelligent building not only pursues the beauty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structure, but also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the building by various advanced 

technologies. Based on NARI RT21 Integrated monitoring platform, this paper realizes the centralized monitoring of 

multiple subsystems such as the building automation,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fire control, energy collection and so on. 

Through the intelligent linkage between the subsystems, the cost of building integrated management can be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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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计算机及通信

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对追求建筑物应有的高效舒适

环境的标准越来越高[1,5], 各类设备设施的维护管理和

安全防范工作也给智能化楼宇的管理和保证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为了提高智能化建筑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

率, 减少对工作人员的依赖, 并实时掌握建筑的环境

与设备的运行情况, 为相关人员提供一个安全舒适高

效的工作环境, 从建筑的智能化应用服务、实时监控

管理和安全防范的角度出发[2-4], 打破“信息孤岛”的局

限性, 智能建筑集成管理系统解决方案的研究是十分

重要和相当必要的.  

  本文以国电南瑞 RT21[6-9]为一体化监控平台, 以

Windows 和 Linux 操作系统为载体, 以网络技术、视

频编解码、移动办公技术、智能化技术和弱电系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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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技术为核心, 面向智能建筑的弱电系统集中监控为

目标, 实现智能建筑集成管理系统的开发. 系统集成

建筑设备自动化(BA)、消防自动化(FA)和安防自动化

(SA)三大类子系统, 实现系统间的广泛联动功能[10], 

并支持 web 浏览和移动终端应用. 系统提高了智能化

建筑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减少对工作人员的依赖, 

使其可以随时随地的实时掌握建筑的环境与设备的运

行情况, 并为用户提供一个安全舒适高效的工作环境.  

 

2  系统概述 
  系统包含楼宇自控系统、安防系统、消防系统、

能量采集系统等多个子系统, 通过各个子系统间的信

息互通、控制互动、资源共享, 将各个子系统融合成

为一个整体, 方便用户更有效的进行管理.  

2.1 物理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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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的物理架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物理架构 

 

  第一层是设备控制器级, 由各个子系统控制器组

成, 如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现场控制器、安全防范(管

理)系统的报警装置及现场主机、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

现场主机、电力监控系统的现场数据采集器、智能照

明系统的现场控制器、背景音乐系统的控制主机、一

卡通及停车场管理系统主机等.  

  第二层为子系统层, 由各子系统的监控服务器/工

作站及相应的网关组成. 智能建筑集成管理系统主要

采用基于子系统的集成方式[1,4]. 子系统层是智能建筑

集成管理系统的数据来源, 服务器通过网关采集各子

系统的数据, 经过存储、处理, 以供给工作站使用, 并

上传至监控中心.  

  第三层为监控中心层, 监控中心层是智能建筑集

成管理系统的主体[11,12], 支持多级部署, 可应用与智

能建筑和智能园区的监控管理. 每级监控中心由数据

库服务器、管理服务器、流媒体服务器、web 服务器、

工作站、监控大屏等设备组成. 设备间通过以太网对

接, 实现信息交互. 监控中心层的构成如图 2 所示.  

         
            图 2  监控中心层 

2.2 软件架构 

  系统的软件架构采用 C/S+B/S 的混合架构设计, 

由前置采集、数据库、消息总线等平台模块, 建筑设

备自动化、安全防范自动化、消防自动化等应用模块

及 C/S 客户端, WEB 发布模块和移动终端模块组成. 

软件框架图如 3 所示.  

 
图 3  软件架构 

 

2.3 技术实现 

2.3.1 通用协议接入 

  本文采用成熟的 RT21 前置模块, 该模块采用通

信层和协议解析层的分离式设计, 提供了独立的通信

服务模块和协议解析模块. 通信服务模块实现与接口

子系统的通讯, 对于各种串行、总线等通讯方式, 一律

使用智能终端等设备转换为网络方式接入. 协议解析

模块负责协议报文的解析处理, 并写入实时数据库. 

针对不同的协议, 调用不同的进程进行处理. 接口协

议的添加主要围绕协议解析模块开发, 扩展比较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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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采用基于OPC XML的技术, 在OPC XML客

户端和服务器之间通过 HTTP 协议传输 Web 服务, 

OPC XML 客户端与服务器通讯过程如图 4 所示.  

 
图 4  通讯过程 

 

  客户端通过 COM 接口与 COM 组件通信,实现底层

数据的访问;然后,根据 OPC XML 规范,实现 OPC XML

服务器所具有的功能, 后,OPC XML服务器要把访问底

层OPC 服务器得到的数据信息以XML 文档的方式提供

给远程客户,实现 OPC XML 服务器的对外接口.  

2.3.2 基于模板和属性模版的设备建模技术 

  本系统具有接入设备种类繁多的特点, 针对不同

的工程的实际情况, 数据库中用于描述设备模型的数

据一般在几十万点甚至更多的级别. 数据量的巨大, 

对系统模型数据的录入工作和管理方式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设备模板和属性模板的设

备建模方法, 解决设备种类繁多的问题.  

  系统通过该方式, 定义了摄像机、硬盘录像机、

门禁、风机、温湿度传感器、水浸等多类设备的设备

模板. 通过设备模板对现场设备进行批量的派生, 可

以大大减少现场实施的工作量. 同时, 基于设备建模  

和属性模板的建模方法易于扩展新的设备类型, 无需

为每一种接入设备开发对应的应用处理程序, 减少了

开发的工作量, 如图 5 所示. 

 
图 5  设备建模工具 

2.3.3 子系统联动 

  通过可视化的配置联动操作关系, 实现各联动动

作执行的准确性及有序性, 并支持多个系统多个设备

控制动作的串、并行混合操作; 系统在实现联动方式

上能在保证准确性和实时性的基础上, 显著提高系统

安全性、日常管理效率、多系统的协调运行和处理重

大事故的能力. 根据安全预警与应急预案, 预先配置

处理各种事故的联动. 发生突发事件时, 通过两级闭

锁判断, 动态触发联动应急方案. 除了对突发事件的

响应, 联动功能更重要的是能协调多系统、多设备的

协同工作, 为用户创造舒适、便利和节能的工作生活

环境, 如通风、采暖的智能调节, 照明的节能控制等. 

  子系统联动功能采用 RT21 平台的联动模块, 该

联动模块主要由可视化的逻辑配置工具和后台联动服

务程序组成, 逻辑配置工具如图 6(a)所示, 支持闭锁

判断、串并执行、条件触发、定时触发、结果反馈等

功能, 具备灵活、丰富的联动逻辑实现, 如图 6(b)所示. 

 
(a)联动配置工具 

 

(b)联动逻辑图 

图 6  子系统联动 

 

2.4 主要实现功能 

  (1) 实现对楼宇设备、安防设备、消防设备的集中

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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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具有展示用水、用电、用暖、用气信息的功能;  

  (3) 具有设备告警实时显示的功能;  

  (4) 具有智能联动技术, 可以配置多系统联动规

则, 实现联动录像、联动抓图和智能预案;  

  (5) 支持各个子系统之间的智能联动;  

  (6) 支持在电子地图中查看各个布置点的摄像机

视频, 支持查看摄像机的所有预置位视频.  

 

3  成果展示 
    现以本系统应用的某公司为例说明.  

  楼宇自控模块包含智能照明、空调、送排风、给

排水、空调五大功能, 智能照明界面如图 7(a)所示. 

  智能照明界面按照每栋楼每层在电子地图中展示

设备的布点情况, 实时的反映各个设备的开关情况, 

图中黄色的灯光图标表示该灯光处于开启状态, 灰色

表示处于关闭状态, 双击灯光图标可以对灯光设备进

行开关控制.  

  安防实现了视频监控、防盗报警、公共广播、门

禁、停车场五大功能, 停车场界面如图 7(b)所示.                                       

  停车场界面显示各个区域的车位剩余情况, 实时

的显示各个车位的占用情况, 图中有车子图标的车位

表明该车位已被占用, 没有车子图标的车位表明该车

位没有被占用.  

  消防模块实现了火灾报警功能. 火灾报警界面如

图 7(c)所示. 

  火灾报警界面按照每栋楼在电子地图中显示各层

的消防设备布点情况, 当发生报警时图标会变成红色.  

  能量采集模块包含了用水、用电、用气、用暖, 用

电界面如图 7(d)所示. 

   
(a) 智能照明 

 
(b) 停车场 

 

 
(c) 火灾报警 

 

             
(d) 用电 

图 7  系统界面 

 

  用电界面按照每栋楼每层在电子地图中进行实时

展示每层的总电表信息以及各个分电表信息.  

  本文针对开门操作设置联动功能, 当执行开门时, 

把开门信息推送到告警窗口, 同时调用摄像机视频查

看开门情况, 开门联动如图 8 所示. 

 
(a)告警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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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联动视频 

图 8  联动 

 

4  结论 
  本项目运用系统集成的方法将计算机技术、通讯

技术、信息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与建筑管理进行有机

结合, 并充分考虑建筑管理的特点, 从建筑的智能化

应用服务、实时监控管理和安全防范的角度出发, 实

现对楼宇自控、视频监控、防盗报警、消防报警、公

共广播、门禁管理、智能照明、电梯监视等系统的集

中式监控、综合分析和系统联动功能, 构建一个互相

关联、资源共享、统一协调的智能建筑集成管理系统, 

达到集中管理、分散控制、优化运行、高效管理的目

的, 降低用户监管的难度和人员的负担, 为工作人员

提供安全舒适高效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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