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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智能建筑的概念最初在80年代中期进入国内，国内第一座大型智能建筑是北京发展大厦。智能建筑是以建筑物为平台，
利用系统集成的方法将现代科学技术与建筑艺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实现对各建筑设备智能监控的同时，也应对用户的
信息服务和对信息资源的管理进行优化组合，使建筑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并具有安全、高效、舒适、便利和灵活的人居环境。
本文概述了智能建筑，对智能建筑发展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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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建筑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其是建立在建筑设计、环境科学、行为科学、社会工程学、行为科学、系统
工程学和人类工程学等众多学科之上的综合应用，当前智能建筑已成为现代建筑的标志。随着电脑和网络在家庭中的普及，
智能建筑的类型由早期的办公楼和酒店转向了智能住宅及智能小区，并且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生物电子工程、仿生学、
生态学等多学科、多技术将互相渗透，使智能建筑有了更多新的功能。

1 智能建筑的概述

1.1 智能建筑的概念

智能建筑是将高新科技与现代建筑技术地结合在一起，是信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众多学科及相关高新技术的综
合应用。建筑发展之智能建筑是集现代科学技术之大成的产物。其技术基础主要由现代建筑技术、现代电脑技术现代通讯
技术和现代控制技术所组成。 在低碳环保的前提下，将建筑物的结构、设备、服务和管理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最优化组合，
从而为用户提供一个高效、舒适、便利的人性化生活环境。 

1.2 智能建筑的组成及其控制理论

当前普遍认为智能建筑应该是一个 5A 工程，即通信自动化（CA）、楼宇自动化（BA）、办公自动化（OA）、消防自动化
（FA）和保安自动化（SA），简称 5A。其中包括的系统有：计算机管理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楼宇设备自控系统，通讯系统，
可视会议系统，保安监控及防盗报警系统，火灾报警系统，车库管理系统，卫星及共用电视系统，广播系统，综合布线系统，
会议系统，视频点播系统，智能化小区物业管理系统，大屏幕显示系统，计算机机房，智能灯光、音响控制系统，一卡通系统。
智能控制就是在控制理论、人工智能、运筹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基础上，扩展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技术。常用的理论主
要有模糊逻辑、专家系统、神经网络和遗传算法等，常用的技术主要有自组织控制、自适应控制和自学习控制等。

2 智能建筑发展的现状分析

过去高层建筑控制设备非常多，并且各系统的控制也相互独立，增加了操作和控制的难度，比如给排水系统、消防系统、
变配电系统、空调系统、保安系统和停车场系统等各种系统同时共存与建筑中，依靠中央临近室很难操作和管理这些繁多
的系统。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微型计算机技术的兴起以及信号传输技术的发展，可以实现将各设备的运行状态显示于中
央监控室，能够较容易地将各系统的操作和管理置于中央控制室，大量的信息资源得以共享，在提高智能建筑管理效率的
同时也减少了系统设备数量及场地使用面积。

随着科技的进步发展，促进了智能建筑的快速发展，2012 年我国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中强调，
要以节能减排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我国智能建筑的设计和建设要体现出实用性、环保性和可持续升级发展等特点。
与其他国家的智能建筑相比，我国则更注重智能建筑的节能减排，追求的是低碳高效的智能建筑。我国建筑智能化的推进
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虽然我国智能建筑发展比较快，但目前还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建筑各方配合不默契；②系统集成商的水平较低；③缺乏创新。随着各项科学技术如现在控制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和数据卫星通信技术等的不断提高，智能建筑将会作为现代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我国城市建设中发挥更
重要的作用。在赋予传统建筑新内涵的同时，不断吸收和使用新技术，实现功能和技术上的新突破。

3 智能建筑未来发展的趋势分析

未来基于物联网技术和智能建筑的广泛融合以及人工智能系统在智能建筑中的普及，智能建筑的发展将具有广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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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物联网是一个传感网络，具有全面感知、可靠传递、智能处理等特点，它能将各种信息传感设备与互联网智能结合
起来，让所有项目通过网络连接，便于识别管理，实现高效、节能、环保和安全的管控一体化服务。但是目前这种技术
与智能住宅建筑的结合还处于发展阶段，尤其是在业主对住宅小区有越来越多的智能化要求情况下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人工
智能技术包括专家系统、人工神经网络、决策支持系统和多 Agent 技术，如果将这些技术分别应用于智能建筑的不同系统
中去，能为智能建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当前智能建筑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影响，但无论如何发展和变化，建筑在未来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建筑智能化必将融
入智慧城市中，成为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新理念和新技术的涌现，建筑智能化如何
更好地融入智慧城市中，将是智能建筑未来发展的重大研究课题。未来建筑智能化应从智能建筑体系架构确定、设计理念
创新、规范和标准完善、集成融合平台建设、B/S 访问模式确立、嵌入式控制系统架构以及云计算机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考虑，
使得智能建筑更好地融入智慧城市建设中。

根据国家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节能减排是智能建筑必须考虑的因素，而提高能量效率又是建筑节能的关键，所以
不管是建筑节能标准的制定还是具体工程项目的设计都应将能量效率的提高放在第一位。当然，智能建筑的建设也不例外，
业主建设高度智能化、高度舒适性的智能建筑，同时也能大幅降低能源的消耗，其目的就是要降低建筑的运行成本。根据
我国现阶段国情特点和可持续发展原则，运行成本低且能可持续建筑设计主要可以采取以下几项措施：（1）合理利用现有
资源，开发并利用可再生资源；（2）节能减排；（3）场地影响最小化；（4）智能化等。

健康、舒适、方便的人居环境是建筑节能的基础和目标，同时也是人类共同的愿望，因此，未来的智能节能型建筑应
该具备以下几个特点：（1）通风散热顺畅；（2）冬暖夏凉；（3）光照充裕：室内以自然采光为主，人工照明辅助相结合，
满足日常需要 ；（4）智能控制：通风、采暖、照明、家电和空调等都采用自动控制，既可按预定程序集中控制，也可实现
局部手动调节，既满足不同场合下人们的需要，也可实现节能减排。

智能建筑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建筑相关行业，比如带动了建筑设备智能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相应的控制系统与建
筑设备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为智能建筑功能的提高提供了有力支持的同时也促进了相关行业产品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和
产品的更新换代。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现代建筑数量需求增加的同时，也对建筑的功能、安全和环境等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面对这样繁杂的需求，现代建筑的设计和建造也应与时俱进引入现代化理念，开发具备信息技术和管理的建
筑产品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将智能化理念融入现代建筑中，是现代建筑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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