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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要介绍了楼宇自动化系统及其对控制网络的具体要求, 论述了现场总线控制网络在楼宇

自动化系统中的应用趋势, 并介绍了两种应用广泛, 功能全面的现场总线控制网络——CAN、L on2

w o rk s 总线, 指出了两种总线技术的特点和在楼宇自动化方面的设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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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楼宇自动化系统, 其实质是运用计算机及其网

络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和通讯技术、传感器技术等,

对整个楼宇的建筑设备进行自动化控制与管理, 以

确保建筑物内的舒适和安全, 同时实现高效节能的

要求。由于受到楼宇设备的多样化、技术的复杂性和

市场竞争等方面的影响, 楼宇自动化最好具有良好

的开放性和互操作性。要达到这一点就要求在其控

制网络上采用国际上的主流发展技术, 即现场总线

技术 (F ieldbu s con tro l system , 简称 FCS)。

现场总线的种类目前有 40 多种, 但适合楼宇自

动化且能在我国推广的主要有两种: CAN (控制器

局域网域总线和L onw o rk s) (局域操作网路)总线。

2　CAN 总线技术

CAN (英文全称是 Con tro ller A rea N etw o rk)

总线技术是一种有效支持分布式控制或实时控制的

串行通信网络。按照O S I基准模型, CAN 总线结构

分为两层: 数据链路层和物理层。在楼宇自动化领域

里, CAN 总线技术以高可靠性, 结构简单, 长传输距

离和低成本而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2. 1　CAN 总线智能控制系统结构

CAN 总线智能控制的总体结构如图 1 所示, 系

统由中央控制主机 (上位机)、CAN 接口适配卡和多

个智能节点组成, 节点数量根据建筑物的规模增减。

采用CAN 总线作为通信网络将各节点连接成一个

分布式智能控制系统。网络拓扑结构采用总线方式,

上位机采用 PC 机即可, 上位机通过 CAN 接口适配

卡与CAN 总线相连, 进行信息交换, 负责对整个系

统进行监视管理; CAN 接口适配卡中含微控制器和

CAN 控制器来承担智能节点与 PC 机的协调工作。

适于适配卡的微控器种类很多, 简单的采用 80C31

就能满足要求, CAN 总线的控制器类别也较多, 而

且其功能也非常巨大。

图 1　CAN 总线智能控制结构

2. 2　基于CAN 总线的安防系统

基于CAN 总线的安防系统在系统结构方面可

包括三层: 管理层、设备控制层和现场设备层。管理

层为中央控制主机, 即上位 PC 机和 CAN 总线与

PC 机的适配卡。设备控制层即若干智能控制节点,

智能控制节点负责监测现场设备的状态, 监听中央

控制主机的命令, 将状态汇报给中央控制主机。现场

设备层是在各个智能控制节点下的各种防盗报警用

探测。负责监测设防区域是否有外物入侵, 在有外

物入侵的情况下产生报警信号, 并传送到所属的控

制节点。

传统的安防系统相比, 本套系统具有以下几个

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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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防破坏能力显著。系统不仅在设备控制层

与现场设备之间考虑了可能的破坏行为。另外在中

央控制主机与各个控制节点之间定时发送询问与应

答信号, 确保节点工作正常;

(2) 总线结构, 易扩展、成本低。两概括现场总

线连接了分布于整个楼宇的各个节点, 显著降低了

布线成本册时扩展新的节点不需改变现有设备, 只

要将总线接到所需位置, 加入节点即可。由于控制节

点采用 P8xC592 作为核心芯片, 不用扩展多余的功

能模块, 体积小、本低。

(3) 抗干扰。CAN 总线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

力, 能够在比较恶劣的工厂环境下正常工作。

3　L onw o rk s 总线技术

L onw o rk s (英文全称是 L ocal Opera t ing N et2

w o rk)总线系统具有 ISO öO S I标准的完整的 7 层协

议, 对任何用户 (节点)都是平等的, 采用无中心控制

的真正分布式控制模式, 能独立地完成控制和通信

功能, 使用方便、功能强大、质量稳定可靠。

3. 1　L onw o rk s 总线智能控制系统结构

图 2　L onw o rk s 分散智能控制系统结构图

L onw o rk s 网络的基本组成单元是所谓的智能

节点 (Sm art node) , 即一些L onw o rk s 的O EM 公司

开发的智能控制模块, 它的核心是N eu ron Ch ip 芯

片。根据实际需要配以相应的外围接口电路, 以完成

控制电路的各种要求, 如模拟量的输入输出、数字量

的输入输出、24 伏继电器的开关量输出等。一个基

于L onw o rk s 的分散智能控制网络在功能实现上分

两级: 现场控制级和上层监控管理级, 现场控制级的

核心即为分布于设备现场的一个个的智能节点, 主

要用于接刷和处理来自传感器的输入数据、执行通

信和控制任务以及控制执行器操作等。节点采用自

由拓扑结构, 分散自治, 每个节点一方面分散独立地

解决其测控任务, 另一方面通过点对点、点对多点的

通讯, 解决节点之间的信息传输, 实现分散基础上的

融合。上层监控管理级在现场智能节点的基础上, 通

过DD E 服务器建立上层的监控应用, 实现系统的

监控、管理、维护以及与其它计算机系统之间的信息

交互, 从而实现控制信息和管理信息的集成。

3. 2　L onw o rk s 总线与楼宇自动化

基于L onw o rk s 网络技术的楼宇自动化系统,

采用集散、现场总线等分布控制系统的结构及先进

的管理技术。它主要由大量分散在智能建筑内部的

各设备子系统以及对它们进行测量、监视、控制、管

理和协调的L onw o rk s 智能节点构成。具体包括: 变

配电系统、空调系统、电系统、照明及排水系统、消防

及系统等。

综上所述, 支持L onW o rk s 网络的各种现场智

能节点, 能使传感器、变送器与执行器本身带有数据

处理和数据通信功能, 它们十分有效地支持了楼宇

自动化系统的构建, 所有匹配 SPN、A SN、PSN、

H SN 售 IOM 控制能力的各种楼宇设备系统所组成

的应用, 都能被方便地组成真正意义上的分布式监

控网络, 可见L onW o rk s 总线技术在楼宇自动化方

面功能强大, 从某些方面优于CAN 总线技术。

4　结论

随着 IT 产业的急速发展, 楼宇自动化的内涵

也在日新月异, 现场总线技术在楼宇自动化等领域

中必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其以结构简单、通信传输

可靠, 节点智能化等优点大有取代传统DCS 的趋

势, 这也正是目前流行的楼宇自动化系统逐渐引入

现场总线技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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