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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3_BD_E5_BB_BA_E7_c67_474781.htm 智能建筑的重要标

志是智能化集成系统，它是通信自动化、建筑设备自动化和

办公自动化三个系统的集成，它是原来建筑物中的弱电系统

在质上的飞跃。这种变化，势头之猛、之快，使不少人在认

识上产生误区，管理跟不上，而导致在当前智能建筑的建设

中出现了不少问题。综观一下，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 业主

方面。在“智能建筑”热面前，贪多求全，期望太高，提出

“世界一流”、“十五年不落后”等口号，提出大大超过建

筑功能与规模的智能化要求。 既对自已的建筑物的需求不清

楚，也对信息化产品没有深入的了解，仓促上马，致使投资

效果很不理想，投入使用后发现问题多多。 没有总体集成的

概念和系统发展的考虑，以致边招标、边设计、边施工、边

修改，返工浪费严重。 缺乏掌握智能化系统技术的人才，以

致在设计、施工、竣工等建设的各个环节上不能很好把关，

及时纠正质量问题。 智能化系统建成后，对日常管理和持续

维护重视不够。特别是对在建设时就必须予以重视的有此问

题放任自流。 厂商方面。市场上集成公司为数众多，相当活

跃，运用种种商业手段以谋取对智能化系统的承包。但从他

们的技术水平、技术支援能力、施工、组织经验和内部质量

保证体系等方面来考察，真正能称为系统集成商的公司不多

。有的所谓智能化系统集成商，实际上仅仅是某一个子系统

的集成商，甚至只是产品销售商，他们对建筑，对现场安装

，对施工组织了解不多，甚至毫无了解。因此，不能很好组



织指挥，甚至组织指挥不及系统各个分包商。 商业利润考虑

多，力图在智能化系统中分得尽可能大的份额，对业主造成

误导。在系统建设中，各厂商各自为政，在接口上互相扯皮

，贻误工程。 为争取项目，迎合业主低投资的企图，拼命压

低报价。项目到手，为了利润，不顾质量，降低规格。 设计

方面。面对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设计部门对智能化产品和

智能设计方法还不很熟悉，尤其在集成方面更弱些。目前对

智能建筑设计的注意重点大多集中在智能化系统上，而在建

筑平台方面注意不够。以致建筑结构的灵活性、适应性稍欠

佳，对智能化系统设备的安装空间、管线、路由等考虑不周

。业主盲目相信境外设计单位。结果，由于这些单位并非智

能建筑行家，设计水平并不见得比国内设计部门高，再加上

文化背景、设计方法、施工习惯的不同，往往拿到境外图纸

都无法实施。 实施方面（施工、安装、调试和竣工）。施工

队伍素质差，缺乏经过正规训练有经验的施工人员，大量刚

离开土地的农民担当施工安装，造成安装质量不高。 施工组

织与管理不够健全，形成指挥不灵，协调不力，于是施工中

相互扯皮，施工效率低。 对施工的全面质量管理重视不够。

有的没有制定明确的质管标准或规定的：施工前的设备品质

检查，施工中每个阶段的控制指标和质量控制停止点的设立

，测试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的规定，竣工验收的条件和相关文

件。 仍偏重于定性验收，即眼看、手摸。忽视定量验收。其

实，应用仪器测试，才能揭露隐患。 标准化和行政管理方面

， 多头管理。我国从中央到地方，与智能建筑相关的管理部

门有建设、邮电、广电、公安、技监等。只有这些部门联手

，才能制定出国家关于智能建筑的标准，使管理工作有法可



依，管理才有权威性和可操作性。 另外，现有的法规或标准

不够齐全，有的也已经落后了。管理部门管理力度不够，或

管理依据不够，这也与以上两点密切相关。 智能建筑将是今

后建筑发展的主流，而目前存在着问题，将会阻碍智能建筑

的健康发展。上海市成立了市智能建筑试点工程领导小组，

在工程的设计、施工、管理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应

该说走在了国家的前列。但放眼全国，管理混乱的现象仍较

普遍。因此我认为，由省一级的建设主管部门牵头，建立智

能建筑管理部门势在必行。我们建议：由建委牵头，会同各

行业，将有关各方面专家组织起来，建立起一个机构。汲取

上海等地的一些成功经验，代表政府主管部门执行如下任务

： 宣传。利用报纸、电视以及各种会议宣传信息技术与智能

建筑的关系，宣传什么是智能建筑，什么是3A系统，什么是

集成，以澄清当前许多由于宣传不当而造成的误区。 培训。

对业主的短期培训，使业主对智能建筑的概念、基本组成、

实施方式、规范及标准等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从而能对自身

的建筑提出需求，能对集成商的作用有所了解，能与专家一

起拟订出智能建筑的规划和实施的初步方案等等。 对从业人

员的专业资格培训，使他们确实具备专业上岗水平。对象为

：技术监督人员等各方面的人员。内容为：技术方面的；施

工安装方面的；规范与标准方面的。 评审。对信息化产品的

评审：产品的技术规格先进性、质量；收集用户对产品以及

厂家服务的评价；对用户投诉的判定，从而对产品厂家给予

客观公正权威的评价。作为给业主选择厂家的依据。 对设计

的评审。包括：设计的依据；对需求的满足性；技术的成熟

性、可操作性和先进性；设计院的经济性和可扩性等的评审



。 对智能化系统的评审，包括：智能化系统实施过程中的各

种文档，原始记录，竣工文件的书写标准化与完整性；对智

能建筑级别的评审，从结构、系统、管理和服务等要素，结

合规范和标准以及业主需求的满足程度进行。 咨询。为业主

提供智能化系统整个生命周期任一阶段内的有关问题的咨询

，以帮助业主决策。管理。智能建筑的行业管理，对系统集

成商、施工安装公司、监理公司等的资质认可。制定相应的

管理条例以使管理有章可循。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