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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自控系统施工方案 

本工程楼宇自控采用集散型计算机控制系统，系统由现场传感器及

执行器、直接数字控制器（DDC）、网络控制器中央操作站等四大部分

组成。控制范围：空调机组、新风机组、洁净空调、风机、供电、照明

、温度传感、给排水、远传抄表。施工流程如下： 

 

 

1）线缆敷设 

`在本工程中，线缆比较集中的地方采用电缆桥架敷设，出桥架和

比较分散的地方采用穿镀锌钢管敷设，竖井内的线缆敷设在线槽内。 

输入输出设备至接线盒部分采用金属软管，管长尽量控制在1米以

内。 

楼宇自控系统布线和照明系统穿线同期进行。 

2）输入输出设备检测接线 

输入设备主要有：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压力压差传感器、流

量传感器电量变送器、空气质量传感器、温控器、风速传感器。 

输出设备主要有：电磁电动调节阀、电动风阀驱动器等。 

（1）温湿度传感器不应安装在阳光直射的位置，远离有强烈震动

、电磁干扰的区域，不破坏建筑物外观与完整性，室外温湿度传感器设

线缆敷设 输入输出设备检测接线 调试试运行 中央控制设备安装 



防风雨防护罩。尽可能远离门窗和出风口的位置，若无法避开则至少相

距2米，并列安装的传感器距地高度一致，高度差不大于1毫米，同区域

内高度差不大于5毫米，传感器和DDC之间的连线的电阻要求小于1Ω。 

（2）压力、压差传感器、压差开关的安装 

传感器应安装在便于调试、维修的位置。 

传感器应安装在温、湿度传感器的上游侧。 

风管型压力、压差传感器的安装应在风管保温层完成之后。 

风管型压力、压差传感器应在风管的直管段，如不能安装在直管段

，则应避开风管内通风死角和蒸汽放空的位置。 

水管型、蒸汽型压力与压差传感器的安装应在工艺管道预制和安装

的同时进行，其开孔与焊接工作必须在工艺管道的防腐、衬里、吹扫和

压力实验前进行。 

水管型、蒸汽型压力、压差传感器不宜安装在管道焊接缝及其边缘

上开孔及焊接处。 

水管型、蒸汽型压力、压差传感器的直压段大于管道口径的三分之

二时可安装在管道顶部，小于管道口径的三分之二时可安装在侧面火底

部和水流流束稳定的位置，不宜选在阀门等阻力部件的附近、水流流束

死角和振动较大的位置。 

安装压差开关时，宜将薄膜处于垂直与平面的位置。 



①风压压差开关安装离地高度应部小于0.5m。 

①风压压差开关的安装应在风管的保温层完成之后。 

②风压压差开关应安装在便于调试、维修的地方。 

③风压压差开关部应影响空调器本体的密封性。 

④风压压差开关的线路应通过软管与压差开关的连接。 

⑤风压压差开关应避开蒸汽放空口。 

（3）水流开关的安装 

①水流开关的安装，应在工艺管道预制、安装的同时进行。 

②水流开关的开孔与焊接工作，必须在工艺管道的防腐、衬里、吹

扫和压力实验前进行。 

③水流开关不宜安装在焊接缝及其边缘上开孔和焊接处。 

④水流开关应安装在水平管段上，不应安装在垂直管段上。 

⑤水流开关应安装在便于调试、维修的地方。 

（4）流量传感器安装 

①电磁流量计应安装在避免有较强的交直流磁场火有剧烈震动的场

所。 

②流量计、被测介质计工艺管道三者之间应该连城等电位，并应接

地。电磁流量计应设置在流量调节阀的上游，流量计的上游应有一定的

直管段，长度为 L=10D（D—管径），下游段应有L=4～5D的直径段。 



③在垂直的工艺管道安装时，液体流向自下而上，以保证导管内充

满被测液体或不致产生气泡；水平安装时必须使电极处在水平方向，以

保证测量精度。 

（5）电量变送器的安装 

电量变送器通常安装在监测设备（高低压开关柜）内，或者在供配

电设备附近装设一单独的电量变送器柜，并按设计和产品说明书提供的

接线图接线，再将其对应的输出端口接入DDC相应的监测端。 

变送器接线时，严防其电压输入端短路和电流输入端开路。 

必须注意变送器的输入、输出端的范围与设计DDC所要求的信号相

符。 

（6）空气质量传感器的安装 

①空气质量传感器应安装在便于调试、维修的地方。 

②空气质量传感器的安装应在风管保温层完成之后。 

③空气质量传感器的安装应在风管的直管段，如不能安装在直管段

，则应避开风管内通风死角的位置安装。 

④空气质量传感器的安装蒸汽放空口的位置。 

⑤探测气体比重轻的空气质量应安装再风管或房间的上部，探测气

体比重重的空气质量传感器安装再风管或房间的下部。 

（7）空气速度传感器及其安装 



①空气速度传感器应安装在便于调试、维修的地方。 

②空气速度传感器的安装应在风管保温层完成之后。 

③空气速度传感器的安装应在风管的直管段，如不能安装在直管段

，则应避开风管内通风死角的位置安装。 

④空气速度传感器的安装应避开蒸汽放空口。 

（8）风机盘管温控器、电动阀的安装 

温控开关与其他开关并列安装时，距地面高度应一致，高度差不应

大于1㎜；与其他开关安装与同一室内时，距地面高度差不应大于5㎜；

温控开关外形尺寸与其他开关部一样时，以底边高度为准。 

电动阀体上箭头的指向应与水流方向一致。 

风机盘管电动阀应安装与风机盘管的回水管上。 

四管制风机盘管的冷热水管电动阀共用线应为零线。 

客房节能系统中风机盘管温控系统应与节能系统连接。 

（9）电磁阀的安装 

电磁阀阀体上的箭头应与水流方向一致。 

空调器的电磁阀一般应安装有旁通管路。 

电磁阀的口径与管道通径部一致时，应采用渐缩管件，同时电磁阀

口径一般部应低于管道口径二个等级。 

执行机构应固定牢固，操作手轮应处于便于操作的位置。 



执行机构的机械传动应灵活，五松动火卡涩现象。 

有阀位指示装置的电动阀，阀位指示装置应面向便于观察的位置。 

电磁阀安装前应按安装使用说明书的规定检查线圈与阀体见的电阻

。 

如条件许可，电磁阀在安装前宜进行模拟动作和试压实验。 

电磁阀一般安装在汇水管口。 

电磁阀在管道冲洗前，应完全打开。 

（10）电动风门驱动器的安装 

风阀控制器上的开闭箭头的指向应与风门开闭方向一致。 

风阀控制器与风阀门轴的连接应固定牢。 

风阀的机械机构开闭应灵活，五松动火卡涩现象。 

风阀控制器安装后，风阀控制器的开闭指示位应与风阀实际情况一

致，风阀控制器宜面向便于观察的位置。 

风阀控制器应与风阀门轴垂直安装，垂直角度不小于85º。 

风阀控制器安装前应按安装使用说明书的规定检查线圈、阀体间的

电阻、供电电压、控制输入等，其应符合设计和产品说明书的要求。 

风阀控制器在安装全应进行模拟动作。 

风阀控制器的输出力矩必须与风阀所需要的相配，符合设计要求。 

风阀控制器不能直接与风门挡板轴相连接时，则可通过附件与挡板



轴相连，但其附件装置必须保证风阀控制器旋转角度的调整范围。 

3）中央控制设备安装 

中央控制及网络通讯设备应在中央控制室的土建和装饰工程完工以

后安装，设备及设备各构件应连接紧密、牢固、安装用的固定件应有防

锈层。 

设备在安装安装前应做检查，并确保符合下列规定： 

（1) 设备外形完整，内外表面漆层完好。 

（2）设备外形尺寸、设备内主板及接线端口的型号、规格符合设

计规定。 

有底座设备的底座尺寸应与设备相符，其直线允许偏差为每米1mm

，当底座的总长超过5m时，全长允许偏差为5mm。 

设备底座安装时，其上表面应保持水平，水平方向的倾斜度允许偏

差为每米1mm，当底座的总长超过5m，全长允许偏差为5mm。 

（3）中央控制及网络通讯设备的安装要符合下列规定： 

① 应垂直、平正、牢固。 

② 垂直度允许偏差为每米1.5mm。 

③ 水平方向的倾斜度允许偏差为每米1mm。 

④ 相邻设备顶部高度允许偏差为2mm。 

⑤ 相邻设备接缝处平面度允许偏差为1mm。 



⑥ 相邻设备接缝的间隙，不大于2mm。 

⑦ 相邻设备连接超过五处时，平面度的最大允许偏差为5mm。 

按系统设计图检查主机、网络控制设备、UPS、打印机、HUB集选器

等设备之间的连接电缆型号以及连接方式是否正确。尤其要检查其主机

与DDC之间的通讯线，要有备用线。 

系统模拟显示屏：在大中型BA系统中通常将主要受控设备的控制、

运行、报警状态，选用LED元件组成BAS模拟显示屏，以有利于系统的运

行管理。 

4）系统调试 

（1）调试条件 

楼宇自控必须在全部设备包括各种阀门、执行器、传感器等全部安

装完毕，线路敷设和接线全部符合设计图纸的要求。 

受控设备及其自身系统安装完毕，单体调试或自身系统调试已经结

束，同时其设备或系统的测试数据必须满足自身系统的工艺要求，例如

空调系统中的冷水机组及单机运行正常，冷冻水的进出口压力、进出水

温满足空调系统的工艺要求。 

各系统的联动、信息传输和线路敷设满足设计要求。 

（2）调试程序 

楼宇自控系统的调试按照以下的程序进行 



 

 

 

 

 

 

 

 

 

 

 

 

 

 

 

 

 

 

 

调试前准备 

环境温湿度、卫生、

供电电源的检查 

设备外观和安装工

程质量的检查 
接地系统检查 

系统及设备之间连接线的检查 

DDC 功能测试 

单体设备的检查与测试 

 受控设备单体动作和功能测试 

 系统调试（包括软件功能测

系统验收 



 

 

 

 

 

（3）输入输出测试 

①数字量输入测试 

信号电平的检查主要包括干接点输入、脉冲或累加信号检查、电压

或电流信号检查； 

按照上述不同信号的要求，用程序方式或手动方式对全部的测点进

行测试，并作好记录。 

②数字量输出测试 

主要包括继电器开关量的输出开关、输出电压或电流的开关特性的

检查 

用程序的方式或手动的方式测试全部的数字量输出，并记录其测试

数值和观察受控设备的电气控制开关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如果受控单

体受电运行正常，则可以在受控设备正常受电的情况下观察其受控设备

的运行是否正常。 

③模拟量输入测试 



主要包括确认有源和无源的模拟量输入的类型、量程、设定值是否

符合规定； 

模拟管道中介质流量，然后在DDC侧测试其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经

计算确认其是否与实际相符。 

用程序方式或手控方式对全部的AI测点逐点进行扫描测试并记录各

测点的数值，确认其值是否与实际情况相一致。 

用程序方式和手控方式测试其每一测试点，在其量程范围内读取三

个测点（全量程的10％、50％、90％），其测试精度要达到该设备使用

说明书规定的要求。 

④模拟量输出测试 

 

按照产品说明书和设计要求确定其模拟量输出的类型输出的类型、量程

、设定值是否符合规定：确认该设备的电源、电压、频率、温湿度是否

与实际相符；确认各种驱动器的内外部接线是否正确； 

将驱动器切换至手动档，然后转动手动摇柄，检查驱动器的行程是

否在0至100％范围内； 

在手动检查正确后，在现场按照产品说明书要求，模拟其输入信号

或从DDC输出AO信号，确认其驱动器动作是否正常。 

用程序或手控方式对全部的AO测点逐点进行扫描测试，记录各测点



的数值，同时观察受控设备的工作状态和运行是否正常。 

⑤DDC功能测试 

抽检某一受控设备设定的监控程序，测试其手控设备的运行记录和

状态：关闭主机、数据网关，确认系统全部DDC及受控设备运行正常后

，重新开机后检测部分DDC设备中受控设备的运行记录和状态，同时确

认系统框图及其他图形能自动恢复；关闭DDC电源后，确认DDC及受控设

备运行正常，重新受电后，确认DDC能自动检测受控设备的运行，记录

状态并予以恢复；将一台干扰源设备（可用冲击电钻）接于DDC同一电

源，干扰设备开机后，观察DDC设备及其他设备运行参数和运行状态是

否正常。 

按照产品说明书，测试DDC软件主要功能和适时性：在DDC侧用笔记

本电脑或现场检测器，或在中央控制机侧手控一台被控设备，测定其被

控设备运行状态返回信号的时间；在现场模拟一个报警信号，测定CTR

图面和触发蜂鸣器发出报警信号的时间；在中央空制机画面开启一台空

调机，测定电动阀门开启0～50％所需的时间。 

5）各系统单体调试 

（1）空调系统的单体设备调试 

①新风机单体设备调试，调试顺序为： 

a.查新风机控制柜的全部电气元器件有无损坏，内部与外部接线是



否正确无误，严防强电电源串入DDC，如需24VAC，应确认接线正确，无

短路故障； 

b.按监控点表要求，检查装在新风机上的温、湿度传感器、电动阀

、风阀、压差开关等设备的位置、接线是否正确和输入、输出信号的类

型、量程是否和设置相一致； 

c.在手动位置确认风机上在非BAS受控状态下已经运行正常； 

d.确认DDC控制器和I\O模块的地址码是否设置正确； 

e.确认 DDC 总店并接通主电源开关后，观察 DDC 控制器和元件是否

状态正常； 

f.用笔记本电脑或手提检测器检测按附表记录的所有模拟量输入点

送风温度和风压的量值，并核对其数值是否正确。记录所有开关量输入

点工作状态是否正常。强置所有的开关量输出点开与关，确认相关的风

机、风门、风阀等工作是否正常。强置所有模拟量输出点、输出信号，

确认相关的电动阀的工作是否正常及其位置调节是否跟随变化。 

g．启动新风机，新阀门应联锁打开，送风温度调节控制应投入运

行。 

h.模拟送风温度大于送风温度设定值（一般为 3℃左右），这时热

水调节阀应逐渐减少，开度直至全部关闭（冬天工况）；或者冷水阀逐

渐加大，开度直至全部打开（夏天情况）。模拟送风温度小于送风设定



值（一般为 3℃左右）时，确认其冷水阀运行工况与上述完全相反。 

i.进行湿度调节，使模拟送风湿度小于送风湿度设定值，这时加湿

器应按预定要求投入工作，并且到使送风湿度趋于设定值。 

j.如风机是变频调速或高、中、低三速控制时，应模拟变化风压测

量值或其他工艺要求，确认风机是、转速能相应改变或切换到测量值或

稳定在设计值，风机转速这时应稳定在某一点上，并按设计和产品说明

书的要求记录 30％、50％、90％风机速度时高、中、低三速相对应的风

压或风量。 

k.新风机停止运转，则新风门以及冷、热水调节阀门、加湿器等应

回到全关闭位置。 

l.确认按设计图纸、产品供应商的技术资料、软件功能和调试大纲

规定的其他功能和联锁、联动的要求。  

m.单体调试完成时，应按工艺和设计要求在系统中设定其送风温

度、湿度和风压的初始状态。 

n.对于四管制新风机，可参观上述规定进行，但冷热水管的电动阀

门的调节应按设计工艺、调试和产品供应商的技术要求进行确认。 

②空调处理机（二管制）单体设备调试 

调试顺序为： 

a.按上述①项中（a）～（f）予项的要求完成测试检查与确认。 



b.启动空调机时，新阀门、回风风门、排风风门等已经能够联锁打

开，各种调节控制应投入工作。 

c.按①项中（h）～（j）的要求完成测试、检查与确认。 

d.空调机启动后，回风温度应随着回风温度设定的改变而变化，在

经过一定时间后应能稳定在回风温度设定值的附近。如果回风温度跟踪

的设定值的速度太慢，可以适当提高 PID 调节的比例放大作用；如果系

统稳定后，回风温度和设定值的偏差较大，可以适当的提高 PID 调节的

积分作用；再降低放大做用，直到系统稳定为止。PID 参数设置的原则

是：首先保证系统的稳定，其次是满足其基本的精度要求，各项参数设

置不宜过分，应避免系统震荡，并有一定余量。当系统调节不能稳定

时，应考虑有关的机械后电气装置总是否存在防碍系统稳定的因素，作

仔细检查并排除这样的干扰。 

e.如果空调机是双环控制，那么内环以送风温度作为反馈值，外环

以回风温度做为反馈值以外环的调节控制输出作为内环的送风温度设顶

值。一般内环为 PI 调节，不设置微分参数。 

f.空调机停止运转时，新风机风门、排风门、回风门、冷热水调节

阀、加湿器等应回到全关闭位置。 

g.确认按设计图纸、产品供应商的技术资料、软件和大纲的其他功

能和联锁、联动程序控制的要求。 



h.变风量空调机应按控制功能变频或分档变速的要求，确认空气处

理机的风量、风压随风机的速度也响应变化。当风压或风量稳定在设计

值时，风机速度应稳定在某一点上，并按设计和产品说明书的要求记录

30％、50％、90％风机速度时对应的风压或风量（变频、调速）；还应

在分档变速时测量其相应的风压与风量。 

i.按照新风机①项 m～n 子项完成测试和确认。 

j.如果需要，应使模拟控制新风风门、回风风门的开度限位设置满

足空调专业所提出的百分比要求。 

③送排风机单机设备调试 

调试顺序为： 

a.按①项中 a～f 子项要求完成测试检查与确认. 

b.检查所有送排风机和相关空调设备,按系统设计要求确认其联锁\

启/停控制是否正常. 

c.按通风工艺要求,用软件对送排风机风量进行组态,确认其设置参

数是否正常,以确保风机能正常运行. 

d.为了维持室内相对于室外有+20Pa 的通风要求(按设计要求),先进

行变风量新风机的风压控制调;然后使其室内有一定的正压,进行变速排

风机的调试.模拟变化大厦室内测量值,风机转速应能相应改变,当测量

值大于设定值时,风机转速应减小;当测量值小于设定值时,风机转速应



增大;当测量稳定在+20Pa 时,风机转速稳定在某一点上. 

e.变频调速排风机启动后,大厦室内风压测量值应跟随风压设定值

的改变而变化;当风压庙宇值固定时,经过一定时间后测量值应能稳定在

风压设定值的附近.如果测量值跟踪设定值的速度太慢,可以适当提高

PID 调节的比例放大作用;如果帝风温度在设定值上下明显地作周期性波

动,其偏差超过范围,则应先降低或取消微分作用,再降低比例放大作用,

直到系统稳定为止.PID 参数设置的原则是:首先保证系统稳定,其次满足

其基本的精度要求,各项参数设置不宜过分,应避免系统振荡,并有一定

余量.当系统经调试不能稳定时,应考虑有关的机械或电气装置中是否存

在妨碍系统稳定的因素应作仔细检查,排除这样的干扰. 

④空调冷热源设备调试 

调试顺序为： 

a.按①项中 a～f 子项的要求完成测试检查与确认. 

b.按设计和产品技术说明书规定,在确认主机\冷热水泵\冷却水泵\

冷却塔\风机\电动蝶阀等相关设备单独运行正常下,在 DDC 侧或主机侧

检测该设备的全部 AO\AI\DO\DI 点确认其满足设计和监控点表的要求.

启动自动控制方式,确认系统各设备按设计和工艺要求的顺序投入运行

和关闭自动退出去运行这二种方式. 

c.增加或减少空调机运行台数,增加其冷热负荷,检验平衡管流量的



方向和数值,确认能启动或停止的冷热机组的台数能否满足负荷需要. 

d.模拟一台设备故障停运以及整个机组停运,检验系统是否自动启

动一个预定的机组投入运行. 

e.按设计和产品技术说明规定,模拟冷却水温度的变化,确认冷却水

温度旁通控制和冷却塔高\低速控制的功能,并检查旁通阀动作方向是否

正确. 

⑤风机盘管单体调试 

调试顺序为： 

a.检查电动阀门和温度控制器的安装和接线是否正确。 

b.确认风机和管路已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c.设置风机高、中、低三速和电动开关阀的状态，观察风机的阀门

工作是否正常。 

e.操作温度控制器的温度设定按钮和模式设定按钮，这时风机盘管

的电动阀应有相应的变化。 

f.如风机盘管控制器与 DDC 相连，则应检查主机对全部风机盘管的

控制和监测功能（包括设定值修改、温度控制调节和运行参数） 

⑥空调水二次泵及压差旁通调试 

a.按①项中 a～f 项的要求完成测试检查与确认。 

b.如果压差旁通阀门采用无位置反馈，则应做如下测试： 



打开调节阀驱动器外罩，观测并记录阀门从全关至全开所需时间和

全开到全关所需时间，取此两者较大者作为阀门“全行程时间”参数输

入 DDC 控制器输出点数据区。 

c.按照原理图和技术说明的内容，进行二次泵压差旁通控制的调

试。先在负载侧全开一定数量调节阀，其流量应等于一台二次变频泵流

量，接着启动一台二次泵运行，然后逐个关闭已开的调节阀，检验压差

旁通阀门旁路。在上述过程中应同时观察压差测量值是否基本稳定在设

定附近，否则应寻找不稳定的原因，并排除之。 

d.按照原理图和技术说明的内容，检验二次泵的台数控制程序，是

否能按预定的要求运行。其中负载侧总流量先按设备工艺参数规定，这

个数值可在经过一年的负载高峰期，获得实际峰值后，结合每台二次泵

的负荷适当调整。在发生二次泵台数启、停切换时，应注意压差测量值

也应基本稳定在设定附近，否则可适当调整压差旁通控制的 PID 参数，

试验是否能缩小压差值的波动。 

e.检验系统具有这样的联锁功能：每当有一次机组在运行，二次泵

台数控制便应同时投入运行，只要有二次泵在运行，压差旁通控制便应

同时工作。 

（2）给排水系统单体设备的调试 

a.检查各类水泵的电气控制柜，按设计监控要求 DDC 之间的接线正



确，严防强电串入 DDC。 

b.按监控点表的要求检查装于各类水箱、水池的水位传感器或水位

开关，以及温度传感器、水量传感器等设备的位置、接线正确，其安装

应符合本规范的要求。 

c.确认各类水泵等受控设备，在手动控制状态下，其设备运行正

常。 

d.在 DDC 侧主机或主机侧，按本规定的要求检测该设备 AO、AI、

DO、DI 点，确认其满足设计、监控点和联动联锁的要求。 

3）变配电照明系统单体设备调试 

①接线检查 

a.按设计图纸和变送器接线要求，检查各变送器输入端与强电柜

PT、CT 接线是否正确和量程是否匹配（包括输入阻抗、电压、电流的量

程范围）。检查变送器输出端与 DDC 接线是否正确和量程是否匹配。 

b.强电柜与 DDC 通讯方式检查： 

按设计图纸和通讯接口的要求，确认接线是否正确和数据通讯协

议、格式、传输方式、速率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②系统监控点的测试 

a.根据设计图纸和系统工程监控点表要求，按本第三节 1 项中第 3

项规定的方式逐点进行测试。 



b.模拟量输入信号的精度测试：在变送器输出端测量其输出信号的

数值，通过计算与主机 CRT 上显示数值进行比较，其误差应满足设计和

产品的技术要求。 

c.在确认受 BAS 控制的照明配电箱设备运行正常情况下，启动顺

序、时间或照度控制程序，按照明系统设计和监控要求，按顺序、时间

程序或分区方式进行测试。 

③电量计费测试 

按系统设计的要求，启动电量计费测试程序，检查其输出打印报告

的数据用计算方法或用常规电度计量仪表进行比较，其测试数据应满足

设计和计量要求。 

④柴油发电机运行工况的测试 

a.确认柴油发电机组及其相应配电柜运行正常。 

b.确认柴油发电机输出配电柜处于断开状态，严禁其输出电压接入

正常的供配电回路。 

模拟启动柴油发电机组起动控制程序，按设计和监控点表的要求确

认相应开关设备动作和工况正常。 

4）电梯系统运行状态的监测 

a.按设计和监控点表要求检查 DDC 与电梯控制柜及装于电梯内的读

卡机之间的连接线或通讯线连接正确，确认其相互之间的通讯接口、数



据传输、格式、传输速率等满足设计要求。 

b.在 DDC 侧或主机侧按本规定的要求，检测电梯设备的全部监测

点。确认其满足设计、监控点表和联动连锁的要求。 

6）基本应用软件设定与确认 

（1）确认 BAS 系统图与实际运行设备一致。 

a.按系统设计要求确认 BAS 中主机、DDC 网络控制器、网关等设备

运行及故障状态等。 

b.按监控点表的要求确认 BAS 各子系统设备的传感器、阀门、执行

器等运行状态、报警、控制方式等。 

（2）确认 BAS 受控设备的平面图 

a.确认 BAS 受控设备的平面位置与实际位置一致。 

b.激活 BAS 受控设备的平面位置后，确认其监控点的状态、功能与

监控点表的功能一致。 

c.确认在 CRT 主机侧对现场设备进行手动控制操作。 

7）系统调试 

（1）系统的接线检查。 

按系统设计图纸的要求，检查主机与网络器、网关设备、DDC、系

统外部设备（包括电源 UPS、打印设备）、通讯接口（包括与其它子系

统）之间的连接、传输线型号规格是否正确。通讯接口的通讯协议、数



据传输格式、速率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2）系统通讯检查 

主机及其相应设备通电后，启动程序检查主机与本系统其他设备通

讯是否正常，确认系统内设备无故障。 

（3）系统监控性能的测试 

①在主机侧按监控点表和调试大纲的要求，对本系统的 DO、DI、

AO、AI 进行抽样测试，其抽样要求详见“系统验收规范”。 

②系统有热备份系统，则应确认其中一机处于人为故障状态下，确

认其备份系统运行正常并检查运行 参数不变，确认现场运行参数不丢

失。 

③按本规范四、五、六规定的要求在主机侧对上述单机设备进行抽

样测试，其抽样要求详见“系统验收规范”。 

（4）系统联动功能的测试 

○1 本系统与其它子系统采取硬连接方式连动，则按设计要求全部或

分类对各监控点进行测试，并确认是功能满足要求。 

○2 本系统与其他子系统采取通讯方式连接，则按系统集成的要求进

行测试。 

（5）系统功能测试 

按“系统验收规范”和本工程的调试大纲进行。 



8）工程验收 

（1）图纸与资料 

①系统图 

②技术设计图 

③施工管线平面图 

④监控点表 

⑤软件参数设定表（包括逻辑图） 

⑥产品说明书（包括产品随机资料） 

（2）监控点测试数据表 

（3）单体设备测试报告 

（4）软件功能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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