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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汽车说起

福特T型车

1908年，世界上第一辆通过流水线生产出来的汽车，生产一辆车由原来的700小
时缩短到12.5小时，汽车采用有线的控制方式。

特斯拉 Model S

2016年，集成各种最新技术的新能源汽车，汽车的核心控制仍采用有线方式，其
它娱乐体验则采用无线方式。



建筑智能化生命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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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智能化数据特性

持续发生
准实时传输

响应及时
稳定可靠

智能化血液



装配式建筑智能化特点

建筑墙体工厂预制阶段实现
管线预埋。

采用模块化智能设备，便于
实现分布式安装。

在装配现场利用线缆接插件
实现快速连接。



装配式建筑智能化目标

智能赋予建筑生命
       利用装配式建筑的特点，结合建筑智能化的数据特征，采用有线+

无线的混网技术手段实现装配式建筑智能设备的模块化及分布式应用，

提高智能化设备的集成效率。



混网技术架构

KNX
总线

Zigbee 蓝牙

RF

红外

Z-wave

wifi

低功耗，可自组网，不
同厂家通讯协议不一样。

功耗小，近距离传输。

低功耗，可自组网，通
讯协议标准，不同厂家
产品可互通。

功耗小，不可组网。

单向数据传输，不能有
阻挡物。

功耗大，适合大数据量
传输。



KNX总线

■中国国家标准
2013年KNX成为中国住宅的布线标准。

■起源于欧洲

由ABB、SIEMENS、MERTEN、GIRA、
JUNG等七家欧洲著名的电气产品制造
商为核心组成联盟并制定标准。

■全球唯一住宅和楼宇布线标准
KNX技术于2005年被批准为美国标准ANSI/ASHRAE 135。
KNX技术于2006年被批准为国际标准 ISO/IEC 14543-3。



案例展示



宝业万华城23号楼

无线传感体验
远程监视控制

安全防范控制
魔镜对讲系统

灯光窗帘控制
空调新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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