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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建築業者也隨著新的思維與觀念，逐漸能將建築設計與
電子、資通訊等相關系統結合，導入各種以人為本之自
動化、資訊化、數位化等整合之服務功能。

2. 建築的智慧化，是要藉由適當手段來呈現其成效，而不
是僅僅將其內部設施設備自動化、資訊化而已

3. 充分了解建築物內部各項機電設備系統特性、建築物空
間配置、用途、及使用者使用的功能需求等各項因素，
才能給予專業規劃設計

4. 如何讓這些在建築內的各項自動化、資訊化系統發揮其
整合性的智慧化服務功能，則有賴於系統整合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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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5. 系統整合的運作，不但可以提高建築物管理的效率與綜合
服務能力，還能降低建築物營運成本，更可發揮建築物內
突發事件處理能力將損失減到最低，因此系統整合儼然成
為智慧化建築的重要關鍵技術。

6. 內政部自從在2003年訂定了台灣第一本「智慧建築解說
與評估手冊」並大力推動智慧建築標章後，已成為目前國
內對於建築物智慧化的最具代表性的評鑑基準，其中「系
統整合」則是其最基本的門檻指標之一，且在今年為了讓
評估更具符合狀況，加以改版，有鑑於此，本專題將提出
以系統整合在智慧建築的新版相關評估內容與其相關設計
規劃的整合技術，除了給予系統整合觀念的導正外，提供
各界未來在規劃設計智慧建築的參考，讓智慧化建築永續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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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意義

系統整合在各種產業領域中是種常常看到的名詞，從產品
到系統化設施，為了要強化其運行的性能或特殊的一面，系
統整合往往是備受強調的作為，由此可見，「系統整合產
業」並不是一種特定的產業別，並未獲國內官方的認定，
且「系統整合」也不是某個專屬產業的專門用語。

系統整合產業範圍：以建築領域智慧化系統的系統整合為範
圍，也就是是以整合運用在建築物內之各種自動化、資訊、
通訊、電子等設施設備與其相關服務系統為產業範疇，利用
系統整合的手段，來創造符合人類生活的智慧化建築環境。

系統整合商之定義：係指國內在建築領域中經營智慧化之相
關硬體、軟體、服務之系統整合業務廠商，其主要核心技術
在於整合建築物智慧化各系統設備間之運用，利用整合技術
將各系統之訊息與功能做到如何彼此互相交換資訊、互相連
動操作與系統服務，而能達到智慧化建築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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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之目的與成效

建築物智慧化，導入各項弱電服務子系統是必然的手
段，而系統整合往往是智慧化的重要執行方式，也是
未來建築物永續化服務的關鍵因素，主要之目的成效
如下：

1. 使整體系統操作與運作更具靈活性。
2. 使整體系統服務更具完整性。
3. 讓子系統間之功能更具互補性，降低設備重複建置數

量，節省成本，降低營運成本。
4. 提高業主與系統商對在系統設計規劃的重視，思維更

嚴謹。
5. 使系統的表現更具創新性與獨特性，更能符合達到客

戶對差異化、專有性的市場需求，同時也提高系統整
合在建築產業的價值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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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系統整合指標

隨著現代化科技的進步與人們的需求，各種應用建構在建
築物上的自動化服務系統不斷的創新與發展，種類繁多複
雜，但因這些不同的應用服務子系統，常出自不同的製造
商或系統商，使得系統設備間無法資源共享，彼此間的訊
息也無法相互溝通與綜合協調運用，而限制了建築物整體
服務管理的成效，也阻礙了建築物未來的永續發展。

「系統整合指標」就是作為評估應用於建築物的各項自動
化服務系統在整合運作上之作法與成效的考核指標，包括
了系統整合之程度、系統整合之方式、系統整合之服務、
系統整合之平台、與整合系統之安全性等評估項目，賦予
各項評估項目的配分權重，經評定後加總，並區分不同種
類型的建築物訂定合格標準，以期能作適切地判斷與檢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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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整合指標之目的

「系統整合指標」是基於建築的永續營運管理與發展
來訂定的，其目的為

1. 評定在建築物內各項自動化服務系統在系統整合上之作
為、成效與效益

2. 讓建築業主與管理者可以了解，對於建築物各項智慧化
系統在規劃導入之時，在系統整合上應考量與注意的重
點與方向

3. 達到提高整體管理的效率與綜合服務的能力

4. 降低建築物的營運成本

5. 發揮在建築物內發生突發事件之控制與處理能力，將災
害損失減少到最低限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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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整合指標與基準

由於自動化科技的發展非常迅速，也常常牽動在各系統
在整合時的方式與方法，引用的技術也不一而足，因此，本
指標並不對系統整合在技術上的評鑑，不牽涉系統整合技術
的內容與程序，而是著重在評估建築物內各種智慧化或自動
化服務系統在整合上之規劃設計與執行上的水準，擬定不同
的評估項目，包括整合程度、整合方式、服務與操作範圍，
系統整合平台、安全機制等，以其性能、手法與可量化的評
估方式，來適切判斷建築物在系統整合上的優、劣、良、
孤，同時也能建立系統整合在建築物智慧化的觀念與作法，
並成為智慧生活空間整合成效的參考依據，對業主或系統建
設業者藉此評估結果，更具有擬定未來改進方向之具體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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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整合指標與基準

系統整合指標分為五個指標評估項目

系統整合之程度

系統整合之方式

系統整合之服務

系統整合平台

整合的安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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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整合指標與基準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意義

系統整合之
程度

建築物內部機電設備納入監
控之比例

判斷建築物機電設備被監控管理的多寡。

監視與控制之比例 判斷建築機電設備只能監測與能被控制的多寡

系統間整合後互動關連程度 判斷可互動或協調運作之子系統的多寡

系統整合之
方式

建築物機電設備是否具提供
被監控整合之接點介面

判斷建築物機電設備被整合監控時，是否在規
劃或採購時會留設監控銜接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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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整合指標與基準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意義

系統整合
之方式

子系統以軟體整合之比例 判斷子系統整合的技術層次

以軟體整合之子系統應提供各自
的專屬之通訊接口與通訊協定資
料;而以硬體整合之子系統應提
供各自系統在控制器上之輸入輸
出接點介面

判斷是子系統在軟體與硬體整合基本要項是
否建立

系統整合
之服務

整合系統操作之範圍
判斷整合系統可操作的環境是否廣泛，遠近
皆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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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整合指標與基準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意義

系統整合之服
務

系統整合服務內容程度 判斷建築物之整合服務在功能面的完整度

系統整合平台

主系統與子系統使用相同
的系統通訊平台的比例

判斷執行系統整合上的容易程度

系統整合平台通訊標準化
程度

判斷執行系統整合上的容易程度

傳輸網路架構方式 判斷整合系統在通訊運作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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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整合指標與基準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意義

整合的安全
機制

人機介面之管理權限設置 判斷整合系統在系統操作使用的管理機制

系統的資安的防護設置 判斷整合系統在資訊傳輸上的安全機制

系統備援的設置 判斷整合系統在系統故障發生之預防機制

採用整合技術資料的保存 判斷整體系統將來維護上的管理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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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統整合指標之基準與配分
<系統整合之程度>

項次 項目 分項 子項目 基準類別 權重配分 本項目最大配分

1 系統
整合
之程
度

中央
監控
系統

1.建築物內部機電設備納入監
控之比例 (機電設備總數與監控
機電設備總數之比)

27

□ 50%以下(不含0%) 3

□ 50%~80% 6

□ 80%以上 9

2.機電設備受控制與監視之比
例

□ 50%以下(不含0%) 3

□ 50%~80% 6

□ 80%以上 9

子系
統之
整合

1.系統間整合後互動關連程度
(有互動關聯之子系統與子系統
總數之比)

□ 50%以下(不含0%) 3

□ 50%~80% 6

□ 80%以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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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統整合指標之基準與配分
<系統整合之方式>

項次 項目 分項 子項目 基準類
別

權重配
分

本項目最大配分

2
系統
整合
之方
式

1.建築物機電設備是否具提供被監控整合
之接點介面 必要性 6

25

2.子系統以軟體整合之比例(子系統軟體
整合數與子系統總數之比)

□ 50%以下(不含0%) 3

□ 50%~80% 6

□ 80%以上 9

3.以軟體整合之子系統應提供各自的專屬
之通訊接口與通訊協定資料;而以硬體整
合之子系統應提供各自系統在控制器上之
輸入輸出接點介面

必要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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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統整合指標之基準與配分<系統整合之服務>

1□ 物業管理系統

1□ 監視系統

1□ 停車管理系統

1□ 消防系統

1□ 對講系統

項次 項目 分項 子項目 基準類別 權重配分 本項目最大配分

3 系統
整合
之服
務

1.整合系統操作之範圍(可複選)

18

□ 自動控制層 1

□ 區域乙太網路層 2

□ 網際網路環境 2

□ 行動通訊網路層 2

2.系統整合服務內容程度(可複選)

□ 電力系統 1

□ 空調系統 1

□ 照明系統 1

□ 動力系統 1

□ 門禁系統 1

□ 保全系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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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統整合指標之基準與配分
<系統整合平台>

項次 項目 分項 子項目 基準類
別

權重
配分

本項目最
大配分

4
系統
整合
平台

1.主系統與子系統使用相同的系統通訊平台的比
例(相同系統數與系統總數之比)

22

□ 50%以下(不含0%) 3

□ 50%~80% 6

□ 80%以上 9

2.系統整合平台通訊標準化程度(國際標準化平台
系統數與系統整合系統總數之比)

□ 50%以下(不含0%) 3

□ 50%~80% 6

□ 80%以上 9

3.傳輸網路架構方式

□ 對等式傳輸網路 4

□ 主從式傳輸網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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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統整合指標之基準與配分
<整合的安全機制>

項次 項目 分項 子項目 基準
類別

權重配
分

本項目最大
配分

5 整合的安全
機制

1.人機介面之管理權限設置 2

8
2.系統的資安的防護設置 2

3.系統備援的設置 2

4.採用整合技術資料的保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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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統整合指標之基準與配分
<合格基準等級表>

建築類型 辦公建築

合格權重
等級

未達智慧化基準 一般智慧化 優質智慧化低 高度智慧化

＜50分 50~69分 70~89分 90~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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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在智慧建築之評估_住宅類建築
何謂基礎設施之系統整合

系統整合指標之目的

系統整合指標評估標準與基準

系統整合指標評估基準之配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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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基礎設施之系統整合

系統整合在住宅類之基礎設施中，是發展各種應用
服務的基礎，如安全監控、健康照護、便利舒適、永續節
能等，限於住宅具有公有與專有區域使用權責上有所區別
之性質，系統整合乃是對於住宅類建築規範的基礎設施之
一，除了讓住宅內可以具有住宅智慧化系統的基礎，也提
供了未來建築物內之各項服務系統的導入整合的運用環
境，讓公有與專有空間都能有彈性的整合與擴充，使系統
設備間可以資源共享，提高建築物整體服務管理的成效，

建築物未來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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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整合指標之目的

基於智慧住宅標章之申請，乃針對安全監控、健康
照護、便利舒適、永續節能四項為智慧化目標作為評估
對象，在這些目標下，系統整合的基礎環境對於住宅智
慧化所導入之系統則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在四項智慧
化目標的前提下，檢視其系統整合的基礎作為，其中包
含住宅之私有空間與公共空間領域，而主要的目的是希
望住宅建築必須在公有空間具備中央監控系統，讓建築
物內之機電設備均可納入監控管理，而私有空間的子系
統所提供的必要功能必須與公有空間之監控系統有所整
合與連線，讓未來安全監控、健康照護、便利舒適、永
續節能等設施設備的導入均可容易達成其整合性的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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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整合指標與基準

考量系統整合在住宅類智慧化的基本需求與未來他

項的服務系統的導入，在建築物之公用與專用空間，擬定
了四個基本項目，包含建築物監控系統之建立、中央監控
室或管理室或專有處所之設置、建築機電之監控介面之留
設與消防、防盜、對講、緊急求救信號之整合對外傳輸等
四項，有關基礎設施指標之系統整合之各項評估項目內容
與評估意義說明如表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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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整合指標與基準

住宅類之系統整合指標分為四個指標評估項目

建築物監控統之建立

中央監控室或管理室或專
有處所之設置

建築機電之監控介面之留設

消防、防盜、對講、緊急求
救信號之整合對外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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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整合指標與基準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意義

系統整合之
程度

建築物監控統之建立 判斷是否在建築物公有空間建立建築物中央監
控系統，並以區域監控網路系統架構、網際網
路監控網路系統架構、國際化標準化監控平台
三種系統型態作為其性能程度

中央監控室或管理室或專有
處所之設置

判斷建築物內公有空間是否留設提供監控系統
主機之專用空間，並以一般使用處所的留設與
專屬中間監控室來判定其設置嚴謹程度

建築機電之監控介面之留設 判斷建築物內公有空間機電設備是否有提供能
被監控之連接介面，除以一般配電盤電器轉換
介面留設為必要性要求外，另鼓勵將機電介面
以通訊介面為留設方式

消防、防盜、對講、緊急求
救信號之整合對外傳輸

判斷建築物內專有空間之消防、防盜、對講、
緊急求救等信號是否能與建築物中央監控系統
正常連線，另以訊號連線通告到用戶行動通訊
設備之整合性能為鼓勵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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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統整合指標之基準與配分

表1- 2基礎設施指標(系統整合)得分權重分配表

4鼔
設置提供監控系統使用之專屬
中央監控室或管理室

8

4必設置提供監控主機操作之處所

中央監控室或管理室
或專有處所之設置

共
用
空
間

2

2鼔
國際化標準化監控平台

2鼔
網際網路監控網路系統架構

8

4必區域監控網路系統架構

建築物監控統之建立

共
用
空
間

1

最
高
得
分

配
分

基
準
類
別

評估基準評估項目分項指標

空
間
類
別

項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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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統整合指標之基準與配分

表1- 2基礎設施指標(系統整合)得分權重分配表

2鼔
具消防、防盜、對講、緊
急求救與用戶行動電話手
機訊號連線之整合性功能

8

6必

具消防、防盜、對講、緊
急求救與中央監控系統訊
號連線之整合性功能消防、防盜、對講、

緊急求救信號之整合
對外傳輸

專
用
空
間

4

2鼔

提供具動力、空調、照
明、通風等機電設備之遠
端監控通訊介面

8

6必

提供動力、空調、照明、
通風等機電設備控制盤之
遠端監控介面

建築機電之監控介面
之留設

共
用
空
間

3

最
高
得
分

配
分

基
準
類
別

評估基準評估項目分項指標

空
間
類
別

項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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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在智慧建築之設計
系統整合架構與運作機制

系統整合方式與手法

系統整合平台

系統整合之介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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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設計技術手冊

系統整合 設施管理

資訊及通訊 安全防災 健康舒適 綜合佈線 設備節能

人機介面
IBT6-1系統整合架構與運作機制
IBT6-2系統整合之方式與手法
IBT6-3系統整合之平台
IBT6-4系統整合之介面

技術項目

IBT-HMI 人機介面技術

技術項目

技術項目

IBT7-1資產管理
IBT7-2房產與租賃管理
IBT7-3設施使用動態管理
IBT7-4品質管理
IBT7-5整合資訊管理
IBT7-6績效與決策支援管理
IBT7-7組織與人力資源管理
IBT7-8委外與協約廠商管理
IBT7-9設施設備維護管理

IBT2-1防火系統
IBT2-2防震系統
IBT2-3防水系統
IBT2-4防盜系統
IBT2-5防破壞系統
IBT2-6防毒氣系統
IBT2-7緊急求救系

統

技術項目技術項目

IBT1-1廣域網路接取的提供
方式

IBT1-2數位式(含IP)電話交
換的提供方式

IBT1-3公眾行動通信涵蓋
(含共構)的提供方式

IBT1-4區域網路的提供方式
IBT1-5視訊會議的提供方式
IBT1-6公共廣播的提供方式
IBT1-7公共天線及有線電視

的提供方式
IBT1-8公共資訊顯示及導覽

的提供方式

IBT5-1綜合佈線架構與系統概論
IBT5-2綜合佈線系統設備與器材
IBT5-3綜合佈線系統設計與規劃
IBT5-4綜合佈線系統施工與測試
IBT5-5建築物光纜配線規劃設計

技術項目

IBT4-1冰水主機性能
IBT4-2主機容量效率
IBT4-3空調設備節能系統
IBT4-4照明用電密度
IBT4-5照明設備節能系統
IBT4-6動力用電密度
IBT4-7再生能源設備
IBT4-8動力設備節能系統
IBT4-9設備監控節能

技術項目

IBT3-1視環境
IBT3-2音環境
IBT3-3溫熱環境
IBT3-4空氣環境
IBT3-5水環境

技術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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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統整合架構與運作機制

二十一世紀的智慧化建築是一種符合人性之科技化建
築，因此為了服務人類在建築內的活動，都會在建築物導
入不同的自動化服務系統，系統種類不一而足，各有其功
能與特色，為了使各系統能發揮多元化的整體性服務，達
到建築物的永續發展，系統整合的建立儼然已成為必然的
趨勢，而系統整合架構與運作機制則應視為優先考量的項
目。

系統整合架構的型態與運作機制的規劃，完全是依照
整體智慧化系統運作功能需求與未來發展來考量，而不是
為要整合而做系統整合，若獨立運作的子系統是適合的，
就不一定需納入系統整合架構或設計一套專屬的整合程式
來與其他系統整合，而來創造另一個封閉系統讓未來系統
維護上更加的困擾，因此對於擬定系統整合架構與系統整
合的運作機制在規劃時須以下列各項來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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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統整合架構與運作機制

1. 系統整合的架構方面：
(1)、整合系統所需包括的服務範圍(各子系統的功能是否涵蓋)
(2)、整合系統的可操作環境(包括區域化、網際網路化或行動化)
(3)、各子系統架構在整合系統時的主從關係

(4)、各子系統之系統平台對整合系統的影響

2. 系統整合的運作機制方面：
(1)、系統間互動或關聯性內容的確定

(2)、系統在整體化服務的操作機能

(3)、整合系統對未來永續性的影響(包括變更、維護與管理)
(4)、整合系統對安全性與可靠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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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統整合的架構方面

(1)整合系統所需包括的服務範圍各子系統的功能是否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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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統整合的架構方面

(2)整合系統的可操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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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統整合的架構方面

(3) 子系統架構在整合系統時的主從關係

2. 圖6-1-2 系統集中方式架構圖(資料來源:Echelon.c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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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統整合的架構方面

(3) 子系統架構在整合系統時的主從關係

2. 圖6-1-3 系統分散且對等方式架構圖(資料來源:Echelon.c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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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統整合的架構方面

(4) 各子系統之系統平台對整合系統的影響

2. 圖6-1-4智慧化監控系統整合架構圖(資料來源: Adic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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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統整合的架構方面

(4) 各子系統之系統平台對整合系統的影響

2. 圖6-1-5 系統整合架構圖(資料來源: Johnson controls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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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統整合的架構方面

(4) 各子系統之系統平台對整合系統的影響

2. 圖6-1-6 系統整合架構圖(資料來源: Honeywell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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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統整合的運作機制方面

(1) 系統間互動或關聯性內容的確定

2. 圖6-1-7 圖說規範說明圖(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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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統整合的運作機制方面

(2) 系統在整體化服務的操作機能

2. 圖6-1-8. 整合系統監控人機操作畫面(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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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統整合的運作機制方面

(3) 整合系統對未來永續性的影響

2. 圖6-1-9.環境感測器之通訊介面(資料來源:PureChoice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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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統整合的運作機制方面

(3) 整合系統對未來永續性的影響

2. 圖6-1-10. 弱電系統之Ｍodbus通訊協定(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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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統整合的運作機制方面

(4) 整合系統對安全性與可靠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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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統整合的運作機制方面

(4) 整合系統對安全性與可靠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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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統整合的運作機制方面

(4) 整合系統對安全性與可靠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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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整合之方式與手法

一般而言，只要確定系統整合整體性功能的服務內
容，接下來就是如何將相關聯的子系統加以整合，但目前
智慧建築中建築設備自動化系統包容的設備和子系統既多
又複雜，且常由於不同廠商提供的不同的產品和系統，其
通訊協定不同，造成通訊速率、編碼格式、同步方式、通
訊規程各不相同，而使這些產品實現互操作和系統的互連
很困難，因此系統整合的方式與手法就顯得格外重要。

系統的整合常用的方式可分為硬體與軟體(軟體包含
編撰程式)兩種方案，對硬體與軟體的整合方式下也都會
有不同的整合手法來達成。

所謂硬體方式就是藉由實質面輸入與輸出接點作為訊
號的傳遞，而軟體方式則是利用轉換介面並透過通訊協議
或標準語法來進行訊號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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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硬體方式整合下之常用方式與手法

圖6-2-1. 以相同整合平台之監控系統架構(資料來源：向暘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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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硬體方式整合下之常用方式與手法

圖6-2-3. 機電設備啟動盤留設監控介面(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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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硬體方式整合下之常用方式與手法

圖6-2-4. 子系統連動介面盤(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54

2.以軟體方式整合下之常用方式與手法

圖6-2-5. 以共同可連接的通訊接口方式(資料來源：泓格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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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軟體方式整合下之常用方式與手法

圖6-2-6. 不同標準平台的轉換架構圖(資料來源：TRIDIUM,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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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軟體方式整合下之常用方式與手法

圖6-2-7. 子系統連動介面盤(資料來源：中國文化大學智慧模擬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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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軟體方式整合下之常用方式與手法

圖6-2-8. 以電腦標準資料庫轉換整合方式(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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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整合之平台

系統整合平台乃指各自動化子系統間在訊息相互溝通
通訊時的傳輸機制，不同的整合平台就有有其平台通訊傳
輸接頭的硬體規格接頭與通訊傳輸協定之規定，都有所不
同，而系統整合的機制有的是以主系統與子系統間的做整
合，有的是子系統與子系統之間的整合，若系統均採用國
際化通用之共通標準平台，則對於系統整合的成本與成效
一定大為提高。

因此系統整合平台攸關對系統整合行為的基準以及未
來永續發展的確保，也是對整合平台的選擇與平台的轉換
都是重要的關鍵，而目前國內產業界因市場規模小，仍以
國際標準作為方案，對於自行訂定的平台則均會提供相關
資料給予被整合時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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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合平台的選擇方面

圖6-3-1 系統整合流程示意圖(資料來源：ARC Informatique PCV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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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合平台的選擇方面

表6-3-1 各類通訊協定支援範例表(資料來源：ARC Informatique PCV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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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合平台的選擇方面

圖6-3-2. 集合式住宅社區監控整合系統平台架構圖(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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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合平台的轉換機制方面

圖 6-3-3 系統整合平台轉換設備(串列設備連網伺服器) (資料來源：泓格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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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合平台的轉換機制方面

圖 6-3-4 系統整合平台轉換架構圖(資料來源：泓格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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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統整合之介面

介面的提供是系統整合的必要條件，在建築
物內每一套自動化系統都有專屬的建構與運作方
式，因此兩系統間要做相互資料傳遞必定要透過
彼此所提供的介面來達成，且都必須在設備或系
統導入前就必須加以約定且留設，介面的形式種
類很多，大致可分為硬體介面與軟體介面，端賴
各子系統之種類與性質而有所不同，其所謂硬體
介面乃指在實體層的可連接之形式與型態，而軟
體介面乃指系統間資訊溝通傳遞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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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硬體介面，一般而言，是指機器設備上所具有的 通訊或輸
入輸出的實體接點

圖6-4-1 弱電設備之RS232與TCP/IP(RJ45)通訊轉換介面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TCP/IP(RJ45)通訊接口

RS232通訊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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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硬體介面，一般而言，是指機器設備上所具有的通訊或輸

入輸出的實體接點

圖6-4-2 . 機電設備所附的啟動盤或控制盤內之控制介面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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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軟體介面方面，一般而言都是指通訊介面，也就是所謂的
通訊協定(Protocol)

圖6-4-3 三菱空調機之Lonworks通訊介面控制板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6-4-7. 弱電系統之ＬonWorks通訊協定(資料
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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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4-6. 設備商自訂之軟體通訊協定(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在軟體介面方面，一般而言都是指通訊介面，也就
是所謂的通訊協定(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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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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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致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Mail : lyt8123@ms71.hinet.net
Tel   : 0928-397-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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