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ⅩⅩⅠ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 代 替 GB/T20965—2013《控 制 网 络 HBES 技 术 规 范  住 宅 和 楼 宇 控 制 系 统》,与

GB/T20965—2013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HBES安全”(见第7.4);
———增加了“网络服务”(见第7.5);
———增加了“HBESRF”(见第8.3)。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24)和全国智能建筑及居

住区数字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26)共同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北京仪综测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海格

电气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广州视声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河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海安瑞航科技有

限公司、珠海华讯智控科技有限公司、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科曼利(广东)电气有限公司、南京天溯自

动化控制系统有限公司、泰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麟琨、郑秋平、王钧、王洲、杜佳琳、朱湘军、何海荣、高伟、吴元福、叶敏莉、

胡警群、陆瑨、方明、沈璞、于志鹏、宋小明。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7年发布为GB/Z20965—2007;
———2013年第一次修订为GB/T20965—2013;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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ⅩⅩⅡ

引  言

  本文件规定的技术内容也称为KNX技术,该技术起源于欧洲,主要用于住宅和楼宇控制领域,是
一种分布式总线控制技术。
  注1:KNX技术来源于3种用于住宅和楼宇的总线控制技术,即EIB、Batibus和EHS,其中EIB(EuropeanInstalla-

tionBus,欧洲安装总线)是其技术主体。

  注2:本文件规定的技术内容属于KNX技术的一部分,其他技术内容,如应用描述、通信行规以及互操作相关规定

等,参考KNX协会的相关技术文档。

  注3:HBES是KNX技术在标准化过程中使用的名称,在市场和技术推广过程中都统一使用KNX。

本文件描述了基于事件控制的分布式总线系统,主要由以下几部分内容构成。
———系统概述。
主要阐述三个方面的内容:系统架构、通用技术要求及产品的功能安全要求。说明了 HBES通用

特性和体系结构;定义了基于安全特低电压(SELV)和保护特低电压(PELV)的住宅和楼宇电子系统

(HBES)的通用技术要求,包括布线和拓扑、电气和功能安全、环境条件以及在失效和特定 HBES安装

规则情况下的行为;规定了HBES产品和系统的一般功能安全要求。
———应用特性。
主要阐述了应用结构和1类HBES用户进程。给出了与应用相关的用户进程的基本概念;规定了

服务器端的结构和功能,该服务器用于组成应用层与应用和管理间的接口对象及其数据结构;定义了应

用接口层和每个应用接口层对象的数据结构,并对其功能进行了规定。
———介质无关层。
主要阐述了基于双绞线和电力线的1类 HBES应用层、传输层、网络层及数据链路层的公共部

分,以及在互联网协议(IP)上集成KNX协议的实现,即KNXnet/IP。其中基于双绞线和电力线的1类

HBES应用层、传输层、网络层及数据链路层的公共部分,规定了在 HBES使用过程中应用层、物理层

无关的数据链路层、网络层及传输层的服务和协议,以及向用户进程提供的服务和接口;KNXnet/IP规

定了连接至IP网络的KNX设备使用的标准协议;HBES安全规定了 HBES数据安全协议规范;web
service定义了网络接口协议规范。

———介质相关层。
主要阐述了1类HBES电力线和基于1类 HBES网络的双绞线。规定了1类电力线的两种类型

PL110和PL132关于介质特定物理层与数据链路层的必备与可选要求;规定了1类HBES双绞线的两

种不同类型TP0和TP1关于介质特定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的必备和可选要求;HBESRF规定了RF
协议规范。

———系统管理。
给出了网络管理和设备管理的基本原理,标准化管理客户机和管理服务器之间的交互,实现设备配

置;规定了管理客户机和管理服务器之间的通信要求。
———产品的符合性评估。
确定了实现HBES产品的功能符合性测试和评估的准则和标准,规定了通信协议的通用符合性评

估要求,给出了用于HBES产品和/或系统符合性评估的标准。
———安装要求。
规定了HBES的安装要求;提供了HBES设计、工程及布线系统安装的通用规则;规定了带有市电

的HBES1类布线和其他网络并行敷设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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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网络HBES技术规范 住宅和

楼宇控制系统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基于事件控制的分布式总线系统(HomeandBuildingElectronicSystem,HBES)的

总体结构,制定了HBES的管理规程,规定了对介质无关层和介质相关层的要求、产品符合性测试和评

估的准则和标准以及安装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自动化控制系统及产品的设计、制造、集成、安装和维护等,特别适用于住宅及楼宇控

制领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2423.3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2423.4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Db:交变湿热(12h+12h循环)

GB/T2423.5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a和导则:冲击

GB/T2423.10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c:振动(正弦)

GB/T2423.22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N:温度变化

GB/T4798.3 环境条件分类 环境参数组分类及其严酷程度分级 第3部分:有气候防护场所

固定使用

GB/T5023.1 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1部分:一般要求

GB/T5023.2 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热塑性绝缘电缆 第2部分:试验方法

GB/T7289—2017 电学元器件 可靠性 失效率的基准条件和失效率转换的应力模型

GB/T9387.1 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基本参考模型 第1部分:基本模型

GB/T16895.3 低压电气装置 第5-54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接地配置和保护导体

GB/T16895.6 低压电气装置 第5-52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布线系统

GB/T16895.21—2020 低压电气装置 第4-41部分:安全防护 电击防护

GB/T16935.1—2023 低压供电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1部分:原理、要求和试验

GB/T17045—2020 电击防护 装置和设备的通用部分

GB/T17625.2 电磁兼容 限值 对每相额定电流≤16A且无条件接入的设备在公用低压供电

系统中产生的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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