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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Jini 的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技术① 
Intelligent Building System Integration Based on Jini  

 
王 波 王艳锋 (重庆大学 计算机学院 重庆 400044) 

摘 要： 建筑智能化系统具有软硬件资源复杂、网络协议多异构的特点，如何集成并使它们协同工作，成为建

筑智能化系统集成的关键问题。重点介绍了 Jini 技术，提出了基于 Jini 的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应用模

型，并基于 Java 语言定义了面向服务的接口，对子系统的接口进行了包装，给出了集成系统的工作原

理与流程，解决了传统分布式定位服务不能很好地适应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的问题，使系统具有易扩

展、更高的可靠性，能够满足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的要求，提供了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的一种新的分

布式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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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建筑智能化系统的规模越来越大、技术越来

越复杂，智能化子系统的种类已达到 20 个以上，再

加上与物业管理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等 MIS 系统的

集成，以往的系统集成方式已难以满足集成需求。面

向服务的系统集成方式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在 SOA 
(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架构上，应用的接

口被发布成服务，以服务的方式部署。任何一个应用

要访问其它应用，可以通过服务的发现和服务的表达

来确定被访问的服务属性和调用格式，从而实现应用

系统之间标准化的协作，达到应用系统的松耦合原则。

但由于建筑智能化系统中的协议、设备种类繁多，并

不是所有面向服务的技术都能很好地应用其中，因此

选择适合的 SOA 技术实现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是必

要的[1]。 
Jini 是一种实现 SOA 的技术，既能实现 SOA 的

基本功能，还能解决传统分布式服务在建筑智能化系

统集成中应用所面临的众多问题。本文重点介绍了 Jini
技术应用于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中的优势和如何使用

Jini 技术实现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并阐述了系统工

作原理与流程。 
 
① 收稿时间:2009-02-24 
 

 
 
2 SOA在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中的应用情况 

建筑智能化技术近几年发展迅速，逐步深入，突

出表现是数字化、网络化、集成化。每一个智能建筑

都应该有一个综合集成管理系统，作为建筑智能化最

为关键的神经系统，集成系统不应该是子系统，也不

是多个子系统简单的堆积，而应是一个核心系统，能

够使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协调，共同完成对智能建筑

的控制，提供方便、节能的控制方法。基于 SOA 的建

筑智能化集成已经成为建筑智能化发展的主流趋势，

目前已有比较成熟的产品面世，其中大多比较流行的

是采用基于 SOA 架构和 Web 服务，清华同方 ezIBS
系统将 SOA(面向服务架构)技术成功运用于楼宇智能

化、区域安防、消防综合、智能市政管理等传统控制

领域，为企业级的管理信息系统与上述以专有协议为

主导的控制领域之间建立了开放的信息通道，使得诸

多楼宇智能化系统纳入高级别的综合信息系统的统一

管理成为可能。西安协同推出新一代基于.NET 技术的

产品――智能建筑集成管理平台 IBMS，基于 SOA 架

构和 Web 服务，对外提供实时信息门户、智能客户端、

移 动 终 端 多 种 集 成 形 式 和 服 务 手 段 ， 满 足

Intranet/Internet 方式下远程信息管理、Intranet 方

式下本地值班管理(智能客户端)、移动应用功能，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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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不同类型应用。 
国际上 BACnet, LonWorks 是目前两种主要的开

放协议。LonMark 是实时控制域的标准，是美国

Echelon 公司于 1991 年推出的全分布式的开放式标

准。采用 LonTalk 协议，  相应的网络技术为

LonWorks 技术。LonWorks 是个完整的、全开放的、

可互操作的成熟的、低成本的分布式控制网络技术，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有 2500 多家厂商利用 Lon- 
works 技术生产建筑自动化设备产品，如 Joneson、
Honeywell、Andover、Landis ＆ Staefa Echelon
等世界著名厂商纷纷采用 Lonworks 技术生产或改造

楼宇自动化产品，为系统集成提供了很好的设备互连

条件。但即便这样，目前市场上的专有协议还是占有

主要的市场份额。所以在目前并不能采用统一协议的

现状下，基于软件层次上的集成还是一个现实必要的

方法[2]。 
2.2 存在的问题  

虽然采用 Web Services、LonWorks 等分布式

技术能够很好的实现建筑智能化的系统集成，但是这

些技术存在着天生的缺陷，同样基于这些技术集成的

系统也不可避免的遇到相应的问题[3]。当前的分布式

定位服务(包括命名/Trader/注册/目录服务 )都存在

以下局限性： 
(1) 在一个分布式计算环境中的所有服务请求者

(客户)都必须知道命名/注册服务的位置，即服务请求

者必须提前与命名/注册服务定位信息建立绑定。 
(2) 所有当前的分布式定位服务都只支持基于名

字的查询(对象名)模型。 
(3) 在一个命名服务中的所有服务条目都是静态

的，而且并不反映当时服务的状态。 
(4) 所有实体信息都在一个位置上进行存储和

维护，任何命名/注册失败都会使整个分布式系统陷

于中断。 
智能建筑是一个硬件、软件资源复杂，网络协议

异构性很强的环境，从上述的局限性可以发现基于上

述技术的集成系统并不能很好的适应这种复杂的环

境，也不能对服务进行一个很好的自管理，为此本文

提出一种更好的集成方法——基于 Jini 的建筑智能化

系统集成。 
2.3 Jini 在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中的优势  

Jini 是一种自诊断、自配置的分布式计算体系结

构，可以提供自发的服务网络，它提供了一种基础设

施，从而可以在零安装、零配置以及 100%服务交互

的条件下动态地建立服务群体。查找服务是 Jini 对分

布式实体定位需求而做出的解答，它被设计用来克服

大多数传统命名服务存在的局限性，并实现模型化以

满足不断发展的动态分布式计算的需求。查找服务使

得 Jini 技术具有以下特征[4]： 
(1) 与位置无关。服务请求者不需要预先知道查

找服务的位置信息，通过发现协议来找寻查找服务。 
(2) 与协议无关。服务请求者可以使用适当的协

议与任何类型的服务提供者进行交互。因此在建筑智

能化这种设备种类较多，协议较复杂的环境中，更能

充分的发挥 Jini 的优势。 
(3) 松散藕合、动态以及自管理。服务请求者可

以在运行时发现服务提供者的接口。查找服务使得我

们在部署一种新的服务的时候不需要做多的考虑，它

会自动的给服务分配一个唯一的 ID 号，利用此 ID 号

对服务进行自管理，并且它是松散藕合的，因此当我

们对某个子系统进行升级、维护或者添加新的服务时

不会影响其它子系统的运行。 
(4) Jini 包装器模式使得不需要对现有的子系统

进行重新开发，需要做的仅仅是对服务的接口进行包

装或者是建立 Jini-X 桥模式，简单的包装就能够很好

的兼容已有的系统。 
由此可见，Jini 不仅能够实现一般的分布式定位

服务技术所能提供的功能，而且更能很好的适应服务

的动态变化，如服务群体的自形成和自管理，不需要

人为的干预；Jini 允许服务动态地加入或离开，而不

会对网络或网络用户造成影响，并且它是与协议无关

的分布式计算体系结构，可以与任何分布式对象采用

任何协议进行交互。 
   
3 基于Jini的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 

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是在各个子系统的基础上

开发出来的，为了实现不同类型子系统之间的信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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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要有相应的软件接口，并且要使接口标准化、规

范化[5]。Jini 并不试图改变现有的建筑智能化中的协

议，而是在现有的子系统的基础上对系统的接口进行

包装，使系统的集成真正的实现面向服务。 
3.1 基于 Jini 的建筑智能化集成系统的应用模型结构 

Jini 的核心是服务与接口，在 Jini 系统中,网络中

的一切,包括软件、硬件设备和用户都被看作是一种服

务。Jini 规定加入 Jini 联盟的服务必须首先在 Jini 服
务注册中心注册，然后才能被所有的服务消费者使用。

基于 Jini 的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系统还有一个很大的

优势就是开放性，外部的 Jini 群体同样可以经过验证

后在系统的服务中心进行注册，这样实现了智能建筑

与外部环境无缝的连接，为城市数字化奠定了基础。

下图为基于 Jini 的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的应用模型结

构[6]： 
 
 
 
 
 
 
 
 
 
 
 
 
 
图 1 基于 Jini 的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的应用模型结构 
 
3.2 系统的实现原理  

Jini 体系结构包括以下组件：①基础设施组件，

是体系结构中的核心部分，其目标是为设备、服务

和用户提供相应机制用于发现、加入网络或与网络

分离。它由以下子组件组成:发现和加入协议、远程

方法调用、分布式安全模型以及查找服务。②编程

模型组件，它不仅基于 Java 应用平台，而且利用了

其可在节点之间移动代码的功能 .编程模型定义了

一组接口，将它们综合在一起即为 Java 编程模型的

分布式扩展，并形成为 Jini 编程模型.③服务组件，

它表示了 Jini 体系结构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而

且正是利用此概念来表示组织在一起形成 Jini 群体

的各个实体。在系统中服务被标识为 Java 对象。每

个服务都有一个接口，此接口定义了可以向这个服

务请求的操作。这个接口还反映了服务的类型。一

个服务可为组合的实体，即能够由其他的子服务所

组成。 Jini 体系结构如图 2 所示： 
 
 
 
 
 
 
 

图 2 Jini 体系结构 
   

在此实现过程中，子系统经过 Jini 包装器模式的

包装后，然后在服务中心进行注册，同时 Jini 体系结

构中的各个组件对服务进行安全性等方面的检查、保

护，并对服务进行发布等事务处理。外部服务提供者

也可以方便的加入到集成系统中，如天气预报系统可

以加入其中，帮助暖通空调控制系统对建筑的温度进

行控制，以最大限度的节约能源消耗。根据 Jini 的技

术特点和智能建筑的实际情况，图 3 给出了基于 Jini
的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的实现原理： 
  
 
 
 
 
 
图 3 基于 Jini 的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的实现原理图 
 

系统的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1) 将包装好接口的服务提供者注册到 Jini 群体 
①服务在网络中启动时，它将在网络中发送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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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包，其中包含对自身的引用。其目标是找到一个

或多个查找服务。 
②Jini 群体中的所有查找服务都在一个公开的端

口监听此发现包，并对服务提供者做出适当的响应。 
③如果发现了网络中的一个查找服务，该服务就

会通过向此查找服务加载其所有的特征从而加入到网

络中。服务的特征、描述以及类型都作为一个代理对

象得到了封装，并加载到查找服务。对于加入到群体

中并使用发现和加入协议的实体，都可以使用此服务。 
(2) 服务请求者请求 Jini 群体中的服务 
①服务请求者使用发现协议加入到群体中，此过

程中它可以找到群体中的查找服务。 
②定位了查找服务后，客户将基于服务类型在查

找服务中寻找服务。 
③一旦找到了服务，客户即调用此服务，这样就

会代理代码移动到客户端。 
④一旦服务代理得到下载，某个服务请求者就能

根据其需求创建、协商或终止服务提供者的租用。 
 
4 结语 

基于 Jini 的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针对智能建筑的

特点，充分的发挥了 Jini 技术的优越性，使建筑智能

化系统集成更加方便，并且最大限度地确保了系统的 
 
(上接第 15 页) 

 
动对接和数据自动入库的“傻瓜式”工作模式，使科

考人员更加方便、有效地解决了数据录入和入库的负

担，而且通过定制的方式，使得该系统可以适用与众

多同类型的应用，不仅减少开发人员的工作量，更使

得系统可配置，易扩展。该系统正在青海湖科考中试

用，将进一步完善并推广到海洋研究所、植物研究所、

农业生态研究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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