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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301100《信息技术 家用电子系统(HES)体系结构》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2-1部分:导言和设备模块化

———第3-1部分:通信层-基于1类HES控制的网络应用层

———第3-2部分:通信层-基于1类HES控制的网络运输层、网络层和数据链路层的通用部分

———第3-3部分:基于1类HES控制的网络管理规程

———第3-4部分:系统管理-基于1类HES控制的网络管理规程

———第3-5部分:媒体和媒体依赖层-基于1类HES控制的电力线

———第3-6部分:媒体和媒体依赖层-基于1类HES控制的网络的双绞线

———第3-7部分:媒体和媒体依赖层-基于1类HES控制的网络的射频

———第4-1部分:通信层 第1类HES网络增强控制设备的应用层

———第4-2部分:通信层 第1类HES网络增强控制设备的运输层、网络层和数据链路层的通用

部分

———第5-1部分:第2类和3类的资源共享和协同服务 基础协议

———第5-21部分:第2类和3类的资源共享和协同服务 应用框架 AV框架

———第5-22部分:第2类和3类的资源共享和协同服务 应用轮廓 文件轮廓

———第5-3部分:第2类和3类的资源共享和协同服务 基础应用

———第5-4部分:第2类和3类的资源共享和协同服务 设备验证

———第5-5部分:第2类和3类的资源共享和协同服务 设备类型

———第5-6部分:第2类和3类的资源共享和协同服务 服务类型

本部分为GB/T301100的第2-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采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IEC14543-2-1:2006《信息技术 家用电子系统(HES)体系

结构 第2-1部分:导言和设备模块化》。
与本部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9387.1—1998 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基本参考模型 第1部分:基本模型

(ISO/IEC7498-1:1994,IDT)。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去掉了原文中3.2.3“应用进程”,该条与原文中3.1.2“应用进程”重复;
———去掉了3.1、3.2的引导语,按照国标的引导语书写;
———3.3“缩略语”调整到第4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增加了GB/T29269—2012《信息技术 住宅通用布缆》。
本部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北京市闪联信息产业协会、闪联信息技术工程中心

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卓兰、杨宏、徐全平、孙育宁、皇晓琳、张维华、孙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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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家庭和类似环境中针对不同应用采用各种不同的电控设备,用在照明、取暖、烹饪、洗衣、能耗管

理、用水控制、火情报警、窗帘控制以及各种形式的安全控制和娱乐活动(音视频)等方面。
当其中一些设备通过公共内部网络(本部分中称为“家庭网”)能够联网时,所组成的总系统称为家

用控制系统。而当家庭控制系统符合ISO/IECHES系列标准的规范时,就称为家用电子系统(Home
ElectronicSystem;HES)。

本部分定义了三种类别的家用电子系统。第一类具有运输能力,仅用于遥控;第二类包括第一类,
但还支持交换式媒体带宽数据信道;第三类又包括第一类和第二类,并支持高带宽交换式数据信道。

一个家庭网可基于一种或不止一种不同媒体(例如电力线、对称线缆、红外或无线电),也可连接到

外部网络(例如电话网、有线电视网、电网或报警网)。
特定家用电子系统的实现,通常单一应用开始,由消费者一次增加一种应用,例如照明控制、安全控

制或音视频控制,逐步开发成综合的多应用系统。增加一种应用的费用,取决于是否需要对住所重新布

线以及现有的电缆、预设的管道或其他媒体能否利用。因此家用电子系统标准和补充技术报告将就如

何共享这些资源向体系结构师、构建者和用户给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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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家用电子系统(HES)体系结构
第2-1部分:导言和设备模块化

1 范围

GB/T301100的本部分给出了家用电子系统的总体特性。

其目标是:

a) 定义了在使用GB/T301100系列标准时新的术语;

b) 给出了总说明,对必需的HES特性和体系结构给出了总体信息和建议;

c) 规定了HES模型;

d) 规定了HES接口的基本的功能结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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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9269—2012 信息技术 住宅通用布缆(ISO/IEC15018:2004,IDT)

ISO/IEC7498-1 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基本参考模型 第1部分:基本模型(Information

technology—Opensystemsinterconnection—BasicReferenceModel—Part1:TheBasicModel)

ISO/IEC10192-1 信息技术 家用电子系统(HES)接口 第1部分:通用接口(UI)类1(Infor-
mationtechnology—Homeelectronicsystem(HES)interfaces—Part1:Universalinterfaceclass1)

3 术语和定义

ISO/IEC7498-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应用实体 applicationentity
应用进程中的活动元素,内含与OSI有关,且为应用层定义的一组能力,对应于特定的应用实体类

型(不包括正在使用的多余能力)。
[ISO/IEC7498-1,定义7.1.1.1]

3.2
应用进程 applicationprocess
在开放实系统中,为具体应用执行信息处理的元素。
[ISO/IEC7498-1,定义4.1.4]

3.3
连接模式传输 connection-modetransmission
在(N)连接上下文中的(N)数据传输。
[ISO/IEC7498-1,定义5.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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