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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平台的智能浇水系统设计

黄彦铭， 宁　 媛
（贵州大学 电气工程学院，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生活质量以及舒适度的要求在不断地提升。 智能家居的理念也应运而生。 智能

家居即以所设计的智能控制系统对电子家居设备加以随心所欲的控制，使人们对于生活的舒适度大大提高。 本文由此也有

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种基于云平台的智能浇水系统的设计，采用 ＳＴＭ３２Ｆ４０７ＺＧＴ６ 为控制芯片，以 ＷｉＦｉ－ＥＳＰ８２６６ 无线模块为

通信模块，结合各种传感器以及硬件电路与设计实现对智能浇水系统的远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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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现如今的快节奏社会，使得人们对生活的舒适

度和便捷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在繁忙的工作之

余，人们已然难有闲暇来精心照料家中栽种的各式

植物花草。 基于此，本文专门研发了一种基于云平

台的智能浇水系统。 该设计是以 ＳＴＭ３２Ｆ４０７ＺＧＴ６
单片机为控制芯片，通过各种传感器采集环境信息，
以 ＷｉＦｉ－ＥＳＰ８２６６ 无线模块结合网络路由器将采集

到的植物生长环境数据传输到物联网云服务器，服
务器接收到数据后，用户通过 ＩＯＳ 客户端应用程序

实现智能家居设备的开关控制和环境监控［１］，支持

室内和室外全球异地远程控制。 在系统硬件方面，
设计了以 ＳＴＭ３２ 处理器为核心的智能浇水系统硬

件平台，主要包括土壤湿度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
光照强度传感器、ＷｉＦｉ 通信模块等多个功能模

块［２］。 在软件设计方面，通过编写主程序、配网程

序等一系列模块程序，实现了一整套系统的稳定运

行。 本文拟对此展开研究论述如下。

１　 总体方案设计

本设计主要由传感器模块、控制器与处理器模

块、显示模块、ＷｉＦｉ 无线传输模块以及继电器模块

等构成。 该控制系统以 ＳＴＭ３２Ｆ４０７ＺＧＴ６ 单片机作

为核心控制器，通过传感器模块对环境参数进行采

集，利用 ＳＴＭ３２Ｆ４０７ＺＧＴ６ 单片机进行数据处理和

转换，其中部分重要环境数据通过 ＯＬＥＤ 显示模块

进行数据显示，使用户更加直观地观察到实时数据。
同时将检测到的传感器数据通过 ＥＳＰ８２６６－ＷｉＦｉ 模
块上报至云服务器，服务器再将相关数据转发给

ＩＯＳ 客户端，ＩＯＳ 客户端接收到状态信息后更新相

关数据并通过手机 Ａｐｐ 界面显示出来［３－４］。 通过

ＩＯＳ 客户端对服务器下发指令，还可实现 ＩＯＳ 客户端

对家居设备的远程实时控制。 以上设计能够满足用

户的生活需求，为用户提供了更为舒适、便捷的使用

体验。
该控制系统包含了 ３ 个关键部分，即系统硬件、

系统服务器、ＩＯＳ 客户端 Ａｐｐ。 智能浇水系统总体

设计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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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总体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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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硬件设计

２．１　 智能浇水系统构架

本系统采用 ＳＴＭ３２Ｆ４０７ＺＧＴ６ 单片机作为核心

处理器，采用自行设计的供电模块对其进行供电，将
土壤 湿 度 传 感 器、 ＤＨＴ１１ 温 湿 度 传 感 器 以 及

ＢＨ１７５０ＦＶＩ 光照强度传感器所采集到的信号经过

ＡＤ 口转换为单片机能够处理的数字信号，经单片

机处理后转换为电信号输出到 ＯＬＥＤ 显示屏上。 智

能浇水系统硬件系统框架如图 ２ 所示。 其中，ＷｉＦｉ
通信模块采用按键扫描方式与手机终端进行配网，

达到远程控制目的；继电器模块与浇水阀组成浇水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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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智能浇水系统硬件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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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供电模块设计

本研究系统使用 ７．２ Ｖ 锂电池供电，但系统中

的 ＥＳＰ８２６６－ＷｉＦｉ 模块、ＯＬＥＤ 显示屏使用的却都是

３．３ Ｖ的电源。 单片机最小系统、土壤湿度传感器、
光照强度传感器等传感器均需要 ５ Ｖ 电源。 因此电

路设计中就需要将 ７．２ Ｖ 的电源电压降至 ５ Ｖ 以及

３．３ Ｖ。 本 设 计 通 过 ＴＰＳ７３５０、 ＬＭ１１１７ － ３．３ 和

ＬＭ１１１７－５．０ 稳压芯片对电池电压进行降压，因为该

芯片稳压后会有较大的纹波，因此设计电路时采用

０．１ ｕＦ 的瓷片电容滤除高频信号、１０ ｕＦ 的电解电容

滤除低频信号进行滤波处理，得到一个稳定的直流

电源。 这里，将给出电路的整体设计如图 ３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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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供电模块电路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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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浇水模块设计

智能浇水系统浇水模块由 ５ Ｖ 驱动继电器模块

与 ８ Ｖ 驱动的浇水阀组成。 浇水阀置于水箱中，接
口连接塑料管，塑料管另一端放在植物盆栽中，继电

器设置为高电平触发，其控制端设置连接为 ＰＢ１２
接口，通过控制器控制其电源电路的输出通断来对

浇水模块进行调控。
２．４　 ＷｉＦｉ 通信模块［５－７］

本系统采用 ＥＳＰ８２６６ 芯片无线连接设计为

ＷｉＦｉ 通信模块，研究采用 ３．３ Ｖ 直流电源供电，并能

在初始化 ＳＴＭ３２ 主控芯片的串口后进行串口通信。
考虑到本系统是基于机智云平台来研发设计的，所
以需将机智云官方所提供的 ＧＡｇｅｎｔ 固件烧写进

ＥＳＰ８２６６－ＷｉＦｉ 模块中，再进行串口协议移植，这样

在初始化 ＥＳＰ８２６６－ＷｉＦｉ 模块后，就能够通过手机

Ａｐｐ 与其进行数据交换，并把通信内容存储到机智

云开发者中心。
３　 软件设计

智能浇水控制系统软件设计主要分为：控制器对

环境参数的采集和处理；控制器处理后的数据发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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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ＬＥＤ 显示；控制系统配置入网；控制器通过 ＥＳＰ８２６６
上报数据；接收 ＩＯＳ 客户端下发的控制命令并执行相

应的操作。 这里对此可做阐释分述如下。
３．１　 系统主程序设计

智能浇水系统的主程序流程如图 ４ 所示。 首

先，对 ＳＴＭ３２Ｆ４０７ＺＧＴ６ 单片机的各个外设初始化，
然后初始化云协议，判断 ＥＳＰ８２６６－ＷｉＦｉ 模块是否

已接入云服务器，若已接入，则进行数据采集和处

理，并将重要数据处理后发送至 ＯＬＥＤ 显示屏显示，
此时控制系统将处理后的数据上报云服务器，服务

器再将相关数据转发给 ＩＯＳ 客户端，ＩＯＳ 客户端接

收到状态信息后更新相关数据并通过手机 Ａｐｐ 界

面显示出来；同时控制系统监控 ＩＯＳ 客户端是否有

下发控制指令。 如果有，执行相应命令；如果没有，
则顺序执行。

云平台协议初始化

系统初始化

外设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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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D显示

配置入网？

Y

N

数据上传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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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智能浇水控制系统的主程序流程图

Ｆｉｇ． ４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网络配置设计

智能浇水系统配网流程图如图 ５ 所示。 智能浇

水系统上电后， ＥＳＰ８２６６－ＷｉＦｉ 模块首先检测自身是

否存储有 ＷｉＦｉ 网络信息。 如果有 ＷｉＦｉ 信息，则连接

当前 ＷｉＦｉ 网络，建立 ＴＣＰ ／ ＩＰ 连接服务器，连接成功

后设置进入业务工作子程序；如果 ＥＳＰ８２６６－ＷｉＦｉ 模
块自身没有存储 ＷｉＦｉ 网络信息，则通过按键进入

ＡｉｒＬｉｎｋ 模式，同时通过 ＩＯＳ 客户端将 ＷｉＦｉ 网络信息

发送至 ＥＳＰ８２６６－ＷｉＦｉ 模块，然后连接 ＷｉＦｉ 网络，建
立 ＴＣＰ ／ ＩＰ 连接服务器，并进入业务工作子程序。
３．３　 通信模块数据点创建

本设计中通信模块选用机智云作为云平台，为
此必须先编写云平台部分的通信代码，这可以通过

在云平台上设计数据点来自动生成代码后移植进主

程序代码中。 本设计数据点选用可写类型数据点、

布尔值数据类型和只读类型数据点、数值数据类型

两种数据点。 具体数据点的设计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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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智能浇水控制系统配网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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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ｒｔ

表 １　 数据点设置表

Ｔａｂ． １　 Ｄａｔａ ｐｏｉｎｔ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ｔａｂｌｅ

显示名称 读写类型 数据类型 功能

ｔｕｒａｎｇｓｈｉｄｕ 只读 数值类型 显示当前土壤湿度值

ｇｕａｎｇｚｈａｏｑｉａｎｇｄｕ 只读 数值类型 显示当前光照强度值

ｗｅｎｄｕ 只读 数值类型 显示当前环境温度值

ｓｈｉｄｕ 只读 数值类型 显示当前环境湿度值

ｓｈｉｆｏｕｊｉａｏｓｈｕｉ 可写 布尔类型 控制是否浇水

４　 设计测试

本设计搭建的简单智能浇水系统如图 ６ 所示。
首次工作时通过按键进入 ＡｉｒＬｉｎｋ 连接方式与手机

Ａｐｐ 进行匹配，匹配成功后使用者即可通过手机 Ａｐｐ
对家中植物生长的环境进行实时监测，继而对智能浇

水系统进行远程控制。 匹配成功后界面如图 ７ 所示。
此外，系统每次工作的历史数据可以在机智云官网开

发者中心的运行记录中查看，如图 ８ 所示。

　 图 ６　 简易装置图　 　 　 　 图 ７　 智能浇水系统处于浇水状态

Ｆｉｇ． ６　 Ｓｉｍｐｌｅ ｄｅｖｉｃ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Ｆｉｇ． ７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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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系统运行记录详情

Ｆｉｇ． 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ｒｄ ｄｅｔａｉｌｓ

５　 结束语

本文以 ＳＴＭ３２Ｆ４０７ＺＧＴ６ 为主控芯片设计了一

种基于云平台的智能浇水系统，用户可通过手机

Ａｐｐ 对家中植物周围的环境数据进行实时监测，进
而控制智能浇水系统是否执行浇水命令，使人们能

够遥控智能浇水系统的工作状态，从而避免了家中

植物因缺水而死亡，为人们在忙碌中仍可兼顾周边

环境的绿化及美化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经过测试，
本设计能够很好地完成预期工作，设计稳定可靠，因
而具有可观的发展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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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７ 可以看出，在医疗机构服务质量评价设

置的 １３ 个影响因素中，权重占比为前三名的分别是

出院人数、入院人数和急诊抢救人次数，由此得出，
用 ＡＨＰ 法得出的结论与专家意见基本一致。 医疗

机构服务质量评价权重条形图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医疗机构服务质量评价权重条形图

Ｆｉｇ． ２ 　 Ｂａｒ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ｗｅｉｇｈｔ ｆ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３　 结束语

本研究基于目前学界研究，结合 Ｄｅｌｐｈｉ 专家打

分法，选取了服务质量、服务能力、服务效率三个目

标层下共 １３ 个指标来评价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质

量，建立了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质量的评价模型。在

实际应用中，该模型除了用来评价医疗机构的服务

质量，还可用于参考改进医疗机构的服务水平。 本

研究建立的模型指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相关数据

容易获得，操作比较简单。 但是也因为指标数量较

少，评价的角度仍未臻至全面，还有待后续的改进与

完善。 但是总体上本次建立的医疗质量评价模型及

指标体系在实践中是可以用于医院的医疗服务质量

评价的，还可用于同类医院间的考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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