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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平台的智能家居系统

于珊珊
（贵州民族大学 人文科技学院，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智能家居作为能够大幅提升人们生活舒适度的一部分，得到了

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更多方便、实用的智能家居系统急需被提出。 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云平台的智能家居系统，采用

ＳＴＭ３２Ｆ４０１ＲＥ 控制芯片，ＷＩＦＩ－ＥＳＰ８２６６ 模块作为通讯模块，对温度、窗帘、灯光等不同变量进行了集成，使用机智云平台完

成数据的交互。 经测试系统效果良好，并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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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相关领域的发展使人们的

生活舒适度得到了大幅的提高，能够通过简单的方

式对家中的不同家居统一管理，基于云平台的智能

家居系统便是为了解决相关问题而被提出［１］。 当

前市场中很多的智能家居系统需要通过蓝牙连接，
无法在远端了解与控制家中的情况，很多家居的控

制也没有集成化管理［２］。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云平

台的智能家居系统，利用 ＳＴＭ３２Ｆ４０１ＲＥ 控制芯片，
采用机智云平台进行数据传输，针对不同的功能进

行硬软件的设计，使用户能够通过手机端远程对家

中的情况进行实时的掌控。 系统最终能够实时的显

示与调节温度，能够对室内窗帘与灯光的状态进行

控制，并在温湿度不正常时报警。
１　 总体方案设计

本文设计的智能家居系统包括通信模块、温湿

度监测模块、报警模块、窗帘控制模块、散热模块、灯
光控制模块。 设计能够通过手机 ＡＰＰ 对相关功能

模块状态进行实时的显示，并发送指令至控制端，对
不同的模块进行控制。 系统对温湿度实时的控制，
温度高于设定值时，手机端与控制端同时报警，并打

开风扇，风扇拥有 ３ 个档位，在报警时风扇处于最高

速档位之下；通过手机 ＡＰＰ 实时显示灯光与窗帘的

状态，并可以调整其相关的状态。 系统整体的结构

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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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系统框架图

Ｆｉｇ． １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ｒａｍ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２　 硬件设计

２．１　 温湿度模块

温湿度模块为系统提供当前室内的温湿度状

况，以 ＤＨＴ１１ 温湿度传感器为核心，该传感器成本

低、抗干扰能力强、能够对温湿度快速的响应［３］。



传感器能对温湿度的数据进行校准，并将校准的数

据送入单片机。 本文通过温湿度模块检测室内的温

湿度，并将数据送至 ＳＴＭ３２Ｆ４０１ＲＥ 之中，对相关数据

进行处理。 其温湿度测量电路示意图如图 ２ 所示。

1
2
3

VCC

DATA

NC

GND

DHT11
GND

VCC

VCC

GND

R1
4.7K

P1

图 ２　 温湿度测量电路

Ｆｉｇ． 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ｃｉｒｃｕｉｔ

２．２　 散热模块

散热模块使用 ＰＷＭ 波对直流电机调制驱动，
使电机能够产生不同的转速，以达到不同档位对应

不同转速的效果。 通过驱动电机使风扇旋转达到降

温的效果。 在 ＰＷＭ 波的调整中，通过调整不同波

形的占空比得到不同的调制效果。 本文中一共设置

了是 ３ 种不同的档位，于是有 ３ 种不同的 ＰＷＭ 波

形，其对应占空比见表 １。
表 １　 档位占空比设置表

Ｔａｂ． １　 Ｇｅａｒ ｄｕｔｙ ｃｙｃｌｅ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ｔａｂｌｅ

风扇档位 ＰＷＭ 调制占空比 ／ ％

高速档位 １００

中速档位 ５０

低速档位 ３０

２．３　 报警模块

报警模块能够在温度高于设定值时利用蜂鸣器

报警，并将报警信息实时返回到手机端，在 ＡＰＰ 上

同时报警。 在温度值高于设定阈值时，系统会自动

打开散热模块，散热档位为高速档位。
２．４　 窗帘模块

窗帘模块主要利用 ２４ＢＹＪ４８ 步进电机结合

ＵＬＮ２００３ 驱动板进行控制，其工作电压为 ５ Ｖ，步距角

为 ５．６５２６×１／ ６，减速比为 １／ ６４。 通过控制步进电机的

步进角度对窗帘的开关进行调整，当步进电机正转时

打开窗帘，反转时将窗帘关上。 其结构如图 ３ 所示。
２．５　 灯光模块

灯光模块中一共涵盖了两部分灯光，一部分为

室内灯光，一部分为室外灯光，后续能够在此基础上

引入更多的灯光。 对于不同的灯光，通常有两种状

态，打开灯光或者关闭灯光，用户能够通过手机端实

时查看当前灯光的状态并实时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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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窗帘结构图

Ｆｉｇ． ３　 Ｃｕｒｔａ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２．６　 通信模块

通信模块是与手机远程通讯的保障，模块以

ＥＳＰ８２６６ 为核心，其工作电压为 ３．３Ｖ－５Ｖ，通过串口

的方式与 ＳＴＭ３２ 通讯。 通讯时模块通过 ＷｉＦｉ 接入

互联网，与云平台连接，通过云平台来进行数据的传

输交互［４］。
３　 软件设计

３．１　 软件整体流程设计

软件设计中需要将各个不同功能统一考虑，当
温度过高时需要报警并打开散热等，程序理论上处

于死循环中，使系统一直处于工作状态，在需要停止

工作时通过硬件方法使系统退出运行。 整体系统流

程如图 ４ 所示。
３．２　 软件平台及设置

系统采用机智云平台作为云平台来完成系统的

调试，从机智云平台中移植通讯代码，并在平台中完

成项目的创建。 机智云平台中一共拥有 ４ 种类型数

据点，分别是只读、可写、报警、故障，每一种数据点

对应了不同的几种数据类型，其类型见表 ２。
表 ２　 机智云平台数据类型表

Ｔａｂ． ２　 Ｓｍａｒｔ ｃｌｏｕ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ｄａｔａ ｔｙｐｅ ｔａｂｌｅ

数据点类型 数据类型

只读 布尔、枚举、数值、扩展

可写 布尔、枚举、数值、扩展

报警 布尔

故障 布尔

　 　 系统对所有的功能创建了不同的数据点以完成

手机端与控制端数据交互。 对于灯光一类只有开关

两种状态的数据点设置其为可写的布尔量数据点，
系统完整数据点设置见表 ３。
　 　 表 ３ 中灯光可写型布尔数据在手机端不但能够

起到控制的作用，也能够起到显示当前工作状态的

作用，因为在控制端进行状态扫描后会对手机端的

状态也实时更新。 其中温度与湿度的数据类型都为

只读数值型，其数值范围为 ０～１００，分辨率皆为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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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系统流程图

Ｆｉｇ． ４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表 ３　 系统数据点设置表

Ｔａｂ． ３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ａｔａ ｐｏｉｎｔ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ｔａｂｌｅ

显示名称 数据点类型 数据类型 功能

室外灯光 可写 布尔 室外灯光控制

室内灯光 可写 布尔 室内灯光控制

窗帘 可写 布尔 窗帘控制

风扇一档 可写 布尔 风扇高速档位

风扇二档 可写 布尔 风扇中速档位

风扇三档 可写 布尔 风扇低速档位

温度报警 报警 布尔 高温报警

当前温度 只读 数值 显示当前室内温度

当时湿度 只读 数值 显示当前室内湿度

３．３　 通讯部分的软件实现

系统通讯依赖 ＥＳＰ８２６６ 完成，在首次通讯时，
需要控制芯片将 ＷｉＦｉ 名称与密码信息发送至通讯

模块之中，使其能够连接至互联网，而后每一次的工

作中，通讯模块会自动连入。 其通讯配置流程如图

５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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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通讯配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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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系统测试

本文搭建了一个模拟的智能家居环境，对系统

功能进行测试。 首次连接通过配置通讯模块使其进

入 Ａｉｒｌｉｎｋ 模式，使整个系统连接到云平台。 开始工

作后能够利用手机端接入互联网，利用 ＡＰＰ 对控制

端实时的监视与控制，其运行的历史数据会被云平

台自动存储下来，其测试实物图如图 ６ 所示。

图 ６　 实物图

Ｆｉｇ． ６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ｅ

　 　 手机端能够显示与控制当前的工作状态，当高

温时会报警，其手机 ＡＰＰ 界面如图 ７ 与图 ８ 所示。

图 ７　 正常工作界面图

Ｆｉｇ． ７　 Ｎｏｒｍ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图 ８　 温度报警图

Ｆｉｇ． ８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ｌａｒｍ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５　 结束语

本文利用 ＳＴＭ３２Ｆ４０１ＲＥ 与云平台设计了一种

基于云平台的智能家居系统，集成了多种不同的功

能。 用户能够在远端利用手机 ＡＰＰ 对家中的相关

功能进行控制与监视，大幅提高生活便捷度与舒适

度。 系统对后续不同功能的加入兼容性良好，能够

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多功能的开发。 经过测试后结果

良好，有较强的稳定性，后续能够投入实际应用时扩

展其他可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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