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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ＯｎｅＮＥＴ 和 ＺｉｇＢｅｅ 的智慧查寝系统

秦　 波， 顾唐杰， 吴次南， 蒋小菲

（贵州大学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 为实现学生宿舍全面的智能查寝，本文基于 ＺｉｇＢｅｅ 和 ＡＩ 人脸识别设计了学生宿舍智慧查寝方案。 ＺｉｇＢｅｅ 技术基于

相关传感器检测宿舍内部环境，然后通过 ＺｉｇＢｅｅ 将数据上传至 ＯｎｅＮＥＴ 平台做进一步分析及显示。 ＡＩ 技术以多个摄像头实

时拍摄人脸，检测进出的人员，确定该栋宿舍学生详细信息。 最后，宿舍管理员通过管理平台实时查看宿舍情况。 方案目前

实现了各传感器在 ＯｎｅＮＥＴ 平台分类显示，以及能在平台随时查看各宿舍的传感器数据，同时还能得出夜间于宿舍就寝的学

生数量、显示未就寝的学生个人详细信息。 本文提出的智慧查寝系统，不仅能检查出学生酗酒、大功率禁用电器的使用等违

规情况，而且能结合 ＡＩ 技术解决学生非本人就寝、夜不归宿等情况，查寝更全面、更精确、更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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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目前在各家高校的有效管理中，对高校学生宿

舍的检查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项学生管理工作，
如此则不仅可以保障学生的健康休息，而且也保护

学生的人身财产安全。 研究可知，现在各高校普遍

采用的查寝方式就是完全依靠宿舍管理员对学生节

假日出入信息进行登记、对宿舍违规电器进行排查、
对宿舍内学生酗酒行为进行检查。 只是这种仅仅依

靠宿舍管理员查寝的管理方法在给宿舍管理员增加

不必要负担的同时，查寝效率也必然较为低下。
近年来，已有不少的学者关于高校智能查寝部

分开展了相应研究工作。 ２０１７ 年，石宜金［１］ 提出了

基于 ｗｅｘ５ 和指纹识别机实现了指纹识别的查寝系

统。 ２０１８ 年，熊飞等人［２］提出了学生智能查寝管理

系统的研究。 在 ２０２０ 年，刘幸兴等人［３］提出了基于

ＺｉｇＢｅｅ 技术的宿舍查寝，同年，由刘进芬等人［４］ 提

出了百度云服务的人脸识别查寝，洪成龙等人［５］ 基

于微信小程序实现宿舍查寝，熊飞［６］ 提出基于 ＮＢ－
ＩＯＴ 技术在智能查寝管理系统中研究。 这些查寝的

方案能让宿舍管理员不用亲自查寝也可以大概了解

学生是否在宿舍就寝，使得查寝逐渐智能化，但查寝

的功能却仍然亟需进一步完善。 对此，本次设计方

案使用 ＺｉｇＢｅｅ 无线传感器技术和 ＡＩ 人脸识别两种

信息化技术相结合，让宿舍查寝功能更加全面，更加



精确。
本文方案通过酒精传感器能实时检测各个宿舍

内部的酒精浓度，电压监测器能实时检测各宿舍内

部电器用电情况以及人体红外传感器检测人体信

息，并且根据设定的时间定时上报检测数据。 人脸

识别能够通过摄像头识别进出的人员的人脸，对本

栋宿舍的学生人脸累加计数，通过一天的计数人脸

与宿舍总体学生数进行比较，能判断学生的就寝人

数。 宿舍管理员只需要查看传感器和摄像头人脸识

别检测的数据结果，就能知道学生的就寝情况以及

用电情况等。 基于 ＯｎｅＮＥＴ 和 ＺｉｇＢｅｅ 的设计方案

不仅使得查寝功能更加全面，而且除了简单的学生

夜间就寝检查情况，还对宿舍酗酒，以及使用大功率

电器等进行了智能化检查，利于高校对学生的安全

管理，而且查寝效率也得到了明显提升。

１　 系统整体方案

基于 ＯｎｅＮＥＴ 和 ＺｉｇＢｅｅ 的智慧查寝整体方案

的设计框图如图 １ 所示，整个系统的设计由传感器

终端和摄像头终端采集数据信息，将各自采集的数

据处理后上传至 ＯｎｅＮＥＴ 云服务器，以 ＯｎｅＮＥＴ 云

服务区为中继，最后上传至自己的 Ｔｏｍｃａｔ 服务器，
宿舍管理员可以通过手机或者 ＰＣ 端随时查看数

据，达到实时查寝。

宿舍管理员服务器OneNET
云服务器

宿舍楼栋单个宿舍传感器

摄像头
便携式电脑

图 １　 总体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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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 １ 可知，整个方案的设计分为 ＺｉｇＢｅｅ 传感

器和 ＡＩ 人脸识别两个部分。 各部分的工作流程可

分述如下：
（１）ＺｉｇＢｅｅ 传感器部分。 以单个宿舍为基本单

位，设置相应的传感器采集宿舍酒精浓度、人体信息

和电压信息等数据，整栋宿舍的数据通过 ＺｉｇＢｅｅ 无

线网络进行传输，对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处理以及

上传，再传至 ＯｎｅＮＥＴ 云服务器显示。
（２）ＡＩ 人脸识别部分。 终端使用摄像头实时采

集人脸数据，采集的影像或者图片保存至个人的 ＰＣ
电脑端，基于 ＯｎｅＮＥＴ 平台的人工智能 ＡＩ 人脸和人

体识别模块进行人脸识别，并将分析的结果上传至

服务器。
最后，２ 部分的数据以 ＯｎｅＮＥＴ 为中继服务器，

上传至自己建立的服务器，宿舍管理员通过手机或

者电脑登录系统，便能随时查看每一天的查寝信息。

２　 ＺｉｇＢｅｅ 传感器设计

ＺｉｇＢｅｅ 传感器部分的设计框图如图 ２ 所示。 这

部分的设计主要以传感器为终端采集数据，协调器

为数据处理中心，再以 ＺｉｇＢｅｅ 无线网络为无线传输

方式实现数据的传输。 研究中选择了 ３ 种传感器作

为查寝的依据，人体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用于检测夜

间学生床位人体信息，酒精传感器能够测量宿舍内

部的酒精浓度，杜绝学生在室内酗酒，而电压传感器

则可以对室内的用电情况进行检测，避免学生使用

大功率电器造成危险。
　 　 由图 ２ 可知，传感器通过串口与终端节点连接，
实现通信，终端节点与路由节点以及协调器节点间

通过 ＺｉｇＢｅｅ 无线网络进行无线通信。 协调器节点

是通过 ＷｉＦｉ 模块 ＥＳＰ８２６６ 与云服务器连接。 采集

的数据通过 ｈｔｔｐ 协议上传至 ＯｎｅＮＥＴ 平台显示。

电压传感器

人体传感器

酒精传感器

电压传感器

宿舍1

宿舍n 路由n

路由1

人体传感器

酒精传感器

终端n-3

终端n-2

终端n-1

终端1-3

终端1-2

终端1-1

ZigBee

WiFi
OneNET
云服务器

协调器

ZigBee

图 ２　 ＺｉｇＢｅｅ 传感器设计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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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方案以单个宿舍为单位，室内通过相应的传

感器采集宿舍内学生床位信息、电压信息以及酒精

浓度的数据信息。 由于酒精有挥发性，因此酒精传

感器 ＭＱ－３ 可以放置在室内上方。 电压传感器放

置在每个宿舍的总闸处，能够更加准确、实时地检测

宿舍内电压状况。 人体红外传感器定点、定距地安

装在每一个床位，检测夜间学生床位信息。 并且，每
层楼道设置路由节点，起中继作用，用于传递传感器

采集的数据，路由的加入也能加强 ＺｉｇＢｅｅ 无线网络

的穿墙能力，使得网络更加稳定。 每栋楼宇设置一

个协调器节点，用于整栋宿舍楼宇数据的整合、处理

及上传。 在此基础上，通过协调器节点将整栋宿舍

的数据信息上传至 ＯｎｅＮＥＴ 云服务器，便于宿舍管

理员查看。

３　 ＡＩ 人脸识别设计

上一节介绍了方案使用传感器检测人体、酒精

以及电压的情况，实现了对宿舍酗酒和大功率违规

电器使用情况的检测。 人体传感器初步判断了学生

的夜间就寝情况，但只能检测该床位是否有人，而无

法得知是否是该学生本人，因此方案增加人脸识别

功能，用于确定每一位学生的个人详细信息，确保每

个床位是该学生本人。 传感器的测量也是需要的，
用于避免学生在该栋宿舍而未在寝室休息的情况发

生。
ＡＩ 人脸识别的设计方案如图 ３ 所示。 方案是

在每栋宿舍楼宇大门前后各安置一个摄像头，大门

作为学生进出宿舍的必经之处，能确保摄像头对整

栋宿舍学生的人脸做到全面覆盖。 摄像头对宿舍进

出情况实时采集人脸信息，采集的影像或者图片保

存至个人的 ＰＣ 电脑端，基于 ＯｎｅＮＥＴ 平台的 ＡＩ 人
工智能模块进行人脸识别，最终调用 ＯｎｅＮＥＴ 平台

的 ＡＰＩ 接口将分析的结果上传至云服务器。

OneNET
云服务器

OneNET
服务器API

人体检测

人脸搜索

人脸对比

人脸属性
分析

人脸检测

PC端

门前摄像头

门后摄像头

人脸识别

图 ３　 ＡＩ人脸识别设计框图

Ｆｉｇ． ３　 ＡＩ ｆａｃ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ｂｌｏｃｋ ｄｉａｇｒａｍ

　 　 方案基于 ＯｎｅＮＥＴ 云服务器的 ＡＩ 人工智能平

台中的人脸与人体识别模块实现设计需要的功能，
该模块中的 ＡＩ 能力包含人脸检测、人脸对比、人脸

搜索、人脸属性分析和人体识别部分，并可在创建的

工程中调用相应的 ＡＰＩ 接口实现人脸识别。 在人

脸识别的基础上，门前摄像头识别进宿舍人脸，而门

后摄像头则识别出宿舍人脸，通过编码再实现人体

计数。 一方面，对每一天进出宿舍的人员进行计数，
分别将每一位该宿舍的学生进宿舍和出宿舍的次数

做对比，当进宿舍的次数大于等于出宿舍的次数，就
表明该学生在宿舍，反之则不在寝室，并输出该学生

的数据信息。 另一方面，对该宿舍的人脸进行不重

复计数，再与宿舍总体人数做对比，能知道宿舍每晚

夜间的就寝人数。 因此，该方案能定位到每一个学

生人脸的详细信息，包括学生的校区、宿舍的楼层

数、宿舍号以及学号等信息，能实现精准查寝。
此次方案的设计选取了 ＯｎｅＮＥＴ 平台 ＡＩ 人工

智能人体与人脸识别中的人脸检测、人脸属性分析、
人脸对比以及人脸搜索四个功能模块。 在每次调用

前，将需要在平台进行用户鉴权，获取 Ｌｏｇｉｎ Ｔｏｋｅｎ，
如此才能正常使用人脸识别的一系列功能。 人脸识

别的过程如下。
（１）人脸检测。 在人脸识别的整个过程中调用

ＯｎｅＮＥＴ 的 ＡＩ 平台人脸检测的 ＡＰＩ 接口，识别摄像

头截取的图片，快速检测图像中是否有人脸，并返回

人脸的特征位置。 ＡＰＩ 请求方式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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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人脸检测 ＡＰＩ调用方式

Ｔａｂ． １　 ＡＰＩ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ｆａｃ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请求方式 ＰＯＳＴ

ｕｒｌ ｈｔｔｐ： ／ ／ ａｉ．ｈｅｃｌｏｕｄｓ． ｃｏｍ：９０９０ ／ ｖ１ ／ ａｉＡｐｉ ／ ｐｉｃｔｕｒｅ ／ ＦＡＣＥ＿
ＲＥＣＯ

ｈｔｔｐ－ｈｅａｄｅｒ Ｌｏｇｉｎ－Ｔｏｋｅｎ： ＫＥＦｘＦＵＢｘＫＵｚａＫ１Ｖ６００Ｊ０∗ＥＪｙ００Ｖ２Ｋ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ｙｐ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ｊｓｏｎ

　 　 （２）人脸属性分析：在人脸检测定位返回结果

的基础上，识别每个检测人脸的多种属性，返回识别

人脸的位置、大小、置信度以及性别和年龄。 可以根

据人脸属性为后续的人脸对比奠定基础。 其 ＡＰＩ
调用的方式见表 ２。

表 ２　 人脸属性分析 ＡＰＩ调用方式

Ｔａｂ． ２　 ＡＰＩ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ｆａｃ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请求方式 ＰＯＳＴ

ｕｒｌ ｈｔｔｐ： ／ ／ ａｉ．ｈｅｃｌｏｕｄｓ． ｃｏｍ：９０９０ ／ ｖ１ ／ ａｉＡｐｉ ／ ｐｉｃｔｕｒｅ ／ ＦＡＣ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ｈｔｔｐ－ｈｅａｄｅｒ Ｌｏｇｉｎ－Ｔｏｋｅｎ： ＫＥＦｘＦＵＢｘＫＵｚａＫ１Ｖ６００Ｊ０∗ＥＪｙ００Ｖ２Ｋ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ｙｐ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ｊｓｏｎ

　 　 （３）人脸对比。 比对 ２ 张图片中人脸的相似

度，并返回相似度分析。 通过人脸对比，比较人脸的

相似度，为人脸搜索做铺垫。 其 ＡＰＩ 接口调用见

表 ３。
表 ３　 人脸对比 ＡＰＩ调用方式

Ｔａｂ． ３　 ＡＰＩ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ｆａｃ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请求方式 ＰＯＳＴ

ｕｒｌ ｈｔｔｐ： ／ ／ ａｉ．ｈｅｃｌｏｕｄｓ． ｃｏｍ：９０９０ ／ ｖ１ ／ ａｉＡｐｉ ／ ｐｉｃｔｕｒｅ ／ ＦＡＣ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ｈｔｔｐ－ｈｅａｄｅｒ Ｌｏｇｉｎ－Ｔｏｋｅｎ： ＫＥＦｘＦＵＢｘＫＵｚａＫ１Ｖ６００Ｊ０∗ＥＪｙ００Ｖ２Ｋ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ｙｐ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ｊｓｏｎ

　 　 （４）人脸搜索。 在指定数据库中，将一张人脸

和数据库中的 Ｎ 张人脸进行比对，根据以上 ３ 个步

骤，查找出相同的人脸。 在 ＯｎｅＮＥＴ 云服务器的 ＡＩ
平台创建自己的人脸数据库，存放该栋宿舍学生的

所有人脸，当识别人脸为该栋宿舍的学生人员时，则
记录该人脸。 其 ＡＰＩ 调用方式见表 ４。

表 ４　 人脸搜索 ＡＰＩ调用方式

Ｔａｂ． ４　 ＡＰＩ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ｆａｃｅ ｓｅａｒｃｈ

请求方式 ＰＯＳＴ

ｕｒｌ ｈｔｔｐ： ／ ／ ａｉ．ｈｅｃｌｏｕｄｓ． ｃｏｍ：９０９０ ／ ｖ１ ／ ａｉＡｐｉ ／ ｐｉｃｔｕｒｅ ／ ＦＡＣＥ＿
ＲＥＣＯ＿ＬＩＢ

ｈｔｔｐ－ｈｅａｄｅｒ Ｌｏｇｉｎ－Ｔｏｋｅｎ： ＫＥＦｘＦＵＢｘＫＵｚａＫ１Ｖ６００Ｊ０∗ＥＪｙ００Ｖ２Ｋ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ｙｐ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ｊｓｏｎ

　 　 当进出人员的人脸完成以上 ４ 个步骤的分析

后，将属于该栋宿舍的学生的人脸进行每日计数。
并在每天特定的时间总结该天就寝的人脸总数，再
与该栋宿舍的总体学生人数进行对比，求得每晚未

就寝的学生人数。 同时，分析出该宿舍每一位学生

的宿舍号以及学号等信息。 ＡＩ 人脸识别技术与

ＺｉｇＢｅｅ 无线传感技术相结合，使查寝功能更精准，功
能更完善。

４　 测试结果分析

４．１　 ＺｉｇＢｅｅ 传感器测试

ＺｉｇＢｅｅ 传感器部分测试以每个宿舍 ３ 个终端

（即 ３ 种传感器）、一个路由节点和一个协调器进行

测量，ＺｉｇＢｅｅ 传感器部分的实物连接如图 ４ 所示。
检测 ＺｉｇＢｅｅ 无线网络的可行性以及传感数据是否

能够准确地上传云服务器。

终端节点路由节点协调器

ESP9266WiFi模块

电压传感器

人体传感器

酒精传感器

图 ４　 ＺｉｇＢｅｅ 实物连接图

Ｆｉｇ． ４　 ＺｉｇＢｅ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方案以 ２ 间宿舍的传感器数据作为测试依据，
成功地采集了 ２ 间宿舍查寝所需的实验数据，并将

数据分析处理上传到了云平台，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ａ）是 ３ 种传感器在 ＯｎｅＮＥＴ 平台的显示图，点击各

传感器可查看某一栋各间宿舍的列表数据。 图 ５

（ｂ）为 ２ 间宿舍列表。 在每间宿舍列表的数据流里

可查看某间宿舍的传感器数据，参见图 ５（ｃ）。 因一

个宿舍只需要设置一个酒精传感器，故只有一个数

据信息，而宿舍有多张床位，此次测试只选择了单个

宿舍的 ２ 张床位进行测试，故显示了 ２ 个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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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各传感器平台显示

（ｂ） 宿舍列表

（ｃ） 宿舍酒精传感器数据和宿舍人体传感器数据

（ｄ） 单个酒精传感器数据详情和单个人体传感器数据详情

图 ５　 云平台上的数据分析处理

Ｆｉｇ． ５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ｏｎ ｃｌｏｕ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除此之外，通过平台还能查看每个传感器历史

数据，参见图 ５（ｄ）。 图 ５（ｄ）中左侧显示了当室内

没有酒精的时候室内浓度数据趋于 ７００ 多，室内情

况正常，当检测到有酒精时，数据变为 ３ ５００ 左右，
说明该宿舍酒精浓度异常，表明宿舍可能存在酗酒

行为。图５（ ｄ）中右侧显示了人体红外传感器的详

细历史数据，当床位有人在的时候传感器数据显示

为 １，无人的时候则显示为 ０，根据数据便能得知夜

间学生是否在床位就寝。
根据平台显示的传感器数据，即可知道是否存

在学生酗酒行为和学生夜间是否在宿舍就寝，加上

电压传感器的测量数据，还能得知宿舍是否存在使

用大功率电器行为。
４．２　 ＡＩ 人脸识别测试

此次测试以一个宿舍的学生作为测试依据，建
立一个人脸数据库，数据库按照宿舍楼栋号为一个

单位，如图 ６ 所示，在每一个楼栋号内添加该栋宿舍

所有学生人脸，如图 ７ 所示，用于人脸搜索。

图 ６　 人脸数据库楼栋号

Ｆｉｇ． ６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图 ７　 人脸数据库学生人脸

Ｆｉｇ． ７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ｆａ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该测试通过 ＵＳＢ 摄像头作为采集数据的终端

摄像头，将 ＵＳＢ 摄像头与 ＰＣ 电脑连接，面对宿舍门

口截取进出学生的图片或者视频，保存至电脑后，再
上传到云台。 图 ８ 中给出了 ＯｎｅＮＥＴ 平台人脸搜索

验证结果图。 图 ８ 中从左到右依次为摄像拍摄的人

脸（待识别人脸）、平台人脸数据库、ＡＩ 平台人脸搜

索结果，结果识别出为同一个人，验证了 ＯｎｅＮＥＴ 的

ＡＩ 平台人脸搜索的准确性。

　 　 　 　 　 　 　 　 　 　 　 （ａ） 待识别人脸　 　 　 　 　 　 　 （ｂ） 平台人脸数据库　 　 　 　 　 　 　 （ｃ） ＡＩ 平台人脸搜索结果

图 ８　 ＯｎｅＮＥＴ 平台人脸搜索验证图

Ｆｉｇ． ８　 ＯｎｅＮＥ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ａｃ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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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人脸识别工程代码的 ＡＰＩ 调用 ＡＩ 人脸识

别模块，得出人脸属性分析和人脸数据库搜索结果

如图 ９ 所示。

（ａ） 人脸属性分析测试结果

（ｂ） 人脸搜索及就寝判断

图 ９　 仿真测试结果

Ｆｉｇ． 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图 ９（ａ）中，“１５５，１５１，１８６，２４４”表示人脸所在

的位置信息，分别对应 Ｘ 坐标、Ｙ 坐标，表示矩形宽

和矩形高；“０． ９９９ ５” 表示该人脸识别的置信度；
“ｍａｎ，２４”分别表示该人脸识别结果为男性、２４ 岁。

图 ９（ｂ）是人脸搜索结果以及由此判断学生就

寝情况。 其中，搜索结果“２７－１１１１－２０１９０２２０７６”表
示该 学 生 住 在 ２７ 栋 宿 舍 １１１１ 寝 室， 学 号 为

２０１９０２２０７６。 学号是每一个学生固定的编号，具有

唯一性，通过这几个指标就能明确每一个学生信息。
经过人脸识别后，当学生进入宿舍的次数不小于出

宿舍的次数时，说明该学生当晚在宿舍就寝了，此时

将对就寝学生人数进行计数，本次测试以一个寝室

为测试依据，因此学生就寝人数为 ４，与该宿舍总人

数相等，可知当晚全员就寝。 而当进宿舍次数小于

出宿舍次数时，表明该学生当晚并未于寝室就寝，则
自动输出该学生个人信息，宿舍管理员一目了然。
４．３　 测试总结

基于 ＺｉｇＢｅｅ 和 ＡＩ 人脸识别的智慧查寝方案经

过测试，宿舍管理员通过手机或者 ＰＣ 登录 ＯｎｅＮＥＴ
平台就能随时查看宿舍内传感器详细数据和历史数

据，实现宿舍内部的安全检查，增加了检测室内安全

功能。 也能随时精确了解到每天宿舍的就寝总人

数，并且当识别分析到有未就寝的学生时，自动输出

该学生的个人信息，查寝变得智能而精确。

５　 结束语

本文设计的基于 ＯｎｅＮＥＴ 和 ＺｉｇＢｅｅ 的智慧查

寝系统，与现有的基于传感器的智能查寝方案相比，
增加了室内的安全检查，功能更加齐全。 与目前的

基于百度云的人脸识别查寝方案相比，增加了人脸

识别计数和智能输出未就寝的学生个人信息，方案

更智能、更精确。
目前该方案正处于以 ２ 间宿舍为测试对象的实

验阶段，基于 ＺｉｇＢｅｅ 无线传感技术实现了传感器对

宿舍内部的安全检查，并且上传至 ＯｎｅＮＥＴ 平台进

行分类显示。 基于 ＡＩ 人脸识别技术实现了对学生

夜间就寝人数计数以及将未就寝学生的身份信息进

行显示。 虽然目前是以少数房间为测试，但有着较

强的扩展性，加上自己的服务器，后续可以增补进智

慧校园的一系列产品，实用性较强。 随着信息化时

代的来临，高校的管理也在逐渐信息化，智慧查寝系

统将会得到快速的发展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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