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第 18卷

智能家居技术自提出并得以发展，目前已在部分

地区得到广泛应用[1]。例如 X-10解决方案，使用一种

通用的电力载波通信协议方案，使得家庭无需重新挖

槽布线；智能家居 U2-Home项目，使用户在住宅内外

可以装配数百个环境传感器以实现实时的住宅环境

监控[2]。近些年多家科技公司都推出了自己的智能家

居解决方案，如 U-Home安家平台，为普通居民社区

提供监控安防、远程控制和智能提醒服务 [3-4]；米家控

制平台，将软硬件结合在一起以实现智能家庭生态系

统 [5]；较多高校和科研机构都在对智能家居相关技术

进行深入研究。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简

单的智能远程控制系统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如

何让智能设备更加人性化、节能、安全可靠是目前专

家学者的重要研究方向。

1 系统方案设计
本节先介绍本自适应系统的整体框架，再着重介

绍系统的开发，并进行应用效果分析。

1.1 系统整体框架

图 1 智能家居系统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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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物联网技术应用引起了大众的重视，智能家居系统较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但目前部分智能家居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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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oT technology, intelligent home system has greatly improve people's lives.

However, at present, most smart devices in intelligent home systems rely mainly on remote access for manual operation and control,

which lack of adaptive ability. In this paper, a smart home system with adaptive abilities is designed, developed and deployed by means

of "cloud-tube-end" cooperation. By verification, it shows that the system can adapt the dynamic scene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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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所示为本系统的架构图，系统可分为“云

-管 -端”三部分：传感节点，用于采集家居环境下的

各类传感器数据，包括温湿度、火焰、烟感、可燃性气

体传感器；智能网关，作为汇聚的作用将各传感节点

采集得到的数据汇聚传输到应用服务器；应用系统：

包括了应用服务器与物联网云平台，用于对收集到的

数据进行处理，形成应用程序可以推送到手机、PC等

终端。

1.2 自适应功能设计

本自适应系统主要在应用服务器中对物联网云

平台的数据与在线网络等数据来源进行联合分析，以

得到系统自主决策并下发到各传感节点，如图 2所

示。例如，关于温湿度传感数据，应用服务器会从

Internet中提取当前位置气象数据，与温湿度传感器

采集来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如果温度值大于实时气

象温度太多，则判断可能出现了异常，从而做出报警。

图 2 智能家居自适应决策系统示意图

2 系统开发与应用效果分析
2.1 系统开发

本部分将从传感（端）、无线通信方式与网关

（管）、物联网云平台（云）3个层面阐述整个自适应智

能家居系统的开发。

端：传感采集节点的 MCU使用基于 Zigbee协议

的 CC2530芯片，采用的传感器包括了温湿度、光感、

火焰、可燃性气体等传感器，传感器与 MCU均采用

RS485Modbus通信协议，规格如表 1所示。

管：本系统有较好的网络适配性，最终 Zigbee协

调器能在 WIFI、以太网、Lora [6]等接入网络环境下与

智能网关进行数据通信，让系统具备良好可移植性。

云：物联网云平台的选取，遵循着开放、低成本、

可移植性强等特点，本系统的云平台采取智云平台，

以 MQTT协议[7]的方式实现访问控制。

2.2 应用效果分析

选取了智能家居的数据应用场景部署了本系统，

包括了智慧家庭、智慧办公、开放式展览厅与仓库，最

终发现系统对于环境中异常情况（如火灾等）的发生

具有较快的报警行为；对于温度与可燃性气体等指标

的急剧变化能做出快速的应对措施（如打开空调相关

模式并发起预警）。
表 1 各类传感器的规格信息表

3 未来展望
下一步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深度自适应学习能力的增强：本文的自适应能

力主要来源于 Internet网络实时数据与专业系统模型

的预设置阀值，缺乏更深度的自学习能力。后续将考

虑引入机器学习算法使系统自适应自学习。

2）物联网系统的开发技术研究：本系统的技术实

现主要采用 Android技术，不太便于自适学习的自更

新与迭代开发。后续考虑使用开源微框架 Flask技术

实现系统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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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类型 传感器型号 传感器参数 

温湿度传感

器 

ZY-

WS001x485 

1.电源：12V；精度：湿度
±3.0%RH，温度±0.5℃；  
2.量程：湿度 0～100%RH，
温度-10～+60℃ 

光照度传感

器 

ZY-

GZ002x485 

1.电源：12V；量程 0～
20000Lux；准确度：±7％； 
2.光谱规模 400～700(nm)
可见光感光体  

人体红外探

测器 

ZY-

RTHW001xIO  

1.检测速度：0.2m-7m 每
秒；保护范围：7.5m*6m； 
2.抗白光干扰：大于 8000 
Lux；抗电磁干扰：30v/m； 
3.电源：12V；工作温湿度：
-30℃-70℃；5%-95%（RH） 

火焰探测器 ZY-HY002xIO 电源：12V；光谱响应范围：
180nm-290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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