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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提出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实训室智能化节能管理解决方案，该方案

分别从照明控制、温度控制和无人自动关闭控制等方面实现了实训室的智能化节能技术改造，减少了不必要的电能浪费，提

高了能源利用率，很好地达到节能降耗的效果，进一步促进了节能型高校和绿色实训室建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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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Intelligent Energy Saving
Management of Training Room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ZHU Xiao-she, WU Xin-hua

（Jiangsu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Nantong, Jiangsu, China 226007）

Abstract: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other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is paper proposed an

intelligent energy-saving management solution for training room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scheme realized the intelligent

energy-saving techn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ining room from the aspects of lighting control, temperature control and unmanned

automatic shutdown control. It reduced unnecessary power waste, improved energy utilization, achieved the effect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onsumption reduction, and further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energy-saving universities and green

training 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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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和不断

深入推进，节能降耗在当今社会中越来越受到大

家的重视，已然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和新时尚，它是

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共同发展的必然趋势[1]。在高校中，节能降耗构建

节能型高校也是必然趋势，其中做好实训室的节

能管理、打造绿色实训室则是重中之重。

为此，研究人员纷纷开展对实训室节能降耗

的研究分析。通过研究，本文在“互联网+”背景下

提出了一种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

术手段来实现实训室智能化节能管理的方法，以

达到实训室节能降耗，做到减少电能浪费，提高能

源利用率，这样不仅可以节约实训室的运营成本，

还能对能源有效利用、构建绿色实训室做出相应

贡献，进一步促进节能型高校的建设。

1 实训室节能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实训室在各大高校和科学研究基地都迅速发

展起来，然而对实训室的节能降耗管理却没有很

好的方法和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节能意识薄弱

在具体的实训室管理中，工作人员及实训人

员有一定的节能意识，也有一些很好的节能方法，

比如空调限温、用电设备人走关闭等。但能全部做

到的人员比较少，人员的资源意识、节能意识还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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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薄弱，从而造成使用的仪器设备、照明设备及空

调设备“全天候”通电运行，实训室用能系统的用

电量明显增多，造成不必要的能源浪费。

1.2 节能技术建设与改造滞后

在节能管理中，节能制度建设、节能意识养成

是一方面，节能技术建设与改造则是另一个重要

方面，是基础性建设，是前者的技术保障。很多单

位也意识到节能技术建设与改造的重要性，进行

了一系列技术改造，如更换节能照明设备、电动机

变频调速等。但由于对节能技术建设与改造的重

要性认识不够和资金缺乏等原因，许多节能新技

术、新工艺、新产品未能得到很好应用，节能技术

建设与改造滞后。由于缺少节能管理控制技术的

支持，实训室管理人员不能利用技术手段对照明

度、温湿度以及人员活动情况做到及时准确判断，

从而不能对实训室的照明设备、空调设备做到最

小满足度的合理控制，也不能及时了解各实训室

是否有人，做到人走自动关闭所有设备，造成能源

浪费，增加了实训室的运行成本。

2 基于人工智能的实训室智能化节能管理

解决方案
在“互联网+”背景下，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

等现代信息技术不断成熟，将其引入实训室节能

管理控制中，对实训室进行节能技术改造，使实训

室从技术上实现智能化节能管理变成可能。通过

具体研究分析，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

实训室智能化节能管理解决方案。

2.1 构建实训室物联网系统

构建实训室物联网系统，即利用物联网技术

将实训室内各实训设备及照明、空调、监控等外部

设备互联起来，形成一个物物互联的系统，这是实

训室智能化技术改造的基础，是物理支撑。其系统

结构如图1所示。

实训室物联网平台

照明控制系统 空调控制系统监控控制系统 实训设备运行控制系统

图1 实训室物联网系统结构图

通过实训室物联网系统可以及时、准确地获

取实训设备及外部环境的各种相关参数，为后续

智能管控提供可靠的数据来源支撑。同时实训室

物联设备还可根据智能管控中心发出的调控指令

控制各实训设备及照明、空调等外部设备的运行，

为实训室智能化节能管理提供物理支撑。

2.2 构建基于神经网络的实训室亮度、温度等级信

息输出训练模型

本文所构建的实训室亮度、温度等级信息输

出训练模型是一个神经网络模型，即机器学习中

的神经网络模型，是一个高度复杂的非线性动力

学习系统，它是以神经元的数学模型为基础来描

述的[2]。

该训练模型实质为监督学习的过程，输入实

训室房间属性信息、照明设备信息与实训室环境

亮度、温度信息等，训练模型则会通过计算输出该

实训室的亮度、温度等级信息，然后将该输出信息

与起标识作用的预设亮度、温度等级信息进行校

验，如果输出信息与预设亮度、温度等级信息要求

相一致，则本数据监督学习完成，进行下一组数据

监督学习，如果输出信息与预设等级信息要求不

一致，则训练模型自身进行调整，直到训练模型输

出结果与预设等级信息要求相一致，再进行下一

组数据的监督学习。最后通过多组训练数据使训

练模型自身不断地修正、优化，从而提升训练模型

处理信息的准确性，提高输出等级信息的精确度。

该训练模型是智能化节能管理的前提和基础，为

智能化节能管理提供精确、可靠的数据。

2.3 基于人工智能的实训室智能化节能管理系统

本文所研究的智能化节能技术改造主要从节

约电能方面开展研究，具体将从照明控制、温度控

制和无人自动关闭控制等几个方面进行改造。

2.3.1 照明控制技术建设与改造

系统根据实训室的房间属性信息、照明设备

信息和外部环境亮度信息，通过训练模型输出实

训室的亮度等级信息，同时实训室中每一个实验、

实训都会根据实训人员数量及设备的具体情况有

一个目标亮度等级，然后将两者进行对比，获得实

训室亮度调整方向，输出大于目标则调小，反之则

调大，直到当输出亮度等级信息与目标亮度等级

相符后开启相应实训设备。其中房间属性信息具

体包括：房间的尺寸信息、基础设施信息、设施耗

电情况等。照明设备信息具体包括[3]：照明设备的

品牌、型号，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功率、功耗，

是否有过载保护等；目标亮度等级，则根据实训设

备的输入输出电压、工作环境、输出功率、功耗、是

否有过载保护等参数信息，以及设备的维修信息

和设备的工作温度等信息来得到；外部环境亮度

信息，则通过物联网的自动感应设备动态获得。具

体控制流程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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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实训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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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实训室亮度、温度等级信息
输出训练模型

获得训练模型输出的实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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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实训
室的排课
信息

获得实训室
的上课人数

获得实训室待
开启实训设备

信息

获得实训室目标亮度等级
信息

将训练模型输出的实训室亮度等级信息与目标亮度等级
信息进行对比获得亮度调整方向

根据亮度调整方向，调整实训室内照明亮度至目标亮度
等级，然后开启相关实训设备

开始

完成

图2 实训室亮度智能控制流程图

2.3.2 温度控制技术建设与改造

实训室温度智能控制流程如图3所示。

根据实训室排课情况、上课人数和实训所需
环境温度等信息，设定实训室内空调的目标

运行温度

根据实时温度、目标运行温度，计算出达到
目标温度空调所需运行时间

开始

获得实训室实时环境温度

根据上述运行时间，在实训开始前关闭窗帘
并开启空调至目标运行温度

完成

图3 实训室温度智能控制流程图

系统根据实训室的排课信息、上课人数信息

和实训所需环境温度信息，设定实训室内空调的

目标运行温度，使得空调的运行温度处于一个合

适的区间[4]。同时通过物联网的自动感应设备动态

获得实训室的实时温度信息，再通过实时温度和

目标运行温度的对比，计算出达到目标运行温度

所需要的时间，即经过这段时间后，实训室的实际

室内温度将达到一个合适温度。因此，系统将根据

这个时间，在实训开始前关闭窗户并开启实训室

内空调使温度达到实训目标运行温度。这样既保

证了实训开始时能达到实训所需目标运行温度，

又避免了过早开启空调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从而

更好地做到了对资源的合理安排。

2.3.3 无人自动关闭控制技术建设与改造

实训室并不总是一天24小时都有实训人员在

工作，当实训室没人的情况下，应该关闭所有设

备，避免造成能源浪费。具体技术建设与改造为：

通过物联网在某一时间（比如中午12点，用户可以

自主设置），记录下实训室第一个监控的整体画

面，根据该画面图像信息，判断此时实训室中是否

存在人员信息，即判断在中午12点，实训室是否还

有人。若有人，则过一段较短时间（比如30分钟），

重新记录上述第一个监控画面，再次判断；若不存

在，则过一段较长时间（比如120分钟）获得实训室

在该时间的第二个监控画面，再次根据该画面图

像信息，判断此时实训室中是否存在人员信息，如

果还是没有实训人员，说明实训室是无人实训的，

则系统自动关闭实训室内的使用设备，避免能源

浪费，如果有人则返回重新记录第一次监控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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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入循环。具体控制流程如图4所示。

图4 实训室无人自动关闭控制流程图

3 结束语
基于人工智能的实训室智能化节能管理技术

改造解决方案实施后，从技术角度对实训室进行

智能化节能管理和控制，做到一间实训室的照明

及空调能耗降低一半左右，减少了不必要的电能

浪费，提高了能源利用率，很好地达到节能降耗的

效果。从宏观上顺应中国“双碳”目标及未来经济

社会节能降耗的发展趋势，是协助构建节约型、环

保型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方法[5]。从微观上节约了实训室的运营成

本，降低了学校运行开支，更是进一步促进节能型

高校和绿色实训室构建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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