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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的温湿度控制系统在控制饲料配方所处环境温度和湿度时&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标准值&控制过程波动较大$针

对上述问题&基于
A8Y,

芯片设计了一种新的温湿度控制系统&系统硬件结构中的传感器选用
:\$$

传感器&利用
AY8,

芯片校

对已经得到的温度信号和湿度信号&通过
"

个按键和多个接口设置系统网关&引用
::$(

设置控制电路&结合继电器调节温度和

湿度$在
.9X

开发平台上使用
A

语言和汇编语言编写了传感器采集节点程序'控制节点程序和网关程序$为检测系统效果&与

传统控制系统进行实验对比&结果表明&在
*#

秒单位时间内&传统控制系统系统湿度变化在
$c")

"

$(c"$m

之间&湿度变化在

#c#+W

"

&)c+(WX\

&区间变化较大$基于
A8Y,

芯片的温'湿度控制系统湿度控制变化在
$#c"'WX

"

$(c)WX\

之间&温度变

化在
(c((

"

$$c"m

之间&波动较小%

关键词!

A8Y,

芯片$温度控制$湿度控制$饲料配方$温湿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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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畜牧业是我国的重要产业&研究良好的饲料配方对于

畜牧业市场发展'保护农民利益'确保国家经济增长有着

重要意义&因此国家各部门一直十分重视饲料配方的存储

和管理工作)

$

*

%饲料配方生产对环境有着很高的要求&使

用饲料配方生产饲料时&如果周围环境不佳&很有可能出

现腐烂'发霉和虫害等问题&使饲料的质量出现问题&只

有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下&才能生产出最佳的饲料&创造

出更大的利益%为了确保饲料生产工作的顺利运行&要对

饲料配方所在环境温度和湿度进行监测控制)

"

*

%

目前我国研究出了较多的温湿度控制系统&但是采用

的线路多为
A9F

总线&这种有线连接方式&布线十分繁琐

复杂&无论是维修还是通讯都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

布线之后&设备很难移动&一旦其中一个节点出现问题&

整个控制系统都无法正常运行)

'

*

%传统控制系统缺少测量

装置&因此在测量温度和湿度时只能采用人工测量&测量

误差大&效率差&成本高%鉴于此&设计出一套高效稳定

的温湿度控制系统对于饲料配方产业的发展有着尤为重要

的意义%

近年来&电子科技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不断发展&

A8Y,

!

A@M

6

NCd8H@

?

H>MM>RNCY@

?

30,CS30C

"复杂可编程逻辑器

件被人们提出&这一器件是
89Y

和
e9Y

的扩展设备&无

论是规模还是结构都要更加庞大'复杂&性能更好)

(

*

%综

上&本文基于
A8Y,

芯片设计了一种新的温湿度控制系统&

针对传统系统的不足&分别对硬件和软件进行了强化设计&

最后通过实验测试探讨了本文设计的基于
A8Y,

的温'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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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控制系统的可行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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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的温湿度控制系统整体结构

设计

!!

本文基于
A8Y,

芯片设计的控制系统由多个节点组成&

分别为温度传感节点'湿度传感节点'采集节点'控制节

点%利用这些节点连接上位机通信网关和
8A

通信网关&根

据实际需求&将各种节点放置在需要监控的区域&通过无

线传感网络调控温度和湿度%

>?>

!

传感器节点设计

本文选用瑞士
:C1I3H3@1

公司推出的新型传感器
:\$$

传感器&该传感器为数字型传感器&能够同时调节控制温

度和湿度&通过数字的方式输出信号&测量精度可以通过

编程程序改变&支持
AXA

传输校验&传感器采集节点实物

图如图
$

所示%

图
$

!

传感器节点示意图

观察图
$

可知&传感器内部拥有串口通信接口&该接

口的加入使用户在进行软件调节时就可以查到传感器采集

的数据%传感器中的按键用于用户注册网络&利用
Y;,

灯

来判断注册是否成功&如果
Y;,

灯显示颜色为红色&则证

明注册失败$如果
Y;,

灯显示颜色为绿色&则表示注册成

功%为了降低来自
8AU

的热量传导&使
8AU

天线更好地工

作&传感器各内部元件都会留有缝隙)

+

*

%

AY8,

芯片可以对已经得到的温度信号和湿度信号进行

校对&确保信号的准确性)

*

*

%

AY8,

芯片在得到饲料配方所

处环境温度和湿度信息之后&会将这些信息转换成微弱的

模拟电信号&通过运算放大器将这些电信号放大&再利用

$(R35

的转换器将模拟电信号转换成数字电信号&在串行接

口处输出数字信号&通过微处理器读取采集的温度信号数

据和湿度信号数据%虽然微处理器得到的数据以数字量的

形式输出&但并非最终的真实数据&需要通过线性计算得

到最终值%本文选用的
:\$$

传感器具有很好的线性&能够

在短时间内修正温度数据和湿度数据&提高修正分辨率&

使用
:\$$

传感器后&系统的湿度测量范围可以达到
#W

X\

"

$##WX\

&精度高达
g$c)WX\

&温度的测量范围在

4*#m

"

$'+

&

"&m

&当温度为
"+m

时&测量精度可以达

到
g#c+m

%

>?@

!

网关设计

在本文设计的控制系统结构中&网关起到协调器的作

用&帮助系统启动网络'连接网络'配置网络&同时接收

控制命令和发送数据&并将这些信号传递给控制节点&网

关能够将通信'采集'控制等多个设备连接到一起&确保

能够及时调控温度信息和湿度信息&网关节点示意图如图
"

所示%

图
"

!

网关节点示意图

观察图
"

可知&网关结构内部拥有
(

个
Y;,

灯&其中

Y;,"

为电源指示灯&负责显示电源工作状态&

Y;,'

表示

的是网关内部主控电路的工作状态&

Y;,(

和
Y;,+

都为红

绿双色灯&根据
Y;,(

指示灯的颜色判断网络工作是否正

常&如果指示灯颜色为绿色&则表示正常&红色表示存在

异常&

Y;,+

用来判断网关结构的数据收发是否正常)

&

*

%按

键
$

可以重启整个系统网络&按键
"

用来操控网关内部

电路%

网关内部拥有多个接口&这些接口主要负责帮助主控

芯片
:7Z'"G$#&

和放大芯片
AA"+'#

来下载程序%

AA"+'#

位于射频前端&是一种低功耗芯片&该芯片的加入可以有

效提高放大器工作能力&提高网关运行灵敏度&使链路预

算结果更加准确%

:7Z'"G$#&

主控芯片利用
=(

作为实时

时钟的晶振源&工作频率为
'$c+"(2\D

&利用以太网将

Z..

和
XZ..

连接起来&加强控制能力%

>?A

!

控制器节点设计

控制器节点内部加入了多个调控设备&利用电源模块'

无线收发模块和继电器控制模块将各个控制设备连接到一

起&

'

个模块彼此独立%通过按键和红绿双色灯显示系统的

工作状态%控制器内部加入了
$"[

电源电压&专门负责调

试工作&通过接线使控制节点和调控设备连接&再利用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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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的温湿度控制系统设计
#

&'

!!!

#

电器判断控制器节点内部所有线路是否接通&进而分析系

统的调控设备工作是否存有异常)

)

*

%控制节点与中央单元

紧密相连&能够随时比较阈值&防止调控系统输出错误的

控制信息%除了建立
3̂

?

UCC

网络外&还建立了
e:Z

网络&

通过该网络传递信息&用户不需要在现场就可以对温湿度

进行调节&实现了远程控制%系统内部的控制电路如图
'

所示%

图
'

!

控制电路图

观察图
'

可知&本文采用交流电源供电&供电电压为

""#[

&同时加入
$+[

和
(c+[

直流电压供电&确保控制

节点工作正常&通过降压'整流等处理工作&使系统可以

正常运行)

%

*

%电路中的
::$(

能够支持所有的标准
97

指令&

在单片机上设计了两个引脚&使单片机能够与串口直接

连接)

$#

*

%

@

!

系统功能设计与实现

根据设计的系统硬件结构设计软件功能&主要设置了

传感器采集节点程序'控制节点程序和网关程序%

@?>

!

软件开发环境

本文选用的软件开发平台为
.9X

平台&在开发时&该

平台操作简单&功能强大&在进行开发工作时&只需要调

节
98.

函数就可以得到相关的程序%选用的编码器为
.9X

Aff

编码器&该编码器内部拥有完整的
8X- Z>RNC

代码&

利用标准的
A

语言进行编程&针对目标广泛&版本全面&

可以随时中断和模拟&支持高效浮点和扩展工具&同时能

够分析瓶颈性能&内部自配优化器加速设备运行)

$$

*

%调试

器选用
A4:8=

调试器&该调试器目前已经成为无线应用

程序的必然选择&已嵌入的方式进入设备中&确保系统可

以高效稳定地工作&内部拥有的
GY9:\

+

8X- Z>RNC

代码

能够最大程度地节省硬件资源&使产品成本得到降低&确

保系统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

$"

*

%选用的编程语言除

了
A

语言外还有汇编语言&使每个软件程序都能够在占据

少量系统资源的情况下&提高执行效率%

@?@

!

传感器采集节点程序设计

本文使用的传感器是温湿度传感器&输出的信号为数

字信号&要确保输出的信号与系统内部时钟保持同步&使

系统能够顺利接收到中心程序传来的信号&并向中心程序

反馈信号%设计的传感器采集节点程序可以接收如下几种

命令(预留命令 !代码
##$$$

"'温度测量命令 !代码

###$#

"'湿度测量命令 !代码
##$##

"'读命令 !代码

##$#$

"'写命令 !代码
##$##

"&清空命令 !

$$$##

"

!

传感

器采集过程主要有启动系统'测试命令发送'测量值校正'

测量数据读取%传感器采集节点软件程序图如图
(

所示%

图
(

!

传感器采集节点软件程序图

分析图
(

&在初始化操作后&系统会得到一组传输时

序&这组 ,传输时序数据-代表数据已经进入初始化工作

状态$然后根据接收到的测试命令&利用
:Ab

时钟和
,9Q

79

时钟对温度和湿度进行测量&

:Ab

时钟和
,979

时钟

中的电平始终为对应关系&当测试结束后&将
,979

线释

放&使程序进入空闲状态&并通过指示灯标记测量结束$

软件程序读取到的数据位测量数据&需要利用显示器将测

量数据值显示出来%

@?A

!

网关程序设计

网关节点能够将各个器件节点和通信设备连接到一起&

确保得到的信息能够及时传给控制器&软件工作程序如图
+

所示%

在上电之后&对网关进行初始化操作&在网关内部建

立出
3̂

?

UCC

网络&将需要应用的传感器采集节点和控制节

点引入到
3̂

?

UCC

网络&并且将每个节点内部的地址信息记

录在地址表中&在
3̂

?

UCC

网络设定编码参数'信道数量&

使软件程序能够顺利执行系统代码%对信道进行搜索&检

测信道中是否拥有采集节点传来的测量信息&如果存在&

需要对该数据进行接收&并与地址表中记录的信息互相匹

配&同时要判断传来的数据中是否包含上位机下发的控制

命令&如果有&则需要利用给定的串口将这些数据接收&

再传给控制节点&通过控制程序调试温度和湿度%

@?B

!

控制节点程序设计

作为终端节点的一种&在设计控制节点时&也需要首

先建立出
3̂

?

UCC

网络&该程序工作流程图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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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

网关软件流程图

图
*

!

控制节点软件流程图

观察图
*

可知&在上电之后&要首先对控制节点进行

初始化操作&然后在信道上尝试加入
3̂

?

UCC

网络&如果不

能连接成功&控制节点会重新建立网络&再次发送连接请

求&直到能够加入$连接成功后&每个控制节点会拥有一

个网络地址&通常地址位为
$*

位$得到网络地址后&每个

控制节点就会对网关下发的无线传输控制命令进行监听&

在得到准确的控制命令之后&使用继电器和驱动器对温度

和湿度进行控制$如果没有得到监听命令&则继续监听%

A

!

温湿度控制系统测试及分析

为了检测本文设计的基于
A8Y,

芯片的温'湿度控制

系统是否能够稳定运行&设计了对比实验&通过与传统控

制系统进行对比&评估该系统的控制性能%

A?>

!

实验参数设置

设置实验参数如下(设定硬件设备包括
9XZ&9

'

YA,

'电子温度计'湿度计&通过时钟电路和复位电路将

系统中的电子设备连接到一起%选用的编辑软件为
bC3NA+$

软件&利用
A

语言作为编辑语言&提高可读取性%集成开

发环境中加入了
.9XAff

编码器和
A4:8=

调试器%

A?@

!

系统性能分析

设定饲料配方的最佳环境温度为
*c+ m

'湿度为

'+c)WX\

&饲料配方目前所处环境温度为
+ m

&湿度为

&#WX\

&同时使用基于
A8Y,

芯片的控制系统和传统控制

系统进行调试&记录在相同时间内的调试结果%本文利用

热敏电阻和温敏电阻组成了振荡电路&通过该电路检测传

统控制系统和本文控制系统的控制效果&在进行检测时&

禁止外界一切设备干扰检测设备&在固定的时间间隔里记

录控制效果%

在测试过程中&温度控制效果和湿度控制效果情况

如下(

分析图
&

可知&在
*#I

的控制时间内&使用传统的温

湿度控制系统控制的温度和湿度很难达到适合饲料配方的

温度和湿度%当控制时间为
$#I

时&饲料配方所处环境温

度为
&c$'m

&湿度为
#c$"WX\

$当控制时间为
"#I

时&

饲料配方所处环境温度为
$c")m

&湿度为
&)c+(WX\

$当

控制时间为
'#I

时&饲料配方所处环境温度为
'c()m

&湿

度为
&c((WX\

$当控制时间为
(#I

时&饲料配方所处环境

温度为
$(c"$m

&湿度为
+c*'WX\

$当控制时间为
+#I

时&饲料配方所处环境温度为
"c&$ m

&湿度为
"$c''W

X\

$当控制时间为
*#I

时&饲料配方所处环境温度为
(c%)

m

&湿度为
#c#+WX\

%控制过程中&饲料配方所处环境的

温度值和湿度值波动非常大&因此传统控制系统十分不适

合饲料配方的存储和生产%

图
&

!

传统系统温湿度度控制效果实验图

观察图
)

可知&在
*#I

的控制时间内&使用本文研究

的基于
A8Y,

设置的温湿度控制系统能够将饲料配方所处



第
%

期 郭贤海(基于
A8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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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图
)

!

本文系统温湿度控制效果实验图

环境的温度和湿度达到标准值%当控制时间为
$#I

时&饲

料配方所处环境温度为
$$c"m

&湿度为
%c(WX\

$当控制

时间为
"#I

时&饲料配方所处环境温度为
&c+$m

&湿度为

$(c)WX\

$当控制时间为
'#I

时&饲料配方所处环境温度

为
(c((m

&湿度为
$(c&"WX\

$当控制时间为
(#I

时&饲

料配方所处环境温度为
&c+$m

&湿度为
$#c"'WX\

$当控

制时间为
+#I

时&饲料配方所处环境温度为
+c'"m

&湿度

为
$'c+(WX\

$当控制时间为
*#I

时&饲料配方所处环境

温度为
&c%'m

&湿度为
$"c$&WX\

%控制过程中&饲料配

方所处环境的温度值和湿度值波动极小%

综上可知&使用本文基于
A8Y,

芯片研究的温湿度控

制系统取得的控制效果要远远好于传统的温湿度控制系统

取得的控制效果%在相同的控制时间内&传统系统调节的

温度和湿度与标准值相差甚远&而且十分不稳定&饲料配

方在这种环境下很难批量生产和长时间存储%本文研究的

温湿度控制系统具有很强的控制能力&可以在短时间内就

将环境温度和湿度调整到标准值附近&并且不断调节&确

保饲料配方能够在一个十分好的环境下生产和存储%

B

!

结束语

由于传统的温湿度控制系统在控制饲料配方环境温度

湿度时&需要大量布线&所以维护起来十分困难%本文引

用
A8Y,

芯片设置了一种新的控制系统&该系统通过建立

3̂

?

UCC

网络将采集节点'网关节点和控制节点连接到一起&

确保能够实时监控饲料配方所处环境的温度和湿度&并且

将得到的数据远程传输给网络服务器&从而达到实时控制

温度'湿度的目的%该系统操作简单&占地面积小&具有

很强的应用性%

虽然基于
A8Y,

芯片建立的控制系统具备上述基本功

能&但是未来仍然需要针对如下几方面深入研究( !

$

"终

端设备所采用的网络虽然简单&但是安全性不够&未来可

以建立更加安全的网络拓扑结构和树状结构&并且可以增

设路由器&扩大信息的传输距离$ !

"

"本文设计的系统监

测参数仅为温度和湿度&未来可以加入其它参数&如
A-

"

量'是否出现霉变等&使系统的功能更加丰富$ !

'

"本文

系统缺少报警装置&未来需要在设计中引入报警装置&使

系统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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