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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决空调耗电量大&管理不当将浪费大量电能的问题&达到节约电能的目的&文章设计了基于物联网云平台的空

调智能控制系统&整个系统分为手机
>==

客户端*机智云平台及基于
0<-$"

的智能空调控制终端三大部分$智能空调控制终端

模块实时采集周边环境的温湿度数据&经过
0<-$"

单片机对数据进行处理&再通过
0̀=&"((S3a3

模块发送到手机端&用户也可

以在手机
>==

端改变相关设置&再由手机端发送到云平台&最后由云平台通过
S3a3

网络发送给
0̀=&"((S3a3

模块实现远程控

制空调的功能$实验结果表明&利用该系统能实时监控环境温湿度数据&有效地控制空调合理使用&控制成功率达到
%##i

&能

营造舒适的生活工作环境又不造成浪费&适用于多种空调品牌&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关键词!智能空调$手机
>==

$

0<-$"

$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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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家用智能空调是智能家居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智能家

居是在物联网这一大背景下提出来的%家庭中经常使用的

设备如)网络电视*电风扇*地暖*空调*冰箱*微波炉*

智能电灯等通过物联网技术组合到一起并连接网络&构成

人们经常提及的智能家居%智能家居集开关控制*手机远

程控制*室内外远程遥控*防盗报警*室内外环境监测*

红外转发以及未来可编程开发拓展等多种功能于一体%与

传统家居相比&智能家居不仅具有过去设备的全部功能&

还扩展了家居设备自动化和信息化的优势&为使用者提供

全方位与设备进行信息交互功能&同时也降低了诸多能源

的消耗'

%$

(

%然而由于各种物联网设备千差万别&使用的通

讯协议不尽相同&常用的通讯方式有串口*

S3a3

*

$P

*

*P

*并口等&导致物联网应用开发异常复杂&使用的编程

语言和技术纷繁多样&导致应用难以实现传统软件所具有

的可维护性和可伸缩性&同时难以自动传输设备的监测数

据以及传递执行动作&所以简化物联网应用开发的关键技

术势在必行%

家用智能空调控制系统在智能家居物联网背景下应运

而生&目前大部分旧时的普通家居还使用红外遥控器通过

发送信号对空调进行控制&但许多家庭面临遥控器过多*

遥控器失灵&以及找不到遥控器等问题&造成了许多的烦

恼&随着科技的发展&针对这类问题某些厂家发明了红外

线发射器&只要将红外线发射器插在手机上就能控制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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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联网云平台的空调智能控制系统设计
#

%%)

!!

#

但此类产品还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控制距离过短的问题

显得尤为突出&再加上需要随时带在身边显得尤为麻烦'

*

(

%

目前家电市场上已有不少推出智能型空调的公司产

品'

)

(

&实现原理一般以单片机为控制芯片&内置无线通信

模块 !如
S3a3

"与控制平台通信%这样的方式须内置无线

通信模块&仅供新生产的新型号空调&不能控制老型号普

通版空调%

针对以上红外线空调智能控制距离短*新型空调成本

高*物联网技术等原因&本文提出一种方法来实现以手机

>==

为客户端&通过网络连接云平台进行虚拟服务虚拟设

备和外置智能空调控制终端&可以实现对普通空调的远程

控制%本文的空调智能控制系统基于
0<-$"

主控中心*

S3a3

技术和机智云平台而设计的&关键技术是采用
aY

J

-]

5A

软件用
,F8Y-2,)

编程实现机智云平台的
02,

和
>=3

服务&实现三部分的通信连接&将新的服务器平台应用于

物联网的应用开发&简化了物联网应用开发的复杂性&加

快了物联网应用的开发效率&提高了应用的可维护性*可

升级性和可扩展性%

?

!

系统结构及原理

根据对智能控制系统的总体功能分析&将系统分为以

下几个部分进行模块化设计&首先是温湿度数据采集模

块&接着是按键控制显示模块&最后是
S3a3

网络通讯模

块%温湿度数据采集模块采集当前环境数据信息&发送给

中央处理器&处理器对信息进行读取&再发送给液晶显示

模块显示%按键分别控制空调的温度*风速和模式&当按

键按下处理器收到信号时进行信号识别&接着把信息发给

液晶显示模块显示%当单片机接收到数据信息时&单片机

也会将数据信息通过
S3a3

网络发送给机智云平台&机智

云平台再将数据信息发送给手机
>==

%系统整体框图如图

%

所示%

图
%

!

系统整体框图

机智云平台是个人或企业开发者的一站式智能硬件开

发及云服务平台%平台提供了定义产品*应用开发*硬件

设备的开发调试*云端开发*运营管理*数据服务*产品

测试等覆盖智能硬件接入到运营管理全生命周期服务的能

力%机智云平台为开发者提供了许多帮助&其中以自助式

开发工具和开放的云平台对于开发者而言帮助最大%开发

者开发硬件联网时&常常止步于相关应用程序的开发&因

此硬件联网在这之前只有部分技术经验特别丰富的技术人

员才能开发&机智云针对这类问题为开发者提供了完善的

02,

与
>=3

服务&开发者只需下载下来直接使用即可&这

不但大大降低了开发者的技术门槛&而且大大缩短了研发

周期&减少了开发者花费在软件开发等方面的精力&为今

后的硬件智能化升级提供了许多宝贵精力'

(&

(

%

机智云开发者平台为开发者提供了固件包&分为

P>

H

F6:

和
-LV

两部分&其中
-LV

部分是直接与硬件设

备通信的&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对
-LV

内部烧入代码&通

过相应的程序编程&实现对硬件的控制$然而
P>

H

F6:

相当

于机智云提供给我们
S3a3

模块的固件包&它的作用分为两

方面&一方面为一些硬件模块提供配置入网功能或者是绑

定手机功能&另一方面为手机控制硬件或者云端与硬件信

息交互提供帮助%

机智云为用户提供丰富的云服务功能&开发者可以在

机智云服务平台上注册用户和登录*注册设备和注销*绑

定设备和解绑等%机智云上的配置文件服务器可以为开发

的设备提供数据点定义和配置&当硬件设备发送二进制数

据时&

02,

与云服务可以通过数据配置文件解码&通过这

种方式对上传来的数据就行解析&当云端下发相应的数据

点键值对时&

02,

与云服务通过数据配置文件编码成二进

制数据&然后将二进制数据传输到设备上&再由设备内部

处理&以此达到对设备控制的效果'

+%"

(

%

A

!

物联网云平台的空调智能控制硬件设计

A@?

!

硬件电路设计

"?%?%

!

单片机最小系统

目前市面上的单片机有很多种&比如最常见的
&#)%

单

片机*

0<-$"

单片机*

<-0

单片机*

-0=*$#

系列单片机

等&

)%

单片机和
0<-$"

单片机作为大学最常用的两款单片

机&本作品采用
0<-$"

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它具有高性

能*丰富合理的外设*低功耗等优势&除了自身优势外&

它还拥有强大的软件支持&即丰富的软件包&具备全面丰

富的技术文档&还积累了大批的用户群体'

%$%*

(

%

本文选用
0<-$"a%#$L&<(

最小系统板&该系统板作

为本套设计的中央处理器&通过
=Z+

端口接收来自
2M<%%

温湿度检测模块的检测数据%单片机
3

+

/

模拟
0=3

连接方

式&由
=Z)

&

=Z&

接到
/@̀ 2

液晶显示的模块引脚上%将

=>"

*

=>$

与
0̀=&"((S3a3

模块的
.Q

*

<Q

端口相连&实

现数据互通%按键开关直接连接最小系统板的
=Z%%

&

=Z%*

端口&单片机接受到低电平信号针对内部数据进行处理%

"?%?"

!

按键电路

家用空调智能控制系统采用触控按键模拟家用空调产

品的按键&使本系统本身也具备硬件控制空调的模式*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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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风速的功能&防止手机丢失导致无法控制空调的突发

情况%按键的一端接地&另一端接
0<-$"

最小系统板的

=Z%%

&

=Z%*

引脚%当
0%

按键按下时&电平拉低&系统

=Z%$

端口接收到低电平&系统识别出低电平信号&通过程

序处理&最后进行模式改变%另外的三个按键也是同样原

理&按键
0)

是整个家用空调智能控制系统硬件配网的开

关&当长按时一键配置网络&短按一下开关实现热点配置

功能%

"?%?$

!

显示电路

/@̀ 2

又称为有机发光半导体&因其具备发光效率高*

亮度高等特性&广泛用于
-=$

*智能手表*智能车摄像头

图像实时显示*电池管理仪*工控手柄*便携医疗仪等产

品%

/@̀ 2

引脚定义如表所示%

/@̀ 2

的
PO2

管脚一般直

接连接电源地&

bLL

管脚接电源模块的
$?$b

电源端口&

0L@

管脚接
0<-$"

单片机的
L@,

时钟端口&

02>

管脚接

-/03

数据端口&

.0<

管脚一般接单片机的复位端口&

2

+

L

管脚一般用来接收单片机传输来的数据或命令&从
0L@

管

脚到
2

+

L

管脚都是高电平有效&

/@̀ 2

液晶显示电路图如

图
"

所示%

/@̀ 2

模块的分辨率为
%"&

'

(*

&通过编程显示

%(

'

%(

点阵以供使用&模块采用
0=3

接口方式&通过研究

P=3/

模拟
0=3

的时序图&不难发现&模拟
0=3

通信协议其

实是向内部的
002%$#(

芯片写入一个字节信号&这一个字

节中包含了命令和数据信息&通过编程&只能向
/@̀ 2

模

块内部写入数据不支持读取数据功能&因此只需要写
0=3

发送给
/@̀ 2

%

图
"

!

/@̀ 2

液晶显示电路

"?%?*

!

温湿度检测

2M<%%

数字传感器是一款温湿度复合传感器&它是基

于高性能的温湿度感应元件制作而成的&其内部包括一个

电容式感湿元件和一个高精度集成的测温元件&并与一个

高性能
&

位的单片机相连接%该传感器的数字信号已校准&

无需使用者担心&该产品温湿度的测量精度得到用户的认

可&因此其常应用在检测设备*记录器*医疗产品之中%

2M<%%

传感器既能测量温度&也能测量湿度&因此它

的数据准确度不如一些用于测量单一数据信息的传感器&

与它们比较温湿度测量结果精确度要小很多%

2M<%%

数字

温湿度传感器工作电压为
$?$

&

)b

之间&数据端口也带有

上拉电阻&该模块设有固定的螺丝孔&方便用户的连接&

%

号引脚是数据管脚和
0<-$"

的
3

+

/

口相连&

"

号引脚接电

源模块的
$?$b

电源&

$

号引脚接地%引脚接线电路图如图

$

所示%

图
$

!

2M<%%

引脚接线电路

2M<%%

温湿度传感器作为采集模块&使用方法为)首

先总线下拉电平
%&KI

&接着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电平&并

且传感器设定延时
$#

"

I

&其次判断已连接的
0<-$"

单片

机
P=3/

口是否有相应的低电平响应&响应后
&#

"

I0<-$"

的
P=3/

口再发出高电平%当有高电平发出&

&#

"

I

后传感

器进入数据采集状态和校验阶段%

"?%?)

!

通信模块

本系统采用
S3a3

模块来实现硬件与手机
>==

通信&

当前市面上有很多不错的
S3a3

模块产品&最后决定选取

0̀=&"((

开发板%之所以选用
0̀=&"((S3a3

开发板主要是

因为该开发板的主模块是
0̀=]%"a

&串口芯片型号是

L="%#"

&最重要的原因是支持
OD\F-LV@AG

开发方式&

虽然本设计尚未用到该开发方式&但如果使用该开发方式

可以不再使用
0<-$"

核心处理器&直接通过该开发板
2%

引脚接
/@̀ 2

液晶屏
02>

引脚&

2"

引脚接
/@̀ 2

液晶屏

0L@

引脚&

$b

接
$?$

伏电源&

PO2

接电源地%因此选用

该开发板为以后硬件升级奠定一定基础'

%)

(

%

0̀=]%"a

是由安信可科技开发的&该模块核心处理器

0̀=&"((

在较小尺寸封装中集成了业界领先的
<F6I8Y85G

@%#(

超低功耗
$"

位微型
-LV

&带有
%(

位精简模式&

0̀=]

%"a

是
0̀=]%"

的增强版&无论是工艺上还是外围电路上&

相比于上一代都展现了极大进步&在稳定性与抗干扰性方

面&都表现极佳&

=LZ

天线经过了专业实验室的测试&也

得到了
./M0

的认证&

0̀=]%"a

在原先基础上又新增了
(

个
3/

口&

0=3

口引出&对于开发者而言&开发也更加便捷&

它一方面可以直接通过
3/

口与
0<-$"

单片机进行交流&

另一方面通信工作方式分为
0<>

模式*

>=

模式和
0<>_

>=

模式&并且内部包含了
<L=

+

3=

协议&由此实现了云平

台通过
S3a3

网络和串口之间的数据传输'

%(%&

(

%

本设计是在机智云平台基础上设计的&在选择好相应

的几个功能后&机智云平台会自动生成相应的
02,

&因此

无需关注其内部协议处理问题&这对开发起到极大的便捷

性&

S3a3

模块的开发设计主要包括配置处理*数据上报*

数据下发&其他的软件程序都由机智云平台自动生成&结

合软件开发手册调用即可%

本设计直接使用
0̀=&"((S3a3

模块开发板&该开发板

的原理图如图
*

所示&鉴于系统以
0<-$"

作为核心处理

器&因此本模块只需用到
.Q

端口和
<Q

端口&其余端口留

有今后升级使用%将
S3a3

模块开发板的
$b$

和
PO2

引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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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联网云平台的空调智能控制系统设计
#

%%'

!!

#

分别接到电源模块的
$?$b

电源端和接地端&

.Q

引脚和

<Q

引脚分别接
0<-$"

开发板的
=>"

引脚和
=>$

引脚&通

过这两个引脚实现信息相互传输%

图
*

!

S3a3

模块电路

A@A

!

软件设计

控制工作流程如图
)

所示&空调设备供电后&控制器

通过无线网络连接远程服务器机智云平台&手机
>==

操作

向服务器发送设备惟一识别码和状态信息&云平台接收到

信息后&进行数据分析处理&并查询该设备对应的数据信

息编码指令&

S3a3

模块在配置处理中有两种接入模式&

分别是
0DX:>=

模式和
>8C8@867

模式&当通过程序设定使

S3a3

模块处于
>8C8@867

模式时&

S3a3

模从会通过
S<a3

网络连续地接收特定编码的
S3a3

广播包&当手机连接已

联网的
S3a3

网络时&手机会自动广播&广播的是内容是

由手机
>==

!如
2FKD>==

"发送内部编码后的
S3a3

网

络
0032

和密码&

S3a3

模块接收到广播的内容后&自动尝

试连接对应的
S3a3

网络&当显示连接成功时&相应对的

配置也就完成了*当
S3a3

模块处于
>=

模式下时&

S3a3

模块自身就相当于一个热点&可以通过手机的机智云
>==

直接与
S3a3

模块连接&通过内部数据信息处理&手机

>==

会将可用的
S3a3

网络
0032

以及密码发送给
S3a3

模

块&当
S3a3

模块接收到手机发来的配置信息届会自动不

断尝试连接相应的路由器&当
S3a3

模块显示连接成功时&

该设备会自动跳转到正常工作模式%若有发回指令给控制

器&控制器接收到指令&通过手机
>==

&完成对空调设备

的控制%

图
)

!

控制工程流程

"?"?%

!

0<-$"

驱动设计

"?"?%?%

!

时钟初始化

系统时钟初始化采用系统滴答定时器&函数中
.LL]

#I5368:<

J;

F2FX

为结构体函数&结构体中包含了是时钟来

源&

.LL]LY7368:<

J;

F2FX

函数以结构体的形式定义了总线

的时钟的配置&总线时钟一般选择的是内部使能系统时钟&

本程序中是使用外部时钟源
M0̀

的
&-M̂

晶振&通过代码

运算实现
+

倍频&达到
'"-M̂

系统主时钟&

>=Z%

总我时

钟通过分频实现
$( -M̂

&然而
>=Z"

和
>MZ

都为
'"

-M̂

)该模块中实现了
% KI

延时&是通过
M>@].LL]

PF:ML@,aCF

e

!"+

%###

赋值&以此来使系统达到
%KI

的

中断&接着通过定义
M>@

,

0U0<3L,

,

LD6X8

H

内部形参为

%KI

%以此实现系统滴答定时器的初始化配置%

"?"?%?"

!

串口模块初始化

0<-$"

程序的串行通信中&程度必须包含串口初始化

程序&首先要设定其波特率&只有相同波特率&才能实现

相互通信&波特率相同每秒中传输的数据位数也就相同&

数据传输是以一个字符接着一个字符的顺序传输的&一个

字符的传输是由起始位开始&停止位结束&当系统判断了

起始位和停止位&表明一个字符传输成功%下方的串口初

始化程序表示&

V0>.<%

选择异步通信方式&接着设定相

应的波特率为
%%)"##Z8:I

+

I

&并且设定
&Z8:

数据长度%

"?"?%?$

!

按键模块初始化

按键初始化函数是
7F

J

368:

!"&该函数定义了
"

个按键

相应的
3

+

#

口&通过读取函数的输入值&进行程序判断&对

于按键
%

和按键
"

需识别是长按还是短按%

"?"?"

!

/@̀ 2

液晶显示模块程序设计

/@̀ 2

模块的分辨率为
%"&

'

(*

&通过编程显示
%(

'

%(

点阵以供本系统使用&模块采用
0=3

接口方式&通过研究

P=3/

模拟
0=3

的时序图&不难发现&模拟
0=3

通信协议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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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

!!

#

实是向内部的
002%$#(

芯片写入一个字节信号&这一个字

节中包含了命令和数据信息&通过编程&只能向
/@̀ 2

模

块内部写入数据不支持读取数据功能&因此只需写
0=3

发

送给
/@̀ 2

即可%

"?"?$

!

数据采集模块程序设计

2M<%%

温湿度传感器作为采集模块使用&本课题研究

了其相应的工作原理&而总结出一般的软件流程为)首先

总线下拉电平
%&KI

&接着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电平&并且

传感器设定延时
$#

"

I

其次判断已连接的
0<-$"

单片机

P=3/

口是否有相应的低电平响应&如果有响应&响应后
&#

YAI<U$"

的
P=3/

口再发出高电平%当有高电平发出&

&#

"

I

后传感器进入数据采集状态%

"?"?*

!

S3a3

程序模块设计

S3a3

模块在配置处理中有两种接入模式&分别是
0DX:]

>=

模式和
>8C@867

模式&当通过程序使
S3a3

模块处于

>8CY867

模式时&

S3a3

模块会通过
S3a3

网络连续地接收特

定编码的
S3a3

广播包&当手机连接已联网的
S3a3

网络时&

手机会自动广播&广播的是内容是由手机
>==

!如
2FKD

>==

"发送内部码后的
S3a3

网络
0032

和密码&

S3a3

模块

接收到广播的内容后&自动尝试连接对应的
S3a3

网络&当

显示连接成功时&相应对的配置也就完成了&当
S3a3

模块

处于
>==

模式下时&

S3a3

模块自身就相当于一个热点&

我们可以通过手机的机智云
>==

直接与
S3a3

模块连接&

通过内部数据信息处理&手机
>==

会将可用的
S3a3

网络

002

以及密码发送给
S3a3

模块&当
S3a3

模块接收到手机

发来的配置信息后会自动不断尝试连接相应的路由器&当

S3a3

模块显示连接成功时&该设备会自动跳转到正常工作

模式%

"?"?)

!

0<-$"

软件编程

0<-$"

作为本设计的核心枢纽&无论是直接控制空调

的几种设定还是将数据显示到手机上都要经过
0<-$"

不断

检测有无信号输入&当
0<-$"

检测到对应的按键串口有低

电平输入时&

0<-$"

内部处理发送给
/@̀ 2

模块显示%当

系统接通电源时&

0<-$"

不断向温湿度传感器发送检测信

号&由
0<-$"

处理发送给
/@̀ 2

显示和通过
S3a3

模块发

送给机智云平台&再经过机智云平台发送给用户手机
>==

%

控制工程流程如图
)

所示&远程管理与数据分析系统

功能流程如图
(

所示%首先用手机
>==

提前设置好空调相

关参数&然后启用设备数据分析功能&该功能可以实时存

储的空调各状态数据并保存&同时与提前设置好的空调状

态变量进行比较分析&判断空调状态是否开启或者是关闭&

根据需要生成控制指令来调节空调的温度&根据需要生成

报警信息并发送到控制器&同时通知给管理员%同时&根

据整个控制过程中记录的设备状态信息来综合分析空调运

行情况等信息&了解系统在节能控制方面的效益%

为了实现真正的远程控制&选择将实物硬件系统接入

物联网云平台%在云平台注册一个开发者账号&注册完成

后可以开始创建新任务%第一步&先创建智能空调的基本

图
(

!

远程管理与数据分析流程图

信息%

第二步&创建本系统功能所需的数据点%

第三步&下载生成的
>==

源码 !可以自行对源码进行

更改"&生成
>==

%

B

!

系统安装及调试结果

B@?

!

硬件使用说明

%

"连接电源$

"

"若此前
S3a3

模块已入网&在电源接通后&

S3a3

模

块会自动入网&整个系统处于工作状态%若此前未连接

S3a3

&此时只需在手机端对
S3a3

模块进行配网即可%

B@A

!

软件使用说明

%

"用云平台生成的
>==

源代码在
>6\CD8\0:A\8D

中生

成机智云示例
>==

&在安卓手机上安装
>==

%

"

"进入
>==

点击一键配置555

$

输入自己的
S3a3

名

称和密码555

$

选择
S3a3

模块的型号555

$

根据提示按配

网按键555

$

等待配网成功555

$

配网成功后会显示设备在

线&过程附图如下)

(

一键配置$

)

输入
S3a3

密码$

*

选

择
S3a3

模块型号$

+

搜索连接设备$

,

配网成功$

-

设备

控制界面%!顺序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连接成功后&可以对空调进行远程控制&远程开启和

关闭空调&远程监测家中环境温湿度&远程选择空调的模

式&远程设定空调温度$除此之外&空调有智能控制模式&

当温度超过设定的阈值&空调可以自动开启进行制冷或制

热$空调还保留手动控制模式&可以通过按键控制空调的

各参数和模式%

B@B

!

测试

在系统测试时&选择了模拟空调电路作为测试对象&

同时手机打开机智云
>==

&家用空调智能控制系统设计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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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联网云平台的空调智能控制系统设计
#

%%+

!!

#

括对空调的模式*风速和温度的控制&环境温湿度也同时

在
/@̀ 2

屏幕上显示&智能家居控制系统可分为硬件控制

系统与远程控制系统两方面%在进行实验调试之前&需要

将软件平台
7F8Y-2,)

安装好&

7F8Y-2,)

用于编写和调

试代码&并将代码烧录到
0<-$"

最小系统板上&在
7F8Y

-2,)

中编写好代码&并且选择好器件
0<-$"a%#$L&

&最

终检查编译成功结束%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
%

)基于
7F8Y

软件与面包板搭建的临时电路&根据

基本要求实现测试$

步骤
"

)先安上元件后&焊接电路&用万用表测试电路

是否正确连通&以确定无虚焊*漏焊和焊接错误等问题&

然后将集成芯片安上%以此可以防止集成芯片由于电压过

大而烧坏$

步骤
$

)检查连接无误后&装载程序&调试&运行$

图
'

!

系统界面图

首先进行硬件系统操控)当按下红色按钮时&模式可

以改变$当按下绿色按钮时&风速可以改变$当按下蓝色

按钮时&可以调高温度$当按下黄色按钮时&可以调低

温度%

其次进行远程操控)当选择模式一栏时&可以选择自

己想设定的模式&显示屏也能够显示&当选择风速一栏时&

可以选择自己想设定的风速&显示屏会将于手机设定的风

速显示出来&当拉动温度条时&显示屏可以根据设定值&

将温度显示出来&手机机界面还会实时显示环境温湿度的

变化%

首先通过程序获取空调遥控器编码进行分析&其组成

按编码模式为)表
%

模式编码&分别对
)

种工作模式自动*

制冷*加湿*送风*制热进行编码&表
"

为风速模式&分别

对自动*一级*二级*三级进行编码&表
$

为温度编码&分

别对温度范围进行编码%

校验码
f

'!模式
9%

"

_

!温度
9%(

"

_)_

左右扫

风(&将十六进制数转换成二进制数保留后
*

位&再逆序取

值$校验码生成后根据通过程序进行编码&编码的不同可

以需求控制空调的各种运行状态&来调节室内的温湿度&

达到人体舒适状态%

表
%

!

模式编码

模式 码

自动
###

制冷
%##

加湿
#%#

送风
%%#

制热
##%

表
"

!

风速编码

风速 码

自动
##

一级
%#

二级
#%

三级
%%

表
$

!

温度编码

温度+
k

码

%( ####

%' %###

%&

&

"+

逆序递增

$# #%%%

表
*

为系统测试运行状态数据表%其中有进口温度*

出口温度*人员状态*状态*时间分别表示进风口温度&

出风口温度&人体感应器返回数据*空调的运行状态&运

行时间%人员状态有两种表示方法&

#

表示无人&

%

表示有

人%空调运行状态有两种&

M

表示制热状态&

L

表示制冷

状态%当室内长时间处于无人状态的时长可以由时间表示

!单位)分钟"%一般预设时间
%)K86

&当室内无人超过此

时间后&系统则发出报警信息&并自动关闭空调%实验结

果表明&智能空调控制系统能实时采集周边环境的温湿度

数据&服务器可以正常接收到传送的状态信息&用户通过

云平台系统控制发出的信息编码可以实现对空调的控制&

运行较稳定&控制成功率达到
%##i

%

表
*

!

系统测试运行数据

编号
设备

32

进口

温度

出口

温度
温度

人员

状态
状态 时间

是否

报警

% -#% %) "# #!(( % M # a

$ -#$ %( "( #!&% # M ( a

* -#* %& %( #!)& # L %" <

C

!

结束语

本文实现了基于物联网云平台的空调智能控制&智能

空调控制终端模块实时采集周边环境的温湿度数据&以

0<-$"

单片机作为硬件控制中心结合
S3a3

技术&云平台

与家用空调连接来进行远程操控%手机可以实时显示的房

间温湿度&在炎热的夏季或寒冷的冬季&可以在回家之前

就通过手机
>==

调节空调&这样一到家就能平复焦躁的内

心&不用再焦急地等待房间温度降下来&更不用再困扰于

找不到遥控器或是遥控器没电的烦恼&甚至不用再担心出

门上班后家里的空调忘记关了的情况%利用该系统能实时

监控环境温湿度数据&有效地控制空调合理使用&控制成

功率达到
%##i

&能营造舒适的生活工作环境又不造成浪

费&适用于多种空调品牌&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同时&

本设计关键技术是采用
aY

J

-5A

软件用
,F8Y-2,)

编程实

现机智云平台的
02,

和
>=3

服务&实现三部分的通信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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