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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_<J

系统 !机电设备监控系统"主要完成车站内的机电设备如空调机组*新风换气机*送-排风机*风幕机*潜污泵*

电-扶梯*风冷热泵等设备的自动监视*控制和管理$为了更好地优化
_<J

系统的可视化界面设计*提高监控质量&以达到节

能*安全*提高管理水平的目的&该设计将
@_W1I:

技术*

03EH43I44E38

云平台设计及嵌入式技术综合融入到
_<J

系统中&实现

远程监管各个站内数据并实时控制各站内设备以应对突发情况$该系统采用
J:M$"

作为微控制器&设计温湿度及光照总控中心

和调控节点电路&总控中心通过
@_W1I:

无线通信模块组网与各安装在站内的多个调控节点进行指令下发和数据上报的双工通

信&将通过各节点的温湿度及光照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经
J:M$"

单片机处理后&通过
@_W1I:

无线通信模块上传至根据实际要

求设计的
03EH43I44E38

云模型中&实现总控制中心及节点电路的云端数据可视化及数据分析&同时还可以由上位机云端模块直接

控制各站内下位机的空调机组&换气机污水泵等设备&以实现实时的监管与控制各站内现场环境$经过实验测试结果表明&系统

可视化界面清晰简洁易操作且性能稳定可靠&能够实现实时数据的通信分析与控制&提高车站内现场控制的有效性&能够对突发

情况进行快速自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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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可视化$云模型$

J:M$"

$

@_W1I:

4'+1

;

,"8SLMR"JI1+%*.!."%5&3'L6::

<

+&'#1,/*1.2*

<

J(*,+

$

"(&*&1",:&*&1",L*+'5",:J)CA

,1<:64

D

&

&

<@ Q̀

"

&

1̀<0M64

D

&

&

1̀b)64

D

&

!

&̂J3GIIKIL14LIOSH86I4H4N=I48OIK

&

JGE4

U

H4

D

14T868Q8EIL:E3G4IKI

DU

&

\QTGQ4

!

&&$&""

&

=G64H

$

"̂=G64H]H6KZH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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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_<J

系统由中央监控工作站*现场控制器*其他监控

子系统*传感器及通信网络构成'

&

(

%中央监控站&设于站

房一层消防控制室&由通信前置机*

_<J

工作站*后台交

换机*网关服务器*

b;J

电源*打印机等设备组成%中央

监控站提供与智能照明*

\<J

等系统的数据接口%在机电

设备相对集中的现场设置现场控制器&完成对空调机组*

新风换气机*送-排风机*风幕机*潜污泵*电-扶梯等设

备的监控及监视'

"$

(

%

基于蜂窝的窄带物联网 !

@_W1I:

&

4HOOIZXH4N648EOW

4E8IL8G64

D

T

"是万物互联网络的一个重要分支'

%

(

%

@_W1I:

构建于蜂窝网络&只消耗大约
&(#5?R

的带宽&可直接部

署于
AJM

网络*

bM:J

网络或
:̀F

网络&以降低部署成

本*实现平滑升级%

@_W1I:

是
1I:

领域一个新兴的技术&

支持低功耗设备在广域网的蜂窝数据连接&也被叫作低功

耗广域网 !

;̀[<@

"%

@_W1I:

支持待机时间长*对网络连

接要求较高设备的高效连接'

*-

(

%

@_W1I:

设备电池寿命可

以提高至至少
&#

年&同时还能提供非常全面的室内蜂窝数

据连接覆盖%

在车站监控过程中&为了更好地优化
_<J

系统的可视

化界面设计*提高监控质量&以达到节能*安全*提高管

理水平的目的&本设计采用
J:M$"

作为微控制器&设计温

湿度及光照总控中心和调控节点电路&总控中心通过华为

@_W1I:

无线通信模块与安装在站内的多个调控节点进行指

令和数据的通信&将通过各节点的温湿度及光照传感器采

集到的数据经
J:M$"

单片机处理后&通过
@_W1I:

无线通

信模块上传至根据实际要求设计的华为云模型中&实现总

控制中心及节点电路的数据可视化及数据分析&并可以由

上位机云端模块直接控制下位机的空调机组&换气机污水

泵等设备&以实现实时的监管与控制站内现场环境%

@

!

系统组成与原理

基于
J:M$"

的铁路运输站内
@_W1I:

可视化云智能

_<J

系统由上位机
03EH43I44E38

云平台*

@_W1I:

无线传输

模块和下位机
J:M$"\%&&

单片机数据采集调控节点组成%

利用各
J:M$"\%&&

单片机数据采集调控节点通过传感器获

取铁路运输站内的各数据信息 !温度*湿度*光照等信

息"&通过
@_W1I:

无线传输模块构建网络&最后将各节点

数据传输到上位机
03EH43I44E38

云平台上&实现数据的可

视化&并可由上位机
03EH43I44E38

云平台下发指令来实时

完成对各站内空调机组*新风换气机*送-排风机*风幕

机*潜污泵*电-扶梯等设备的监控及监视&其系统组成如

图
&

所示%

如图
&

所示&上位机安放在车站管理中心&为一体机

或笔记本电脑&下位机数据采集调控节点及
@_W1I:

无线传

输模块安放在各个车站监控室&下位机各控制节点将采集

到各站内的实时环境数据通过
@_W1I:

无线传输模块上传至

图
&

!

系统组成框图

03EH43I44E38

物联网云平台中预先建立好的节点模型中&

实时数据在平台中以数据及图表形式更加直观的显示出来%

同时通过上位机
03EH43I44E38

物联网云平台中观测到的数

据如果超过相应的阈值范围&还可以通过上位机页面中设

置的按钮手动关闭或开启下位机节点中的执行设备如空调

机组*新风换气机*送-排风机*风幕机*潜污泵*电-扶

梯等设备&如预设温度阈值范围为
"#

!

"-r

&一旦温度超

过
"-r

或低于
"#r

&可通过
03EH43I44E38

物联网云平台

中的对应按钮来控制站内的制冷或加热设备的开启&从而

实现上下位机的实时通信*数据传输与显示分析及自动安

全控制等功能%

A

!

系统下位机节点硬件设计

根据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及光敏传感器数据综合

来控制电机和继电器来自动控制车站中的空调机组*新风

换气机*送-排风机*风幕机*潜污泵*电-扶梯等执行设

备的开关状态&同时可通过云平台远程监测与控制车站管

理系统%各下位机各控制节点由
J:M$"\%&&

单片机*数字

型光敏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

0̀ F/

屏幕*按键*驱动

电机 !为开启空调机组*新风换气机*送-排风机*风幕

机*潜污泵*电-扶梯等设备提供电压"*继电器等组成&

如图
"

所示%

图
"

!

下位机硬件电路设计框图

基于
J:M$"\%

系列芯片*数字型光敏传感器*温度传

感器*湿度传感器*按键*

0̀ F/

屏幕等硬件设计开发各

下位机控制节点&采集并显示环境温湿度*光照强度数据

的程序&能够实现通过串口输出以及
0̀ F/

显示光敏传感

器数据功能%设计根据温度*湿度*光照强度自动控制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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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计
#

"&&

!!

#

站的执行设备&能够实现根据环境温湿度*光照强度实时

调节车站的各执行设备开关状态的功能&其中温湿度*光

照强度的阈值可通过键盘输入调节&并在
0̀ F/

屏幕上显

示设置阈值的过程以及实时温湿度*光照强度%设计时间

控制车站的程序&能够实现根据设置的时间对车站进行控

制&时间设置为
"%

小时制&通过键盘进行设置&并在

0̀ F/

上显示设置后的时间以及当前时间&为了方便验证&

当前时间也需要设置%基于
@_W1I:

网络设计端测设备数据

上云程序&能够实现在
03EH43I44E38

平台的应用模拟器中

查看终端设备上传的温湿度*光照强度数据&同时在
0̀ F/

上显示当前检测的光照数据&要求
0̀ F/

屏幕上当前光照

值与
I3EH43I44E38

上传的光照值一致%设计完整功能程序&

能够实现底层矩阵键盘与云端
03EH43I44E38

平台实时设置

温湿度*光照强度阈值 !底层矩阵键盘的输入优先级最

高"&

0̀ F/

屏幕实时更新显示来自矩阵键盘输入和云端平

台下发的当前时间&根据时间控制车站的时间范围*当前

温湿度*光照强度*控制车站的温湿度*光照强度范围*

电机及继电器 !即车站中的空调机组*新风换气机*送-排

风机*风幕机*潜污泵*电-扶梯等执行设备"当前的

状态%

系统 中 的 主 控 芯 片 采 用 的 是
J:M$"\%

系 列 的

J:M$"\%&&

芯片&该芯片在同类单片机芯片中性能较好&

性价比较高&支持程序执行和数据传输并行处理&数据传

输速率非常快'

(&#

(

%

J:M$"\%&&

芯片具有
*&"+_

的
]0M

&

&"(+_

的
J]<M

&以及连接到两个
<;_

总线*两个
<?_

总线和一个
$"

位总线的各种增强型
1

-

0

和外设多
<?_

总

线矩阵&并以
&##M?R

的工作频率运行%在系统中同时利

用
J:M$"

的
A;10

端口输入功能来采集各传感器中的环境

数据&输出功能来实现根据当前环境数据来实时控制站内

设备&以达到系统的平衡与稳定状态%

系统中采用
J?:$#

温湿度传感器来实现对温度和湿度

的采集%

J?:$#

温湿度传感器最高支持
&###5

的传输速

率&有较高的数据通信速率&高集成度电容式测湿元件和

能隙式测温元件&

J?:$#

能够提供极高的可靠性和出色的

长期稳定性&具有功耗低*反应快*抗干扰能力强等优

点'

&&&$

(

%传感器内部经过校准*线性化与放大&能够输出

与温湿度呈线性关系的模拟电压&无需额外的驱动库&使

用简单方便&电路图连接如图
$

!

H

"所示%系统中采用

_?&-*#

光强传感器来实现对光照度的采集%

_?&-*#

是一

种用于两线式串行总线接口的数字型光强度传感器集成电

路%这种集成电路可以根据收集的光线强度数据来调整液

晶或者键盘背景灯的亮度%利用它的高分辨率可以探测较

大范围的光强度变化%电路图连接如图
$

!

X

"所示%

系统中的下位机显示模块采用
#̂'.

寸
0̀ F/

显示模块

进行温湿度和光强数据的实时显示&

0̀ F/

显示的数据与

上位机一致能够证明通信的实时性能较好'

&%&-

(

%显示电路

图连接如图
%

所示%

图
$

!

传感器电路连接图

图
%

!

0̀ F/

显示模块电路连接图

系统的执行器包含蜂鸣器*电机和继电器模块&当采

集到的实时温度*湿度*光强等信息超过预测的阈值范围

时&执行器进行相应的报警动作)温度超限时蜂鸣器报警*

湿度超限时电机转动*光强超限时继电器模块打开&不同

的执行器模块连接站内实际设备的驱动就可实现设备的自

动控制&系统执行器模块电路连接如图
*

所示%

C

!

系统下位机软件设计

系统的下位机软件设计使用底层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的开发环境
1I:J8QN6I

软件进行设计&

1I:J8QN6I

是支持

6̀8E0J

嵌入式系统软件开发的工具&支持
=

*

=dd

*汇编

等多种开发语言&提供开发*构建*调试的一站式全流程

开发&使用起来简洁方便&界面如图
.

所示%

在
1I:J8QN6I

软件中实现下位机
=

语言程序的编写*

编译*修改&将无语法错误的程序下载到
J:M$"\%&&

单片

机中实现软硬件集成在线调试&根据具体硬件的现象来确

定程序的功能是否完善%

下位机在
1I:J8QN6I

软件中主要实现对温度传感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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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

!!

#

图
*

!

执行器模块电路连接图

图
.

!

1I:J8QN6I

开发界面图

湿度传感器及光敏传感器的数据采集&将采集到的数据通

过
0̀ F/

屏幕显示出来&同时利用按键控制各传感器采集

数据的阈值范围的设置&根据实际要求设置温湿度计光照

数据的正常阈值范围&一旦有传感器采集到的某一实时数

据超过了正常的阈值范围&通过蜂鸣器*电机*继电器等

执行设备进行报警及控制车站中的电机及继电器&进而实

现对空调机组*新风换气机*送-排风机*风幕机*潜污

泵*电-扶梯等设备的控制%

上位机在
1I:J8QN6I

软件中主要实现上下位机的双工

通信&下位机单片机采集到的传感器数据上传到上位机

03EH43I44E38

物联网云平台&同时上位机
03EH43I44E38

物

联网云平台的相关指令也可下发到下位机的单片机中来实

现站内设备的实时控制%

设计过程采用模块化程序的设计方法&将系统软件设

计分为温湿度传感器的数据采集*光敏传感器的数据采集*

下位机上传输数据*上位机下发指令
%

个子程序模块的

设计%

温湿度及光敏传感器的数据采集过程)首先声明

J:?$#

温湿度传感器及
_?&-*#

光强传感器的寄存器地址&

1

"

=

总线的地址&

J?:$#

的
1

"

=

总线通信地址&

_?&-*#

的

1

"

=

总线通信地址&启动地址&控制地址&复位地址等&完

成寄存器地址的声明后&定义初始化函数
1468

2

@$M'

2

[/M:?1

与数据获取函数
@$M'

2

[/M:?1

2

]EHN

2

/HW

8H

%在
@$M'

2

[/M:?1̂3

文件中对传感器的工作方式进

行定义&首先初始化并启动
_?&-*#

光强传感器&即
1468

2

_?&-*#

初始化&对传感器通电命令
#C#&

进行声明&然后

通过
1

"

=

总线将该命令下发至传感器&在
J8HO8

2

_?&-*#

函数中声明一次性高分辨率工作模式的命令
#C&#

&并通过

1

"

=

总线将该命令下发至传感器%启动
_?&-*#

后即可通过

1

"

=

总线获取光照强度数据&通过公式将获取到的二进制数

据转换为十进制数据&编写数据转换函数
=I4VEO8

2

_?&-*#

%接着对温湿度传感器进行初始化&启动&复位&

获取数据&转换数据&数据校验等功能函数的编写&首先

完成温湿度传感器复位函数
J?:$#

2

OETE8

及初始化函数

1468

2

J?:$#

的编写&通过
1

"

=

总线给传感器的寄存器发送

相应的命令来控制寄存器来实现复位与初始化&然后由于

温湿度传感器采集的温度与湿度数据是分开采集的&但是

该传感器设备在
1

"

=

总线上只有一个设备地址&其传输给

M=b

的数据是打包发送的数据&因此需要使用
J?:$C

2

=GE35=O3

函数对该数据进行校验%最后对获取到的温度*

湿度数据分别进行转换&从而得到十进制的温度*湿度

数据%

下位机上传输数据至云平台及上位机下发指令子程序

设计过程)首先由于需要使用云端互通组件&因此在头文

件中包含
I3

2

KZS"S

2

HK̂G

*

K645

2

E4N6H4̂G

及
@$M'

2

[/M:?1

扩展板的驱动头文件&然后配置
@_

模组与

03EH43I44E38

平台对接的相关参数&声明
@_

模组的唯一

标识码&

03EH43I44E38

服务器对接
1;

地址&端口这三个参

数%紧接着声明
*

种消息的地址域名称&分别是数据上报&

电机控制命令下发&继电器控制命令下发消息的地址域&

底层硬件设备以不同的地址域来区分平台下发的不同消息%

在编写平台命令消息接收函数之前&首先定义数组与

信号量变量&其中数据存放平台下发的数据&信号量同步

平台消息接收与数据处理任务&当平台下发的命令是正确

命令时则释放信号量&数据处理任务申请到信号量进而执

行相应的数据处理任务%在
H

99

2

ST

D

2

NEHK

平台命令消息

的接收任务中需判断平台下发消息的大小是否正确&如正

确则将数据存放至数组 中&数据存放成功后释放信号量&

以便于后面的数据处理任务申请信号量%然后编写平台下

发命令处理函数&先分别实例化两个下发命令消息结构

体&两个下发命令响应消息结构体&定义一个获取平台下

发命令中的地址域字段的地址域变量&便于在
ZG6KE

循环

中判断平台下发的消息&根据不同的地址域字段来执行不

同的操作&在
ZG6KE

循环中申请信号量&获取地址域字段

的值&通过
TZ683G

语句判断不同的地址域具体执行的

操作%

!

投稿网址!

ZZZ!

2

T

2

3K

U

5R!3IS



第
%

期 贾
!

婷&等)基于
J:M$"

的铁路运输站内
@_W1I:

可视化云
_<J

""""""""""""""""""""""""""""""""""""""""""""""""""""

系统设计
#

"&$

!!

#

完成平台下发命令处理函数后编写用户数据上报任务

入口函数以实现底层传感器设备所采集的数据上报至云平

台&实例化
03EH43I44E38

平台对接参数结构体
I3

2

9

HOHS

*

上报数据结构体
<

D

O63QK8QOE

&通过
SESTE8

函数将
03EH4W

3I44E38

对接参数结构体中数据清空一次&然后对
03EH4W

3I44E38

平台对接参数结构体
I3

2

9

HOHS

重新赋值&通过
6L

判断语句来判断是否赋值成功&通过
ZG6KE

循环打包需上传

的数据&给结构体
<

D

O63QK8QOE

中的对象赋值&通过
I3

2

KZS"S

2

OE

9

IO8

函数将结构体发送至
0=

云平台&然后任务

休眠
"T

后继续上传%完成数据上报任务入口函数后编写数

据采集任务入口函数&通过调用
@$M'

2

[/M:?1

初始化

函数启动数据采集&通过
ZG6KE

循环连续调用
@$M'

2

[/W

M:?1

2

]EHN

2

/H8H

函数读取传感器数据&任务休眠
"T

后

继续采集%然后用
V6T6I

软件画出流程图&最后在
1I:J8QN6W

I

集成开发环境下&用
=

语言编程在主程序中调用各个节点

采集到的相关数据&根据按键设置的阈值来实现车站执行

器控制的程序设计&主程序流程如图
-

所示%

图
-

!

主程序流程图

软件工作流程为)

J:M$"\%&&

单片机先对其内部资

源以及与之相连接的
@_W1I:

无线通信模块*温度传感器*

湿度传感器及光敏传感器的数据采集模块*

<

-

/

模块*显

示模块和按键模块进行初始化$然后判断是否收到上位机

指令&如果接收到上位机指令&则根据指令进行操作$如

果没有接收到上位机指令&调用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

及光敏传感器的数据采集子程序进行下位机数据获取&并

将获取到的数据通过
0̀ F/

屏幕实现下位机显示&同时通

过
@_W1I:

无线传输模块上传剧上位机
03EH43I44E38

物联

网云平台%然后判断是否有按键&如果按键按下&对阈值

范围进行自动调整&并将自动采集到的温度*湿度和光照

强度与设置的阈值范围进行对比&如果超过设定阈值范

围&则产生有蜂鸣器产生报警信号并控制相应的电机和继

电器工作&进而驱动站内空调机组*新风换气机*送-排

风机*风幕机*潜污泵*电-扶梯等设备的&工作来调整

环境参数%

D

!

系统上位机软件设计

系统的上位机软件设计使用
03EH43I44E38

物联网云平

台&帮助快速构筑物联网应用&简化海量设备管理复杂性&

节省人工操作&提升管理效率%使用设备接入控制台&可

以实现对产品的创建*开发*调试&设备的注册*管理*

鉴权*软固件升级%在设备接入控制台&可以创建规则引

擎&满足用户实现设备联动和数据转发的需求$还可以存

储产品和设备数据及生成相应统计报表&方便用户监控设

备的各种状态'

&("#

(

%首先注册登录
03EH43I44E38

云平台&

在 +模型定义,页面&单击 +自定义模型,&配置产品的服

务&新建服务&其中属性列表主要为终端模块上报数据的

字段信息&分别对温度/

:ES

9

EOH8QOE

*湿度/

?QS6N68

U

*

光强/

KQS64H43E

参数进行参数定义及属性配置&如图
(

所示%

图
(

!

参数配置图

定义获取下位机参数后&根据下位机硬件结构及连接

方式在线开发建立物联网模型&设计下位机采集到的温度*

湿度及光照参数通过
@_W1I:

无线传输模块上传至
03EH4W

3I44E38

物联网云平台&上传数据模型如图
'

所示%

图
'

!

云平台上传数据模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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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执行器为电机
WMI8IO

和继电器
WOHKH

U

来控制站内实

际执行设备&可根据实际需要由上位机按钮来完成手动操

作控制电机和继电器来实现实际设备的开关&以实现上位

机远程实时应对处理突发状况&下达命令模型如图
&#

所示%

图
&#

!

云平台下发命令模型图

物联网模型建立好以后&输入
@_W1I:

无线传输模块的

唯一序列码 !一块
@_W1I:

无线传输模块的序列码为固定序

列&书写在模块上方"&上下位机实现无线双工通信&无线

通信成功后上位机
03EH43I44E38

物联网云平台显示下位机

节点硬件设备在线状态&如图
&&

所示%其中&

@_W1I:

设

备上报数据后为状态为在线&距离上次上报数据
"*

小时内

未上报数据&会刷新状态为离线状态%

F

!

系统功能测试实验

为了验证系统能否实现上下位机实时通信*系统稳定

性&以及在上位机
03EH43I44E38

云平台中新建的模型中是

图
&&

!

无线通信成功状态图

否能够实时接收到数据&系统上位机能否实现对下位机设

备的实时控制&做了如下测试%

&

"测试系统上下位机能够实现实时数据通信&并能够

接收到下位机传感器采集到的温度*湿度及光强数据&并

能都实现数据的实时刷新&刷新速度足以显示出数据的变

化过程&如图
&"

所示%

图
&"

!

上位机接收到实时数据图

图
&$

!

上位机向下位机发送命令测试图

"

"系统上位机能够实现对下位机真实执行设备的实时

控制&如图
&$

所示&

03EH43I44E38

物联网云平台向模型中

的 +

OEKH

U

,!继电器"发送 +

0@

,指令&则下位机继电器

立刻打开&发送 +

0\\

,指令&则下位机继电器立刻关闭%

!

投稿网址!

ZZZ!

2

T

2

3K

U

5R!3IS



第
%

期 贾
!

婷&等)基于
J:M$"

的铁路运输站内
@_W1I:

可视化云
_<J

""""""""""""""""""""""""""""""""""""""""""""""""""""

系统设计
#

"&*

!!

#

03EH43I44E38

物联网云平台向模型中的 +

SI8IO

,!继电器"

发送 +

0@

,指令&则下位机电机立刻转动&发送 +

0\\

,

指令&则下位机电机立刻停止转动%上位机命令发送成功

后&还会在
03EH43I44E38

物联网云平台中显示 +已发送,

字样%

$

"系统设计制作完成的基于
J:M$"

的铁路运输站内

@_W1I:

可视化云智能
_<J

系统设计按照图
"

建立实验测试

电路&光照阈值设置为
"##

!

$## C̀

&湿度阈值设置为
%#

!

.#

-

fOG

&温度阈值设置为
"#

!

".r

&然后进行上下位机无

线通信并根据实际自动调节情况进行实验测试&得到其部

分参数测量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

!

@_W1I:

可视化云智能
_<J

系统测量结果表

序号
光照值-

C̀

!上位机"

湿度值-
fOG

!上位机"

温度值-
r

!上位机"

蜂鸣器

状态

电机

状态

继电器

状态

& "-# ** "$ 0\\ 0\\ 0\\

" ".. ** "$ 0\\ 0\\ 0\\

$ $&# *$ "- 0@ 0\\ 0\\

% ".# ." "% 0\\ 0@ 0\\

* ".- *% $# 0\\ 0\\ 0@

. $#% ** "' 0@ 0\\ 0@

测试结果表明&该系统无线传输质量较高*下位机数

据能够在云模型上实时显示&上下位机数据显示一致&且

数据刷新速度快&能够实现数据的准确实时上报及执行器

的自动控制&系统可靠性较高能够满足铁路运输站内现场

的需求%

X

!

结束语

本文以
J:M$"\%&&

单片机微控制器作为控制核心&结

合
@_W1I:

无线通信技 术*传感器技术*

03EH43I44E38

云

平台技术和自动控制技术&设计了一种基于
J:M$"

的铁路

运输站内
@_W1I:

可视化云
_<J

系统%本文阐述了系统的

组成原理*软硬件设计方法*云平台的搭建方法和无线组

网及通信技术&并对该自动监控系统进行了实验验证%实

验测试结果表明&系统能够达到预期的设计要求&可以实

现在
03EH43I44E38

云平台上实时观测到下位机节点中各传

感器采集到的数据&并对下位机节点的执行器进行控制&

初次之外&各节点还能够根据预设阈值范围及当前环境数

据完成自动控制
_<J

系统中涉及的真实设备状态&进而实

现对环境的自动控制&达到节约能源*远程控制*便捷管

理*消除安全隐患的目的%

但该铁路运输站内
@_W1I:

可视化云
_<J

系统也存在

不足的地方&比如)由于运用到
03EH43I44E38

云平台使得

系统对网络依赖度较高等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对

系统的网络问题进一步改进&以远程调控系统的功能&并

提高系统的数据存储能力&实现在上位机数据的长期累积

分析&以达到对系统稳定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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