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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TM32单片机的智能家居控制系统设计以及实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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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提出了一种基于 STM32 单片机的智能家居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案，在简单说明系统总体设计思路的基础上，从系统

主控芯片的选定、系统功能模块的具体设计这两方面入手，说明了该以 STM32F103C8T6 最小系统模块为的控制核心的智能家居控

制系统的硬件部分设计与实现方案。同时，以 STM32 单片机软件程序的设计、WiFi 通信模块固件软件的设计、机智云云平台的设

计、手机 APP 软件的设计为切入点，阐述了该系统的软件部分设计要点，以期完成智能家居控制系统的优化设计与开发，满足用户

的智能化、自动化与远程化家居控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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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现阶段，智能家居产品在我国国民生活中逐步得到深入

应用，技术成熟度逐步提升，但是依然存在着购买成本偏高、功能

参差不齐、操作复杂等问题，难以在普通家庭内实现大范围推广应

用。基于这样的情况，开发一种能够满足普通家庭现实功能需求的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极为必要，在此过程中，可以引入传感器技术以

及单片机技术，降低开发成本的同时简化系统操作。 

一、基于 STM32 单片机的智能家居控制系统的总体设计思

路分析 

在本次智能家居控制系统的开发设计实践中，主要选用 STM32

单片机作为系统主控芯片，结合温湿度传感器、烟雾传感器、光敏

传感器等硬件结构的投放，形成电源模块、独立按键模块、WiFi

通信模块以及温湿度监测功能模块、火灾报警功能模块、防盗报警

功能模块、窗户自动控制功能模块、窗帘自动控制功能模块、浇灌

自动控制功能模块、远程监测和控制功能模块等系统功能模块，实

现对各个智能家居产品的统一控制[1]。 

二、基于 STM32 单片机的智能家居控制系统的硬件部分设

计与实现 

（一）系统主控芯片的选定 

本 智 能 家 居 控 制 系 统 在 开 发 设 计 中 选 定 的 控 制 核 心 为

STM32F103C8T6 最小系统模块，该模块所包含着的结构主要有电

源、复位电路、时钟电路、STM32F103C8T6 单片机等等[2]。依托

STM32F103C8T6 最小系统模块与配套外围电路的同时使用，能够促

使各个传感器实际采集到的信息数据迅速、准确传递至控制模块并

完成信息转换，形成可以被识别以及处理的信息，并以此为基础完

成对家居环境的实时性监测，相应家居环境的各类信息也能够得到

集中显现并由系统完成统一管控。 

（二）系统功能模块的具体设计 

1.温湿度监测功能模块 

对于智能家居控制系统中的温湿度监测功能模块而言，其主要

依托温湿度传感器的投放与使用，落实对家居环境中温湿度情况的

监测，并在人机交互界面与手机 APP 的支持下，促使用户能够直观

的掌握家居环境温湿度信息，并结合自身需求落实对温湿度的调

整，确保家居环境温湿度情况能够长时间维持在满足用户居住舒适

性要求的状态下。 

2.火灾报警功能模块 

对于智能家居控制系统中的火灾报警功能模块而言，其主要依

托烟雾传感器的投放与使用，落实对家居环境中烟雾浓度情况的监

测；结合与系统中设定、保存的室内烟雾浓度阈值数据的对比，确

定是否需要将火灾声光报警单元转入启动状态。在系统实际运行过

程中，如果烟雾传感器检测到的环境烟雾浓度数据高于系统中设定

的室内烟雾浓度阈值数据，那么控制系统会在最短时间内做出响

应，控制火灾声光报警单元转入启动状态，迅速向室内用户发送声

光报警提示，即启动蜂鸣器发出报警声音提示、启动 LED 灯发出光

线报警提示。 

3.防盗报警功能模块 

对于智能家居控制系统中的防盗报警功能模块而言，其主要依

托红外传感器的投放与使用，落实对家居环境中的特定区域是否存

在人员非法入侵的监测与判断。此时，重点针对入户门、窗户等特

定区域实施实时性监测，一旦发现异常情况，控制系统能够迅速促

使防盗报警功能模块转入启动状态。具体而言，当入户门、窗户等

位置存在非法人员闯入后，相应位置投放的红外传感器实际发射的

红外线会被反射并由接收端接收，生成电信号变化；结合运算放大

器实施对相应电信号的放大处理，即可得到稳定性更加明显的电平

信号；电平信号迅速传递至控制系统内，由控制系统结合相应信号

迅速判断是否存在人员非法闯入；当判断结果为“存在人员非法闯

入”时，控制系统会在最短时间内做出响应，控制防盗报警单元转

入启动状态，迅速向用户发送声光报警提示，即启动蜂鸣器发出报

警声音提示、启动 LED 灯发出光线报警提示。另外，相应信息也能

够在机智云云平台以及 WiFi 通信模块的支持下，迅速传递至用户

手机 APP 内，确保用户可以第一时间掌握现场情况信息并做出针对

性处理。 

4.窗户自动控制功能模块 

对于智能家居控制系统中的窗户自动控制功能模块而言，其主

要依托雨量传感器、风速传感器的投放与使用，落实对环境雨量以

及风速的测量；结合与系统中设定、保存的环境雨量以及风速阈值

数据的对比，确定是否需要将窗户自动控制功能模块转入启动状

态。实践中，主要应用继电器完成窗户自动开关的控制，一旦检测

得到实际环境雨量以及风速数值高于系统设定的对应阈值数据，那

么控制系统会在最短时间内做出响应，控制继电器自动完成窗户关

闭。另外，在机智云云平台以及 WiFi 通信模块的支持下，用户也

可以使用手机 APP 完成对窗户自动控制功能模块的远程控制，即使

用 APP 远程控制窗户关闭。 

5.窗帘自动控制功能模块 

对于智能家居控制系统中的窗帘自动控制功能模块而言，其主

要依托感光传感器的投放与使用，落实对家居环境光线强弱的监

测；结合与系统中设定、保存的环境光线强弱阈值数据的对比，确

定是否需要将窗帘自动控制功能模块转入启动状态。实践中，主要

应用继电器完成窗帘自动打开与关闭的控制，一旦检测得到实际环

境光线强弱度低于系统设定的对应阈值数据，那么控制系统会在最

短时间内做出响应，控制继电器自动完成窗帘开启；一旦检测得到

实际环境光线强弱度高于系统设定的对应阈值数据，那么控制系统

会在最短时间内控制继电器自动完成窗帘关闭。另外，在机智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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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以及 WiFi 通信模块的支持下，用户也可以使用手机 APP 完成

对窗帘自动控制功能模块的远程控制，即使用 APP 远程控制窗帘的

开启与关闭。 

6.浇灌自动控制功能模块 

对于智能家居控制系统中的浇灌自动控制功能模块而言，其主

要依托土壤湿度传感器的投放与使用，落实对观赏植物土壤湿度情

况的监测；结合与系统中设定、保存的观赏植物土壤湿度数据的对

比，确定是否需要将浇灌自动控制功能模块转入启动状态。实践中，

主要应用继电器完成土壤自动化浇灌的控制，一旦检测得到观赏植

物土壤湿度数据低于系统设定的对应阈值数据，那么控制系统会在

最短时间内做出响应，使得继电器开关模块自动控制浇灌设备完成

自动化浇灌；当检测得到观赏植物土壤湿度数据高于系统设定的对

应阈值数据，那么控制系统会在最短时间内控制继电器停止自动浇

灌。另外，在机智云云平台以及 WiFi 通信模块的支持下，用户也

可以使用手机 APP 完成对浇灌自动控制功能模块的远程控制，即使

用 APP 远程控制浇灌设备的开启与关闭。 

7.远程监测和控制功能模块 

对于智能家居控制系统中的远程监测和控制功能模块而言，其

能够促使用户随时随地获取家居环境信息，并落实远程控制，包括

窗户远程关闭、窗帘远程开关、浇灌设备远程启闭等等。在本次基

于 STM32 单片机的智能家居控制系统的开发设计期间，为了进一步

降低开发成本并保证能够获取到理想的远程监测与控制性能，主要

依托云平台完成对远程监测和控制功能模块的开发，在云平台内绑

定控制系统。在基于 STM32 单片机的智能家居控制系统的实际运行

期间，控制系统在完成家居环境信息的获取与整理后，结合 WiFi

通信模块迅速将相应信息上传至机智云云平台服务器内，并利用机

智云云平台服务器将相应信息传递至用户手机 APP 内，方便用户实

时落实对家居环境信息的掌握与把控，并利用手机 APP，结合实际

需要，完成对不同功能模块的远程控制。 

三、基于 STM32 单片机的智能家居控制系统的软件部分设

计与实现 

（一）STM32 单片机软件程序的设计 

在本次智能家居控制系统的开发期间，主要应用 C 语言落实对

STM32 单片机的软件功能程序开发，结合 Keil Uvision MDK 软件的

应用，实现代码编写、检验以及仿真调试；连接单片机系统以及下

载器，落实在线调试，并利用实物落实系统功能检测[3]，以此确保

整个基于 STM32 单片机的智能家居控制系统的软件部分设计方案

可靠、可行。 

对于 STM32 单片机而言，其主程序的设计流程如下所示：第一，

整个系统在通电并转入启动状态后，开始自动完成初始化处理。同

时，STM32 单片机依托其自身所具备的 ACD 迅速提取来源于烟雾

传感器中的数据信息，结合反射式红外传感器模块的作用，确定是

否存在他人闯入室内空间，从而判断是否需要将声光报警程序转入

启动状态。第二，STM32 单片机迅速获取来源于土壤湿度传感器、

雨量传感器、风速传感器中的数据信息，提取并分析环境光照数据、

雨量数据、风速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判断是否需要将窗帘、窗户

以及浇灌控制程序转入启动状态。第三，STM32 单片机对读取到的

信息数据实施转换处理，并在人机交互界面直观现实相应信息；

WiFi 通信模块自动落实对相应数据信息的上传，在机智云云平台服

务器内保存，支持用户利用手机 APP 软件实施远程查看与控制。第

四，用户可以使用手机 APP 软件，在机智云云平台服务器的支持下

完成控制指令的发送，实现对不同系统功能模块的远程控制。 

主程序流程设定如下：落实定时器的初始化处理；烟雾浓度、

防盗监测报警，判断是否执行完成；如果判断结果为“否”，则返

回上一操作流程；如果判断结果为“是”，则继续实施土壤湿度、

光线、雨量、风速检测以及控制，判断是否执行完成；如果判断结

果为“否”，则返回上一操作流程；如果判断结果为“是”，则继续

实施 WiFi 双向通信控制，判断是否执行完成；如果判断结果为“否”，

则返回上一操作流程；如果判断结果为“是”，则结束整个主程序

流程。 

（二）WiFi 通信模块固件软件的设计 

投放某型号 WiFi 通信模块与机智云云平台进行连接，促使数

据信息交互得到顺利实现，确保用户能够在手机 APP 软件内实时获

取家居环境信息并完成对系统内不同功能模块的远程控制[4]。 

（三）机智云云平台的设计 

机智云云平台实现对 STM32 单片机上传家居环境数据信息的

保存与更新，满足用户在连接管理、设备管理、数据分析、智能决

策等多方面的功能要求。结合本系统现实要求，对 机智云云平台

数据点落实如下定义：设定远程与自动控制模式切换的标识名为

K1，读写类型为可写，数据类型为布尔型，控制 0 关闭、1 启动；

设定浇灌控制的标识名为 K2，读写类型为可写，数据类型为布尔型，

控制 0 关闭、1 启动；设定窗帘控制的标识名为 K3，读写类型为可

写，数据类型为布尔型，控制 0 关闭、1 启动；设定窗户控制的标

识名为 K4，读写类型为可写，数据类型为布尔型，控制 0 关闭、1

启动；设定环境温度的标识名为 TD1，读写类型为只读，数据类型

为数值，控制数值范围为 0-50；设定环境湿度的标识名为 TD2，读

写类型为只读，数据类型为数值，控制数值范围为 0-100；设定烟

雾浓度的标识名为 TD3，读写类型为只读，数据类型为数值，控制

数值范围为 0-100；设定土壤湿度的标识名为 TD4，读写类型为只

读，数据类型为数值，控制数值范围为 0-100；设定环境烟雾浓度

的标识名为 BJ_YW，读写类型为报警，数据类型为布尔型；设定防

盗报警的标识名为 BJ_FD，读写类型为报警，数据类型为布尔型。 

（四）手机 APP 软件的设计 

使用机智云获取 APP 开源代码，在此基础上，依托对 UI 以及

设备控制界面控制逻辑的设计与优化，并结合机智云 SDK 控制设备

的标准流程的使用，实施代码优化，即可实现智能家居控制系统的

配套手机 APP 软件的开发。 

总结：综上所述，以 STM32F103C8T6 最小系统模块为控制核

心，结合结合温湿度传感器、烟雾传感器、光敏传感器等硬件结构

的投放，以及温湿度监测功能模块、火灾报警功能模块、防盗报警

功能模块、窗户自动控制功能模块、窗帘自动控制功能模块、浇灌

自动控制功能模块、远程监测和控制功能模块等功能模块的设置，

综合配套远程控制软件的构建与引入，实现了智能家居控制系统的

优化开发与设计，满足了普通家庭对于智能家居控制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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