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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温度播报系统在生产、生活、科研等多个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温

度是反映物体冷热状态的基本物理量，对生产、生活、科研等多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温度播报

系统往往存在准确性低、效率低、功耗大等问题。本文深入探讨了温度播报的方法、系统、电子装置及存

储介质的研究，旨在提高温度播报的准确性和效率，同时降低系统功耗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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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temperature broadcasti

ng systems are increasingly widely used in various fields such as production，life，and scien

tific research. Temperature is a fundamental physical quantity that reflects the cold and ho

t state of an object，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various fields such as production，lif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raditional temperature broadcasting systems often suffer from issu

es such as low accuracy，low efficiency，and high power consumption.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the methods，systems，electronic devices，and storage media of temperature broadcasting，aim

ing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efficiency of temperature broadcasting while reducing system

power consumption and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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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和现代化生活的日益普及，温度信

息的获取与播报已成为众多领域不可或缺的一环。如何高效、

准确地测量和播报温度，已成为当今科研和技术发展的重要

课题。然而，随着应用场景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传统的温度

播报方式已逐渐难以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本文旨在探讨和

研究温度播报的新方法、新系统、新电子装置及相应的存储

介质，以期为实现温度信息的实时、准确、高效播报提供新

的思路和技术支持。

1基于智能算法的温度播报方法

基于智能算法的温度播报方法结合了数据收集、智能分

析、语音合成与用户交互等多个环节，旨在为用户提供准确、

实时的温度信息播报服务。

数据收集与预处理利用各种传感器或公开的天气 API 收

集实时的温度数据。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预处理，包括数据

清洗、异常值检测与剔除，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智能算法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如深度学习或机器学习算法，

对预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分析和学习。通过训练模型来识别和

预测温度变化趋势，这有助于提高温度播报的准确性。根据

智能算法的分析结果，生成温度播报的具体内容。利用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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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技术将生成的播报内容转换为语音文件。通过音频播放

设备或软件进行语音播报。提供用户交互界面或语音输入功

能，允许用户查询特定地点或时间的温度信息。

2温度播报系统

温度播报系统通常是一个集成了温度传感、数据处理、

语音合成和用户交互功能的系统。以下是温度播报系统的主

要组成部分和功能的详细概述。

（1）温度传感：使用数字温度传感器或温度湿度传感器

来实时感知环境温度。这些传感器通常具有高灵敏度、快速

响应和长寿命等特点，确保准确获取温度数据。

（2）数据处理采用单片机作为控制核心，处理来自传感

器的温度数据编写相应的程序代码，包括温度读取、数据处

理、阈值比较等逻辑。当检测到的温度超过预设的阈值时，

触发报警逻辑。

（3）语音合成：使用语音芯片，将温度数据转换为语音

信号。在需要时（如温度超出阈值），自动播放预设的语音报

警信息。

（4）用户交互：通过显示器显示当前温度、湿度等信息。

提供按键或其他输入设备，允许用户查询特定信息或设置温

度阈值。收集用户反馈，用于优化系统性能和调整温度阈值。

（5）系统特点：系统能够实时感知和播报温度信息，确

保用户及时了解温度变化。采用高精度传感器和先进的数据

处理技术，确保温度数据的准确性。提供友好的用户界面和

交互方式，方便用户查询和设置相关信息。系统支持定制开

发，可以根据用户需求调整温度阈值、语音报警信息等参数。

（6）应用场景：监控机房环境，确保计算机系统的正常

运行。监控冷库温度，及时发现温度异常并避免财产损失。

监测和控制蔬菜大棚的温度和湿度，提高产量和质量。监测

和控制养殖场的温度和湿度，确保动物生长环境的适宜性。

3电子装置及存储介质

3.1 电子装置设计

电子装置的核心是一个低功耗的硬件平台，该平台由高

性能的微控制器（MCU）作为中央处理器，搭配专用的温度传

感器和语音合成模块。温度传感器负责实时采集环境温度数

据，并将其传输给 MCU。MCU 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后，根据预

设的逻辑判断是否需要播报当前温度或触发警报。如果需要

播报，则通过语音合成模块将温度数据转换为语音信号，并

通过扬声器或音频输出设备播放出来。

除了上述主要功能外，电子装置还配备了数据存储器，

用于保存温度数据和程序代码。这样，即使系统断电或重启，

也能保留关键数据，确保系统能够快速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电子装置还考虑了功耗问题。通过优化硬件设计和软件算法，

实现了低功耗运行，使得电子装置能够在长时间无人值守的

情况下持续工作，满足温度播报系统的长期稳定运行需求。

3.2 存储介质设计

存储介质采用高可靠性的闪存芯片，具有非易失性、高

速读写和长寿命等特点。在存储介质中，划分了不同的存储

区域，分别用于保存温度数据、程序代码和配置信息。温度

数据区域用于存储实时采集的温度值和历史数据，以便后续

分析和处理。程序代码区域用于存储电子装置的运行程序，

确保系统能够按照预定的逻辑执行各项功能。配置信息区域

则用于保存用户设置的参数和配置信息，如温度阈值、播报

频率等。通过采用高可靠性的闪存芯片和合理的存储区域划

分，我们确保了存储介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即使在恶劣的

工作环境下，也能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3.3 特点总结

采用紧凑的硬件设计和优化的电路布局，使得整个装置

体积小巧，便于安装和部署。通过低功耗设计和优化算法，

实现了低功耗运行，降低了运行成本和维护成本。采用高可

靠性的硬件平台和存储介质，确保系统在长时间运行过程中

能够保持稳定性和可靠性。设计灵活，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

行扩展和定制开发，满足不同场景下的应用需求。

4技术方案

步骤 S101，获取触发信号，响应该触发信号获取历史温

度集；步骤 S102，将该历史温度集中的历史温度进行分组以

得到一个以上的历史温度组，历史温度组中的历史温度根据

采样时间排列；步骤 S103，分别生成与历史温度组对应的温

度数据组，对于任意温度数据组，各个温度数据均符合。其

中，Ci 为第 i 个温度数据，Ai 为第 i个历史温度，n 为温度

数据组中温度数据的总数；步骤 S104，分别生成与温度数据

组对应的温度帧，并利用蓝牙广播配合播报各个温度帧，见

图 1。

图 1

步骤 S201，获取触发信号，响应该触发信号获取历史温

度集。步骤 S202，将该历史温度集中的历史温度进行分组以

得到一个以上的历史温度组，历史温度组中的历史温度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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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时间排列。步骤 S203，分别生成与历史温度组对应的温

度数据组，在此值得说明的是，该步骤可以参考步骤 S103，

此处不在赘诉。

步骤 S204，利用调整公式组对温度数据组进行调整，步

骤 S205，将调整后的温度数据组代替原温度数据组。步骤

S104 用于生成温度帧的温度数据组为调整后的温度数据组。

步骤 S206，分别生成与温度数据组对应的温度帧，并利用蓝

牙广播配合播报各个温度帧。见图 2。

图 2

图 3

步骤 S301，获取在该任意时间周期内采集的温度，并组

成可选温度组。具体的，可以在该任意时间周期内进行时刻

的划分，优选为等时间间隔 t的时刻划分，对各个时刻进行

温度的采集，可以得到在该任意时间周期内的最高温度、最

低温度和平均温度等。步骤 S302，根据可选温度组得到选定

温度，选定温度为可选温度组的最高温度、最低温度、平均

温度中的任意一个。当然，该选定温度不限于上述类型。步

骤 S303，将选定温度配合调整为温度数据并存储于历史温度

集，并清除历史温度集内采集时刻最早的温度数据。见图 3。

5相对优势

（1）在温度帧中提供给温度数据的预设字节总量相同的

情况下，温度帧可以传输更多的温度数据，因此生成和发送

的温度帧较少，从而提高历史温度集的播放效率，进一步地

减少温度监控设备的功耗。

（2）温度差值所占用的字节数为单字节，历史温度所占

用的字节数为双字节，使用单字节的温度数据能够在保证温

度数据完整的前提下，减少温度数据所占用字节数，温度帧

从而能携带更多的温度数据。

（3）播报序数配合蓝牙广播进行播报，接收端可以基于

播报序数检验温度帧是否存在未发送的情况，若存在温度帧

存在未发送的情况，找到未发送温度帧对应的序号，并将序

号反馈给发送端，提醒发送端进行温度帧的补发，可以保证

温度数据在发送过程中的完整性。

（4）信息帧中携带的信息还包括蓝牙广播固定的属性信

息、表明广播用途的通用唯一识别码 UUID、设备的序列号，

与响应触发信号对应时刻的温度。该信息帧携带的电池电量

用于反应蓝牙设备的电量使用情况，接收端可以接收电池电

量数据并对电池的使用情况作出应对，能够保证发送端的蓝

牙设备处于正常使用状态，保证温度播报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从而延长了温度播报系统的工作周期。

结语

本文深入探讨了温度播报的方法、系统、电子装置及存

储介质的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智能算法的温度播报方法和

一种基于单片机的温度播报系统。未来，我们将继续优化算

法和系统结构，提高温度播报的准确性和效率，同时降低系

统功耗和成本。未来将探索将温度播报系统与物联网技术相

结合，实现更广泛的应用场景和更高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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