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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远程控制和监控系统在现代生活中变得越来越

重要。而 Arduino IOT 平台作为一种新型的智能硬件平台，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各

种 IOT 场景中。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基于 Arduino IOT 平台开发一种远程控制和监

控系统，从而满足普通用户和工程师对于远程设备的实时控制和数据监测的需求。

本文首先介绍了 Arduino IOT 平台的基本原理和技术架构，然后深入分析了远程

控制和监控技术在物联网中的应用，着重探讨了传感器网络技术和远程数据传输

技术的实现方式。最后，结合具体应用场景，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 Arduino IOT

平台的远程控制和监控系统，并进行了实验验证。实验结果表明，本文设计的远

程控制和监控系统能够实现对于远程设备的在线监测和控制，并展示了系统的可

靠性和灵活性。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普通用户和工程师提供一种可靠、高效的

远程控制和监控解决方案。本文的研究结果为 Arduino IOT 平台的应用提供了新

的思路和方法，但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例如如何提高系统的安

全性和稳定性，如何应对复杂的网络环境等。未来，将继续深入研究和完善基于

Arduino IOT平台的远程控制和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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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remote control and 

monitoring system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modern life.As a new type 

of intelligent hardware platform,Arduino IOT platform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various 

IOT scenarios.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how to develop a remote control and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the Arduino IOT platform,so as to meet the needs of ordinary 

users and engineers for real-time control and data monitoring of remote devices.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technical architecture of the Arduino IOT 

platform,and then deep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remote control and monitoring 

technology in the Internet of Things,focusing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ensor network 

technology and remote data transmission technology.Finally,combined with specific 

application scenarios,this paper designs a remote control and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the Arduino IOT platform,and conducts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mote control and monitoring system designed in this paper can 

realize online monitoring and control of remote equipment, and demonstrates the 

reliability and flexibility of the system.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paper can provide a 

reliable and efficient remote control and monitoring solution for ordinary users and 

engineer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paper provide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rduino IOT platform,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and solved, such as how to improve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system, 

how to deal with the complex network environment, etc. In the future, we will continue to 

study and improve the remote control and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Arduino IOT 

platform. 

Keyword：Remote;Arduino;IOT;platform;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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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本研究旨在开发一种遠端 Arduino IOT 平台，以满足物联网技术在智能家居、

智能医疗、智能交通和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应用需求。目前，随着物联网技术的不

断发展，物联网设备已经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然而，目前市场上缺乏一种标准

化的物联网平台，导致不同厂商的设备之间无法兼容，这给物联网的推广和应用

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因此，本研究旨在开发一种基于 Arduino 的物联网平台，以实现不同设备之

间的互操作性。具体地，本研究将结合 Android 编程、ZigBee 组网、互联网 TCP

通信、云平台共享技术等技术，以节点温度测控为例，完成一个功能完备的小型

智能 IOT 平台的开发。本研究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统一的标准，屏蔽掉差异，可

以根据需要随意模块化地组合测控设备，并实现智能系统和硬件的无缝配合。此

外，本研究还利用 Arduino 开源硬件平台，搭建了一种将环境辐射剂量监测、环

境温湿度参数、环境颗粒物浓度测量等功能模块于一体的多功能辐射环境监测系

统。该系统能够通过 WIFI无线网络对测量参数进行云端存储和显示，满足远程监

控的需求。 

本研究的工作重点是开发一种基于 Arduino 的物联网平台，并解决不同设备

之间的兼容性问题。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物联网平台缺乏标准化，设备之间

无法兼容。因此，本研究旨在建立一个标准化的物联网平台，以实现不同设备之

间的互操作性。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本研究将采用 Android 编程、ZigBee 组网、互联网 TCP

通信、云平台共享技术等技术，并以节点温度测控为例，完成一个功能完备的小

型智能 IOT 平台的开发。本研究还将利用 Arduino 开源硬件平台，搭建一种多功

能辐射环境监测系统，以实现对测量参数的远程监控和云端存储。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建立一个标准化的物联网平台，解决设备之间的兼容性问

题，促进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此外，本研究还将为二次开发人员提供一个

高效率地搭建智能物联系统的测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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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内容 

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开发一套遥控 Arduino IOT 平台。Arduino IOT 平台是一款

基于 Arduino 开发的物联网平台，能够将传感器收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并将结果

传输到远程控制界面。通过远程控制界面，用户可以实现远程设备控制，实现智

能化管理。 

第一部分，本文将介绍 Arduino IOT 平台的基本构成结构，主要包括硬件和

软件两部分。其中硬件部分涉及到 Arduino 控制器、传感器采集模块、数据传输

模块和控制装置。软件方面包括 Arduino 编程语言、传感器网络和数据处理算法

等。 

第二部分，本文将深入探讨远程控制技术，包括远程控制接口的开发和远程

控制模块的设计等。通过远程控制模块，用户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络对 Arduino 

IOT 平台进行实时监控和定制控制。 

第三部分，本文将介绍传感器网络技术的应用。高效、可靠的传感器网络系

统是成功开发遥控 Arduino IOT 平台的关键。本部分主要涉及网络拓扑结构、数

据传输协议、能耗管理等相关技术。 

本文主要创新点在于综合应用了多种技术手段，从硬件层面到软件层面，对

遥控 Arduino IOT 平台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设计。特别是在远程控制技术和传感

器网络技术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创新的设计方案，可为相关领域的研

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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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rduino IOT 平台 

2.1 Arduino IOT 平台介绍 

Arduino IOT 平台是一种将硬件与互联网进行连接和交互的技术平台。它基

于 Arduino 和物联网技术，将传感器和执行器连接到互联网上，实现设备之间的

通信和控制。在 Arduino IOT 平台上，通过云端服务和物联网协议，设备可以被

远程控制和监测。 

Arduino IOT 平台的最大优势在于易用性。相对于其他物联网平台，Arduino 

IOT 平台的入门门槛非常低，因此即使对于没有任何硬件和网络经验的用户，也

能够快速地建立自己的物联网应用。Arduino IOT平台可以与下位机、云端服务和

Web端进行连接，从而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 

Arduino IOT平台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扩展性。它提供了许多支持传感器

和执行器的扩展板，用户可以轻松地将各种传感器和执行器与 Arduino IOT 平台

进行连接。通过这些扩展板，用户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和应用。 

总的来说，Arduino IOT平台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技术平台。它不仅适合于创

客和开发者，也适用于企业和个人用户。在未来，随着智能家居、智能工厂、智

慧城市等领域的不断发展，Arduino IOT平台将会在物联网市场中发挥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2.2 Arduino IOT 平台开发环境 

为了使用 Arduino IOT 平台，用户需要在开发环境中进行相关设置。首先，

用户需要安装Arduino IDE，以便在开发环境中编写代码。该 IDE提供丰富的编程

功能，如自动完成、语法高亮以及编译和上传代码等。 

其次，用户需要添加Arduino IOT核心库，以便使用平台提供的 IOT功能。该

功能包括设备连接、数据传输、设备管理等一系列功能，方便用户构建 IOT 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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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 Arduino IOT 平台的开发时，用户需要将开发板连接到计算机上，并

选择合适的端口和设备。同时，用户需要配置设备的网络连接，如 Wi-Fi 等。通

过使用 IOT 核心库，用户可以轻松实现设备的连接和数据传输等功能。 

在配置完开发环境后，用户可以开始进行 Arduino IOT 平台应用的开发。该

平台提供了许多示例代码和文档，方便用户快速上手。用户还可以通过社区论坛

等途径，获取更多的开发帮助和资源。 

Arduino IOT平台的开发环境灵活且易用，可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用户

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开发工具和方法，快速构建出高质量的

IOT 应用。 

2.3 Arduino IOT 平台应用场景 

Arduino IOT平台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智能物联网系统，为各种应用场景提供

了广泛的应用和商业机会。在实际应用中，Arduino IOT平台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

具有很高的实用性和应用性。本部分将详细介绍 Arduino IOT 平台的应用场景。 

2.3.1 家居安防应用场景 

随着人们安全意识的不断提高，家居安防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Arduino IOT平台能够实现家居安防功能，例如门窗监控、烟雾报警、水浸报警等

功能都可以通过 Arduino IOT 平台实现。此外，Arduino IOT 平台还可以实现移动

端远程控制，让用户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远程控制家中各种设备，实现智能化的

家居安保。 

2.3.2 智能农业应用场景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城市化的加速，农业生产面临的困境也越来越多。

Arduino IOT 平台可以为智能农业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通过 Arduino IOT 平台，

农业生产可以实现自动化、智能化，减少人力投入，提高生产效率。比如，

Arduino IOT平台可以实现自动化的植物灌溉系统，通过传感器监测植物的土壤湿

度，自动控制灌溉水量和时间，从而达到最佳的水分供给效果。此外，还可以通

过 Arduino IOT 平台实现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等参数的监测，帮助农民

科学管理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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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智慧交通应用场景 

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和人口的不断增长，交通拥堵已经成为了城市生活中的一

个头号难题。Arduino IOT 平台可以帮助优化城市交通，减少拥堵。通过 Arduino 

IOT 平台，可以实现智慧交通系统，监测交通流量、拥堵情况、车辆速度等参数，

从而实现智能的交通管理。此外，Arduino IOT平台还可以实现智能路灯的控制，

做到根据路况自动亮灯，从而提高路灯的使用效率，减少能耗。 

2.3.4 工业物联网应用场景 

随着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工业物联网正在成为产业升级和转型的重要推手。

Arduino IOT平台可以为工业物联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实现设备互联、数据实时

监测等功能，并能够实现大数据分析，帮助工业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同时，Arduino IOT平台还能够为工业企业提供智能化的物流管理、仓库管理等服

务，为企业节省管理成本，提高流程效率。 

综上所述，Arduino IOT平台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不仅可以为家庭带来更安

全、更舒适的生活，还能够为各个行业提供更加智能、高效、绿色的解决方案，

成为人们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必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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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远程控制技术 

3.1 远程控制技术概述 

远程控制技术是指通过网络或其他通信方式，在不同的地点对设备或系统进

行远程监控和控制。在现代工业、医疗、安防、智能家居等领域，远程控制技术

已经得到广泛应用。远程控制技术可以帮助企业实现远程控制制造、设备远程维

护、远程售后服务等功能，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客户服务质量。 

在 Arduino IOT 平台中，远程控制技术更加重要。通过远程控制技术，可以

对连接至 Arduino IOT 平台的设备进行实时监测和控制，实现智能家居、设备管

理等应用场景。通过远程控制技术，可以方便地对 Arduino IOT 平台上连接的设

备进行参数配置、功能测试等操作，同时还可以实时监测设备状态，并进行远程

故障诊断和维护。 

然而，远程控制技术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在远程操作设备时，网络连

接出现故障可能会导致设备不能及时响应，或者造成设备损坏。此外，远程控制

技术需要一定的网络带宽和通信协议支持，如果网络条件较差或通信协议不兼容，

就可能导致远程控制出现问题。因此，在应用远程控制技术时，需要保障网络连

接的稳定性，并选择合适的通信协议和设备接口。 

3.2 远程控制技术在 Arduino IOT 平台中的应用 

远程控制技术在 Arduino IOT 平台中的应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因为远

程控制技术可以帮助 Arduino IOT 平台上的设备实现远程访问和远程控制的功能，

给用户带来更加方便的使用体验。同时，这项技术也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应

用场景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 Arduino IOT 平台中使用远程控制技术可以实现对各种类型的设备进行控

制，包括风扇、灯、门等。这些设备可以是通过 Wi-Fi、蓝牙或其它通信协议与

Arduino 板连接的。而 Arduino 板就作为一个远程访问的中心节点，将用户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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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传递给需要控制的设备。通过这种机制，用户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

现对设备的控制。 

远程控制技术在 Arduino IOT 平台中的应用还能够实现远程访问设备的各类

状态信息。在传感器网络这种设备类型中，用户能够远程访问传感器的采集数据，

并实时获取采集数据的实时变化情况。同时，远程访问传感器设备，并获取传感

器数据也可以用于环境监测、智能家居等应用场景。 

当然，使用远程控制技术并不是一件非常完美的事情。随着远程访问设备的

增多，网络带宽压力和数据安全问题将逐渐浮现。此外，使用远程控制技术可能

还存在数据传输不稳定等问题。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合理地选择合适的通信

协议和加密方案，以保证数据传输的稳定和安全。 

总之，远程控制技术在 Arduino IOT 平台中的应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该技术可以实现对各类设备的远程访问和控制，为用户带来更加便利的使用体验。

在应用中，需要考虑各种因素，包括网络带宽、数据安全等问题，以确保技术的

有效性和稳定性。 

3.3 远程控制技术的优势和不足 

在远程控制技术的应用过程中，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它的优势和不足。首先，

远程控制技术可以实现物联网设备的远程控制、监控和配置，无需在现场进行操

作，这极大地提高了设备的可控性和利用率。其次，远程控制技术可以大幅缩短

故障排查和修复的时间，缩短停机时间，减少故障处理的成本和人力资源的浪费。

此外，远程控制技术还有利于设备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可以实现对设备状态和性

能进行数据采集和记录，为运维决策提供指导。 

然而，远程控制技术也存在一些不足，如网络延迟、安全性和可靠性问题等。

首先，远程控制技术需要依赖网络连接，网络延迟、断开和不稳定会对远程操作

产生影响，甚至导致设备出现异常情况。其次，远程控制技术存在一定的安全风

险，如数据泄露、设备被黑客攻击等，这需要我们在技术上加强安全措施。最后，

远程控制技术的可靠性也是需要注意的问题。在远程操作中，如果控制信号发送

失败或者设备状态不同步，就会导致操作失败，这需要我们在设计和实现上做好

容错和错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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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传感器网络技术 

4.1 传感器网络技术概述 

传感器网络技术是一种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数据采集、传输和处理技术。

无线传感器节点可以通过组网形成相互链接的网络，用来采集、处理和传输环境

中的各种数据信息。传感器网络技术具有分布式、自组织、自适应、灵活的特点，

因此在许多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 

传感器网络技术主要包括无线传感器节点、传感器网络协议和传感器网络应

用三个方面。无线传感器节点是传感器网络的基本组成部分，负责采集各种环境

信息并将其传输到网络中。传感器网络协议是传感器网络的通信基础，负责节点

之间的数据传输、路由选择等工作。传感器网络应用是指将传感器网络技术应用

到实际领域中，实现对环境中各种信息的实时监测和控制。 

在传感器网络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不同类型的传感器网络，如

WSN（无线传感器网络）、WBAN（无线体域网）、WMN（无线 Mesh 网络）等。

这些网络在架构、节点特性、通信机制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因此在应用场景和技

术特点上也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它们都具有快速便捷、低成本和高效性的特点，

因此可以在相关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总之，传感器网络技术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技术，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在

Arduino IOT平台中，传感器网络技术的应用将会使得该平台的数据采集和处理更

加便捷高效，同时也为相关领域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4.2 传感器网络技术在 Arduino IOT 平台中的应用 

在传感器网络技术的实际应用中，往往需要借助可编程平台来进行数据的处

理和管理。此时，Arduino IOT 平台就是一个非常有利的选择。Arduino IOT 平台

是 Arduino 团队制作的一款用于物联网开发的平台。通过它，可以实现传感器网

络技术的完整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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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 Arduino IOT 平台中，传感器节点需要能够进行数据采集、处理和

传输。因此，我们需要选择合适的传感器模块来实现这一目标。根据实际需求，

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传感器模块，例如光电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人体红外传

感器等。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传感器模块在 Arduino IOT 平台中的接口和数据处理

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在进行传感器模块选择和数据处理时，需要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具体探究和实践。 

其次，在传感器节点集成完成后，Arduino IOT平台的实际应用也需要注意一

些问题。例如，不同传感器节点的数据格式统一优化、数据的准确性和稳定性等。

同时，传感器节点之间的通信和数据共享也需要进一步设计和实践。 

总的来说，通过 Arduino IOT 平台的应用，可以实现传感器网络技术在物联

网中的完整实现。然而，传感器网络技术在实际应用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不足。

例如，传感器节点的能耗问题、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保护等。因此，在进行传感

器网络技术的应用与研究时，也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积极思考和探究。 

4.3 传感器网络技术的优势和不足 

传感器网络技术的优势和不足是当今研究的热点之一。在传感器网络技术的

广泛应用中，其优势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传感器网络技术具有高度的实时性和可靠性。通过建立传感器网络，

可对现场数据进行实时收集和处理，并将分析结果反馈给控制系统。这种实时性

和可靠性的追求是现代工业自动化智能化的基本需求，传感器网络技术的应用使

这个需求得以满足。 

其次，传感器网络技术具有高度的智能性。传感器节点具有自适应性能，可

以根据环境变化自动调整网络拓扑结构和数据传输路径，从而保证网络性能的最

优化。此外，传感器网络技术还可以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通过机器学

习等方法，对数据进行智能判断和决策。 

然而，传感器网络技术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6 

首先，传感器网络技术的能源消耗比较高。由于传感器节点需要不断进行数

据采集和传输，能源的消耗较大，因此如何解决传感器网络的能源问题，成为了

传感器网络技术未来亟待解决的难题。 

其次，传感器网络技术的安全性比较低。由于传感器节点是分布式的，无法

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测，因此网络安全风险难以避免。为了保障传感器网络的安全

性，需要建立网络安全体系，并采取科学、有效的安全措施。 

总之，传感器网络技术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研究价值，但在应用过程中还

需要不断解决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为传感器网络技术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4.4 传感器网络技术的实验研究 

在传感器网络技术的应用中，实验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本节旨在探讨传感器

网络技术在 Arduino IOT 平台中的实验研究。 

首先，我们需要选择合适的传感器节点和通信模块以构建传感器网络。在选

择传感器节点时，需考虑节点的功耗、精度、采样率和数据传输方式等因素。通

信模块的选择需要考虑通信范围和速率等方面。 

其次，为了更好地了解网络的性能，对网络拓扑结构和数据传输机制进行实

验研究也是极为重要的。在测试网络性能时，需考虑节点数量、节点分布、节点

密度和信号干扰等因素。 

为了更好地应用传感器网络技术，我们需要详细分析传感器网络技术在

Arduino IOT平台中的应用。传感器网络技术可以应用于智能家居、环境监测、智

慧城市等领域。 

传感器网络技术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其低成本、灵活性和可扩展性方面。同时，

传感器网络技术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如能耗较高、通信距离有限和网络安

全性等问题。 

总之，在实验研究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传感器网络技术在不同场景下

的应用和优化。通过深入研究，我们可以不断提升网络性能和应用效果，为传感

器网络技术在 Arduino IOT 平台中的应用继续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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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远程数据传输技术 

5.1 远程数据传输技术概述 

近年来，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远程数据传输技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远程数据传输技术是指通过互联网等远程通讯手段，将数据从传感器等数据采集

设备传输到云平台或其他远程服务器。这种方式不仅方便了数据的远程读写和控

制，也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在远程数据传输技术中，传输速率和数据的安全性是关键问题。传输速率直

接影响了数据传输的实时性和稳定性，而数据的安全性则关系到信息的保密性和

完整性。因此，在选择远程传输技术时，需要综合考虑这两个方面，选择合适的

传输协议、数据加密方式和认证机制等。 

当前，常用的远程数据传输技术包括 MQTT、HTTP 和 TCP/IP 等。MQTT 是

一种基于发布/订阅模式的协议，具有低带宽和低功率消耗的特点，因此在物联

网场景中被广泛应用。HTTP 则是基于广泛使用的互联网传输协议，具有通用性

和易开发性的优势。TCP/IP 是通用的网络传输协议，具备稳定性和可靠性的特

点。 

在 Arduino IOT 平台中，为了支持远程数据传输技术的应用，需要配置相应

的传输协议和认证机制。例如，使用 MQTT 协议传输数据时，需要配置 MQTT服

务器的地址、端口和用户名密码等信息，并实现相应的数据订阅和发布机制。同

时，为了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可以采用 SSL/TLS 加密技术对数据进行加密，并设

置认证机制来防止非法访问。 

总之，远程数据传输技术是实现物联网应用的重要技术之一。在选择和配置

远程数据传输技术时，需要充分考虑系统的实际需求和安全性要求，选择合适的

传输协议和加密机制来实现数据的远程传输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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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远程数据传输技术在 Arduino IOT 平台中的应用 

在 Arduino IOT 平台中，远程数据传输技术有着广泛的应用。首先，在数据

采集方面，远程传输技术能够实现对传感器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并远程传输到云端

平台，从而实现对数据进行实时管理和监控。其次，在智能控制方面，远程数据

传输技术可以将数据实时传输到远程控制终端，实现对指定设备的远程控制。 

此外，远程数据传输技术具有实时性和可靠性高的特点，可以有效降低数据

延迟，实现对应用场景的及时响应。同时，该技术还可以支持物联网应用的持续

扩展和升级，并能够为用户带来更多的故障排查和预警功能。 

然而，远程数据传输技术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数据传输的安全性和

稳定性方面需要进行进一步加强。其次，在远程传输的过程中，会消耗较多的资

源，影响平台的运行效率。此外，远程传输技术在应对较高频率和大量数据传输

时，可能会存在数据丢失、丢包等问题，需要提前进行预警和故障处理。 

总之，远程数据传输技术在 Arduino IOT 平台中的应用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和优势，同时也需要在安全性和稳定性方面进行持续的优化和改进。 

5.3 远程数据传输技术的优势和不足 

在远程数据传输技术的应用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了解其优点，还需要深入

了解其不足之处。首先，远程数据传输技术需要基础设施的支持，包括网络设备

和云端服务器，这样的设备需要一定的投入成本，在一些特定的应用场景下，成

本可能会超出预算。第二，远程数据传输技术的数据安全性无法得到完全保证，

尤其是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如果数据被截获或遭到恶意攻击，会导致机密数据泄

露和安全问题。第三，远程数据传输技术对网络的稳定性和速度要求较高，在网

络信号不好或者带宽受限的情况下，远程数据传输技术的应用效果会大打折扣。

因此，在使用远程数据传输技术时，需要充分考虑这些不足之处，合理规划使用

场景和提高技术安全性，才能更好地应用于实际场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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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硬件展示 

6.1 STM32 开发板最小系统板 STM32F103RCT6/ RBT6 开发板 

 

图 6-1 

表 6-1 STM32F103RCT6/ RBT6 

序号 产品特点 

1 STM32F103RCT6,TQFP64,FLASH:256K,RAM:48K 

2 标准 JTAG/SWD 下载口一个 

3 一个电源指示灯 

4 两个状态指示灯 

5 一个 SPI FLASH 芯片，W25X16，容量为 2M 字节 

6 一个 OLED 屏模块接口 

7 一路 miniUSB 接口，可以给系统共带你，预留 USB 

8 一个启动模式配置接口 

9 一个 32.768 晶振，可供内置 RTC 使用，或用以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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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续 

序号 产品特点 

10 一个 2.4G 无线通讯模块(NRF24L01)接口 

11 一个复位键按钮，可用于复位 MCU 和 OLED 

12 三个功能键按钮，其中 WK_UP 兼具唤醒功能 

13 8M 晶振（通过芯片内部 PLL 限高达 72M） 

14 LM1117-3.3V 稳压芯片，限大提供 800mA 电流 

15 端口拓展插针 13x2路+2路 

16 预留串口下载接口，方便和 5V 开发板连接，用串口可下载程序 

17 4 周 4 个 3.5mm 定位孔 

18 尺寸:56x62mm 

6.2 PM2.5 传感器 GP2Y1014AU 粉尘传感器 

 

图 6-2 

6.2.1 驱动条件 

根据发光二极管驱动周期（脉冲周期：T （毫秒）），发光二极管驱动时间

（脉冲：宽度普（毫秒））输出电压会变动，规格书特性的规格值是脉冲周期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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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毫秒，脉冲宽度俘虏：0.32毫秒，取样时间：0.28毫秒，根据此条件变动，规

格书上规定的特性值（无尘时输出电压、检出感度）也随之变动。在微机编程上，

不能以此条件设定的情况下，请在规格书的推荐范围内操作。 

6.2.2 检出方法 

GP2Y1010AU 插上电源后 1 秒内会稳定、正常地运作，可以进行检出。对

GP2Y1010AU 输出电压的绝对值，并不是判定检出的有无，我们推荐的使用方法

是：无尘时，从输出电压的变化量来做判定。另外，更甚者可以根据输出电平时

间上的变化来对检出对象物的种别进行判别。 

6.2.3 灰尘和烟的判别方法 

从输出电平的大小的变化及输出电平时间的变化来看，可以知道检出对象物

是什么。从输出电平的大小的变化及输出电平时间的变化来看，可以知道检出对

象物是什么。 

6.2.4 规格书上的特性 

(1)关于无尘时输出电压（ Vcc （V） ）在没有灰尘、烟的状态下的输出电压，

有规定最大值。 

(2)关于输出电压范围（ V oH ）是输出电压的最大电压，有规定最小值。 

(3)关于检出感度（九）粉尘浓度 0.1 毫克/米 3 变化时的输出电压的变化，有规

定最小值和最大值。粉尘是根据轻度七香烟的烟做的数据。 

6.3 DHT11 温湿度传感器模块 

 

图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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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产品参数 

参数 参数范围 

湿度测量范围 0~100%RH 

湿度测量精度 SHT30 ±3%RH; SHT31 ±2%RH; 

温度测量范围 -40~125℃ 

温度测量精度 SHT30/SHT31 ±0.3℃ SHT35±0.2℃ 

工作电压 2.4~5.5VDC（宽电压） 

PCB 尺寸 12MM*12MM 

6-3 产品特点 

序号 说明 

1 可以检测周围环境的湿度和温度 

2 传感器采用 DHT11 

3 输出形式数字输出 

4 设有固定螺栓孔，方便安装 

5 小板 PCB 尺寸：3.2cm*1.4cm 

6 输出形式数字输出 

7 数据端口带上拉电阻 

8 带 3mm 固定螺丝孔，方便安装 

9 自带杜邦线 

 

6.3.3 产品介绍 

DHT 数字温湿度传感器是一款含有已校准数字信号输出的温湿度复合传感器。

它应用专用的数字模块采集技术和温湿度传感技术，确保产品具有可靠性与卓越

的长期稳定性，成本低、相对湿度和温度测量、快响应、抗干扰能力强、信号传

输距离长、数字信号输出、精确校准。传感器包括一个电容是感湿元件和一个 NTC

测温元件，并与一个高性能 8 位单片级相连接。可用于暖通空调、除湿器、测试

及检测设备、消费品、汽车、自动控制、数据记录器、气象站、家电、湿度调节

器、医疗、其他相关湿度检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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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平台系统设计及数据库设计 

7.1 架构介绍 

开发环境：Jdk1.8.0_341 

系统环境：Windows10 专业版 

构建工具：Maven3 

数据库：MySQL 5.7.26数据库 

开发框架：SpringBoot2.7、Vue2.0前端框架 

开发工具：IDEA 2021.1.3、Navicat、VSCode 

7.2 系统功能分析说明 

 

图 7-1 系统架构图 

7.3 数据库表 

表 7-1 数据表总览表 

表名 注释 

data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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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续 

表名 注释 

sys_config 预警范围的初始化 

sys_menu 页面管理 

sys_role 用户权限 

sys_role_menu 关联菜单 id、用户 id 

sys_user 用户信息 

sys_user_role 关联用户 id、角色 id 

表 7-2 数据采集表 

字段名 类型 是否为 Null 默认值 键 注释 

Id bigint(20) 否 -- Primary Key 主键 

Value Varchar(255) 是 Null  值 

Type Varchar(20) 是 Null  类型 

Time datetime 是 Null  时间 

表 7-3 参数表 

字段名 类型 是否为 Null 默认值 键 注释 

Id bigint(20) 否 -- Primary Key 主键 

Key varchar(50) 是 (NULL)  键 

Value varchar(255) 是 (NULL)  键值 

Status tinyint(4) 是 1  状态 0：隐藏 1：显示 

Remark varchar(500) 是 (NULL)  备注 

Min varchar(255) 是 (NULL)  最小值 

表 7-4 界面功能表 

字段名 类型 是否为 Null 默认值 键 注释 

Menu_id bigint(20) 否 -- Primary 

Key 

主键 

Parent_id bigint(20) 是 (NULL)  父菜单 ID， 

一级菜单为 0 

name varchar(50) 是 (NULL)  菜单名称 

url varchar(200) 是 (NULL)  菜单 URL 

perms varchar(500) 是 (NULL)  授权        

Type int(11) 是 (NULL)  类型 

0:目录 1:菜单 2:按钮 

icon varchar(50) 是 (NULL)  菜单图标 

Order_num int(11) 是 (NULL)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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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 用户权限表 

字段名 类型 是否为 Null 默认值 键 注释 

Role_id bigint(20) 否 -- Primary 

Key 

主键 

Role_name varchar(100) 是 (NULL)  角色名称 

remark varchar(100) 是 (NULL)  备注 

Creat_user_id bigint(20) 是 (NULL)  创建者 ID 

Creat_id datetime 是 (NULL)  创建时间 

表 7-6 关联用户菜单表 

字段名 类型 是否为 Null 默认值 键 注释 

Id bigint(20) 否 -- Primary Key 主键 

Role_id bigint(20) 是 (NULL)  角色 ID 

Menu_id bigint(20) 是 (NULL)  菜单 ID 

表 7-7 用户信息表 

字段名 类型 是否为 Null 默认值 键 注释 

User_Id bigint(20) 否 -- Primary Key 主键 

username varchar(50) 否 --  用户名 

password varchar(100) 是 (NULL)  密码 

email varchar(100) 是 (NULL)  邮箱 

mobile varchar(100) 是 (NULL)  电话 

status tinyint(4) 是 (NULL)  状态 

0:禁用 1:正常 

Create_user_id bigint(20) 是 (NULL)  创建者 ID 

Create_time datetime 是 (NULL)  创建时间 

表 7-8 关联用户角色表 

字段名 类型 是否为 Null 默认值 注释 

id bigint(20) 否 -- 主键 

User_id bigint(20) 是 (NULL) 用户 ID 

Role_id bigint(20) 是 (NULL) 角色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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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系统实现 

8.1 系统基础功能实现 

系统主要功能主要包括登录、注册、信息修改、信息录入等等。 

8.1.1 系统注册与登录 

该系统将用户分为管理员用户和普通用户，仅当管理员用户可注册普通用户

和管理员用户，其他用户不提供注册账号服务。 

 

图 8-1 登录界面 

 

图 8-2 修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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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用户注册 

管理者模式用户可进行对用户的新增、删除、修改、查询等功能 

新增用户：点击新增，填写用户信息，勾选用户的类型及对用户账户的使用

或禁用，点击确认，用户注册成功。 

 

图 8-3 用户管理 

修改用户信息：勾选需要修改的用户，点击修改，点击确认，跳出弹窗确认

修改 

 

图 8-4 修改用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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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 删除用户 

8.1.2 个人信息 

顶部右侧导航栏点击管理，点击个人管理，选中邮箱或电话进行个人信息填

充或修改；直接点击关闭取消保存，并跳出弹窗保存失败；点击确认保存成功，

并跳出弹窗保存成功 

 

图 8-6 个人信息修改 

8.2 报警功能 

勾选需要修改的参数，点击修改设置最大值及最小值，若检测的参数超出该

参数范围，则会报警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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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7 参数信息修改 

8.3 数据收集 

对温度、湿度、光照、PM2.5 等基本的检测主要参数进行数据采集，同时录

入数据库并展示到平台数据页面。 

 

图 8-8 温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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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9 湿度数据 

 

图 8-10 光照数据 

 

图 8-11 PM2.5 数据 



 

  31 

8.4 数据整理 

将采集的数据通过折线图进行分析，使用户更加直观看到检测到数据的变化。

若想查看详细数据，可将鼠标悬停在所观察数据的坐标，即可显示精确数值。 

 

图 8.12 温度监控 

 

图 8.13 湿度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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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4 光照监控 

 

图 8.15 PM2.5 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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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总结与展望 

9.1 研究成果总结 

在本次研究中，我们成功地开发了一款遠端 Arduino IOT 平台。该平台充分

发挥了 Arduino 开发板的特点，结合网络通信技术和物联网技术，实现了对传感

器数据的实时采集和监控。在设计和开发过程中，我们充分考虑了用户体验和安

全性，确保了平台的可用性和可靠性。 

具体来说，我们通过设计合理的通信协议以及精心优化的数据传输方案，实

现了设备与平台的高效通信和数据同步。同时，我们还开发了一套完善的数据管

理系统，对采集到的传感器数据进行了实时处理和存储，为用户提供了丰富的报

表和统计信息。 

在本次研究中，我们还通过广泛的市场调研和用户需求分析，为远程

Arduino IOT平台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将继

续深入挖掘该平台的潜力，开拓更多的应用场景，并不断完善其功能和性能，以

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 

9.2 远程 Arduino IOT 平台的未来发展方向 

远程 Arduino IOT 平台可以实现跨越时空的远程数据采集和控制，这是目前

物联网研究领域的热门方向。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对远程 Arduino IOT 平台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和系统开发，取得了以下研究成果： 

首先，我们设计了基于 Internet 的远程 Arduino IOT 平台架构，并搭建了相应

的通信与控制系统，可以实现 Arduino 板子的远程控制和数据采集，同时通过云

平台对数据的存储和分析； 

其次，我们针对实验室环境，实现了基于虚拟机的跨平台开发和部署，大大

提高了开发和调试效率； 

最后，我们通过实验和仿真的方法，系统地研究了平台的性能和效率，并进

行了优化和改进，使平台可以更加高效稳定的完成数据采集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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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随着物联网的普及和应用场景的不断丰富，远程 Arduino IOT 平台将

有更多的功能和应用需求。对于平台的未来发展，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在硬件方面，应不断推进技术创新，开发更加高效稳定的 Arduino 开

发板，提高平台性能和扩展性； 

其次，在软件方面，应加强平台算法的研究和优化，提高数据处理效率和精

度； 

第三，在应用方面，应着重发掘和拓展平台的应用场景，并结合实际需求不

断进行优化和升级。 

综上所述，远程 Arduino IOT 平台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巨大的市场潜力，

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平台的研究和开发，并为平台未来的发展做出更加有益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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