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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智能家居”（Intelligent Home）是通过采用先进的计算机、通信和控制技

术，建立一个由家庭安全防护系统、网络服务系统和家庭自动化系统等组成的家

庭服务与管理集成系统，从而实现全面的安全防护、舒适的居住环境以及便利的

通讯网络的家庭住宅。本课题基于YL-STM32F107VC开发板对室内温度和湿度

进行检测控制，从而提高居住的环境及舒适度，对智能家居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关键词：智能家居；YL-STM32F107VC；温度和湿度；舒适度。



目录

摘要 ..........................................2

第一章绪 论 ...................................3

1.2 温度和湿度智能监控系统发展现状..............................3

1.2.1 国外发展现状...............................................................................3

1.2.2 国内发展现状...............................................................................3

第二章 STM32F107单片机 ........................4

2.1 STM32F107单片机介绍 ........................................4

2.2系统图 ......................................................4

第三章硬件设计 ................................5

3.1 温度传感器设计..............................................5

3.2 单片机系统设计..............................................6

3.2.1 启动选项......................................................................................6

3.2.2 复位电路......................................................................................7

3.2.3 时钟电路......................................................................................7

3.3 显示电路设计................................................8

3.4 报警电路设计...............................................10

3.5存储模块设计 ...............................................10



3.6 通信模块设计...............................................11

第四章软件设计 ...............................12

3.1 系统主程序流程图...........................................12

3.2 温度传感器程序设计 .........................................13

3.3 显示程序设计 ...............................................14

3.4 报警程序设计...............................................15

3.5存储模块程序设计 ...........................................16

3.6  通信模块程序设计..........................................17

参 考 文 献 ..................................18



第一章绪 论

1.2 温度和湿度智能监控系统发展现状 

1.2.1 国外发展现状

在国外对温湿度检测技术研究比较早，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显示采用模拟

式的组合仪表，采集现场信息并进行指示、记录和控制，80 年代末出现了分布

式控制系统，目前正开发和研制计算机采集控制系统的多因子控制系统。现在世

界 各国的温度检测技术发展很快，一些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正走向完全

自动化、无人化的发展。

1.2.2 国内发展现状

在中国，对于温湿度检测技术的研究比较晚，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近年来，

我国引进了多达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厂环境控制系统，在总体上，正消化吸收、

简单应用阶段化向实用化、综合性应用阶段过度和发发展，对推动温湿度检测产

生了积极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国的温湿度测控设施计算机应用以单片机控制的单参数单回路

系统居多，在生产实际中仍然有许多问题困扰这我们，比如环境控制水平落后，

软硬件资源不能共享和可靠性差等缺点。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还是存在一定差距

的。基于我国目前这种的状况，更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



第二章 STM32F107 单片机

2.1 STM32F107 单片机介绍

课题研究的多点测温系统是以 STM32F107 单片机和单总线数字温度传感

器 DS18B20 为核心，充分利用单片机优越的内部和外部资源及数字温度传感器

DS18B20 的优越性能构成一个完备的测温系统，实现对温度的多点测量。整个

系统由单片机控制，能够接收传感器的温度数据并显示出来，还可以从按键输入

命令，系统根据不同的命令，实现不同的功能，并且能够对异常情况进行报警,

还可以将测量数据保存起来以供以后查询使用或者通过串口传给 PC 机。由于单

片机具有强大的运算和控制功能，使得整个系统具有模块化、硬件电路简单以及

操作方便等优点。

2.2 系统图

本课题的整个系统是由单片机系统电路、温度传感器电路、显示电路、键盘

电路、报警电路，存储电路，串口通信电路等构成。其系统框图如图 2.1 所示：

图 2.1  系统整体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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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硬件设计

3.1 温度传感器设计

DS18B20 单总线智能温度传感器，属于新一代适配微处理器的智能温度传

感器。全部传感元件及转换电路集成在形如一只三极管的集成电路内，与传统的

热敏电阻相比，它能够直接读出被测温度，并且可根据实际要求通过简单的编程

实现 9～12 位的数字值读数方式，其可以分别 93．75ms 和 750ms 内完成 9 位和

12 位的数字量，最大分辨率为 0．0625℃，而且从 DS18B20 读出或写入 DS18B20

的信息仅需要一根口线(单总线接口)。

DS18B20 与单片机的硬件连接有两种方法，一是外部电源供电方式：VCC

接外部电源，GND 接地，I/0 与单片机的 I/0 线相连；二是寄生电源供电方式:VCC

和 GND 接地，I/0 接单片机 I/0 线。无论是哪种供电方式，I/0 口线都要接 4．7k 

Q 左右的上拉电阻。

正是由于以上特点，DS18B20 广泛应用于过程控制、环境控制、建筑物、

机器设备中的温度检测。其外形和管脚如图 2.2 所示：

图2.2  DS18B20外部形状及管脚图

本课题设计采用外部电源供电方式，四个数字式温度传感器 DS18B20 与单

片机连接如图 2.3 所示：



                   图2.3  DS18B20与单片机连接图

3.2 单片机系统设计

STM32F107 是意法半导体推出全新 STM32 互连型系列微控制器中的一款

性能较强产品，它以 32 位 ARM Cortex-M3 为内核、72MHZ 运行频率、含有高

达 64KB SRAM、256KB FLASH、80 个可编程的 I/O 线、支持 256 个可嵌套中

断源。还集成了各种高性能工业标准接口，包括 ADC、DAC、I2C、USART、

SPI、I2S，拥有全速 USB（OTG），CAN2.0B 接口，以及以太网 10/100 MAC 模

块。可以满足大部分工业、医疗、楼宇自动化、家庭音响和家电市场等多种产品

的需求。

本课题是运用 ST 公司的 STM32F107 来实现整个系统的控制，主要运用到

了启动选项配置，复位电路，时钟电路等部分。

3.2.1 启动选项

STM32F107 单片机有三种启动方式，其启动方式如下表 2.1 所示：

表 2.1  启动方式配置选择表

BOOT1(JP13)
BOOT2(JP1

5)
启动模式描述

1-2,2-3 or 
open

2-3 金牛开发板设定为 User Flash 启动方式

2-3 1-2
金牛开发板设定为 System Memory 启动方

式

1-2 1-2 金牛开发板设定为 Embedded SARM



启动方式

1-2 表示接高电平 1，2-3 表示接低电平 0

本课题设计采用默认的启动方式，即 1-2 接高电平，2-3 接低电平，表示从

User Flash 开始启动程序。

3.2.2 复位电路

无论哪种单片机，都会涉及复位电路。如果复位电路不可靠，在工作中就有

可能出现“死机”，“程序走飞”等现象，复位操作使单片机进入初始化过程，程

序从 00000000H 地址单元开始执行, 当 STM32F107 单片机的复位引脚 NRST 出

现一段时间的低电平时，单片机就完成了复位操作，如果 NRST 持续为低电平，

单片机就处于循环复位状态，而无法执行程序，因此要求复位后能脱离复位状态。

复位操作通常有上电和开关复位。上电复位要求接通电源后，自动实现复位

操作。开关复位要求在电源接通的条件下，在单片机运行期间，如果发生死机，

用按钮开关操作使单片机复位。常用的复位电路如图 2.4 所示：

图2.4  复位电路

3.2.3 时钟电路

STM32F107 单片机的时钟信号通常有内部振荡方式和外部振荡方式。单片

机内部有一个高增益反相放大器，在引脚 XTAL1 和 XTAX2 外接晶体振荡器，

晶振为 8MHZ，就够成了内部振荡方式，外部振荡方式是把已有的时钟信号引入

单片机内，这种方式适于用于用来使单片机的时钟与外部信号保持一致，但内部

振荡方式所得的时钟信号比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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