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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字化技术的集成电路智能消防
设备联动控制设计与实现

蒋丽梅，曾　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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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技术是消防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现有消防联动控制系统的架构模式不能完全适应建筑规模化、使

用功能复杂化发展趋势，对系统消防功能提出更高要求。本文提出一种数字化技术背景下物联网技术的消防联运

控制系统。系统使用 Zigbee无线传输和嵌入式单片机等硬件，不仅实现了传感器的数据采集与无线传感网络数据

传输，也实现了火灾视频的智能检测和判定。通过实验证明，其与传统报警器相比，所设计的智能消防设备联动

控制的准确度得到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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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应用于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

域。物联网是数字技术应用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它

通过将各种设备和物体连接到互联网上，实现互相通

信和数据交换，进而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操作。消

防联动控制系统是指从火情预警、电路闭合、火情监测、

火情通报、防火设备开合、逃生通道管理、排烟阀控

制等多种方面联合控制的消防预警管理系统。在消防

管理中引入物联网技术，一方面可以增强企业和社区

的消防管理能力，提高监管效率；另一方面有利于提

升社会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等险情的能力，

及早预防和控制灾情，减少经济损失。本文结合物联

网思路，对消防联动控制系统进行设计和研究。

1　系统功能描述

本设计聚焦于构建一个高灵活性的消防联动智能

报警系统，该系统支持消防传感器的远程无线接入与

站点间的无缝通信。系统架构灵活，允许根据实际需

求动态增减传感器及反向控制设备，并与物联网管理

平台紧密集成，实时呈现消防设备状态，便于管理人

员即时监控。本文详细解析了从设计到实现的全过程，

涵盖硬件与软件两大核心领域的技术创新。在硬件层

面，重点阐述了无线传感网络的构建策略；而在软件

设计上则创新性地提出了四大功能模块的自由组合应

用方案，以实现高效的消防联动控制。整个系统旨在

通过智能化手段，提升消防预警与响应能力，确保消

防安全 [1]。

2　无线传感网络

2.1　无线传感网络的硬件功能

该系统的基石为无线传感网络，其功能核心聚焦

于传感器状态监控、初期火灾预警及远程控制功能。

本文设计的无线传感网络旨在全面覆盖并高效服务于

各类室内环境，特别是化学实验室、档案库及贵重物

品储藏室等高风险场所。针对不同环境特性，部署多

元化传感器采集数据，通过星形拓扑结构将这些离散

监测点无缝联结成一体。此网络运用单片机技术，将

收集的数据传输至中央控制器进行智能分析，依据结

果决定数据留存或触发警报，并即时上传至云端 Web

平台。用户无论身处何地，都能轻松访问云端，实时

获取监控信息。整个系统依托星形拓扑设计，实现了

数据从采集到智能分析，再到云端共享的高效闭环，

既保证了信息的时效性，也提升了用户访问的灵活性

与便捷度 [2]。

Zigbee技术赋能传感器节点，与终端的 CC2530单

片机实现了无线连接。CC2530集高性能射频传输与增强

的 8051微处理器于一身，其设计一体化，且开发环境

高度兼容 8051标准，允许开发者轻松利用 51系列编译

器编程，显著简化了开发过程。依托其前沿的 RF技术，

CC2530能够构筑出既高效又稳定的网络节点。内置的

可编程闪存则赋予其卓越的适应性，以满足超低功耗应

用的严苛要求。作为 SoC领域的佼佼者，CC2530在多

种应用场景中大放异彩，如图 1所示。



14

科 技 博 览 2024年 10月第 29期 总第 582期

挑选核心控制器时，确保其稳定性和高效性至关

重要，需不间断运行，并顺畅地将终端节点数据流转

送云端。除基础传感数据外，还需应对监控设备高清视

频流的实时处理挑战，这对控制器的数据处理速率与

存储容量设定了新高度。因此，系统选用了 LM3S5749

芯片，它巧妙地融合了 ARM与 DSP的双重优势，实现

了低功耗、高精度计算，并集成了核心控制与数据处

理双重核心功能。网关模块构建了主控与云平台间的

无缝通道，依托稳定的 WiFi连接，确保数据流通无阻。

用户无论是通过直观的网页界面还是移动应用，都能

轻松获取环境监控信息，并可通过 WiFi反向发送控制

命令 [3]。

2.2　信息采集终端及网关

利用 C语言框架打造信息发布系统，大幅简化了

开发流程，同时整合 MySQL数据库，实现对节点位置、

状态等数据的高效存储，精准匹配服务器运作需求。

该系统依托增强的 RSTP协议，支持音视频等多媒体内

容的实时高速传输，确保了信息发布的迅捷性。鉴于

数据量的合理控制，系统操作流畅性显著提升。在数

据处理与流转层面，软件精心规划，能定时采集传感

器信息，通过网络桥梁无缝对接至服务器，再迅速推

送至用户端，让管理人员能够实时掌握监控动态。针

对火灾预警场景，系统巧妙结合视频智能分析与传感

器状态监测，一旦火情被确认，立即在用户终端触发

醒目的弹窗与声音警报，促使管理人员即刻行动。

3　软件系统设计

3.1　远程应急监测系统

在设计火灾预警系统之初，笔者将首要指标——温
度作为火灾的直接信号。系统核心采用红外温感技术，

重点布局逃生通道、人群密集及火灾高危区域。以建

筑火灾为例，系统设定：若区域温度在短时间内（5～

10分钟）从 600 ℃急剧攀升至 1 100 ℃，即判定火情。

若升温更快（2～ 5分钟）从 200 ℃跃升至近 600 ℃，

则立即触发预警。为提高反应速度，笔者规划了三级预

警策略：首阶段，当温度初升至 68 ℃并逼近 200 ℃

时，启动喷淋并通知物业安保；次阶段，200 ℃至 400 

℃时，增强预警至监管部门、建筑管理者及责任人；

最终阶段，一旦温度突破 600 ℃，系统立即向消防及

指挥中心发出紧急信号，确保火情信息秒速传递，构

建高效快速的火灾防控体系。

3.2　紧急制动消防装置

消防系统的核心由喷淋装置与电源管理系统构成，

鉴于电气火灾频发成为重大隐患，系统设计有紧急断

电机制。火警信号一旦响起，系统会迅速隔离非紧急

电源，如电梯、高负荷电路及易燃区域电力，防止火

势加剧及次生危险。喷淋系统则依据物联网智慧消防

策略，采用自动启动模式，确保即时反应，降低损失。

公共场所如购物中心、住宅通道、酒店及停车场，均

安装了高温敏感的镀铬喷头，温度超 68 ℃即利用消防

水压自动喷水。同时，配套灭火弹等应急装置也会联

图 1　信息采集终端电路

VDD1P8

AVCC

V3P

V3N

V1P

V1N

VREF

AGND

C19

0.1UF

C20

0.1UF

AV3P

AV3N

AV1P

AV1N

1

2

3

4

5

6

7

8

RST
DVDD
DGND

DSC0

OSC1

TX

 RX

 PF

VCC_5M

14 GND

13A7_05C0

12 A7_05C1

11

10 70595_TX

9

16

CC2530

PWR _LGE
1UF 0.1UF

VCC_V5

C21 C22 C25

C26

15PF

R35

R34

1.2K  1%

1K  1%

70595_RX

15PF

Y2

6MHz

GND

+5V +5V



15

科 技 博 览总第 582期 2024年 10月第 29期

动启动，强化防御，防患于未然。历史案例提醒我们，

火灾防控的每个细节都至关重要，不容忽视。

3.3　应急处理模块

在工厂、仓库及交通枢纽等特定区域，鉴于其特

有挑战，如危险品存储密集或人流高度集中，亟需构

建一个全方位的应急管理体系。此体系需整合预防措

施、强化安全审核、精确风险监测及详尽应急规划，

以全方位地抵御潜在风险。针对危险品存储区及货运

枢纽，应增设高效消防设备，深化员工安全培训，并

建立与消防、安全监管部门的协同检查机制。预案制

定应借鉴国内外相关火灾案例，结合救援经验，快速

形成并不断优化。借助云计算平台，预案得以便捷存储、

定期升级，保持高度时效性。紧急时刻，系统能迅速

推送最佳及临时应急方案，为现场指挥提供即时决策

辅助，显著提升应急响应速度与救援效果。如此，方

能全面增强特殊环境下的安全防范与危机应对能力 [4]。

3.4　物联网监测与应急方案生成

物联网赋能消防联动体系，深度融合监控与应急

规划，覆盖从设备智能监测（红外测温、生命探测技

术集成）到个性化培训方案、环境专项评估、火情秒

级通报、应急策略定制化、装备追踪及历史火灾案例

预案优化等方面。高科技监控手段加速火场响应，定

制培训强化预警效能，细节管理助力火灾预防。该系

统创新设立火警速报与专业培训双通道，公开透明，

直抵民众，旨在深化消防器械操作技巧、增强防火意识、

明确消防标准，为企业与机构搭建起高效的教育警示

桥梁。用户通过手机即可轻松接入，参与线上培训、

浏览消防教学视频、分享作业现场，实现消防知识的

即时互动与共享，全面推动消防安全管理效能的飞跃。

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公众的参与度，也显著增强了消

防安全的整体防御能力 [5]。

4　系统应用分析

消防联动控制系统可以同时接入组合式电气火灾

监控探测器（智慧安全用电系统 )、故障电弧探测器、

电气防火限流式保护器（电气灭弧限流式保护器 )、智

能开关等产品的能力，并能对这些产品进行综合管理；

支持有线网络或无线网络联网，平台架构支持 BS或者

CS架构，BS架构可以通过浏览器（火狐或者 QQ浏览

器等）登录和使用；具有过欠电压、电流超载、漏电

超限、电线温度过高、故障电弧探测报警、短路报警、

电量检测、电气防火限流式保护等监测报警功能，能

监测实时数据，历史数据、实时报警数据及变化能用

曲线图呈现；具备地理位置信息、设备运行状态（在线、

离线、故障、报警、报警数据统计）、数据可视化功能；

具有列表监控、报警日志，统计分析、实时查看监测

数据、监控数据自动储存到后台数据中心、下发查询

指令、刷新回路状态、并且有报警状态处理等功能；

具有安全的账户管理体系，系统可根据不同的账号密

码登录，分配不同的权限，并实现分级别管理、分权

限管理等安全管理级别；具有自动显示最近严重报警

设备的信息，系统能自动判断次要报警、重要报警、

严重报警等级，并且还具有自动统计设备离线数量的

功能；系统数据展示具有曲线（折线）图、柱状图、

数据视图等展示方式；具有日志管理功能。可查询报

警日志、状态日志等；具有按照区域项目筛选功能；

具有报表管理功能，支持报表查询，导出报警统计数

据等用电数据报表；具备报警功能，平台接收到设备

发出的报警信息后，第一时间进行报警弹窗展示报警

信息；具备楼层平面图设备点位显示；可对接第三方

平台数据转发，并可将数据对接到第三方平台。

5　结束语

本文详尽阐述了运用数字化技术创新设计的集成

电路智能消防联动控制系统，该系统深度融合了传感

器集成、网络通信、高效数据处理与智能自动控制技

术，实现了火灾风险的即时探测、预先警示、紧急报

警及自动化协同控制流程。该系统凭借其卓越的实时

响应能力、高精度的风险识别以及强大的联动机制，

极大地增强了消防安全管理的效能与水平。展望未来，

智能消防系统预计将在更广泛的场景中扮演关键角色，

为构建更加安全的社会环境贡献力量。这一创新成果

不仅是对现有消防技术的革新，也是对未来智慧城市

建设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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