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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氧化碳导致热车死亡安全
检测警示装置的商业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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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摘　要　据近几年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平均因车祸导致死亡的人数在 10 万人左右，其中每年平均就有 40 例儿童因为热车

事件而死亡，也就是每 9 天便会有一个孩子因为被遗忘车内而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因此本文讨论的人工智能警报机器

会根据动作、声音、温度红外线分析检测出活物、生物，然后利用传感器，实时上传数据自动联系车主，并发出警报。在

当代汽车装置市场中，有关于此人工智能的装置还是处于稀缺待普及的状态，所以该人工智能装置的研究推广必将会打开

市场，并且快速抢占市场占有率，形成专有的销售渠道，达到产品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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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从诞生以来，理论和技术日益成熟，应用领

域也不断扩大，特别是现代化的二十一世纪中，人们的生

活节奏加快、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更

加加快了人工智能的普及推广。随着经济水平的增长，汽

车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出行工具，便利的

同时问题也随之出现，近年因种种原因被困车内而一氧化

碳中毒导致死亡的人数不断增多，该数据的不断增长在提

醒我们应对该问题引起重视。

1 问题提出

基于现阶段高频率、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下，相较于飞机、

高铁，汽车的运用更加的日常化，很多家长在接送孩子上

下学的时候都会选择私家车接送，许多幼儿园、小学也都

有配校车接送孩子，近几年新闻也有报导小学校车司机将

学生遗忘在校车上，导致孩子死亡的意外事件 [1]。

2012 年 6 月，湖南 3 岁女童小紫，被老师遗忘在幼儿

园校车里长达 7 小时，校车停在无任何遮挡路上，车门紧锁，

车内温度或有 50 度 [2]；2013 年 9 月，广东英德市 3 岁女童

霖霖被忘在校车里闷了一天，头发湿透、鼻孔流着鲜血，

最终抢救无效死亡 [3]；2015 年 4 月，上海一名 19 个月大的

女童被父亲留在车里。等到父亲发觉后，女童已经在蒸笼

般的密闭车厢里待了数小时 [4]。最终，女童因抢救无效夭折；

2016 年 6 月 20 日，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一幼儿园，

男孩小桐上午上幼儿园时，被遗留在了幼儿园的接送车内，

直到下午放学时才被发现死在了车内 [5]。

所以，以上等等事故的发生，都在提示我们应该对于

热车一氧化碳中毒、窒息导致儿童死亡这一问题该引起重

视，因此，我们项目团队主要目的是将该人工职能警报器

进行商业化推广，以减少此类事故发生 [6]。

2 产品的市场前景

安全检测警示装置（也称一氧化碳导致热车死亡人工

智能）利用 STM 开发板，感应到汽车内有生物时，根据动作、

声音、温度，红外线分析检测出活物、生物，然后利用传

感器实时上传数据到后台服务器，移动客户端就会发送短

信给紧急联系人，同时发送指令控制开发板，并发出警报，

当二氧化碳溶度超过标准值时警报也会响起提示，并且利

用 BC20 支持 MQTT 协议，同时借助阿里云接收数据，采用

JSON 格式的同时，显示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声音

分贝值。具体市场前景如下：

如今安全检测警示装置在汽车行业中虽然还未能完全

普及，但是只要人们能够正视问题，充分的认识到问题的

严重性和安全检测警示装置的优势，必定会为汽车行业现

存的安全性能问题带来莫大改善。与传统老式汽车相比，

带有人工智能安全检测警示装置的汽车安全性更高、更加

便捷，这也是汽车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大数据时代，借

助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人工智能和汽车相结合，解决

现阶段汽车存在的安全问题，提高现阶段以及未来阶段市

场上汽车的安全性能，这样能够更好地保障人们的出行安

全并且发挥出人工智能的优势，带动汽车行业的销量。这

是传统老式汽车所无法达到的效果，老式传统汽车已经不

能够满足社会发展要求和消费者的需求，只有不断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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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将科技带入到生活中才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人工智能安全检测装置在汽车行业必定有非常广阔的

发展前景，现阶段汽车行业的消费者在消费前的首要考虑

条件就是安全性能问题，要想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就应当在现有的基础上将汽车安全系数再加以提高，而人

工智能安全检测装置的运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汽车安

全性能问题，人工智能安全检测装置能感应到汽车内的生

物，根据动作、声音、温度，利用红外线分析检测出活物、

生物，将汽车内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声音分贝

值通过传感器实时上传数据到后台服务器，向客户端发送

短信，并同时发送指令控制开发板，发出警报。如今人工

智能安全性能装置在汽车行业中存在着市场渗透程度过浅、

推广运用率低、消费者信任度不够等问题，这些问题大大

降低了人工智能安全检测装置的“口碑”，所以应该从消

费者这一方面着手改进，向消费者展示出人工智能安全检

测装置的实用性、稳定性、安全性，这样能够更好地让人

工智能安全检测装置在汽车行业中充分发挥出优势，满足

消费者的需求。

3 产品的商业化策略

我国目前的人工智能领域正处于一个飞速发展、成果

不断展现的阶段，要想将此类产品商业化还面临着很大的

挑战。为了使该安全检测装置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以及应

对商业大潮，还需要准确把握商业时机，在调查了解人工

智能领域在汽车行业现阶段的发展趋势、已取得的成果以

及到达的高度后，就本安全检测装置自身的优势以及市场

前景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几点商业化策略。

3.1 加快前期推广，抢占市场占有率

现阶段在汽车领域人工智能的普及率还是较低，产品初

入市场时大众对产品不熟悉，再加上之前关于人工智能在

汽车领域初步推广成果的不理想，导致群众对人工智能的

不信任，使得前期推广会较为艰难，再加上本安全检测装

置容易模仿、技术要求不高、复制性强，在生产的过程中

容易导致设计图纸从生产方泄露从而导致其他公司、厂家

复制创新生产产品。所以在本装置生产时要和生产的厂家

达成产品专有的共识，对产品的生产制造达到保密性，其次，

在安全检测装置进入市场之前就要对本装置进行推广宣传，

接着在本装置进入市场后马上加大宣传力度，运用互联网

使线上宣传以及线下推广相结合，将产品理念和特性打出

去。同时加快与各大品牌 4S 店的合作将产品尽快投入市场。

向消费者推送产品信息只是一个环节，最终目的不仅仅是

销售产品，也是要让消费者感受到人工智能营销所具有的

便利性、安全性、可靠性，进而提升消费者的消费体验感，

所以前期可以将一定数量的装置投入出租车、滴滴打车等

交通出行工具上，这样可以提高产品的使用率从而得到消

费者的反馈并根据反馈对装置进行改进，这也是让群众对

本装置最直观体验的方法。前期的推广必须加快，只有快

速的提高市场占有率才能获得更多的优势。

3.2 多方合作，建立专门的销售渠道

本安全检测装置要想在汽车领域长期发展下去，光靠前

期的推广是完全不够的，因该装置的安装和特性，个体零

售和小批量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的盈利要求，而前期大幅度

的推广只能保持群众一时新鲜感，要想长期发展必须要建

立长期的销售渠道，因此可以先从各大品牌的 4S 店为开拓

点，将产品投放到 4S 店里直接进行销售安装，其次，国内

的新能源汽车在政策的支持下需求量快速发展，我国本土

品牌的新能源汽车快速崛起，创新成为了现在社会中必不

可少的一个条件，如与本土汽车企业合作，将该装置直接

实施到生产中，对汽车制造工厂进行长久的供应，这将是

汽车领域的一大创新，也是我国本土汽车领域的一大进步。

国内市场稳定后可以向国外的一些知名汽车品牌商谈合作，

将本产品推出国门，走向国际，实现产品国际化和利润最

大化。

3.3 整合市场，产品领域多元化

其实该安全检测装置的运用不只局限于汽车领域，在

日常生活中该安全检测装置的运用也有很多，由此可发掘

的商机也很多。因本装置是根据动作、声音、温度，红外

线分析检测出活物、生物，然后利用传感器实时上传数据

到后台服务器后，移动客户端向紧急联系人发送短信，并

同时发送指令控制开发板发出警报，因此本装置不仅可以

安装在车内，还可以安装在厨房、卧室、客厅等会引起安

全事故的地方。所以当该装置在汽车市场上推广运用稳定

后，装置的性能也在这期间根据消费者的使用反馈，将装

置不断完善、创新，使该装置更加优化，然后利用参加各

种专业相关比赛，再次将装置推向大众视野，走出汽车领域，

向其他领域延伸。之后，在稳定汽车领域销售的基础上将

重心转向其他领域市场，不断开拓新市场，加大产品使用

规模，提高产品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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