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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楼宇通系统的设计

李胜男 白国君 胡高山 吴忠元 王馨雨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67

【摘 要】：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电梯系统的广泛应用给大众带来了很大方便，但是传统的电梯搭乘方式又有一定的弊端，

受当前疫情影响，在电梯等比较开放的地方，更应该加重对安全性能的提高，传统的搭乘方式，除了直接用手接触按键，就

是通过智能划卡，这些方法或多或少，都会与公共区域有一定的接触，并且如果用智能划卡，也会有携带不便的困扰，所以

我们小组决定针对当前社会环境研究一款智能 APP解决以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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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原理

受疫情影响，相信大家在日后的生活中会越来越注重公

共区域的安全措施问题。而这款智能电梯 app 就有效地解决

了这个问题。它操作模式简单。安全性高。性能可靠。

开放式电梯空间中提供一种无接触式具有程序开源的

智能电梯。该电梯可以通过 RFID 射频映射技术或者声控语音

识别技术，完成目标楼层的信息输入与人流的运输任务，从

而有效的解决问题。

2 项目发展前景

电梯是人们在楼宇中垂直行走的最主要的搭乘工具。电

梯系统的广泛应用也给人们带来了诸多的便利和效益。而随

着社会的发展，电梯建筑更加的普及。大众也越来越注重对

于电梯的安全环保等一方面的审核。而现在当今社会的智能

电梯主要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语言输入智能电梯。

优点：用户可以直接通过语音输入，到达所想要去的楼

层。这种方式安全快捷，还可以减少和公共区域的直接行接

触。

弊端：所需求的资金投入量大，技术成本过高。

第二类：IC 卡智能电梯。

优点：可以达成一户一到的效果，操作简单。

弊端：遇到危险时候，不好逃脱，有一定束缚

所以基于调查研究所得知，从防疫角度等多方面出发 ，

当前市场很需要一款，操作简单投资金额较小且性能安全的

智能电梯 app，这也是我们这款软件的独立创新之处。

3 项目目标：

本项目的设计目标是设计一款适用于日常生活中的智

能楼宇通 APP。该 APP 主要适用于大众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乘

坐电梯，出入楼门，小区门时。本项目通过现代通信技术实

现 APP 的开发运营，为广大民众提供更方便更安全的出入方

式。

4 项目内容

该产品是一款免费 APP，在前期的运营中，主要是用于

各小区的出入，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人们越来越注意对隐

私的保护。在生活中，无论是小区门口，单元楼口还是电梯

口，都需要通过验证身份才能出入。而最近爆发的疫情也让

大家对安全性能方面有更高的要求。

大众首先下载此 APP，根据自己的真实资料进行用户注

册，后台会根据小区的特定信息和用户的个人信息生成属于

各个独一无二的二维码，通过扫描枪扫描二维码用户可以安

全，高效的出入在小区门口，单元门口，电梯口等地。用户

也可为了安全起见，不定时申请更改自己的二维码。

5 项目实验方案

第一，需求分析。民众对出入有哪些需求，首先对民众

进行问卷调查和网上投票处 理法，通过调查结果以及结

合网上资料的整体分析确定民众在生活中的实际需求从而

确定 APP 的功能。

第二，总体设计。构思出几种系统方案从成本，效益，

用户体验等方面权衡利弊， 选择出最好的一种系统进行

设计。

第三，详细设计。设计出详细的程序等。

第四，细节注意。在用户体验上可以进行满意度回访，

依据情况做出适当改进。

第五，系统测试。多次测试使软件达到预定的要求。

第六，后续维护。利用各种维护手段保证系统可以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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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满足用户的需求。

第七，研究产品的升级，争取在公共性更强的区域也可以实

现如此便利的出入方式。

6 附加功能

在后期还可以加入其他功能。包括使用者的账号使用时

间所使用的电梯代号等等。后期系统会把这些信息加以统计

打印存档。方便对其安全检测监控。

如果前期在小区实现效果良好，后期可以对 APP 进行产

品升级，从初级的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到达特定的位置，深

化到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来选择到达不同楼层，不同区域，

可以适用于学校和商场等公众性更强的地方。符合当前发展

形式，和时代要求。

7 项目系统构架

8 结论

并不是疫情催生了声控电梯，但声控电梯确实迎合了疫

情当下的刚需。无人化时代的到来，使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始

进行改革变新，电梯—作为日常生活中不过少见的便捷工具，

它的无人化改革更是大势所趋，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电梯

系统的广泛应用给大众带来了很大方便，但是传统的电梯搭

乘方式又有一定的弊端，疫情之后，我们的电梯依旧是智能

时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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