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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教室环境监测控制系统的
研究及应用探析

赵 梦

摘 要: 随着近年来大量新建、改建的教学楼和校舍陆续投入使用，教室的环境质量问题

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针对教室环境污染问题，文章探讨了智能化教室环境监

测控制系统如何实现教室环境数据的综合实时监测、展示、分析、报警等功能，以便于学校

掌握教室环境质量状况，并基于系统所收集的数据开展关于环境监测及污染治理的教学

研究，为各级教育管理部门的校园环境管理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 智能化; 教室环境; 监测控制; 云平台

赵梦，陕西省教育厅教育技术装备管理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

一、开展教室环境质量智能化监测的
重要意义

学校是学生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良好的

教室环境质量是学生生长发育和安心学习的必

要保障。近年来，我国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大量

新建、改建的教学楼和校舍陆续投入使用，教室

的环境质量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一般来说，教室的环境质量由光照、通风、
噪声、化学污染物和生物污染物五种要素构

成［1］。针对教室环境质量的综合监测，也可分

解为针对上述五要素的实时测量、数据上传和

智能判断。
然而长期以来，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一般

仅凭感官判断室内环境质量状况，缺少可靠的

监测技术手段，特别是教室内的化学污染物超

标问题———由于各种新型建筑装饰装修材料的

大量引入和电教设备的增加，甲醛、总挥发性有

机物( TVOC) 等教室内生性的化学污染物替代

了源于室外的工业排放和汽车尾气等，成为危害

性更大的室内污染源，严重损害学生身体健康。

因此，尽快开发相应的监测系统，实现针对学校

教室环境质量五要素的有效监测，事关教育大计

和国计民生，亟需引起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开展教室环境质量智能化监测的
工作要点

实现对教室环境质量的有效监测，需要做到
以下五方面: 首先，要实现常态化、持续性、无人

值守的监测，摆脱传统的抽检、抽测方法; 其二，

监测范围要覆盖学校的全部教室、实验室，以及

教师办公室和学生宿舍、食堂等室内环境; 其三，

监测仪器要集成化，便于在上述室内环境安装;

其四，监测设备所收集的数据要具备实时上传和

公示功能，学校应设置专门的环境数据显示平台
( 含网上平台和移动 APP 平台) ，以及数据存储

空间; 其五，应按照国家针对光照、通风、噪声、化
学污染物和生物污染物的相关标准，建立自动预

警系统，便于提醒学校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三、开展教室环境质量智能化监测的
技术应用

针对教室环境质量监测问题，笔者参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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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联网、云平台的智能化教室环境监测控

制系统开发工作，该系统由终端设备及附件、云
平台和应用软件构成，提供环境数据( 气温、相
对湿度、PM2. 5、PM10、TVOC、二氧化碳、甲醛、

光照度、噪声等) 的实时监测、展示、分析、报警

等功能，可供学校监测和控制校内教室、实验室

及办公室、学生宿舍和食堂等处的室内环境质

量，见图 1。

图 1 系统架构图

本系统所提供的上述检测指标已经覆盖了

光照、通风、噪声、化学污染物等四种环境质量

要素。由于缺乏直接获取教室内生物污染物状

况的技术手段，本系统可结合温度、相对湿度和

二氧化碳等监测指标数据，按照一定模型对教

室内生物污染状况进行推断。本系统所提供的

室内环境检测数据一方面可直接用于学校的环

境质量管理决策工作，另一方面可供学校开展

关于环境监测及污染治理的教学研究之用。上

级部门可基于此系统获得区域内各个学校的教

室内环境数据，为学校环境的管理、巡查和决策

提供依据。
( 一) 系统介绍

智能化教室环境质量监测控制系统由终端

设备、云平台和应用软件三大模块构成。
( 1) 终端设备

目前市面上的环境检测设备一般只能测量

一种环境数据，如要测量多种环境参数只能购

买多台设备，增加了用户成本且管理繁琐。针

对这个问题，本系统的终端设备将多种传感器

集成在一起，在终端设备内部集成了温度、相对

湿度、PM2. 5、PM10、TVOC、二氧化碳、甲醛、光
照度、噪声等的传感器，可同时采集多种环境数

据。为便于实时数据监控，该系统根据国家标

准要求对不同参数的不同数值范围分配了不同

的颜色，如绿色表示优良，黄色表示轻度污染，

红色表示重度污染，直接与环境的优劣对应起

来，方便老师和学生观察和分析。
( 2) 云平台

传统的监测设备一般需要人工读数记录数

据，这样数据极易因管理不善丢失。而本系统

终端设备和云平台保持实时连接，云平台可将

数据长期保存在云端服务器中，数据不易丢失，

并可方便的进行检索、统计等管理工作［2］。云

平台存储的信息可形成大数据，告别了单机运

行的信息孤岛模式，使得不同地域、不同监测系

统之间的数据可以参与共享与协作，大大丰富

了数据分析比较的组合方式。
( 3) 应用软件

本系统采用“互联网+”特有的云服务系统

构架，既提供浏览器运行的 Web 软件，又提供

移动端的 APP。Web 软件和 APP 可供远程监

测，让用户随时随地查看实时数据、历史数据、
报警数据，第一时间掌握现场动态。软件可进

行单设备多指标的图表对比分析、多设备单指

标历史数据对比分析等，并可将历史数据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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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计算机进行查看、分析、共享。
对环境进行监测的目的是为了及时控制、

治理环境污染。为了让用户第一时间获得环境

异常情况，本系统软件提供异常实时报警功能，

使学校老师或管理员快速响应，采取措施干预

污染状况。该系统还可将数据推送至第三方平

台，如电子班牌和校园内智能大屏显示，也可推

送至手机 APP 以便教师和家长实时获取相关

信息。
( 二) 系统应用

学校将终端设备部署在校园的不同位置，

学生可实时查看环境数据。学校可通过系统软

件查看设备的运行情况、各个点位的环境数据，

及时响应并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区内多校

联网之后，上级部门可管理本区域内各学校的

各种环境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分析，为校园环境

监测管理、巡查、决策提供依据，做到环境质量

控制“测得准、说得清、看得见、管得住”，提升

管理效率。
随着系统的持续运行，云平台上的数据将

不断积累扩充，学校可进一步开展基于大数据

的分析，围绕不同位置的环境质量差异、不同时

间的环境变化规律、不同条件下的环境质量及

环境污 染 的 不 同 来 源 等 方 面 开 展 以 下 研 究

课题:

①在不同教室或办公室，以及同一室内的

不同位置、不同高度进行多点部署，进行对比实

验，研究教室和实验室不同位置环境数据的

差异;

②随时间对测量数据进行长时间统计，研

究单日内不同时间段环境质量的变化，同时可

研究有人、无人状态下的环境质量差异;

③研究空调、新风系统、空气净化装置开、
关状态等其他条件下的环境质量的差异等;

④根据分析数据研究校内各点室内环境质

量的成因，以及治理的模型、手段与方案。

四、结语

目前，智能化教室环境监测控制系统已在

上海、江苏、山东和内蒙古等多个学校实现了

部署应用，学校反馈良好，得到了教育部门的

关注，上海市日前已经启动了本系统与传统

室内环境质量检测手段的对比实验。本系统

的研究和应用，符合《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提出的“加快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校

园的信息化变革”的战略决策，积极响应和落

实了《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

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中关于“部

署智慧公共设施”的指示精神。随着本系统

的逐步完善，未来本系统将发展成为健康校

园建设的有力支撑，为广大中小学生的健康

成长提供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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