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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本申请书所列各项内容均须实事求是，认真填写，表达明

确严谨，简明扼要

2、申请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为创新团队，首页只填负责人。

“项目编号”一栏不填。

3、本申请书为大 16 开本（A4），左侧装订成册。可网上下载、

自行复印或加页，但格式、内容、大小均须与原件一致。

4、负责人所在学院认真审核, 经初评和答辩，签署意见后，

将申请书（一式两份）报送××××大学项目管理办公室。



一、 基本情况

项目
名称

汽车滞留儿童险情预警系统

所属

学科
学科一级门： 工学 学科二级类： 计算机类

申请

金额
2万 元 起止年月 2019年 5 月至 2020 年 9 月

负责人

姓名
庞宇 性别 男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1995年 5 月

学号 201639160133 联系

电话
宅： 手机:18711160362

指导

教师

吴佳英、谢晓

巍

联系

电话
宅： 手机: 13787199188

负责人曾经参与

科研的情况

庞宇：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2016 级学生，学习成

绩优，参加第二届计通 IT 创意大赛获得优秀奖并在凡路

实验室立项，拥有良好的团队规划和组织能力，责任感强，

有着比较稳定的开发思路，熟悉文档编写和 PPT 及作品视

频制作。参与过挑战杯项目开发过程并或团体校级三等

奖。

指导教师承担科

研课题情况

吴佳英，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教师，

研究生毕业，能够和学生很好的互动，对于学生教学也是

十分认真。在计算机网络方面有着比较深的研究，参与协

作多篇重要论文，包括：

[1] 吴佳英.基于超立方体弱连通性质的多态网络研究.

系统工程学报，2010,25(3):298-304

[2]吴佳英 基于弱信任关系的可证实签名算法[J]. 计算

机工程与设计, 2007, 28(2).

[3]吴佳英 郑金华. 一种基于多亲遗传机制的多目标优

化算法[J]. 计算机应用与软件, 2008, 25(2):52-53.

指导教师对本项

目的支持情况

对整体项目的开发过程提供了细致的指导，对不足之处提供过

改进方案，在机器学习和边缘智能计算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在

项目扩展方面提供了很多的建议。

项

目
姓 名 学号 专业班级 所在学院 项目中的分工



组

主

要

成

员

庞宇
20163916013

3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1601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

工程学院
负责人、策划

肖芳
20165408010

9
通信工程 1601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
工程学院

技术负责人、硬
件开发

谢威
20165008052

2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1605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

工程学院
软件、后台开发

陆乔旭
20166605012

7
轨道交通信号与

控制 1601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

院
硬件开发

二、 立项依据（可加页）

（一） 项目简介

近些年来，随着汽车数量的增加，与之相关的事故新闻也越来越多，经常有小

孩甚至大人因滞留在车内而窒息死亡的事件发生，尤其是在冬夏两季，有些车主开

着空调冷气或者暖气在车里休息，结果发生空调车内一氧化碳中毒或窒息死亡的事

故，一睡就没有再醒过来。尤其在 2018 年夏季，发生婴儿滞留车内导致窒息死亡

的事件十余起。惨痛事件的频繁发生，而同时相关应急措施的缺乏，已日益成为影

响公共安全的一个痛点问题

本项目——汽车滞留儿童险情预警系统，针对解决车内滞留儿童导致意外发生

的痛点，采用环境感知、云计算技术、智能处理等先进技术，构建包含事件预警、

状态实时跟踪、现场或远程智能报警等关键功能的解决方案。该系统包括数据采集

与传输、边缘智能处理、人脸识别、云端数据协同、分级智能预警等功能模块。

（二） 研究目的

通过本系统的构建，实现汽车密闭环境下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温度、人体的

状态监测，结合关键智能技术，进行意外事件可能发生的判断，针对可能出现的险

情，通过 APP、短信等多种方式，进行智能的预警处理，有效杜绝车内意外事件的

发生。



（三） 研究内容

（1） 系统架构

图 1.系统总体架构图

系统总体架构图如上所示，包括数据处理、数据采集、分级预警三大模块

（2） 数据采集模块

采集模块包括传感器模块、报警单元、温度监测模块、红外监测模块、温度监

测模块。当汽车停车及车门关闭后，红外传感器将对车内的红外信息进行监测并将

监测所得的信息传送至控制单元，主开发板，若测得车内有人的话，则气体浓度传

感器和进行监测并将监测所得的信息传送至主开发板，而温度传感器则对汽车内的

温度信息进行监测并将监测所得的信息传送至主开发板芯片。控制单元根据各种传

感器的数据进行判断，当达到设定的报警条件时，触发车内报警系统并立即进行现

场报警，同时将报警信息远程发送答车主手机 APP，车主确认收到信息后报警系统

关闭。数据采集与传输过程见图 2.



图 2.数据采集与传输

（3） 数据处理模块

主控芯片接收所有传感器传输来的数据并处理，判断人体是否存在，温度是否

过高，二氧化碳浓度是否过高，并将分析后的数据通过通信模块传输到数据库，用

户 APP 联网调取数据库数据并进行处理分析整合。在云服务器建立本项目的数据

库，主控模块将各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后，通过通信模块发送到云服务器，

存储在云数据库中，详见图 3。

图 3.云数据存储

（4） 分级预警模块

根据现场的采集信息（详见图 4），进行智能处理与判断，实现多级预警的

机制（图 5所示）。



图 4.现场信息展示

图 5. 分级预警示意图

（四）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

从市场层面来看，有关车内窒息事件比较完善的解决方案并没有出现，多数厂

商考虑到综合利益对此没有什么作为，只是把这种事件当做个案忽略。专业研究人

员也没有真正开发出能够比较全面、完美地解决这种类事件的项目。

（五） 创新点与项目特色

创新点：

1. 系统关键处理机制如 socket 模块，web 后台模块，数据库模块，采取分布式的

方式，让功能职责清晰明了，降低云平台系统的耦合性。进而加强系统性能的提升

和系统的稳定。



2. 后台数据处理：云平台数据库的优化设计，可以在接收数据后及时处理数据并

发送给用户，降低了数据从检测的数据的时间延迟。

3. 用户 APP：将数据以分级形式展示，使用户既能直观感受也能 详细数据.

4. 边缘智能处理，计算个体参数，自动调整预警条件，提供个性化服务

5. 人脸识别技术，配合红外，使对报警条件的判断更加准确。

项目特色：

1. 系统成本：成本低，使用简单、方便，体积小，不占用车内过多空间，只要将

系统安装在车内合适位置即可工作。

2. 系统合理性：系统通过软硬件结合，远程和现场报警结合，实现车内滞留儿童

防窒息预警的功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3. 系统及时性：硬件收集到的数据实时发送到云服务器上。

4. 系统经济价值：系统应用前景广，同类型产品少，能够市场化产生经济价值。

5. 系统实用价值：系统设计目的明确，功能实现可靠，具有较高实用价值。

（六） 技术路线、拟解决的问题及预期成果

项目的技术路线

一、 技术路线

在开发中，将本系统划分为硬件部分，用户 APP 部分以及云服务器部分。其中

硬件部分包含了感知层，控制层和传输层的功能，在主控芯片 STM32F103C8T6 的控

制下，各传感器收集采集到的数据并经过处理后通过 GPRS 模块传输到云服务器数

据层。APP 从数据库获取数据并展示给用户。主要技术包括：

（1） 云服务器

采用阿里云服务器并使用 CentOS 7.3 版 Linux 系统。采用 Mysql 作为云服务

器数据库，设计数据库。用 Anaconda 作为 Python 的环境管理器，使用 Python 作

为服务器端的编写语言，采用最新的 Python3.7 版本，使用 Pycharm 作为编译器。

利用 socket 与硬件、客户端进行数据交换。

（2） GPRS 模块

对接收的数据进行解析与编码的转换是算法的难点之一。我们将在程序的开始



对该模块进行初始化:首先需要注册 GPRS 网络，然后是查询 IP 状态，下面以发送

GPRS 数据为例说明一下该模块的工作流程，其工作流程如图再配置场景，然后需

要激活上下文，最后才能与服务器建立连接。下面以发送 GPRS 数据为例说明一下

该模块的工作流程，其工作流程如图所示：

图 6.数据传输流程

后台将不间断监听硬件端发送的数据，解析后做初步的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存

入基本数据库，留待其他进程处理。

（3）用户 APP

用户 APP 主要功能分为两个模块，分别是车内实时信息显示，报警通知。其

工作流程如图下所示。当使用者打开用户 APP 后会显示欢迎界面，之后用户进行登

录，输入账号和密码，登录成功后，便可进行信息查看。在 APP 中用户可查看到车

内实时环境信息，若有人员在车内且车内环境状况不佳，APP 则会发出报警通知。



图 7.APP 工作流程图

二、拟解决问题

1、相关硬件配置的设置及连接：传感器、通信模块的配置，如果配置出现问题，

影响基础数据的检测，进而影响相关预警。

2、云平台及数据库配置问题：如果云平台及数据库优化不足，导致数据传输延迟

加大，将会影响到系统的实时性。

3、 APP 相关的开发：APP 应要简介易用，主要数据要最先被发现，相关重要数据

不能间接显示。

4、后端管理系统的设计：后端要保证实时接收通信模块传输的数据并发送出去，

及时响应请求。随着用户设备的增多，对云平台的收发要求都会加大，要及时维护

或增加后台的运行能力，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

三、预期成果

（1）开发出基本实用的险情预警系统；

（2）参加省级以上学科竞赛并争取获奖 2项以上；

（3）申请软件著作权 1项以上；

（4）培养硬件开发人员 2-3 人，软件开发人员 1-2 名；

（5）撰写并提交项目研究总结报告。



（七） 已有基础

1. 与本项目有关的研究积累和已取得的成绩

已有的研究积累是实现基础功能，包括数据传输、云平台接收并发送给用户 APP，

用户 APP 根据接收数据进行预警判断并报警。

图 8 作品成果图

图 9 工作流程图



图 10. APP 主要功能图

用户进入 APP 后可以查看相关数据并进一步查看数据曲线：

图 11. APP 数据展示

已获得的成绩：

长沙理工大学物联网校赛一等奖

湖南省（第二届）大学生物联网创新设计竞赛一等奖

2. 已具备的条件，尚缺少的条件及解决方法

系统依托学院的学生创新实验室进行开发，实验室具备研发多个数据采集节点

的基本条件；通过学生账号可申请阿里云的一般计算资源，可开展原型系统的开发

与测试。为使得研发的系统原型进一步成熟，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实现采集节点



的功能拓展、处理芯片升级及节点封装，保证系统功能的稳定及良好的外观展示；

同时需要租用相对高端的计算资源及开发包，实现数据的智能处理。

三、 经费预算

开支科目
预算经费

（元）
主要用途

阶段下达经费计划（元）

前半阶段 后半阶段

预算经费总额 20000 项目开发 13500 6500

1. 业务费 5000 1500 3500

（1）计算、分析、测试费 1000 500 500

（2）能源动力费 1000 500 500

（3）会议、差旅费 2000 0 2000

（4）文献检索费 500 500 0

（5）论文出版费 500 0 500

2. 仪器设备购置费 6000 5000 1000

3. 实验装置试制费 3000 3000 0

4. 材料费 6000 4000 2000

学校批准经费 10000



四、 指导教师意见

该项目立意新颖，针对社会痛点问题开展研究；方案设计合理，技术路线清

晰，有较强的实用价值及社会效益。

导师（签章）：

年 月 日

五、 院系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专家组意见

经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专家组讨论决议，一致通过并同意推荐校级项目。

专家组组长（签章）：

年 月 日

六、 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专家组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七、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领导小组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