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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智慧家庭是現今人們越來越重視

的一塊領域，由於現在年輕人工作忙

碌或是工作地點離家遠，沒辦法時常

待在家中照護家中的長輩與小孩，因

此我們這一組決定要做出一個可以減

緩這些問題以及能陪伴家人的小玩具。 

關鍵詞：小玩具、居家管理、家電控

制、語音辨識、人臉辨識。 

Abstract 

          A smart family is an area that 

people ar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nowadays. Because young 

people are busy at work or their work 

places are far away from home, there 

is no way to stay at home to care for 

their elders and children at home. 

Therefore, our group decided to make 

a Can slow down these problems and 

small toys that can accompany your 

family.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我們為了要打造一個特別的小玩

具，結合現代智慧居家運用到的科技

──語音控制家電、智慧人臉辨識、

按壓感測和防災警報，來幫助在外工

作無法專心照顧家庭的人們。  

我們可以利用語音便捷控制家裡

的各種電器，當我們工作忙碌時能夠

隨時注意有無溫度異常和瓦斯外洩，

在人臉辨識方面我們可以辨別是否為

認識的人，而做出相呼應的動作，最

後按壓感測能在接收到按壓時，給予

可愛的回應，有了這些智慧的功能讓

我們的玩具足以充當陪伴家人的好夥

伴。 

2. 專題內容及說明 

 

圖 1 智慧居家小幫手 

(一) 開發環境 
1.資料庫端 

    作業系統:Linux 

    資料庫:MySQL 

2.Raspberry pi3 端 

 作業系統:Linux 

 使用開發語言: Python MySQL 

3.Arduino 端 

   使用開發環境:C/C++ 

使用開發軟體:Arduino 燒錄軟體 

(二) Raspberry Pi 
     是一款基於 Linux的單晶片電

腦。它由英國的樹莓派基金會所開發，

目的是以低價硬體及自由軟體促進學

校的基本電腦科學教育。 

 

(三) Arduino 
     Arduino可以讓你的計算機能

夠擁有感應、控制真實世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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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僅局限於鍵盤、滑鼠、屏幕、揚

聲器等單一的標準 I/O 設備。 

 

(四) C/C++ 
     C是一種通用的程式語言，廣

泛用於系統軟體與應用軟體的開發。

於 1969年至 1973年間，為了移植與

開發 UNIX作業系統，由丹尼斯·里奇

與肯·湯普遜，以 B語言為基礎，在貝

爾實驗室設計、開發出來。 

C語言具有高效、靈活、功能豐富、

表達力強和較高的可移植性等特點，

在程式設計師中備受青睞，成為最近

25年使用最為廣泛的程式語言。 

目前，C語言編譯器普遍存在於各種

不同的作業系統中，例如 Microsoft 

Windows, Mac OS X, Linux, Unix 等。

C語言的設計影響了眾多後來的程式

語言，例如 C++、Objective-C、Java、

C#等。 

 

(五) Python 
     Python是一種物件導向、直譯

式的電腦程式語言，具有近二十年的

發展歷史。它包含了一組功能完備的

標準庫，能夠輕鬆完成很多常見的任

務。 

它的語法簡單，與其它大多數程式設

計語言使用大括弧不一樣，它使用縮

進來定義語句塊。 

 

 

3.系統特色與產業分析 

(一) 系統特色說明 

 

(1) Pi Camera: 

   規格: Sony IMX219 image sensor 

in a fxed-focus module with 

integral IR filter，800 萬像素 

(2) Google Speech Recognition: 

    我們利用 Python 的 Speech 

Recognition 套件使我們可以使用各

大公司的語音辨識 API，我們最後決

定使用 Google的語音辨識 API，

Google 的語音辨識 API語音辨識的能

力很好，雖然無法 100%正確，但是也

比我們自己寫一套語音辨識系統好很

多，程式的運作過程是先進行錄音，

再將錄下的音效檔案傳送給 google進

行辨識，最後將結果回覆顯示出來。 

(3) Pyaudio: 

    當我們需要透過麥克風將聲音轉

成文字時就需要用到 Pyaudio。 

(4) nRF24L01 無線傳輸模組: 

    NRF24L01是單芯片收發器，擁有

在 2.4-2.5GHz的通用 ISM 頻段。無線

收發器包括頻率發生器，增強型

SchockBurstTM 模式控制器，功率放

大器，晶體放大器，調製器和解調

器。輸出功率通道選擇和協議可以通

過 SPI接口設置。它具有非常低的電

流消耗。在發射模式下，其發射功率

為 6dBm，電流消耗為 9.0mA。在接收

模式下，電流為 12.3mA。在省電模式

和待機模式下，功耗更低，所需電壓

只要 3.3V，發送速率可高達 2Mbps，

體積只有 15x29mm。 

(5) 繼電器: 

    用於電子控制，通常以較小的電

流控制較大電流，可用於自動調節、

安全保護、轉換電路等作用。 

 

(6) MQ-2 模組: 

    MQ-2氣體傳感器所使用的氣敏材

料是在清潔空氣中電導率較低的二氧

化錫(SnO2)。當傳感器所處環境中存

在可燃氣體時，傳感器的電導率隨空

氣中可燃氣體濃度的增加而增大。使

用簡單的電路即可將電導率的變化轉

換為與該氣體濃度相對應的輸出信號。 

      MQ-2氣體傳感器對液化氣、丙

烷、氫氣的靈敏度高，對天然氣和其

它可燃蒸汽的檢測也很理想。這種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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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可檢測多種可燃性氣體，是一款

適合多種應用的低成本傳感器。 

 

(二) 產業分析 
     我們設計的小幫手，再現在的

市場上不僅能當任陪伴小孩的小玩具

外，還能扮演管理家中電器與辨識人

臉的小幫手，就功能而言，我們擁有

智慧的語音控制家電與隨時感測溫度

與氣體是否外洩，有了這些便利的系

統，讓我們足以在市場上搶下，長輩

與小孩的市場，在這個競爭激烈的年

代能夠憑藉著這幾項功能，殺出重圍

或的一翻好業績。 

 
 

     4.系統架構 

圖 2 架構圖 

 

                 5.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目前台灣高齡化社會加上經濟不

景氣，大部分年輕人都外出工作，加

上少子化影響，家中的長輩和小孩因

此沒有得到妥善的照顧，所以我們想

要結合現代的科技與智慧，幫助這些

長輩和小孩能夠在家中多一份關照，

也讓在外工作的人們能夠安心的在外

打拼，所以發明了這項智慧居家小幫

手足以增加家中的長輩和小孩更加方

便，小幫手的功能不只有人臉辨識，

可以跟長輩和小孩互動，例如：長輩

或小孩跟小幫手說出「你好」，他就

會跟你問好，而且還能隨時地檢視溫

度和氣體是否異常，再加上長輩可能

更加方便地利用語音控制家電，像是

可以說關燈就幫忙你關燈或是開關其

他電器，因為這幾項的應用，讓長輩

和小孩可以在家裡不只多了一個小幫

手陪伴他們，也可以當作他們的語音

遙控器，感覺有一個親近的家人陪在

你身旁。 

(二) 未來展望 

    我們整體的架構分成了四個部分，

人臉辨識的部分我們希望未來可以讓

外部的人員進行登錄的系統；控制家

電的部分我們希望未來可以不只有語

音控制，也可以有一個手機應用程式

可以控制家電；防災警報的部分，我

們希望可以有一個即時的顯示目前的

溫度、氣體值、大氣壓力和濕度；語

音辨識的部分，我們希望他可以進行

一些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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