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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同机房多台电梯场景下

的物联网终端在线率提升方法,终端与云平台通

过持续的双向心跳机制维持网络链接；当一个终

端出现脱离网络，该终端通过多点数据通信总线

向其余的终端发送包含ID号以及离线求助信号

的求助握手信息，其余的终端在确认自己在线

后，向求助的离线终端发送应答握手信号，应答

握手信号中包含自身ID号以及其在线情况信号；

离线终端收到其余在线终端的求助应答握手信

号后，离线终端向符合要求的终端发送确认数据

传递信号，临近的终端接收到该确认数据传递信

号后，便开始通过多点数据通信总线连接离线终

端获取对应的电梯控制器的运行数据，并将其发

送至云平台；本发明提升了终端在线率，满足物

联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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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机房多台电梯场景下的物联网终端在线率提升方法,

电梯物联网终端通过总线连接电梯控制器采用电梯运行数据，终端之间通过多点数据

通信总线连通，终端与云平台通过网络互连，并通过持续的双向心跳机制维持网络链接；所

有终端均设置有编号，且为连续的编号，云平台获取终端编号；

当一个终端出现脱离网络，与云平台失去连接后，该终端无法接收云平台的心跳报文，

该终端判断自己已离线，记为离线终端A；离线终端A通过多点数据通信总线向其余的终端

发送包含ID号以及离线求助信号的求助握手信息，其余的终端根据双向心跳判断自身是否

在线，在确认自己在线后，向求助的离线终端A发送应答握手信号，应答握手信号中包含自

身ID号以及其在线情况信号；

离线终端A收到其余在线终端的求助应答握手信号后，确定其余终端此时的在线状态，

当其余终端均在线时，离线终端A向临近的终端发送确认数据传递信号，临近的终端接收到

该确认数据传递信号后，便开始通过多点数据通信总线连接离线终端获取对应的电梯控制

器的运行数据，并将其发送至云平台；

当其余终端中也存在离线终端时，记为离线终端B，若离线终端B已经通过其他在线终

端上传数据至云平台，离线终端A在其余在线的终端中寻找最临近的终端，并向其发送确认

数据传递信号；若离线终端B未通过其他在线终端上传数据至云平台，离线终端B则向离线

终端A发送回复其自身同样处于离线的信号，离线终端B还向其余终端发送求助握手信息，

离线终端A向离线终端B回复其自身同样处于离线的信号,离线终端B之间也互相回复自身

同样处于离线的信号，在线的终端向求助的所有的离线终端发送应答握手信号；当总离线

终端数小于或者等于在线终端数时，离线的终端向在线的且只接收一个电梯控制器数据的

终端中最接近的终端发送确认数据传递信号，且离线终端按照编号顺序逐个选择对应的在

线终端，在线终端接收到该确认数据传递信号后，便开始接收对应离线终端获取到的电梯

控制的运行数据，并将其发送至云平台；当总离线终端数大于在线终端数时，离线的终端优

先向负载最少的在线终端发送确认数据传递信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同机房多台电梯场景下的物联网终端在线率提升方法，其特

征在于：云平台将离线的终端状态显示为“在线”式样，并标明“经由终端X在线”,其中终端X

为接受该离线终端数据的在线终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同机房多台电梯场景下的物联网终端在线率提升方法，其特

征在于：如果离线的终端重新恢复在线，此离线终端通过多点数据通信总线向对应的终端

发送重新恢复在线信息，对应的在线终端接受到该信息后，向平台请求释放对应离线终端

的所获取的电梯控制器的运行数据，随后，两个重新恢复独立运行，各自将各自电梯的运行

数据独立发送到云平台。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同机房多台电梯场景下的物联网终端在线率提升方法，其特

征在于：如果离线的终端重新恢复在线，此离线终端通过多点数据通信总线向对应的终端

发送重新恢复在线信息，对应的在线终端接受到该信息后，向平台请求释放对应离线终端

的所获取的电梯控制器的运行数据，平台收到该请求后，将离线终端“经由终端X在线”的提

示信息取消，显示为正常在线,随后，两个重新恢复独立运行，各自将各自电梯的运行数据

独立发送到云平台。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所述所述的同机房多台电梯场景下的物联网终端在线率提升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1634765 A

2



方法，其特征在于：电梯物联网终端通过CAN总线与电梯控制器连接，通过RS485总线进行级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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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机房多台电梯场景下的物联网终端在线率提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物联网技术领域，具体涉及电梯物联网技术。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电梯物联网技术发展迅猛，电梯物联网终端需求量大幅提升。终端在线率

是考验电梯物联网实施效果的重要指标。因现场网络信号质量、电磁干扰、天线性能下降以

及终端模组异常等原因，终端的可能会出现异常离线情况。离线情况出现后，平台便无法获

取对应电梯的运行数据，也就失去了电梯物联网价值。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解决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同机房多台电梯

场景下的物联网终端在线率提升方法。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同机房多台电梯场景下

的物联网终端在线率提升方法,

[0005] 电梯物联网终端通过总线连接电梯控制器采用电梯运行数据，终端之间通过多点

数据通信总线连通，终端与云平台通过网络互连，并通过持续的双向心跳机制维持网络链

接；所有终端均设置有编号，且为连续的编号，云平台获取终端编号；

[0006] 当一个终端出现脱离网络，与云平台失去连接后，该终端无法接收云平台的心跳

报文，该终端判断自己已离线，记为离线终端A；离线终端A通过多点数据通信总线向其余的

终端发送包含ID号以及离线求助信号的求助握手信息，其余的终端根据双向心跳判断自身

是否在线，在确认自己在线后，向求助的离线终端A发送应答握手信号，应答握手信号中包

含自身ID号以及其在线情况信号；

[0007] 离线终端A收到其余在线终端的求助应答握手信号后，确定其余终端此时的在线

状态，当其余终端均在线时，离线终端A向临近的终端发送确认数据传递信号，临近的终端

接收到该确认数据传递信号后，便开始通过多点数据通信总线连接离线终端获取对应的电

梯控制器的运行数据，并将其发送至云平台；

[0008] 当其余终端中也存在离线终端时，记为离线终端B，若离线终端B已经通过其他在

线终端上传数据至云平台，离线终端A在其余在线的终端中寻找最临近的终端，并向其发送

确认数据传递信号；若离线终端B未通过其他在线终端上传数据至云平台，离线终端B则向

离线终端A发送回复其自身同样处于离线的信号，离线终端B还向其余终端发送求助握手信

息，离线终端A向离线终端B回复其自身同样处于离线的信号,离线终端B之间也互相回复自

身同样处于离线的信号，在线的终端向求助的所有的离线终端发送应答握手信号；当总离

线终端数小于或者等于在线终端数时，离线的终端向在线的且只接收一个电梯控制器数据

的终端中最接近的终端发送确认数据传递信号，且离线终端按照编号顺序逐个选择对应的

在线终端，在线终端接收到该确认数据传递信号后，便开始接收对应离线终端获取到的电

梯控制的运行数据，并将其发送至云平台；当总离线终端数大于在线终端数时，离线的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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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向负载最少的在线终端发送确认数据传递信号。

[0009] 进一步的，云平台将离线的终端状态显示为“在线”式样，并标明“经由终端X在

线”,其中终端X为接受该离线终端数据的在线终端。

[0010] 进一步的，如果离线的终端重新恢复在线，此离线终端通过多点数据通信总线向

对应的终端发送重新恢复在线信息，对应的在线终端接受到该信息后，向平台请求释放对

应离线终端的所获取的电梯控制器的运行数据，平台收到该请求后，将离线终端“经由终端

X在线”的提示信息取消，显示为正常在线,随后，两个重新恢复独立运行，各自将各自电梯

的运行数据独立发送到云平台。

[0011] 进一步的，电梯物联网终端通过CAN总线与电梯控制器连接，通过RS485总线进行

级联。

[0012] 从上述技术方案可以看出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当其中一个终端离线后，可以通

过RS485总线向电梯运行数据发送至临近的且负载较少的在线终端上，通过该在线终端再

上传至云平台，提升了终端在线率，满足物联网应用。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的系统硬件架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做具体说明。

[0015] 如图1所述，在同一机房内有N台电梯控制器，分别记为电梯控制器1、电梯控制器

2、电梯控制器3、、、电梯控制器N，每台电梯控制器配备电梯物联网终端，按照编号对应为终

端1、终端2、、、、终端N。电梯物联网终端同时具备CAN总线接口以及RS485总线接口，此处不

局限于此两类总线，实现上述数据传递即可。电梯物联网终端通过CAN总线与电梯控制器连

接，用于获取电梯运行数据，通过RS485总线接口进行级联。各终端通过网络(如4G/5G)与云

平台进行连接，云平台获取各个电梯的运行状态并可进行监控显示。

[0016] 各终端与云平台通过持续的双向心跳机制维持网络链接，当某台终端离线时，双

向心跳机制失效，此时对于终端和云平台来说，都可以获知此类情况的发生。例如，终端定

时20秒发送心跳包，服务端回应；终端检查，60秒内未读到消息，则认为离线；云平台检查，

60秒内未读到消息，则认为离线。此外，云平台通过终端ID号与电梯控制器的对应关系可得

知电梯控制器的排列顺序。

[0017] 如果N台终端中只有1台出现脱离网络的情况(云平台显示终端离线)，如终端1发

生离线情况，其余终端保持在线。此时，离线的终端1获知此情况已发生。此时，终端1通过

RS485总线向终端2-终端N发送求助握手信息(求助握手信息中含终端1的ID号以及离线求

助信号)。终端2-终端N收到求助握手信息后，首先判断此时自身在线情况，确保自身处于在

线状态后，终端2-终端N通过RS485总线分别向终端1发送求助应答握手信号(求助应答握手

信号中包含终端2-终端N的ID号以及其在线情况信号)。终端1收到来自终端2-终端N的求助

应答握手信号后，确定终端2-终端N此时均处于在线状态，此时终端1自动采取就近原则(所

有终端均设置有编号，且为连续的编号，云平台获取终端编号；两个终端临近是指两个终端

编号临近)，通过RS485总线向终端2发送确认数据传递信号(确认数据传递信号用于告知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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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2，终端1即将把电梯控制器1的运行数据通过终端2向云平台传送)。终端2接收到该确认

数据传递信号后，便开始通过RS485总线接收终端1获取到的电梯控制1的运行数据。同时，

终端2向云平台告知此时其承担了电梯控制1和电梯控制2两个控制器运行数据的采集。云

平台得到该信息后，将离线的终端1显示为在线，并注明“经由终端2在线”的提示信息。此

时，云平台可通过终端2查看电梯控制器1和电梯控制2的运行状态。

[0018] 如果此时终端1重新恢复在线，此时终端1通过RS485总线向终端2发送重新恢复在

线信息(此时云平台也得到了终端1恢复在线的情况)。终端2接收到该信息后，向平台请求

释放终端1所获取的电梯控制器1的运行数据，平台收到该请求后，将终端1的“经由终端2在

线”的提示信息取消，显示为终端1正常在线。随后，终端1与终端2重新恢复独立运行，各自

将各自电梯的运行数据独立发送到云平台。

[0019] 如果N台终端中有多台出现离线的情况。此时可分2种情况，一种是之前离线的终

端已通过其他在线终端将数据上传至云平台，如终端2发生离线情况，且终端2已通过终端3

向云平台数据，此时若终端1再发生离线情况，则终端1则需要通过终端4将数据上传至云平

台。另一种是N台终端同时出现离线情况，N台终端同时出现离线情况又可分2种情况，一种

是在线终端数量多于或等于离线终端数量，二是在线终端数量少于离线终端数量。下面对

这2类情况进行分别说明。

[0020] 在线终端数量多于或等于离线终端数量的情况。举例说明，终端1和终端2离线，终

端3-终端N在线(N≥5)。此类情况发生后，终端1和终端2均通过RS485总线发送求助握手信

号(求助握手信息中含各自的ID号以及离线求助信号)。此时，处于RS485总线上的所有终端

将会收到该信号，如离线终端1发送的该求助握手信号，离线的终端2以及其它在线的终端

都会收到，对于离线终端2同样如此。离线终端1通过RS485总线发出求助握手信号后，终端2

由于也处于离线状态，此时终端2会向终端1回复其自身同样处于离线的信号，终端3-终端N

将向终端1回复其均处于在线状态的信号。而离线终端2通过RS485总线发出求助握手信号

后，终端1由于也处于离线状态，此时终端1会向终端2回复其自身同样处于离线的信号，终

端3-终端N将向终端2回复其均处于在线状态的信号。确定完成上述状态后，离线终端1将通

过RS485总线向就近的在线终端3发送确认数据传递信号(确认数据传递信号用于告知终端

3，终端1即将把电梯控制器1的运行数据通过终端3向云平台传送)。而离线终端2则通过

RS485总线向就近的在线终端4发送确认数据传递信号(确认数据传递信号用于告知终端4，

终端2即将把电梯控制器2的运行数据通过终端4向云平台传送)。此外，需要考虑离线终端1

和离线终端2可能会出现同时向就近的终端3发送确认数据传递信号的情况，此时终端3优

先于终端1建立确认关系，而终端2则与就近的终端4建立确认关系。确认关系建立完成后，

云平台将离线的终端1显示为“经由终端3在线”，将离线的终端2显示为“经由终端4在线”。

此时，云平台可经由终端3查看电梯控制器1和电梯控制器3的运行状态，可经由终端4查看

电梯控制器2和电梯控制器4的运行状态。

[0021] 在线终端数量少于离线终端数量的情况。同样举例说明，以5台电梯为例，终端1、

终端2和终端3处于离线状态，终端4和终端5处于在线状态。同样的，终端1-终端3通过RS485

总线发送求助握手信号。如终端1将接收到终端2-终端5的自身状态回复信息，终端2和终端

3同样原理。此时，终端4将优先于终端1建立确认关系，即电梯控制器1的运行数据将经由终

端4发送到云平台。而剩余的终端5将与终端2和终端3两台离线终端建立确认关系，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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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终端5将承担电梯控制5、电梯控制器2以及电梯控制器3的运行数据传送任务。同样的，

确认关系建立完成后，云平台将离线的终端1显示为“经由终端4在线”，将离线的终端2和3

均显示为“经由终端5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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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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