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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Facebook的CEO扎克伯格家里的智能管家
很了不起，和电影《钢铁侠》中的人工智能管家“贾维
斯”如出一辙。扎克伯格家的“贾维斯”会根据主人的
语音来开门、调室温、做早餐、逗孩子，还可以通过摄像
头来辨别访客，并在确认其身份后自动开门……其实
像这样的智能家居，在宁波也已萌芽并开花。

昨日，记者来到东钱湖比华利一套
800平方米的别墅区。户主是一对40多
岁的夫妇，他们对高科技的敏感让人体
会到了他们身上的“潮”。他们采用了全
套智能家居，电子指纹锁、庭院红外线感
应、自动门禁识别以及红外对射，他们的
智能安防堪比一个大公司。他们家的摄
像头具有夜视功能，主人随时可以通过
显示器和手机查看家中每一个角落的情
况。如果有人在别墅四周不小心逗留久
了，男女主人的手机上会有提示音响起，
告诉他们可能有“不速之客”。而且这样
的记录可以保留30天，万一发生情况，以
备主人报案追查。这种智能安防模式也
许解决了大多数别墅区住户对安全的隐
忧。

主人很好客，经常会在家里宴请宾
客，所以要求智能灯光体现各种场景模
式。有会客派对时会用射灯，灯光明亮
清晰；休闲时用灯带，柔和朦胧；家庭影
院时的灯光就只剩星星点点。走道及廊
道上全面采用感应灯，似乎时刻有一位
管家在身边，随时帮主人调好灯光。此
外，电动窗帘、背景音乐都一一具备。

据精工大匠的智能家居市场部经理
李海彪介绍，智能家居的安装和维护成
本，在全部家装支出的占比一般为10%
左右。目前市场上，有着居家情景体验
的“玩家”是使用智能家居的主要人群,
年龄上集中在80后、90后，也有经济实
力雄厚的70后，甚至60后，愿意主动尝
鲜。智能家居在宁波已经进入实体装修
市场，东钱湖比华利、卡那湖谷、香颂湾、
东方湾底、波波城、万象府、锦港府等几
十个小区都见其身影。

智能家居现身我市小区

早在1994年，凯文·凯利就在他的著作《失控》中预言
了万物互联的到来；1997年，盖茨便有了建设智能之家的
计划。眼下，用宁波起步较早的智能家居企业精工大匠的
CEO李阳的话说，智能家居其实是真的“狼来了”。

目前宁波市场使用最多的智能家居，主要涵盖电器控
制、音频控制、视频控制、门禁控制、环境控制这六大板
块。智能家居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全宅总关的智能灯光
控制，即在进门处可以控制全宅的任何一处开关，在卧室
可以设定起夜模式，以及在餐厅营造“烛光晚餐”、“人居
咖啡吧”等情景灯光。还有门禁的智能，比如指纹锁、密码
锁等也为人们所常用，人们不用担心丢钥匙，也可以通过
手机联动APP掌握家中的安全。而窗帘、纱窗的自动控
制系统，会根据主人事先设定的时间，主动拉开或关闭，这
也给出门在外的人带来许多便利。至于电器控制中的空
调预约、热水器预约，就像请了一个保姆，提前为主人的需
要做好准备。

目前有一些认识误区，有人认为智能家居功能复杂烦
多，产品故障率会提高，使用起来也许更麻烦。而李海彪
认为，其实真正的智能只会让人用起来更简单，而且智能
家居不少产品还包含大量的科技含量，拥有多项专利，比
机械式设备更加经久耐用。就像手机从原来的模拟机发
展到现在的智能手机，改变更多的是使用人的习惯和生活
态度。采用智能家居的家庭，大多愿意尝试科技带来的生
活体验，希望身心在各种家居模拟情景中得到享受和放
松。有时候，在常人看起来的“麻烦”，对他们来说更多的
是一种情趣和生活态度。

中海国际小区有一对80后夫妻，在130平方米左右
的居所中，采用了门禁处的智能灯光。因为丈夫从事IT
行业，晚上常常要加班，为了不打扰容易惊醒的妻子，他在
装修时悄悄和设计师沟通好，布好了线。进门时不用主人
开灯，灯光自动调到照明状态，没有开关的“的嗒”声，就可
以轻手轻手地回卧室。据说，就因为丈夫这个暖心的定
制，让妻子感动不已。此外，他还采用了智能电动窗帘，设
定好模式后，根据外部灯光的明暗，窗帘会自动打开或者
关闭。有一天，丈夫设定好享受晨曦模式，妻子早上6点
多醒来后发现，原本关闭的窗帘已经打开了一个口子，一
缕晨曦从窗外照射进来，她看着身边还在睡梦中的丈夫，
知道这是先生给自己清晨的第一个惊喜。

锦港府一对90后夫妻，住一套面积180平方米左右
的房子，从客厅到卧室的路上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夫妻俩
合计，要给这条“廊桥”营造良好的灯光氛围，他们请智能
家居定制师为他们设定了感应地灯，只要人出现在这条走
廊上，地灯次第朦胧亮起，保持1分钟左右以后又陆续关
闭。没想到这样的一条感应光带竟然收到了意想不到的
效果，家人每每踏上这条“光带”，似乎踩上了星光大道，非
常开心。

代表一种新的生活态度
支撑智能家居发展的最后推手是强

大的物联网。两年前在杭州召开的中国
智能家居发展高峰论坛上，有一组数据
显示：2009年我国的物联网规模是1700
多亿元，而2014年的规模即飙升至6000
多亿元，人工智能专家们推测，两年后的
今天，也就是至2020年，我国物联网产业
规模将比信息互联网大30倍。所以，居
家的人工智能将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向我
们走来。除了亚马逊、苹果、谷歌等国际
风口企业向智能化进军之外，中国的顶
尖企业也不落下风：百度建立了DuerOS
人工智能开放平台，阿里的智能音箱天
猫精灵X1成为国内第一款出货量达百
万级的智能音箱产品，小米在其生态链
品牌米家旗下，已经有三十多家公司推
出了数十款不同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
日后我们将迈入一个“万物互联”的时
代。根据德国研究机构GFK的预估，
2018年，仅中国智能家居的市场就高达
1800亿人民币。

居家智能化“真的来了”

1.本末倒置歪曲“智能”
一些厂商在定义产品时，刻意歪曲

“智能”的定义，将一些本来就是产品最
根本的功能硬生生套上“智能”的名头，
提升产品的卖点和价格。

2.智能单品不是智能家居
很多人认为智能单品就是“智能家

居”。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家居”不是设
备堆砌，通常需要根据消费者的生活习
惯进行全宅或不同房间的场景设计，提
前布线，再把各种智能单品连接到主机
上。家居环境与人产生必要且适宜的互
动，才称得上是智能生活。

3.智能家居不止App控制这么简单
尽管各大企业纷纷打出“智能”牌，

部分厂商简单地认为让家电产品具备
wifi 联网功能，能够连接到互联网、手机
端就是实现了“智能化”。其实像通过手
机App控制开关这种功能顶多算个远程
控制，和智能还有一定的距离。智能家
居的核心是人机交互，而不仅仅只是连
接。

记者 王元卓 史娓超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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