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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报告填写要求

1.开题报告作为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委员会对学生答辩资格审查的依据

材料之一。此报告应在指导教师指导下，由学生在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前期

内完成，经指导教师签署意见及所在专业学术团队审查后生效。

2.开题报告内容必须按教务处统一设计的电子文档标准格式（可从教务处

网页上下载）填写并打印（禁止打印在其它纸上后剪贴），完成后应及时交给指

导教师签署意见。

3.开题报告字数应在 1500 字以上，参考文献应不少于 12 篇（不包括辞典、

手册，其中外文文献至少 2篇，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不做硬性要求），文中引用参

考文献处应标出文献序号，“参考文献”应按照国标 GB 7714—87《文后参考文

献著录规则》的要求书写。

4.指导教师意见和所在教学单位意见用黑墨水笔书写，并亲笔签名。

5.年、月、日的日期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例：“2010 年 11 月 26 日”

或“2010.11.26”。



1.毕业设计（论文）题目背景、研究意义及国内外相关研究情况。

电风扇的发展：

1830 年，美国的詹姆斯·拜伦在观察钟表的结构中受到启发，发明了挂在天花板

上的风扇，是用发条驱动，需要人工上发条，很麻烦。1872 年，法国的约瑟夫又研制

出链传动的机械风扇。1880 年，美国的舒乐将扇叶直接安装在电机上，有了世界上真

正的电风扇。

题目背景：

坐式电扇主要的使用环境以桌面为主，如办公室的办公桌、宿舍的学习桌、书房

的写字台。现在坐式电扇使用率高主要是因为坐式电扇的价格便宜，普通人都能买的

起，相比空调更加节能环保，使用起来也方便，操作简单，体积小，便于摆放在很多

位置。对此电风扇进行创新研究，使其结构更合理人性化，功能更多，方便生活，改

善我们的生活办公环境。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室内空气环境也有一定的改善，超

声波空气加湿器有很大的辅助作用，加装温度湿度表，这样更有利于对室内环境的监

控，随时进行调整，是我们居住的环境更加舒适。

研究的意义：

首先，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空调已经普及化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常采用的

乘凉方式就是空调与电风扇，但是，长期使用空调会得一些大家经常说的空调病。在

使用空调的时候，一般都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空气流动性差，会使室内空气中的

含氧量不断降低，导致人的缺氧。长时间待在空调环境中，这样长时间呼吸冷空气，

导致感冒，有时候在室外高温环境中进入室内，在身体大量排汗的时候进入低温环境，

温度变化太快，可能导致头痛、头晕等症状。长时间待在空调环境中，冷气对人体的

关节伤害也是非常大的，非常容易患上关节炎。所以现在好多人现在不愿意使用空调，

但是炎炎夏日，需要乘凉的方式就是电风扇。

电风扇使用时可以使室内的空气流动，有利于空气的循环，对关节的伤害也不是

很大，保持舒适的室温，不会因为室温的突变使毛孔收缩不利于毒素的排出。

加装空气加湿装置，在坐式电风扇的扇叶前方加装超声波空气加湿器，超声波加

湿器耗电量小、使用寿命长、加湿强度大且均匀。可以缓解口舌干燥、皮肤紧绷、病

毒滋生。加湿器在雾化的过程中，可以释放大量的负氧离子，能很好地与空气中的漂

浮物、烟雾、粉尘结合使其沉淀，更好的去除异味，提高空气质量。另外，可以在雾

化液中添加辅助剂，如香薰、植物精油、药业等，随着税水雾的散发，使房间香气四

溢，护理皮肤，对失眠、咳嗽、呼吸疾病的患者有很大的辅助效果。而且，在电器多



的房间可以消除静电。

目前空气加湿器的加湿范围小，有局限性，但是与空气加湿器结合在一起可以随

风的辅助下，扩散的更快，范围更大，水雾在随着空气流动的时候会蒸发，蒸发时候

会吸收大量的热量，物理降温，使其室内的温度得到大大的降低，达到良好的降温效

果，也能更好的达到加湿效果。相同面积的房间，配合在一起的空气加湿的功率可以

小一些。

目前市面上很少见上下摆头的电风扇，大多是都是左右摆头的，上下调节的时候

需要手动调节，非常的不方便，加装上下摆头的机械结构，可以更大的调节风扇的风

吹到的空间，使能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情况：

一般家用坐式电扇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近些年空调的普及化，还被称为“夕

阳产业”，面对目前的形式，电风扇只能向便捷、小巧方面发展。有机构在市场做过调

查，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价格因素进行购买，功能与外观因素占到主导消费者购买因

素的将近一半，起到较大的决定作用。国外在电扇研究方面相对来说没有我国积极，

但是在智能方面技术要比我国技术成熟许多，目前电风扇的机械结构与智能方面的技

术已经非常成熟了，下一阶段的研究就是将电风扇设的更人性化、更好的满足不同人

群的需要。



2.本课题的主要内容和拟采用的研究方法或措施。

主要内容：

在传统的电风扇上添加超声波空气加湿装置，设计电风扇上下摆头的机械结构，

加装温度与湿度表液晶面板。

研究方法：

首先对坐式电扇进行拆卸，了解坐式电扇的所有的机械结构，对此进行研究，思

考超声波加湿装置的位置，更有利于发挥其功能，加装液晶面板，显示温度湿度，设

置三种背光颜色进行提示。

设计好以后再在指定的房间，进行测试，与设计前的坐式电扇比对，采集数据，

进行分析，然后观察在不同环境下风扇的工作情况，在进行调试改良。



3.预期成果形式。

撰写毕业设计论文一篇；

设计图纸若干张；

说明书一份；



4.本课题的重点及难点，前期已开展工作。

重点难点就是，加装超声波加湿器需要加装装水的容器，水的重量比较大，设

计位置不合适可能导致中心偏移，工作时容易倾倒。然后安装的距离与出口太远，

不宜达到雾化的最佳状态，导致能源的浪费流失。还有设计上下摆头的机械结构也

是一大难点，需要上下摆头的同时，不影响左右摆头。

前期的工作已经开始，已经对坐式电扇进行了拆卸，对坐式电扇进行了研究，

还有对超声波加湿器进行工作情况的研究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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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指导教师意见（对课题的深度、广度及工作量的意见）。

指导教师：

年 月 日

6.学术团队审查意见：

学术团队负责人：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