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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介绍物联网发展背景与技术特征的基础上，对物联网中的自动识别与RFID应用技术，传感
器、传感网与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智能设备与嵌入式技术，计算机网络与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
术，位置信息、定位技术与位置服务，物联网数据处理技术，物联网信息安全技术等关键技术，以及
典型的物联网应用进行了系统的讨论。

　　《物联网工程专业规划教材：物联网工程导论》内容符合教育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指导
分委员会编制的《物联网工程专业规范》（初稿）中关于“物联网工程导论”知识体系的要求。
全书层次清晰，结构完整，语言流畅，图文并茂，用通俗的语言系统地介绍了物联网的知识，为读者
深入学习和研究物联网技术奠定了基础。
本书可以作为物联网工程专业、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相关专业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供物联网技术研究
与产品研发人员、技术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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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N>1阶段 如果一个科研实验室有多台个人计算机，不同的计算机装有不同的
数据处理与制图软件，不同的计算机存储不同的实验数据，还有一些计算机连接打印机，那么在这个
实验室工作的研究人员的愿望就不仅仅是每个人使用一台计算机。
他们希望能够将这些局部范围内的计算机联网，实现软件、硬件与数据的共享。
这种需求直接推动着局域网技术的研究。
当我们将一个实验室、一个教学楼、一个学校、一个办公大楼的计算机都互联起来时，人们就可以共
享局域网中互联的N台计算机的资源，实现一个用户可以使用N台计算机资源的理想。
但是，随着计算机网络应用的深入，人们自然会提出更大范围计算机资源共享的需求，这就导致了全
球范围计算机网络互联的研究。
 （4）N～∞阶段 如果从技术角度来看，互联网（Internet）是一个覆盖全球，通过路由器实现多个广
域网、城域网与局域网互联的大型网际网。
如果从用户的角度来看，互联网是一个全球范围的信息资源网。
接入互联网的所有计算机的资源都可以为其他用户所共享，网络用户可以通过一台接人到互联网的计
算机访问网中其他的计算机资源。
随着互联网规模的不断扩大，互联的网络数量与计算机数量的增多，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清楚现在互联
网中到底接入了多少台计算机。
也许就在你阅读这段文字的期间，又有一批网络和计算机接入到互联网之中。
因此可以说，当你将自己的计算机接入到互联网时，你就能够享受到访问无穷多台计算机、共享无限
的信息资源的能力，接入到互联网的计算机数量N～∞。
 随着网络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不断普及，新的问题又出现了：1）当研究如何将分布于不同地理位置
的RFID标签与读写器节点互联起来时，我们发现并没有将这些RFID节点算在上文所说的“N”之中。
2）当研究如何将智能传感器节点互联起来时，我们发现，也没有将这些“智能尘埃”（Smart Dust）
算在这个“N”之中。
3）当研究如何将分布于不同地理位置的电站智能测控设备、智能电表互联起来时，我们发现也没有
将这些能够自动感知物理世界的感知节点与智能测控设备算在这个“N”中。
4）当研究如何将分布于不同地理位置、具有高度感知能力和控制能力的智能机器人互联起来时，作
者发现：我们也没有将这些用各种传感器与微控制技术武装起来的智能机器人算在这个“N”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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