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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物联网基本概念、物联网应用、物联网安全及物联网标准，并对物联网的体系
架构、传感技术、识别技术、通信技术、组网技术、智能与中间件技术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
和探讨。

本书图文并茂，在设计和构思上力求为读者提供全面、系统的内容，便于读者对物联网有一个较为清
晰的认识。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学校物联网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作为其他物联网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及从事物联
网相关工作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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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眼睛识别技术 分析眼睛的复杂和独特特征的生物识别技术主要包括虹膜识别技术
、视网膜识别技术和角膜识别技术。
 虹膜是环绕瞳孔的一层有色的细胞组织。
每一个虹膜都包含一个独一无二的基于像冠、水晶体、细丝、斑点、结构、凹点、射线、皱纹和条纹
等特征的结构。
虹膜扫描安全系统包括一个全自动照相机来寻找你的眼睛，并在发现虹膜时开始聚焦，捕捉到虹膜样
本后由软件来对所得数据与储存的模板进行比较，想通过眨眼睛来欺骗系统是不行的。
 虹膜识别便于用户使用，可靠性好，用户与设备之间也不需要物理的接触。
但其设备尺寸较大，并且因聚焦需要而采用的摄像头很昂贵，黑眼睛极难读取，此外还需要有比较好
的光源。
 视网膜是眼睛底部的血液细胞层。
视网膜扫描是采用低密度的红外线去捕捉视网膜的独特特征，血液细胞的唯一模式因此被捕捉下来。
某些人认为视网膜是比虹膜更为唯一的生物特征。
 视网膜识别的优点在于，它是一种极其固定的生物特征，因为是"隐藏"的，故而不可能受到磨损、老
化等影响；使用者也无须和设备进行直接的接触；同时它是一个最难欺骗的系统，因为视网膜是不可
见的，故而不会被伪造。
另一方面，视网膜识别也有一些不完善，如视网膜技术可能会给使用者带来健康的损坏，这需要进一
步的研究；设备投入较为昂贵，识别过程的要求也高，因此角膜扫描识别在普遍推广应用上具有一定
的难度。
 4.面部识别 面部识别系统是通过分析面部特征的唯一形状、模式和位置来辨识人。
其采集处理的方法主要是标准视频技术和热成像技术。
标准视频技术通过一个标准的摄像头摄取面部图像或者一系列图像，在面部被捕捉之后，一些核心点
被记录下来，例如眼睛、鼻子和嘴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然后形成模板；热成像技术通过
分析由面部毛细血管的血液产生的热线来产生面部图像，与视频摄像头不同，热成像技术并不需要在
较好的光源条件下，因此即使在黑暗情况下也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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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物联网专业系列教材:物联网概论》既可作为高等学校物联网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作为
其他物联网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及从事物联网相关工作人员的参考用书。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物联网概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