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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联网工程开发与实践》全面、系统地分析了物联网工程的感知、网络、应用3个主要层面，物联
网工程的关键技术问题，并结合物联网工程的质量要素，分析了物联网工程的电气安全、电磁兼容、
信息安全和环境可靠性，以物联网重点应用领域为例，介绍了12类典型物联网工程。
全书分为10章，包括物联网技术概述、物联网工程关键技术、传感器设计与应用、物联网通信网络构
建、软件开发及算法、物联网工程电气安全要求、物联网工程电磁兼容要求、物联网工程的信息安全
、物联网产品可靠性试验、国内外典型的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工程开发与实践》适合从事物联网工程技术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量检测和应用的工
程技术人员阅读，也可作为物联网工程教学人员、进出口国际贸易人员、政府科技管理人员、认证与
检测机构技术人员的参考书，还可作为高等院校物联网专业、计算机专业、通信专业、软件工程、信
息安全、自动控制、仪器仪表专业学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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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最早的计算机是单处理器单存储器，为了提高计算机的处理速度，人们开始考虑并
联更多的处理器和存储器，计算机逐渐走过了一条从单处理器单存储器到多处理器单存储器（SMP）
、到多处理器多存储器（MPP）、到多机器并联的机群COW（Cluster Of Workstation）、再到通过互
联网把海量计算机组成计算能力和存储规模可无限扩展的虚拟机群（网格计算）的发展演变过程。
 为了能够给更多的用户同时提供服务，1959年科学家Christopher提出了“分时”的概念，使多用户同
时独占一台“虚拟”的大型计算机。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计算机机群提供了比大型机更为强大的计算能力，为了充分利用，人们开始
重新审视“租用”服务模式的理念。
在成熟的计算机并行编程技术、虚拟化技术和互联通信技术基础上，人们把计算资源集中为虚拟的资
源池，通过互联网对外提供计算和存储服务，这就是所谓“云计算”。
云计算是网格计算、并行计算、网络存储等传统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融合的产物。
它旨在通过网络把多个成本相对较低的计算实体整合成一个具有强大计算能力的完美系统。
 2.云计算定义 “云”，实际上是对互联网的一种隐喻。
目前，人们对信息资源的使用，正在由计算机主机、个人计算机向“云计算”演进，一种标准的IT能
力（包括服务、软件或者基础设施）通过网络传输，以付费使用和自助服务的方式进行。
“云计算”的浪潮正在全球范围快速兴起。
有了云计算，个人计算机将变得不再重要，网络就是计算机，所有的操作将在网络上完成，用户能够
在云中安营扎寨。
云计算是互联网时代信息基础设施与应用服务模式的重要形态，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集约化发展的必然
趋势。
它以资源聚合和虚拟化、应用服务和专业化、按需供给和灵便使用的服务模式，提供高效能、低成本
、低功耗的计算与数据服务，支撑各类信息化的应用。
 云计算具有以下重要特征：资源、平台和应用专业服务，使用户摆脱对具体设备的依赖，专注于创造
和体验业务价值；资源聚集与集中管理，实现规模效应与可控质量保障；按需扩展与弹性租赁，降低
了信息化成本。
 广义云计算是指服务的交付和使用模式，指通过网络以按需、易扩展的方式获得所需的服务。
这种服务可以是和IT、互联网相关的，也可以是任意其他的服务。
 狭义云计算是指IT基础设施的交付和使用模式，指通过网络以按需、易扩展的方式获得所需的资源（
硬件、平台、软件）。
提供资源的网络被称为“云”。
“云”中的资源在使用者看来是可以无限扩展的，并且可以随时获取，按需使用，随时扩展，按使用
付费。
这种特性经常被称为像水电一样使用IT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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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物联网工程开发与实践》适合从事物联网工程技术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量检测和应用的工程技
术人员阅读，也可作为物联网工程教学人员、进出口国际贸易人员、政府科技管理人员、认证与检测
机构技术人员的参考书，还可作为高等院校物联网专业、计算机专业、通信专业、软件工程、信息安
全、自动控制、仪器仪表专业学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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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本书是作者在物联网工程领域辛勤耕耘的工程实践经验的结晶，是物联网从概念走向应用的真实写照
，总结了国内外物联网技术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技术研发人员、工程应用人员、质量检测人员、政府管理人员、国际贸易人员以及高等院校师生等都
可以通过本书全面系统地了解有关物联网工程的传感、传输、智能化处理等技术内涵，电气安全性、
电磁兼容、信息安全、环境可靠性等质量要素，以及典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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