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物联网技术导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物联网技术导论>>

13位ISBN编号：9787121111891

10位ISBN编号：7121111896

出版时间：2010-6

出版时间：电子工业

作者：张飞舟//杨东凯//陈智

页数：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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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物联网技术导论>>

前言

　　“物联网”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995年，至今已有15年的时问，但是当时并没有引起世人的关注。
自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抛出新的高科技概念，期望通过新一轮的科
技创新引领经济走出低谷。
于是物联网作为新一轮经济振兴计划的核心，得到了美国、欧洲和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
度重视。
我国20世纪末即启动了射频识别的重大工程项目，从那时至2004年，每年都有相应的重点工程项目组
织实施。
同时，在《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2006-2020年）》和“新一代宽带移动无线通信网”重大
专项中均将传感网列入重点研究领域，凸显了我国对物联网的高度重视。
2009年温总理视察无锡微纳传感网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并发表重要讲话，“物联网”的概念在国内学术
界、企业界乃至政府部门迅速升温。
　　物联网所涉及的技术众多，对于学科而言是一个新型交叉学科，包括电子通信、物流、计算机、
交通、供应链等多项内容。
当前，对于物联网的研究已经逐步走出实验室，面向大众化的物联网应用也开始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
活中。
　　本书重点就电子产品编码（。
EPC）主导的物联网进行全面阐述和总结，共分9章，内容包括：物联网概述，物联网的工作原理与组
成，射频识别系统，中间件，对象名称解析服务，实体标记语言，物联网信息服务，物联网管理，以
及中国物联网建设。
为了展现物联网相关领域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本书参考或引用了大量相关文献，其中大多数已在书
中注明了出处，但难免有所疏漏。
在此，向有关作者和专家表示感谢，并对没有注明出处的作者表示歉意。
　　应该指出，“物联网”是一个新概念，物联网技术正处在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尽管本书力求反
映最新研究成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成果还会不断涌现。
本书旨在使读者较快地与本学科的新发展“接轨”，使更多的科学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参与到物联
网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开发行列中来，将我国的物联网理论和应用提高到新的水平，并在社会发展与经
济建设中发挥作用。
　　本书由张飞舟、杨东凯和陈智编著，参加部分编写工作的还有：陈嘉、程鹏、耿嘉洲、杨泽民、
刘相锋等。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陈良富、詹志明、魏斌、张立福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还得到了王平、张建立、
景韶光等专家的支持和帮助，在此特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编著者水平有限，书中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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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联网是将人与物、物与物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改善人类居住环境的一种新的网络
。
本书从物联网的起源出发，全面介绍了物联网的发展状况，重点就全球电子产品编码（EPC）构成的
物联网进行系统、深入的阐述，全书内容包括：物联网的概念、物联网的基本构成、射频识别系统、
物联网中间件、对象名称解析、实体标记语言、信息服务系统、物联网管理以及中国物联网建设。
　　本书内容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是读者了解物联网技术的理想读物。
　　读者对象：电子与通信、计算机、物流与供应链、系统工程等专业的高校师生，与物联网相关的
技术人员、政府管理者和科普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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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物联网的可依赖性模型也是进行物联网开发的一个挑战。
采用传统的方法，分别评价、建模和仿真组成物联网的物理装置和网络部件，这样无法构造整个物联
网系统的可依赖模型。
必须建立物理装置和网络系统的相互依赖模型，其中包括构建定性的物联网交互依赖模型，构建量化
的物联网交互依赖模型，按照物联网中的物理装置和网络部件属性描述物联网的可依赖性，验证这种
可依赖性模型的正确性。
　　物联网技术开发中，如何构建面向中问件也是一个技术难题。
中间件可以减少50％的软件开发时间和成本，由于CPS资源的限制、服务质量要求、可靠性要求等，
通用的中间件无法满足CPS应用开发的需求。
重新开发一个面向CPS的中间件似乎难度较大，现代软件技术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软件重用，因此可以
考虑采用面向应用领域的定制方法改造中问件。
但是，改造一种结构复杂的、功能繁琐的通用中间件的成本，是否一定小于构建一个结构简单的、功
能简捷的专用中间件？
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与此同时，物联网技术开发中还面临安全、实时的数据服务技术挑战，物联网系统的正确性验证技术
、嵌入式万维网服务开发技术、隐私保护技术以及安全控制技术等的挑战，这些技术是决定物联网技
术能否得到广泛应用的关键技术。
　　3.示范系统建设的挑战建设和部署物联网示范系统，在社会层面和技术层面都面临较大的挑战。
物联网系统的典型示范系统，如楼宇内部的照明、电表、街道路灯系统等，都会涉及到较为复杂的基
本建设工程和公共设施工程。
其次，消耗最多能源的、具有最大节能潜力的物品通常都是巨大的、昂贵的装置，改造这些装置面临
很大的困难。
另外，建设和部署物联网面临的较为直接的挑战是，如何让人们愿意使用并且可以维护物联网？
这里不仅存在技术本身的问题，还存在如何进行培训、教育和普及物联网知识和技术的问题。
　　构建和部署物联网示范系统的技术层面的挑战，包括通信基础设施、隐私保护和互操作性问题。
物联网需要普适联网，对于公共设施的物联网需要在城市范围建立全覆盖的无线联网基础设施，而这
种设施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建立的。
如何经济、有效地构建满足物联网需要的联网基础设施？
这在技术上也是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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