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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联网导论学习与实验指导》是针对《物联网导论》教材需要编写的配套学习和实验指导用书。
第一部分是《物联网导论》教材的学习指导，包括学习目标与要求、主要知识点和习题；第二部分是
计算机的基本操作和实验。

《物联网导论学习与实验指导》可作为普通高等学校物联网工程专业本科生《物联网导论》课程教材
的辅导用书，也可作为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的参考资料。
本书由张凯和张雯婷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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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M2M系统框架 （1）M2M硬件。
硬件是使机器获得远程通信和联网能力的部件，可以分为五种：嵌入式硬件、可组装硬件、调制解调
器、传感器和识别标识。
 （2）通信网络。
它主要负责将信息传送到目的地。
随着M2M技术的出现，网络社会的内涵有了新的内容，网络社会的成员除了原有人、计算机、IT设备
之外，数以亿计的非IT机器／设备正要加入进来。
同时，这些新成员的数量和其数据交换的网络流量将会迅速增加。
 （3）中间件。
中间件在通信网络和IT系统间起桥接作用，它包括两部分：M2M网关、数据收集／集成部件。
网关是M2M系统中的“翻译员”，它获取来自通信网络的数据，将数据传送给信息处理系统，主要的
功能是完成不同通信协议之间的转换。
数据收集／集成部件则是为了将数据变成有价值的信息。
 （4）应用。
对获得数据进行加工分析，为决策和控制提供依据，对原始数据进行不同加工和处理，并将结果呈现
给需要这些信息的观察者和决策者。
 15.2.3应用领域 1.智能交通 智能交通：将传感器技术、RFID技术、无线通信技术、数据处理技术、网
络技术、自动控制技术、视频检测识别技术、GPS、信息发布技术等运用于整个交通运输管理体系中
，从而建立起实时、准确、高效的交通运输综合管理控制系统。
 智能交通作为一个信息化系统，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各种功能都是以交通信息应用为中心展开的，因
此，实时、全面、准确的交通信息是实现城市交通智能化的关键。
 从系统功能上讲，这个系统必须将汽车、驾驶者、道路以及相关的服务部门相互连接起来，使道路与
汽车的运行功能智能化，从而使公众能够高效地使用公路交通设施和能源。
其具体的实现方式是：该系统采集到各种道路交通及各种服务信息，经过交通管理中心集中处理后，
传送到公路交通系统中的各个用户。
出行者可以做实时的交通方式和交通路线选择，交通管理部门可以自动进行交通疏导、控制和事故处
理；运输部门可以随时掌握所属车辆的动态情况，进行合理调度。
这样，路网上的交通就能够处于较好的状态，改善交通拥挤，最大限度地提高路网的通行能力及机动
性、安全性和生产效率。
 2.智能电网 智能电网：其核心在于构建具备智能判断与自适应调节能力的多种能源统一入网和分布式
管理的智能化网络系统，可对电网与客户用电信息进行实时监控和采集，且采用最经济最安全的输配
电方式将电能输送给终端用户，实现对电能的最优配置与利用，提高电网运行的可靠性和能源利用效
率。
 国家电网在物联网领域的切人可谓全面，从输电环节到最终到户的智能电表以及接人设备，甚至到达
用电终端。
下面是几种应用系统：智能用电信息采集系统；智能用电服务系统；智能电网输电线路可视化在线监
测平台；智能巡检系统；电动汽车辅助管理系统；智能用电服务以及家庭传感局域网通用平台的开发
；绿色智能机房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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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高等学校规划教材：物联网导论学习与实验指导》特点：　　教学目标明确，注重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　　教学方法灵活，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教学内容先进，反映了物联网工
程的最新发展；　　教学模式完善，提供了配套的教学资源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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