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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本著作中，作者阐述了对地观测传感网信息服务的国内外进展、概念与特征、体系架构、关键技术
、软件平台和典型应用，主要提出了虚拟传感网与决策支持系统耦合的自适应观测数据服务模型、数
据与传感器的网络化规划服务、可扩展的传感器观测服务、对地观测数据服务搜索、多版本地球空间
信息服务统一访问、传感网信息服务协同和组合等理论与方法，以对观测传感网信息服务平
台GeoSensor为基础，结合鸟类迁徙、视频变化检测和洪水检测为例，介绍了典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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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对地观测传感网信息服务的模型与方法》这本著作中，作者陈能成阐述了对地观测传感网信息服
务的国内外进展、概念与特征、体系架构、关键技术、软件平台和典型应用，主要提出了虚拟传感网
与决策支持系统耦合的自适应观测数据服务模型、数据与传感器的网络化规划服务、可扩展的传感器
观测服务、对地观测数据服务搜索、多版本地球空间信息服务统一访问、传感网信息服务协同和组合
等理论与方法，以对地观测传感网信息服务平台Geosensor为基础，结合鸟类迁徙、视频变化检测和洪
水检测为例，介绍了典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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