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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联网是一个基于互联网、传统电信网等信息承载体，让所有能够被独立寻址的普通物理对象实现互
联互通的网络。
它具有普通对象设备化、自治终端互联化和普适服务智能化三个重要特征。

《物联网工程专业系列教材：物联网导论（第2版）》从物联网的感知识别层、网络构建层、管理服
务层和综合应用层这四层分别进行阐述，深入浅出地为读者拨开萦绕于物联网这个概念的重重迷雾，
引领求知者渐渐步入物联网世界，帮助探索者把握第三次IT科技浪潮的方向。

《物联网工程专业系列教材：物联网导论（第2版）》适合高等院校物联网工程专业作为专业教材使
用，也适合其他各专业作为选修课教材使用，还适合对物联网感兴趣的各类读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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