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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联网核心技术》从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角度，分三篇介绍了物联网的问题：物联网的总览篇、
物联网的物品标识篇、物联网的网络运行篇。
物联网的总览篇共有4章，介绍了物联网的概念、产生的背景、演进路线和相关基础知识，并介绍了
物联网核心技术的组成；物联网的物品标识篇共有5章，介绍了物品的编码体系和自动识别技术，并
介绍了由电子标签与读写器构成的物品射频识别系统；物联网的网络运行篇共有5章，介绍了物联网
中间件和互联网的服务环境，并介绍了物联网的名称解析服务和信息发布服务，最后给出了物联网的
体系结构和标准。
　　《物联网核心技术》对物联网的核心技术有一个全面的讲解，能够反映信息技术发展的现状与发
展趋势，特别适合作为高等院校通信、电子、物联网和自动控制类学生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人员的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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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RFID系统基带编码的方式有多种，编码方式与系统所用的防碰撞算法有关。
RFID系统一般采用曼彻斯特编码，该编码半个bit周期中的负边沿表示1，正边沿表示0。
该编码若码元片内没有电平跳变，则被识别为错误码元，这样可以按位识别是否存在碰撞，易于实现
读写器对多个标签的防碰撞处理。
信号传输前先进行降噪处理，去除信号中的低频分量和高频分量，以减少误码率。
然后进行载波调制，载波调制主要有ASK、FSK和PSK等几种制式，分别对应于正弦波的幅度、频率和
相位来传递数字基带信号。
在RFID系统中，为简化设计、降低成本，大多数系统采用ASK的调制技术。
为减少信号传输过程中的波形失真，还应使用校验码对可能或已经出现的差错进行控制，鉴别是否发
生错误，进而纠正错误，甚至重新传输全部或部分消息。
常用的校验方法有奇偶校验方法和CRC方法等。
2.信号防冲突为使读写器能顺利完成其作用范围内的标签识别、信息读写等操作，防止碰撞，RFID主
要采用时分多路接入法，每个标签在单独的某个时隙内占用信道与读写器进行通信。
然而，在多读写器、多电子标签的系统中，信号之间的冲突与干扰在所难免，这会导致信息叠混，严
重影响RFID的使用性能。
信号之间的冲突分为标签冲突和读写器冲突两类，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使用防碰撞算法。
（1）标签冲突当多个电子标签处于同一个读写器的作用范围时，在没有采取多址访问控制机制的情
况下，信息的传输将产生干扰，这将导致信息读取失败。
1）随机性解决方案。
对于标签冲突，一般采用Aloha搜索算法。
例如，目前高频频段的电子标签都使用Aloha算法来处理。
Aloha算法在一个周期性的循环中将数据不断地发送给读写器，数据的传输时间只占重复时间的很小部
分，传输间歇长，标签重复时间小，各标签可在不同的时段上传输数据，数据包传送时不易发生碰撞
。
改进型的Aloha算法还可以对标签的数量进行动态估计，并根据一定的优化准则，自适应选取延迟的时
间和帧长，显著地提高了识别速度。
由于同类型的电子标签工作在同一频率，共享同一通信信道，Aloha算法中标签利用随机时间响应读写
器的命令，其延迟时间和检测时间是随机分布的，是一种不确定的随机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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