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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下一代因特网及其新技术》系统和全面地反映了下一代因特网的精髓、核心内容、技术体系、研究
现状和最新发展方向。
其主要内容涉及到下一代因特网的基础知识、体系结构、技术原理、IPv6协议、研究与应用；几种新
的因特网组网模式，如光因特网、量子因特网、语义网、全息网、网格计算、下一代网络、物联网、
无线传感器网络和下一代接入网等；几种下一代因特网的技术实现途径，如10Gb、dOGb和100Gb以太
网、射频识别技术、云计算、新型传感器技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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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物联网中最关键的设备是终端设备，包括末梢节点和接人层的设备，它们是物联网
的灵魂。
然而，这些设备技术目前虽然都已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基础，部分技术在一定应用环境下还得到了商用
化应用，但如果要在更广泛领域得到普及性应用，在功耗、安全性、网络可靠性和健壮性等方面还存
在很多技术难题需要突破。
 构成物联网末梢节点的外围神经系统是物联网设备类型最丰富、数量最多、应用环境最复杂的一部分
。
一个应用从几个到几万、上百万不等。
应用环境除了室内外，还包括在不同温度、湿度、电磁干扰下的应用环境。
因此突破末梢节点采集控制设备、接人层技术是物联网的关键和难点。
 6.2.3物联网软件系统组成 软件系统是物联网的神经。
不同类型的物联网，其用途是不同的，其软件系统也不相同，但其实现技术与硬件密切相关。
一般来说，物联网软件系统建立在分层的通信协议体系之上，通常包括数据感知系统软件、中间件系
统软件、网络操作系统（包括嵌入式系统）以及物联网管理和信息中心（包括机构物联网管理中心、
国家物联网管理中心、国际物联网管理中心及其信息中心）的管理信息系统（MIS，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等。
 1.数据感知系统软件 数据感知系统软件主要完成物品的识别和物品EPC码的采集和处理，主要由企业
生产的物品、物品电子标签、RFID、传感器、读写器、控制器、EPC等部分组成。
存储有EPC码的电子标签在经过读写器的感应区域时，其中的物品EPC码会自动被读写器捕获，从而
实现EPC信息采集的自动化，所采集的数据交由上位机信息采集软件进行进一步处理，如数据校对、
数据过滤、数据完整性检查等，这些经过整理的数据可以为物联网中问件、应用管理系统使用。
对于物品电子标签，国际上多采用RFID、EPC标签，用实体标记语言（PML，Physical Markup
Language）来标记每一个实体和物品。
 2.物联网中间件系统软件 中间件是位于数据感知设施（读写器）与在后台应用软件之间的一种应用系
统软件。
间件具有2个关键特征：一是为系统应用提供平台服务，这是一个基本条件；二是需要连接到网络操
作系统，并且保持运行工作状态。
中间件为物联网应用提供一系列计算和数据处理功能，主要任务是对感知系统采集的数据进行捕获、
过滤、汇聚、计算，数据校对、解调、数据传送、数据存储和任务管理，减少从感知系统向应用系统
中心传送的数据量。
同时，中间件还可提供与其他RFID支撑软件系统进行互操作等功能。
引人中间件使得先后台应用软件系统与读写器之间非标准的、非开放的通信接口，变成了后台应用软
件睬统与中间件之间，读写器与中间件之间的标准的、开放的通信接口。
 一般地，物联网中间件系统包括读写器接口、事件管理器、应用程序接口、目标信息服务和对象名解
析服务等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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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下一代因特网及其新技术》适用于业余爱好者自学；可作为高等院校学生选修课和专业培训的教材
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作为在信息领域学习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修课教材或教学参考书；还可供从事
因特网规划、设计、安装、管理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从事因特网研究、开发、教学的科研人员和教师
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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