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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部分介绍了物联网的基本技术，涵盖了条形码、RFID技术、传感器
技术、MEMS技术、EPC技术、无线传感器网络、互联网、云计算、TD-SCDMA、Zigbee、蓝牙等关
键技术特点，诠释了物联网在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能楼宇、智能物流、智能安防、智能医药及智
能农业等各个经济领域的应用前景及实例；第二部分介绍了物联网在商务管理、财务管理、资产管理
等社会经济管理方面的作用，以及物联网资本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物联网环保和安全等问题带来
的社会效益损失等。
作者从科技的视角通过专业术语及生动实例向读者介绍这一新生事物的原理、特点、应用，同时从经
济的视角来描述物联网需要的成本和将带给人们的财富。

　　本书对于企事业单位、政府机构的技术人员、管理者以及关注，支术发展的广大读者都具有重要
参考价值，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物联网专业和信息类、通信类、计算机类、工程类、管理类及经济类等
专业的物联网概论课程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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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4.7.2.2  物联网技术应用于消防安全防范领域随着社会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高
层建筑、大型建筑日益增多，火灾隐患也大大增加，关乎到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消防工作日益
重要。
目前很多建筑安装了消防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可在一定程度上做到火灾预警。
这些消防监控系统基本上都是各单位独立选购安装与独立工作的，监控系统一旦发现火灾就会发出警
报，单位值班人员收到警报后立即验证，确认火灾后通知消防单位，由消防单位进行扑救。
但是由于人为因素导致火灾信息漏报、迟报，报警设备出现故障没有及时恢复开通的情况时有发生，
由此造成火势蔓延，酿成巨大损失。
因此，现实的状况要求现代化的城市消防必须形成一个有效的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时刻监控城市
建筑的情况。
当发生异常情况时，立即向监控部门报警，及早确定火情，将火灾控制、消灭在萌芽阶段，以减少城
市火灾带来的灾难。
同时，对部署了安防视频监控系统的单位来说，当发生火灾报警时，能够实现对报警区域进行联动视
频监控，不仅可以对消防指挥中心部门判断火灾报警提供详实的依据，更可以为火灾救援单位提供报
警现场的视频图像，能够使救援单位更有效、明确地开展火灾救援工作。
因此，建立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并结合视频监控系统势在必行。
在火灾防范领域中，按照国家《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的要求，应在建筑物内的保护区域中安
装烟感探测器，探测器能够通过检测空气中的烟雾浓度来判断是否发生火灾，并及时报警。
但是这种常规的探测器并不能很好地满足不断提升的公共安全需求，因此，使用智能技术对常规探测
器进行升级改造，使之成为具备智能感知能力的探测器，并利用无线传感网络技术组成Mesh网络，相
互之间能够进行最优路径通信。
正常情况下，智能探测器按照采样周期定期苏醒采集数据，其余时间处于休眠状态以降低能耗。
当某个智能探测器的探测值明显提高，并达到设定阈值一半的时候，该探测器被激活，采样周期缩短
为原来一半，并且启动蜂鸣器发出频率适中的危险报警，实施观测一段时间，如果在此期间，探测值
继续上升，那么该探测器将会迅速激活其临近探测器。
当探测值超过设定阈值后，探测器进行火灾报警，蜂鸣器发出尖锐急促的叫声。
另外，已报警的探测器通知其上一级的未报警探测器进行数据备份，这样，即使一些探测器被毁坏，
救援人员也能够在现场使用PDA从未毁坏探测器中得到火灾区域的烟气浓度等重要参数，对于火灾反
演、判断火势和灾情蔓延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在后方的监控界面中，所有未报警的探测器显示为绿色，进行危险报警的探测器周边显示为黄色
，而进行火灾报警的探测器区域显示为红色，这样就突显了危险分区的概念，有助于人员疏散和救援
指挥。
（1）远程监控系统的结构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是通过有线、无线通信网络将各建筑物内独立的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联网，运用地理信息系统进行定位，并与视频监控联动等对所有联网单位建筑进行实
时火警监控，对消防设施进行集中管理的消防信息化应用系统。
根据物联网的体系结构，建立城市消防安防联动远程监控系统，同时参考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技术
规范（GB50440-2007），系统结构图如图4－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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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物联网:技术及应用》：经济社会中的物联网，世界信息产业的第三次浪潮，物物相连感知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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