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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全国本科院校电气信息类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规划教材:物联网概论》较为全面地讲述了物联
网基本知识、技术体系以及相关理论。
《21世纪全国本科院校电气信息类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规划教材:物联网概论》首先对物联网进行了总
的论述，介绍了物联网的起源、定义、体系结构、标准、关键技术和应用等。
接下来对物联网的关键技术，如EPC和RFID技术、传感器技术、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M2M技术等进
行了详细分章讲解。
然后对物联网的通信技术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同时对与物联网密切相关的云计算、智能技术、安全技
术也进行了深入的论述。
《21世纪全国本科院校电气信息类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规划教材:物联网概论》图文并茂，在写作构思
和结构编排上力争为读者提供全面、系统的讲述，使读者不仅对物联网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和认识
，还能进一步地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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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热带树” 在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期间，由于越南的密林和多雨的天然环境，
大大削弱了卫星与航空侦察的效果。
无奈之下，美军就使用了当时被称为“热带树”的无人值守传感器网络来对付北越的“胡志明小道”
。
所谓“热带树”实际上是一个由震动传感器和声音传感器组成的系统，它由飞机投放，落地后插入泥
土中，仅露出伪装成树枝的无线电天线。
当人员、车辆等目标在其附近行进时，“热带树”便探测到目标产生的震动和声音信息，并立即将信
息数据通过无线电通信发送给指挥中心。
指挥管理中心对信息数据进行处理后，得到行进人员、车辆等目标的地点位置、规模和行进方向等信
息，然后进行指挥决策。
“热带树”在越战中的成功应用，促使许多国家战后纷纷研制和装备各种无人值守的地面传感器系统
。
 本章导读 无线传感器网络是近几年来国内外研究和应用非常热门的领域，在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军
事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
综观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史，应用需求始终是推动和左右全球网络技术进步的动力与源泉。
早在1999年，商业周刊就将传感器网络列为21世纪最具影响的21项技术之一。
2002年。
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提出“网络就是传感器”的论断。
由于无线传感器网络在国际上被认为是继互联网之后的第二大网络，在2003年美国《技术评论》杂志
评出对人类未来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十大新兴技术，传感器网络被列为第一。
本章将对无线传感器网络的体系结构、特征、通信协议、通信标准和支撑技术等方面做简要的讲解。
 无线传感器网络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特别是物联网的提出更加普及了对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研
究与应用，其涉及多个学科，并且知识高度集成，综合了传感器技术、微机电技术、嵌入式计算技术
、现代网络及无线通信技术、分布式信息处理技术等。
可以如下定义无线传感器网络：无线传感器网络就是由部署在监测区域内大量的廉价微型传感器的节
点组成的，通过无线通信方式形成的一个多跳自组织网络的网络系统，其目的是协作感知、采集和处
理网络覆盖区域中感知对象的信息，并发送给观察者。
通过大量布置在监测区域内的各种集成化的微型传感器节点，协作地实时监测、感知和采集各种环境
或监测对象的信息，并能够在网内实现信息的综合加工和处理，最终将经过处理的信息通过多跳无线
通信的方式传送给终端用户。
具有网络拓扑动态变化，自组织、自治、自适应等智能属性。
从而实现了物与物、人与物的连通，极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
无线传感器网络不需要固定的基础设施支持，具有便于快速部署、容错性好、抗毁性强等特点，可广
泛应用于军事侦察、环境监测、医疗监护、工业监测和空间探索等各个领域。
 概括地说无线传感器网络是集数据采集、数据综合处理和数据通信功能于一体的分布式自组织网络。
 4.1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体系结构 无线传感器网络拥有和传统无线网络不同的体系结构，主要包括无线
传感器节点结构、无线传感器网络结构以及无线传感器网络协议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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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全国本科院校电气信息类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规划教材:物联网概论》可作为物联网工程专业
及其相关专业的教材，供需要掌握物联网基础知识的高年级本科生学习和研究生选读，还可作为希望
了解物联网知识的企业管理者、科研人员、高等院校教师等读者朋友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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