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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院校物联网专业系列教材：物联网理论与技术（第2版）》对物联网理论和技术有了新的
了解和认识，根据实际项目经验，在《物联网理论与技术》的基础上，更加理论化、科学化、系统化
和综合化地编写了本书。
书中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剖析了物联网的技术知识、发展现状及所面临的关键科学问题和技术突
破点，重点介绍关键科学问题的探索思路和解决方法；以医疗物联网为研究导向，深入分析物联网技
术应用的方法，探讨物联网技术应用的发展思路。
《物联网理论与技术（第2版高等院校物联网专业系列教材）》共8章，分别讲述物联网的基本概念、
体系架构分层方式及其关键技术、自治与协同网络体系结构、数据融合、物联网安全、能源优化机理
及资源分配，以及医疗物联网案例等，最后阐述物联网在推广过程中的开放性问题。
《高等院校物联网专业系列教材：物联网理论与技术（第2版）》可作为高等院校本科生、研究生的
教材，也可作为公司、研究所的开发人员、技术管理者及物联网技术研究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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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安全方面，ZigBee引入“信任中心”的概念，负责分配安全密钥，在通常情况下
，网络中的协调者充当信任中心的角色。
ZigBee定义三种密钥，分别是网络密钥、链路密钥和主密钥。
网络密钥可以在设备制造时安装，也可以在密钥传输中得到，用在数据链路层、网络层和应用层中；
主密钥可以在信任中心设置或在制造时安装，还可以是基于用户访问的数据，如密码、口令等，应用
在应用层；链路密钥是在两个端设备通信时共享的密钥，可以由主密钥建立，也可以在设备制造时安
装，也应用在应用层。
 物联网是信息技术的又一次革命，使用无线技术实现物物相连，给人们的生活带来重大变化。
ZigBee技术作为WSN的热门技术，以其低能耗、网络自愈能力强等特点在物联网领域必将发挥相当重
要的作用。
 2.1.4纳米技术 很多物体不能直接被感知，所以须为这些物体植入微型芯片，这些芯片可以感知温度、
速度和湿度等信息，甚至还可以处理信息，这涉及纳米技术。
纳米技术可以使微型芯片足够小，以便可以将芯片植入到任何物体，甚至沙粒中。
因此，纳米技术是物联网感知层的关键技术。
 纳米技术是研究尺寸在0.1～100nm物质组成体系的运动规律和相互作用及可能的实际应用中技术问题
的科学，主要包括纳米体系物理学、纳米化学、纳米材料学、纳米生物学、纳米电子学、纳米加工学
、纳米力学等。
其中，纳米物理学和纳米化学是纳米科学的理论基础，而纳米电子学是纳米科学最重要的内容，纳米
电子技术是纳米技术的核心。
 就人类传统的制造观而言，纳米电子学是微电子学继续向微小世界、更微小世界不断发展的自然延伸
；就著名物理学家Feynman的自下而上的单个原子组装观而言，它又是在全新概念上的用单个原子和
单个分子构建量子器件的新领域。
 纳米电子学主要在纳米尺度空间内研究电子、原子和分子运动规律和特性，研究纳米尺度空间内由纳
米膜、纳米线、纳米点和纳米点阵构成的基于量子特性纳米电子器件的电子学功能、特性及加工组装
技术。
纳米电子学研究从根本上帮助微电子技术突破瓶颈，超越目前集成电路发展中遇到的物理和工艺极限
，发展全新的集成电路设计和制作方法。
 纳米电子学的发展离不开基础学科（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工程学的贡献，如生物学通过从自然
系统到细胞，再到蛋白质的发展研究为纳米电子学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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