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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联网技术与应用丛书：物联网与传感器技术》从互联网到物联网的演变入手，介绍了物联网
的组成，并对射频识别技术、物体位置的“无线定位”、低功耗无线传输的网络技术，以及ZigBee
、WiFi、蓝牙等技术和常用的传感器等都做了比较完整的介绍。
同时还对信息传递中交换时的握手协议与网络服务和海量的信息处理所需的“云计算”做了简要介绍
。
为使读者能够较全面地了解物联网中的技术构成、典型硬件和使用方法，书中还介绍了一些典型的案
例。
　　《物联网技术与应用丛书：物联网与传感器技术》适合从事物联网专业工作的技术人员阅读，同
时也可作为高校相关专业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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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面向对象数据库：面向对象数据库采用面向对象数据模型，是面向对象技术与传统
数据库技术相结合的产物。
面向对象数据模型能够完整地描述现实世界的数据结构，具有丰富的表达能力。
目前，在许多关系数据库系统中已经引入并具备了面向对象数据库系统的某些特性。
 分布式数据库：分布式数据库（DDB）是传统数据库技术与网络技术相结合的产物。
一个分布式数据库是在物理上分散在计算机网络各节点上，但在逻辑上属于同一系统的数据集合。
它具有局部自治与全局共享性、数据的冗余性、数据的独立性、系统的透明性等特点。
分布式数据库管理系统（DDBMS）支持分布式数据库的建立、使用与维护，负责实现局部数据管理、
数据通信、分布式数据管理以及数据字典管理等功能。
分布式数据库在物联网系统中将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并行数据库（PDB）：并行数据库是传统数据库技术与并行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它在并行体系结构的
支持下，实现数据库操作处理的并行化，以提高数据库的效率。
超级并行计算机的发展推动了并行数据库技术的发展。
并行数据库的设计目标是提高大型数据库系统的查询与处理效率，而提高效率的途径不仅是依靠软件
手段，更重要的是依靠硬件的多CPU的并行操作来实现。
并行数据库技术主要研究的内容包括：并行数据库体系结构、并行数据库机、并行操作算法、并行查
询优化、并行数据库的物理设计、并行数据库的数据加载和再组织技术问题。
 演绎数据库（DeDB）：演绎数据库是指具有演绎推理能力的数据库。
它是由数据库管理系统和一个规则管理系统构成的。
推理用的事实数据库称为外延数据库，用逻辑规则定义要导出的事实数据库称为内涵数据库。
演绎数据库是研究如何有效地计算逻辑规则推理，内容包括：逻辑理论、逻辑语言、递归查询处理与
优化算法、演绎数据库体系结构等。
演绎数据库系统不仅可应用于事务处理等传统的数据库应用领域，而且将在科学研究、工程设计、信
息管理和决策支持中表现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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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物联网技术与应用丛书:物联网与传感器技术》为了使读者能够较全面地了解物联网中的技术构成、
典型硬件和使用方法，书中还介绍了一些典型的案例。
《物联网技术与应用丛书:物联网与传感器技术》适合从事物联网专业工作的技术人员阅读，同时也可
作为高校相关专业的参考书。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物联网与传感器技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