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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校物联网工程专业规划教材：物联网技术基础教程》详细介绍了物联网技术的基础理论
、实际应用案例和最新的前沿技术。
本书共分为14章，第1章为物联网概述，其他13章内容主要涉及物联网工程中的13类关键技术，包括标
识技术，物联网架构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网络定位技术，软件、服务和算法技术，硬件技术
，数据和信号处理技术，发现与搜索引擎技术，关系网络管理技术，电源和能量存储技术，安全与隐
私技术，标准化和相关技术等。

　　各章后都附有习题、工程案例，以帮助读者学习和理解实际工程应用。
同时，每一章除讲解相关技术原理外，还附有相应章节的实用工程案例，以便学生深入了解课程内容
及增加工程经验。

　　本书主要作为物联网专业、计算机专业和电气信息类的大学本科生教材，也可作为高职高专和职
业培训机构的物联网工程专业培训教材，对从事物联网及计算机网络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也有学习参
考价值。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物联网技术基础教程>>

书籍目录

第1章 物联网概述
1.1 物联网的起源与发展
1.2 物联网的定义
1.2.1 物联网的概念
1.2.2 物联网的定义及组成
1.3 物联网技术体系
1.3.1 物联网技术概述
1.3.2 物联网技术体系
1.3.3 物联网面临的主要技术问题
1.4 物联网的应用领域
1.5 应用案例：光纤传感温度监测系统
习题与思考题
第2章 物联网架构技术
2.1 物联网结构
2.1.1 感知识别层：
2.1.2 网络构建层
2.1.3 管理服务层
2.1.4 综合应用层
2.2 未来的物联网架构技术
2.3 应用案例：上海嘉定物联网工程示范项目
习题与思考题
第3章 标识技术
3.1 特定领域的标识与自动识别技术
3.1.1 条形码技术
3.1.2 磁卡
3.1.3 IC智能卡技术
3.1.4 射频识别技术
3.1.5 传感器技术
3.1.6 光学字符识别技术
3.1.7 语音识别技术
3.1.8 生物计量识别技术
3.1.9 遥感遥测
3.1.10 机器人智能感知
3.2 不同的标识体系
3.2.1 ISO标识体系
3.2.2 GS1标识体系
3.2.3 IEEE标识体系
3.2.4 IPv6与6LoWPAN标识体系
3.3 用于物联网标识的开放架构
3.4 电子产品编码
3.4.1 电子产品编码体系及其特点
3.4.2 物联网环境下的“物品”的统一标识体系
3.4.3 EPC标签的通用标识符
3.4.4 序列化全球贸易标识代码
3.5 未来的物联网标识技术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物联网技术基础教程>>

3.6 应用案例：医疗健康护理传感器网络
习题与思考题
第4章 通信技术
4.1 无线低速网络
4.1.1 蓝牙技术
4.1.2 紫蜂技术
4.1.3 红外通信技术
4.1.4 近距离通信技术
4.2 移动通信网络
4.2.1 移动通信系统简介
4.2.2 第一代移动通信：模拟语音
4.2.3 第二代移动通信：数字语音
4.2.4 第三代移动通信：数字语音与数据
4.2.5 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
4.3 设备对设备通信技术
4.3.1 M2M简介
4.3.2 M2M体系结构和技术组成
4.3.3 M2M卡和模块
4.3.4 M2M应用
4.4 工业领域的无线网络
4.4.1 Wireless HART
4.4.2 6LoWPAN
4.5 未来的物联网通信技术
⋯⋯
第5章 网络技术
第6章 网络定位技术
第7章 软件、服务和算法技术
第8章 硬件技术
第9章 数据和信号处理技术
第10章 发现与搜索引擎技术
第11章 关系网络管理技术
第12章 电源和能量储存技术
第13章 安全与隐私技术
第14章 标准化和相关技术
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物联网技术基础教程>>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2 未来的物联网架构技术 通过专业人员对物联网体系结构的长期讨论，目前可以
明确以下几点。
 首先，未来的物联网需要一个开放的架构来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种不同系统和分布式资源之间的互操作
性需求。
这些系统和资源既可能是来自于信息和服务的提供者，也可能来自于信息和服务的使用者或者客户。
同时，未来的物联网需要由明确定义的抽象数据模型、数据接口和协议所组成；并且要使这些模型、
接口和协议确实地、具体地绑定在各种中立、开放的技术（如XML、Web服务等）之上，以便于整个
物联网架构可以得到最为广泛的操作系统以及编程语言的支持。
 其次，未来的物联网的架构还需要有良好的、明确定义的、呈现为粒度形式的层次划分。
物联网的架构技术应该促进用户丰富的选择权，而不应该将用户锁定到必须使用某一家或者某几家大
的、处于垄断地位的解决方案服务提供商所发布的各种应用上。
 同时，物联网的架构技术需要设计为可以抵御物理网络中各种中断以及干扰的形式，尽可能将这些情
况所带来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
而且，未来的物联网架构还需要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以后网络中的很多结点和网络设备将是移动
的。
一方面，它们的网络通信能力将往往是时断时续的和不稳定的。
另一方面，这些网络设备与结点也将会在它们需要与物联网进行连接时，依照时间与地点的差异，使
用多种多样不同的通信协议。
 最后，从对于未来物联网的架构技术来说，要理解下列几件事情。
 第一，对于身处未来物联网中的各种结点，它们中的大多数将需要有能力与其他结点一起动态地、自
主地组建各式各样的本地或者远程对等网络。
物联网的架构技术不但需要为这种组网形式提供支持，而且需要可以通过使用语义搜索技术、语义发
现技术和对等网络技术等各种技术手段，将这些对等的网络以分散的、分布式的方式整合到整个物联
网的体系结构中来。
 第二，可以预料到，未来的物联网中产生的数据将是海量的。
物联网的架构技术一定要同时支持移动的“智能”、自主的信息过滤、自主模式识别、自主机器学习
以及自主判断决策能力，要让这些能力能够达到各种物联网子网络的边缘地带，而无须考虑数据是在
附近产生的还是远程生成的。
只有这样做，基于物联网的分布式、离散信息处理技术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第三，在未来物联网架构的设计过程中，要一方面使基于事件的处理、路由、存储、检索以及引用能
力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还要允许这些能力可以在离线的、非连接情况（如那些网络连接是时断时续的
，或者根本没有网络覆盖的地方）下进行操作。
上述这些都指向一件事情，那就是要让高效的缓存能力、预先和预约定位能力以及对于请求、状态更
新和数据流的同步能力在未来物联网的整体架构角度上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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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校物联网工程专业规划教材:物联网技术基础教程》主要作为物联网专业、计算机专业和电气
信息类的大学本科生教材，也可作为高职高专和职业培训机构的物联网工程专业培训教材，对从事物
联网及计算机网络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也有学习参考价值。
使学生在完成学习后能够具备实际工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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