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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通过物联网的分类服务 (IOT)，为开发商构建一个基础的服务应用平台提供帮助，来介绍物联网分类服 

务及应用。首先，介绍服务的四个主要类别。然后按照每个服务类别的要求，提供了一个实际的例子，从而说明每种类型服 

务的实现，是如何在用来建立一个物联网中被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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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互联网可以被描述为一个无处不在的基础设施，这是一 

个连接技术，连接人和世界事情演变的技术。未来的物联网 

(IOT)是在一个共同的基础设施下，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 

连接起来，让我们不仅控制我们周围的东西，也让我们知道 

我们周围的事物处于何种状态。 

物联网的主要问题是物联网如此庞大，没有一个广泛的 

概念和结构。那么，物联网的工作必须包括各种各样的传感 

器、网络、通信和计算技术统一协调，统一工作。但是当 

我们开始整合这些不同类型技术的时候，就会产生相互操作 

性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在商业软件系统下， 

采用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 (SOA)部署标准。另一种方法是： 

提出 Web服务的集成与优化，利用传感器网络的物联网网 

关建立一座桥梁，实现网络和终端之间的差距。在一般情况 

下，它可以为物联网技术使用提供服务，也可以作为开发商 

在物联网应用这些技术和程序之间的桥梁。我们提出根据物 

联网服务类别、技术特点，为应用程序开发者提供起点。让 

他们知道物联网服务是一个建立在可用的类型上。从而，让 

他们更专注于设计需要支撑物联网应用服务的类型而不是 

架构。 

二 物联网的服务类型 

对于一个物体，物联网可以利用应用程序从自动化生产 

线和零售进行跟踪。对于每个应用程序，物联网服务可以在 

程序的开发、分类、优化等方面，加快应用程序的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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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份相关的服务 

一 般的身份相关的服务包括两个主要部分组成：1．所有 

配备了某种身份标识符的事情，例如RFID标签；2读取装 

置，它读取基于标签东西的身份。在读取装置发出一个请求 

名称解析服务器访问特定设备的详细信息。这种情况下， 

RFID标签信息编码就会发到读取装置进行读取。 

身份相关的服务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类，主动身份相关的 

服务是广播信息的服务，它必须具有恒功率或至少有稳定的 

电源。被动身份相关的服务，没有电源服务，需要一些外部 

装置或机构为其传递身份。例如，一个活跃的RFID标签一 

旦外部源已被确定，那么是电源供电可以传输信号。在另一 

方面，一个无源RFID标签，只有要求外部电磁场的启动为 

其信号传输。在一般情况下，积极主动的身份服务可以发送 

或主动发送信息到另一个设备，而被动服务必须借助外部力 

量。 

(二 )信息聚合服务 

信息聚合服务指的是来自不同传感器获取数据的过程 

中，通过物联网的应用数据进行处理，并形成了发送报告。 

这些服务可以作为通过网络的应用程序来收集、处理、发送 

信息的一种方法。 

信息聚合服务没有实施单一类型和通信信道一起工作。 

随着接入网关的使用，一个信息聚合服务可以通过公共服务 

使用不同类型传感器和网络设备的应用共享数据。例如，一 

个应用程序可以使用RFID标签来说明一些设备的身份，也 

可以使用传感器从网络收集的数据，用网关设备来传递信 

息。这不仅会让开发者的应用程序包含许多不同技术的应 

用，同时，也允许应用程序访问各种 IT和企业服务 。 

(三 )协同感知服务 

协同感知服务的服务性是使用门控数据做出决策，这些 

决策的基础上执行一个动作。协同感知服务作为物联网的类 

别，它应该带来更多的服务。那就是可以利用传感器对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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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数据进行广泛检索。这不仅要求能够检索信息，还要求继 

电器对收集回来的信息进行处理。这些服务将因此需要“端 

到端”以及“终端”的沟通。通过提供协同感知物联网的基础 

设施服务，自然需要更高的可靠性和速度，并将要求的终端 

有更强的处理能力，或者一些其他能处理的设备。 

(四 )无处不在的服务 

无处不在的服务是物联网的缩影。无处不在的服务不仅 

是一个协同感知的服务，他还是在不同的时间内，每个人都 

能协同意识的服务。为了能够提供无处不在的服务，就必须 

克服网络协议、网络壁垒、网络统一等方面的问题。互联网 

上的东西没有特定的系统体系结构，但无处不在的服务可以 

让它们重复使用和共享。如果网络采用 IPv6协议 ，可以增 

加无处不在的服务的能力。 

三 物联网服务的应用 

物联网服务的应用是为每个服务类型，提供一个通用的 

技术，以建立一个应用程序为特定类型的服务提供了一个基 

本的框架和一系列例子。 

(一)身份相关服务的应用 

身份相关服务是最简单的，然而也是最重要的，是提供 

给物联网的一种应用服务。这种应用服务是提供给应用程序 

的开发人员在他们的应用程序中某一件事和所有设备的重 

要信息。身份相关的服务，最突出的是RFID技术。大多数 

物联网的应用，指利用 RFID技术提供身份相关的服务。 

RFID是一种能使数据通过一个微小的便携式设备传送，然 

后由RFID阅读器读取数据进行特定的应用处理。对于设备 

识别的传统形式，RFID技术更灵活，因为它不需要任何传 

送介质，在有介质的情况下，RFID不仅是一个阅读器，还 

可以发送其数据。身份相关服务的应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第一生产和运输的应用，另一个是解决供应链管理与供 

应链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应用。每一个物联网的身份相关服务 

的应用都是基于或至少包含一些实例。这是因为物联网存在 
一 切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中，物联网的应用程序需要能够识 

别所有连接在物联网的设备。 

(二 )信息聚合服务的应用 

信息聚合服务的应用包括身份有关服务，以及接入网关 

收集的信息通过无线传感器网络收发、处的应用。信息聚合 

服务只负责提供所有收集的信息在到达系统的终端过程中 

处理的应用程序。在物联网中，只要无线传感器作为网络平 

台，那么无线传感器就可以被用来收集终端与平台之间数据 

通信的一个功能强大的工具。物联网的应用包括多个无线传 

感器组成的网络一起工作，为我们提供周围世界的信息。这 

些网络的连接就是接入网关。每个接入网关在物联网网络可 

以访问数据库服务器，因此每个装置的连接和信息都在整个 

网络数据库服务器聚集。扩展信息聚合服务是利用蜂窝网络 

(CN)提出了延长无线传感器网络的范围，通过物联网网 

关访问无线传感器网络和 CN资源的信息。 

聚合服务的应用是监测情况信息，在社会上只要有物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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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就能监控任何东西、任何地方。例如：农业温室环境监 

测与控制系统，该系统测量和记录临界温度，湿度和土壤的 

信号，然后通过物联网传送到终端平台处理。另一个应用程 

序是利用手机无线传感器网络监测学生的上课记录数据。 

(三)协同感知服务的应用 

协同感知服务与信息聚合服务的区别是收集决策和执 

行操作数据的使用。如 2_3所述，创造一个协同感知服务的 

关键是网络安全、速度和终端的处理能力。终端可以不再只 

是简单的传感器收集信息，必须是在网络中可以使用数据的 

独立嵌入式设备。 

IPv6是协同感知服务应用的一种新技术，将有助于物 

联网的发展。IPv6是一种新的因特网协议，允许可以寻址 

更大数量的设备连接到互联网。物联网中许多嵌入式设备被 

认为是协同感知服务，那么我们就需要更多的互联网协议， 

IPv6就可以满足未来 IP地址不足的情况。IPv6的低功率无 

线个人区域网络将得到充分使用。通过 IPv6协议的使用， 

协同感知服务终端和个人终端通信，需要三种类型的节点 

即：基站节点 (路由器)，移动节点 (无线适配器，使无线 

传感器网络连接到一个标准的笔记本电脑)和专门的节点完 

成。 

(四)无处不在服务的应用 

无处不在的服务应用是物联网的终极目标，无论是通过 

电脑、移动电话、其他的东西，以协同感知服务到下一级提 

供完整的访问和控制我们周围的一切。 

无处不在的服务的应用还需要意识到今天的世界，物联 

网研究给社会提供无处不在的服务【3J。无处不在的服务对于 

物联网最大障碍是必须要有一个架构，允许不同的标准应用 

层相互通信。这个架构是物联网中每个设备都能与其他设备 

联系，它是基于无处不在服务的应用。 

结 论 

本文概述了物联网服务的四个类别，并试图提供一些例 

子给物联网应用程序开发商以启迪和帮助。许多人都在使用 

Web服务和接入网关为终端接口，而有些人正使用 IPv6， 

这将使更多的设备可以直接连接到 Intemet。总的来说，物 

联网分类服务及应用仍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在寻找一种 

方式，将所有的服务和应用形成一体，这种的方式宗旨是不 

管何时何地为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提供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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