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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

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教材:物联网(通信)导论》介绍了通信系统的相关基础知识，以及无线通信和光纤通信的内
容；最后介绍了物联网的典型应用。《高等学校教材:物联网(通信)导论》除了介绍基本知识外，更注
重对学生的引导，尤其是通过漫话和讨论引导学生思考，兼备知识的基础性和前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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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小聪：那么远距离的卫星发射回来的信号，这样就能得到足够的强度呢？ 大军：
当然还不够，在接收器的信号聚焦点处还需要一个高频头，用于对接收到的电信号进行低噪放大及变
频作用。 小聪：那为什么不能把天线做小一点，通过提高高频头的放大倍数来提高信号强度呢？那么
大的天线，挺占地方的。 大军：这个就和其他所有的通信接收器类似了。因为放大器在放大信号的同
时也将原始信号中噪声放大了。因此，为了将噪声抑制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我们就需要原始信号
中的信号噪声比例（信噪比）足够大。这一点就只能通过增加天线的反射面面积才能实现了。 小聪：
那一般需要多大的天线比较好呢？ 大军：这点就要根据你的需要了。一般直径在1.2米左右的天线基本
能接收到亚太地区的任意一颗电视卫星的信号了。当然，直径越大，接收到的信号越强。 小聪：呃，
原来一个卫星天线只能接收一颗电视卫星的信号么？那不是很多台看不到？ 大军：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由于卫星电视广播使用的是地球同步卫星，也就是远轨卫星。接收天线需要完全对准卫星的位置才
能接受到信号。实际上，一颗卫星上广播的电视信号已经不少了。当然，通过调整接收天线朝向可以
实现电视节目的调节，但太不方便了。 小聪：是很可惜，不过能收到GTV就不错了。大军哥，你说我
们在宿舍装个卫星天线怎么样？ 大军：哈哈，就知道你今天这么用心别有所图。不过我告诉你，目前
国家是严禁个人私装卫星地面接收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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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教材:物联网(通信)导论》中包含了闫连山教授许多有益的尝试和独特的思路，例如对物联
网采用“八股”的方式简化，采用漫话方式引入知识点，每个章节将基础知识和深入知识（包括前沿
、热点）逐步介绍，增加能够贯穿知识点的小结和思考部分等，使整本教材既不失基础和系统性，又
同时具有趣味性和一定的前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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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比较适合初学者，有故事，另外物流很给力
2、将物联网介绍的很透彻，对我们这种大一新生提升学科兴趣·了解程度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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