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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联网与数字家庭网络技术》从物联网的数字家庭应用和组网应用出发，定义了数字家庭的概念，
描述了数字家庭的国内外发展过程、体系结构、发展现状、技术体制和实现方案，全面阐述了面向无
须新布线家庭网络的家庭低压电力线载波通信技术（PLC）的原理、标准化情况、信道与传输特性、
协议及产业化情况，以及家庭电力线设备的设计和实现，并介绍了实际的设计实现和典型应用示范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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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基于电力线的HomePlug技术 HomePlug的全称是Home Plug Power LineAlliance，即
电力线网络联盟。该联盟的宗旨是，联合包括应用电子、消费电子、软件、硬件、零售等行业的著名
公司，致力于为各种信息家电产品建立开放的电力线互联网接入规范。其未来目标是，只需在事先安
装好的万能插座上插上电源插头即可构筑局域网。新技术运用普通的电力线可以传输因特网的信息，
所有电话、传真机、计算机及电视、摄像机等家用电器，将来都可以直接用墙壁的电线插座互连在一
起。 HomePlug电力线网络联盟选择Intellon公司的技术作为基础，于2001年6月发布了HomePlug 1.0规
范，目前符合HomePlug 1.0规范的产品已经在北美、欧洲和亚洲销售近300万套。2004年1月开始制
定HomePlug BPL，目前已经完成了市场需求文件，选定HomePlugAV作为基本技术，正在进行中、低
压之间异同的研究。HomePlug C&C在2005年第1季度向家居自动化行业的领导者发出征求提案函，目
前该规范正在制定之中。 HomePlug的成员包括Intellon、CNXT、Arkados、Spidcom及Intel、Sonv
、Motorola、T1等芯片制造商和设备制造商，Intellon是其中的技术主导者。该标准联盟的目标是推进
电力线网络使其具有高性价比应用，良好的互通性和产品标准化，已制定了多个宽带电力线通信
（BPL）规范，如Homeplug 1.0和Homeplug AV等，并开展一些设备认证方面的业务，是目前电力线家
庭网络方面最成功的联盟之一。 电力线联盟（Universal Powerline Association，UPA）于2004年12月成
立，成员包括DS2、Ambient Corporation、Sumitomo、Ilevo Schneider等，其主导成员是DS2公司。该组
织涵盖了家庭内部的电力线网络和电力线接入网两大领域，与之相关的另一个组织是OPERA（Open
PLC European Alliance），其研究经费来源于欧盟，也是由DS2公司主导。 消费类电子电力线通信联盟
（Consumer Electronics Powerline CommunicationAlliance，CEPCA）由Panasonic公司发起，主要着眼于
各种家庭网络技术之间的共存，以避免和其他标准组织的竞争。 目前基于HomePlug AV的第2代芯片
已经推出。该系统采用美国Intellon公司专用PLC通信芯片INT6000作为主接入芯片，其频带范围为2
～30 MHz；使用CSMA／CA（带优先级模式的载波侦听／冲突避免）协议；采用OFDM（正交频分复
用）技术，1024 0AM调制原理；支持最大200Mbps的传输速率，128位的AES加密技术，用户可以让家
用计算机、普通家电、外围设备及其他信息终端产品通过电力线网络进行连接。 3.1.2有线智能家居控
制通信技术 家庭有线智能控制技术包括基于电力线的X-10技术、CEBus、LonTalk、BACnet、EIB
和HBS技术。 1.基于电力线的X-10技术 1976年英国的皮克电子公司提出了X-10计划，“在不必另行架
设新线路的情况下，如何利用既有线路来控制家中的灯饰及电子电器产品”。X-10计划是全球第一个
利用电力线来控制灯饰及电子电器产品，并将其商业化的成功模式。因而产生的X-10协议允许室内所
有兼容X-10协议的设备通过现有电力线进行通信，而无须增加任何布线。因其具有布线简单、功能灵
活、扩展容易等优点，现已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控制、家庭安全监控和住宅仪表数字读取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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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容较全面，适合作为手头参考书籍
2、书还好吧，适合了解行业行情看
3、书本的纸张质量非常不错，是我买过的书籍中最好的，内容也比较全面（从目录中大体查看），
希望一本好书能让我更多的了解到熟悉物联网，领悟它的魅力，物联网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感谢
作者！
4、很全面，但并不深
5、物联网最好的丛书，权威，全面，实用，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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