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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IP的物联网架构、技术与应用》

内容概要

《基于IP的物联网架构、技术与应用》(作者瓦舒尔、丹克尔)围绕基于
IP的物联网的架构、技术与应用这3个主题进行内容的组织。第1部分讨论IP
智能物件网络的架构基础；第2部分深入讨论协议和算法；第3部分对智能物
件的7个重要应用领域进行详细描述。
    《基于IP的物联网架构、技术与应用》内容新颖，全面深入，组织结构
经过作者的精心设计，既可作为信息技术领域工程师和研究人员的参考书，
又可为对《基于IP的物联网架构、技术与应用》主题感兴趣的人士提供有价
值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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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东西不错 个人比较喜欢
28、译本中非常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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