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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使物联网中的人、机、物之间能互享数据和服务，设计并实现 了DISP数据服务系统。它可以实时获取 

并处理数据、部署并控制设备；通过高效的稳定数据流，把系统和服务开放给所有用户，供其发布数据和共享资源，从 

而自由定制高级的数据组件。细述了DISP系统的架构部署、设计原理、实现机制，详细分析 了实现 DISP数据服务 系 

统开放性、实时性、灵活性的关键技术，并通过实验系统验证了DISP系统的工作流程和运行效果。 

关键词 物联网，数据服务，数据流，REST服务 

中图法分类号 TP39 文献标识码 A 

DIsP：Distributed InformatiOil Sharing Platform for IOT 

ZHANG Hui-chao ， ，。 ZHU Hong-song2 SUN Li-min2 HUANG Xiao-wei4 

(Institute of Software，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90，China)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90，China)。 

(Graduate Universit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0 

(School of Software and Microelectronic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For sharing data and services among human，machin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Internet of Things(IoT)，we 

designed a data service system，named Distributed Information Sharing Platforill(DISP)．This system collects and 

processes a variety of data stream s in real time，changing with time and location；controls devices deployed in physical 

environment；outputs high efficient stable data stream，serving users all over the world．Every user can either share the 

data stream under certain rightness，or define high-level service components as his wil1．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imple— 

mentation meehanisms of DISP，analyzed the key techniques about real-tim e，openness，and scalability in detail，and veri— 

fied the processes and efficiency under a prototype system． 

Keywords Internet of Things，Data service，Data stream ，Re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 

物联网数据服务系统是一种集数据采集与融合、设备控 

制与监测、信息发布与推送为一体，连接底层设备、外部应用 

系统以及用户终端的集成系统。它为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IoT)[1]终端提供可靠易用的网络服务，例如数据共 

享、终端控制、资源融合、数据分析、智能联动等，用户通过网 

络服务来共享数据并定制应用，从而与物理世界交互。 

物联网拥有海量的设备和信息，感知和控制充斥着多维 

度的感知世界。如何高效管理设备和处理信息是物联网面临 

的挑战，其面临的难题主要有：(1)物联网的信息具有时空连 

续性，数据更新快、增长速度快，对存储和计算的挑战引发了 

新的架构部署的思考 ；(2)物联 网呈现的是人、机、物三元世 

界，物与物之间的关联是物联网的核心特征和主流业务，为解 

决异构设备的互连通，需要做到标准统一和协议透明；(3)物 

联网中实时数据的流量较高而信息压缩率较低，对历史数据 

的访问频率低但信息压缩率高，如何分类处理不同数据也是 

面临的问题。 

从以上对物联网数据特性的分析来看，在物联网中对数 

据服务的多元化要求较高，从原始数据到网络服务、从感知层 

到应用层、从软件到终端设备，都需要有中间层介入进行数据 

分级处理。本文提出的 DISP物联网开放式数据服务系统， 

允许用户发布 自己的数据，并能使用任意开放的资源及其私 

有资源来定制数据服务，它重点针对 3个突出问题：(1)广泛 

接受或抓取物联网中的海量数据，通过预处理建立高效的检 

索系统，尽可能避免重复处理和冗余存储，提高服务质量，减 

少系统资源消耗；(2)通过合理的平台架构和灵活的模型设 

计，使得泛在设备之间不再受到协议转换的限制，并使得数据 

源的注册、发现、控制、感知、发布都简单易行 ；(3)通过分布式 

部署来管理海量信息和设备，对历史数据和近期数据进行分 

级处理，合理的动态资源管理机制是解决分布式资源查找和 

模糊资源定位的有效途径。 

到稿 日期 ：2012—02—27 返修日期：2012—05—17 本文受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o11zxo3oo5—006，2010ZX03006—002—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61073180)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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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向为多网融合平台架构等；孙利民(1964一)，男，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无线传感器网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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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分为4节来阐述 DISP物联网开放式数据服务系 

统。第 1节分析了DISP数据服务系统的架构和部署；第2节 

重点描述了物联网数据模型的设计，分别对空间、实物、感知、 

控制这5部分进行了详细讨论；第3节讨论了DISP数据服务 

系统的设计原则、运行流程和关键技术；第 4节在几个小规模 

系统的基础上，验证DISP数据服务系统的性能，并代表性地 

展现 DISP数据服务系统在具体行业应用中的用途；最后总 

结了对 DISP数据服务系统 的功能和关键技术，并对系统还 

需改进的地方加以补充。 

1 DISP数据服务系统架构 

在传统的互联网中，信息流主要是在人与数据源的请求 

和响应过程中产生的，数据源也是以用户(人)注入到网络中 

的数据库、文件等形式存在的。这种传统数据服务系统具有 

如下特征：(1)数据更新慢；(2)数据源封闭性较高；(3)数据的 

存储目的地是清晰的；(4)数据的发起方是用户(人)。而物联 

网的数据服务系统与此有很大不同，它拥有海量数据并且更 

新较快，数据源的开放性较高，存储地址不确定，而且数据的 

发起方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机或物，所以有必要提出一种能够 

适应海量数据、快速更新、分布式存储以及互联互通的物联网 

数据服务系统架构。 

据此，我们提出了一种开放式物联网数据服务架构，如图 

i所示，它采用多数据服务器分布式云端部署、资源维护和数 

据服务剥离的架构，这样可以同时应对高速更新的数据和海 

量的数据请求，也可以对物联网中的人、机、物提供对等的服 

务。服务架构分为3部分：开放式数据服务云平台是运行在 

公共数据中心的分布式计算系统，它提供物联网的基础数据 

服务和设备管理；资源管理服务器是一套树状的资源命名管 

理体系，它维护着各级事物命名表，对数据请求服务器提供资 

源检索服务；数据接入服务器是开放式数据服务平台的门户， 

所有数据的请求和发布都通过其处理。 

图1 DISP数据服务系统云端架构 

1．1 数据服务访问接入平台 

数据服务访问接人平台由一组接人服务器构成，主要负 

责解析来自物联网用户(或应用服务器)的数据访问请求，通 

过资源管理平台和数据服务平台为用户提供所需的数据。用 

户请求分为对确定资源的访问请求和对模糊资源的访问请 

求，对于确定资源访问请求，服务器直接通过资源管理平台中 

的资源定位表查出请求资源的主机位置，然后再到数据服务 

管理平台获取实时的数据。模糊资源的访问请求是指用户并 

不清楚有哪些资源，但知道所需资源的位置区域、时间区间、 

资源类型、设备属性或用户属性等。接人服务器将约束条件 

传递给资源管理服务器，由资源管理服务器完成资源的搜索 

和匹配，再通过数据服务管理平台获得相应的数据。数据访 

问接入平台对用户提供的接口统一使用 RESTl2]方式(Re- 

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表述性状态转移)。 

RES T是一种轻量级的 Web服务的设计方式和实现风 

· 2 · 

格，可以降低开发的复杂性，提高系统的可伸缩性。REST可 

以将网络中的每一个事物都抽象成资源，每个资源都有唯一 

的资源标识；资源标识符URI与传统的URL不同，前者只代 

表资源存储的网络资源位置，而后者是对资源操作的语义，如 

Http定义的4种操作对应到资源的获取、增加、修改、删除， 

所以其语义既丰富又清楚；REST服务在服务器端是无状态 

的。综上所述，选择 REST服务来做分布式、集群计算是很适 

合 DISP数据服务系统的。 

在本系统中，每个事物都有一个 uRI(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统一资源标识符)进行标识，URI的图形表达式如 

图2所示，一共由4部分组成，URI头部是REST服务器的地 

址和端口，接着是子系统的名称；然后是具体的资源名；最后 

是递归定义的用以描述资源的键值对，递归的好处是不限制 

资源的粒度。可以看出，这样生成的所有资源的描述符可以 

归并为一棵树 ，通过表达式模板有效地压缩了 URI的长度 ， 

语法相对简练，在满足对物联网数据服务请求的前提下，降低 

了资源解析的复杂度。 

l http：／／host：port c／l system】l／ 【resource]I／ [handle]I／I[valuel 
I一 一 一 一  ／  

—  

l i Rest~ ： ／／ r，block I 
!所在地址； ．／ device J 

资源所 I sense l keyword l 键值对资 

用户定制的 属类型 control l time l 源描述符 

系统名(默认 state l xyh I 

系统default) configure1 relation l 

图2 DISP数据服务系统的REST资源描述 

1．2 数据资源管理平台 

物联网中的资源分为动态资源和静态资源 ，空间、用户、 

设备等相对稳定的资源称为静态数据资源，而设备中不断产 

生的数据流称为动态数据资源。同一个设备可能会存在多个 

数据流，如加速度、湿度、位置等，每个数据流都是一个具体的 

资源对象，每个物体可以对应多个数据流。物联网的数据资 

源会随时间迅速膨胀，而且数据流的产生和消亡的数目变化 

也较大，这种爆炸式增长、动态性较强的数据资源的存储和管 

理需要一种有效的解决方式，在众多的数据服务器中定位具 

体资源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DNS(Domain Name System)计算机域名系统，有类似 目 

录树的结构，通过主服务器和转发服务器来将域名解析为 

IP，DNS服务器在域名解析过程中的查询顺序为：本地缓存 

记录、区域记录、转发域名服务器、根域名服务器。经过调研， 

DNS服务器的工作机理和系统架构适合于物联网数据服务 

器的资源管理，但DNS的体系架构缺乏对条件约束的数据资 

源检索方法。对于用户提出的满足模糊条件的某种特定资 

源，DNS不能有效解决分布式资源的查找，这是在物联网数 

据服务平台架构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在本系统中采用模糊查 

找的方法对条件近似的所有数据服务器进行逐次查询后，将 

返回的资源在数据访问接人平台做统一整合，其缺点是命中 

率较低 ，而且对众多数据服务器查询 ，等待时间长、返同数据 

冗余较大，浪费了网络带宽和资源再次整合所需的汁算资源。 

1．3 数据服务平台 

数据服务平台是实际数据的收集、存储、计算的中心，负 

责配台资源管理平台发布资源信息，并联合数据访问接人平 



台提供数据服务。每个数据流在数据服务管理平台中独立存 

在，并由单一线程负责维护，使它与外存和远程镜像的数据实 

时保持一致。此外，数据流的状态须与资源管理服务器一致， 

每当资源产生和删除时都需要更新到资源管理服务器。 

数据服务器是以内部推送、外部抽取的方式来工作，后级 

是物联网数据交换的中心枢纽，负责推送工作，它存储数据并 

与物联网实时交换数据；而前级负责抽取工作，与外部用户交 

换数据，解析URI并通过请求的合法性和安全性检查后，查 

找资源的具体位置，然后将用户的请求转换成资源调度流，向 

数据服务器中心请求资源。后级负责维护和管理物联网的信 

息世界，实时更新物联网的资源变化，预处理数据流和需加工 

的数据流，前级的功能由REST服务器和资源管理器协作完 

成，它负责资源部署管理、用户中心维护、请求处理等。前后 

级的数据交换使用 0&M、Sensor-ML、SOS等标准[3]，以便于 

不同数据中心间采用统一标准。 

DISP物联网数据系统的外延是设备和用户，设备负责感 

知真实世界的数据和相应物联网中物体的控制，用户包括个 

人终端和应用服务器等发起数据服务请求方。设备终端之间 

通过数据中心进行交互，同时用户可以使用原始数据流或自 

由创建新的数据流 ，还可以通过与数据中心进行直接控制或 

定制规则来与终端进行交互。用户包括高级用户和初级用 

户，初级用户通过数据访问平台去获取系统自带的数据服务， 

高级用户需要使用应用服务器提供的数据定制、规则定制、服 

务托管、数据组件等高级的用户服务。DISP物联网数据服务 

系统必须考虑到外延的特征需求，从而设计出适合物联网特 

性的数据服务系统。 

2 数据模型分析 

数据模型是 DISP数据服务系统的核心思想，它的存在 

是设计、实现、运行、维护等过程的主要依据，通过可视化模型 

可以追踪系统在设计、开发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以及跟踪系统 

的运行状态。物联网中的数据种类很繁多，在本文中根据数 

据功能和用途将其归纳为4大类：地理空间、实物、感知、互操 

作。地理空间包括地理信息、空间信息和室内信息，其中地理 

空间是以静态的成分为主，在其运行期间静态部分不发生变 

化，其关联属性会实时更新；实物是属于半动态的成分 ，如前 

端、移动终端、感知设备、控制设备等，它以基于面向对象的方 

式进行描述，利用继承、多态、泛化、关联等概念尽可能使得实 

物间的关系清晰，同时也使得实物模型更易扩展，具体的实物 

及其之间的关系在运行中会实时更新；感知信息是属于动态 

的，感知模块除加载历史数据外，还可随着系统的运行将感知 

数据实时地汇集到 DISP数据服务系统上，同时可以获得一 

定的设备运行状态；交互信息也是动态的，启动时会将交互模 

板加载进来，以规约设备的操作集合，并使得 DISP数据服务 

系统通过设备与设备的交互，获得设备的运行状态和可操作 

指令。数据模型中的静态信息(如空间地理信息、设备类型的 

静态信息、历史数据等)的注入，使得系统的运行得到保障，因 

为后期的数据注入会因缺失模型而出错。下面就物联网中的 

数据模型进行具体的介绍。 

2．1 空间模型 

在该系统中采用三维空间方式定义空间模型，我们可以 

把所有的空间物体，如小区、楼房、楼层、家居、器物等，都看作 

是一个“盒子”，给每一个“盒子”定义一种级别，根据其在物理 

世界中的空间级别，使用包含关系进行嵌套定义。在实际应 

用中可以结合地理位置信息来检索它们的空间关系，同时也 

可以根据移动物体的历史记录分析出空间“盒子”的用途和相 

互关系。空间模型用来给用户行为和数据流做空间分析，用 

户通过自由地选定区域或空间，得到感兴趣的实物或数据流， 

也可以通过隧道方式来定制 自己感兴趣的空间场所，把位于 

不同地域的建筑设置到一个虚拟的“盒子”中，利用这个虚拟 

“盒子”定制私人的数据服务。 

2．2 实物模型 

实物是物联网不可或缺的成分，实物指物联网中有能力 

与人、机进行交互提供信息或接受信息的物体。通常实物的 

差异性较大，在物联网中它称为泛在设备。为了满足描述泛 

在设备的特性，本文中采用了相对松散的模型来定义，设备构 

成可嵌套，即设备可以由子设备组成，这样有利于更细粒度地 

描述实物，也有利于对复杂物体进行描述。为了保证通用性， 

实物的型号、状态、属性都采取二元键值对的形式描述和存 

储，这样就可以不受约束从而对实物进行任意维度的描述。 

为了突出物联网的时空性、功能性、安全性，着重对物联网实 

物的位置信息、功能性和用户属性进行描述。 

2．3 感知模型 

感知模型部分依赖于实物模型，它会根据设备模型提供 

的功能，对感知数据的种类、格式、时间、采集方式等进行详细 

描述，数据的接收、处理、存储等流程都需要依据感知模型来 

设计。感知数据是来自传感网的实时数据或互联网的虚拟输 

入，也是组成数据流元组的主要部分。针对感知世界中的多 

维数据，如数据有一维(比如感知数据、真实世界中的标量信 

息、用户信息、动作、文字等)、二维(图像、表、加速度、任意二 

维矢量等)、三维(视频、空间信息、3D动作等)以及更高维信 

息，处理多维数据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所以为简化处理流 

程，在本系统中它们都被转化为低维向量或标量，其描述类型 

尽可能使用标准类型模板，单位和进制也应该采用国际标准。 

2．4 互操作模型 

物联网中，不但人可以与物体交互，物体之间也是可以互 

操作的，所以在物联网的范畴中提出了 M2 ]的交互方式， 

M2M是为设备的双向通信而服务。每种设备在注册的时候 

都会将自己的可控制流程和指令集提交给数据服务器，因此 

通过数据服务器，物体之间能够进行互相操作，DISP数据服 

务系统使用标准的M2M协议，而泛在设备由于功能限制不 

一 定使用该协议，所以在 DIsP数据服务系统中有一个协议 

适配层去转换协议，从而使得设备与DISP数据服务系统之 

间协议透明。为了使系统控制能有所依据和约束，定义了互 

操作模型，控制流程依赖于实物模型发出控制命令或指令流 

程，其通讯过程有两种：第一种方式是双方使用私有指令进行 

对等控制，DISP数据服务系统利用标准指令集的译码来屏蔽 

双向的差异；第二种方式是如果双方都具备REST服务功能， 

则可以通过REST方式来进行互操作。互操作模型在 DlsP 

数据服务系统中是以控制容器的形式体现，每种控制流都对 

应着设备、控制功能以及指令流程，在本系统中把控制也作为 

一 种资源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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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数据服务系统是依据数据模型而存储、处理和发布 

数据的，在 DISP数据服务系统内部各个资源都是以流的形 

式存在，运行中每个资源都被细分并过滤成单独的流，并且可 

以根据用户的需求来创建高级数据流。数据模型会随着系统 

的运行被更新或备份在外存中，在系统开启后会附加一些运 

行时的信息，用来保证运行流程的效率和质量。 

3 DISP数据服务系统设计 

3．1 设计原则 

服务请求采用异步并发的处理机制，用户向DISP数据 

服务系统发出的请求是复杂的，对资源的访问和控制所需时 

长不一致，如果采用同步串行处理，整个过程所占用的系统资 

源较多、等待时间较长。因此为了让海量请求能够公平、快速 

地得到数据服务，需要将请求与服务分为两个过程进行异步 

处理，使所有请求先响应，然后再去处理并返回资源。DISP 

系统在资源检索与数据流两个服务系统中使用了异步并发机 

制来保障系统服务质量。 

采用资源的聚类组织和批量处理机制。影响分布式系统 

效率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任务调度的频度；二是系统间的 

通信量。调度和数据交换会大量占用处理器资源和网络资 

源，也会增加服务的响应时间。资源的组织结构是影响这两 

个因素的核心要素。如果资源组织不合理，任务间的调用、机 

器间的交换就会大大增加。DISP系统中各种数据资源，如数 

据流资源、空间资源等，首先采用空间和类型两个属性进行索 

引，然后在运行时系统可以根据数据流之间的实际组织关系 

进行动态迁移和重构，实现资源结构的自我演进，逐步提高系 

统的执行效率。除此之外，线程资源也需要进行聚类组织，以 

避免一些不活跃的数据流占用线程等系统资源。同时，为了 

提高系统吞吐率，对网络交换、事务处理采用异步批处理的方 

式，如压缩负荷较轻的多线程为单线程处理，以提高整个系统 

的运行效率。 

尽量采用数据预处理的方式，对热门资源尽可能采用缓 

存加索引方式来优化数据服务性能。DISP数据服务系统内 

部需要考虑海量请求的并发处理，如果通过数据库来存取，其 

响应速度明显不够，通用的数据库数据缓存机制在应对快速 

更新的数据时会出现瓶颈。为了能够应对物联网用户与数据 

服务之间巨量的连接和重复的请求，在资源动态索引的基础 

上，以数据流为单元进行数据缓冲处理，这也是 DISP系统的 

核心特征之一。对于热门资源，其重复访问率是很高的，所以 

这里需要设计一种能够避免重复计算和存储的一种机制。 

尽可能减少资源之间的关联，这样对于不同粒度的资源 

可以不用考虑实现中的限制和运行中的操作依赖，对泛在设 

备的实现需要考虑到尽可能抽象以增加扩展性。对外提供的 

数据服务粒度尽可能细，功能尽可能简单，以便外部业务逻辑 

的实现可以重组这些数据和服务，形成更高级的数据服务。 

不同资源容器可交叉工作，当发现资源变动时，可以异步维护 

资源的完整性和合理性，以利于垃圾自动回收机制的实现。 

3．2 运行流程设计 

DISP数据服务系统的内部运行模块分前级和后级，它们 

独立部署，前级负责数据的抽取、资源管理、数据组装，后级负 

责数据的存储、更新、分发、过滤、推送。前后级的模块框架和 

· 。 

工作流程如图3所示。 

级 

后级 

图3 DISP数据服务系统的工作流程 

前级被启动后，会依次进行如下流程，第一 ，前级接收到 

REST请求后，解析 URI，资源调度器生成数据访问对象，并 

交给安全检测器去校验；第二，远程资源管理器会根据数据访 

问对象查找资源描述符表，获取资源列表；第三，资源调度器 

封装调度请求，发送异步请求，资源封装器获得返回结果后， 

按照约定格式将资源封装，对结果贴上标准W3C状态返回 

码，然后打包为 JSON格式并返回给用户。 

后级被启动后，建立资源容器并获取实时数据，与此同时 

本地资源管理器与远程资源管理器进行资源同步。等初始化 

工作完成后，后级就可以接受前级资源调度请求，具体流程 

是：(1)上层的后级服务接口负责监听前级的调度请求，根据 

被请求资源的类型去调用下层的资源库或资源池，资源容器 

对资源进行高效的过滤和组合，形成新的数据流后封装为序 

列化对象，然后发送给前级的资源封装器；(2)中间层的资源 

库和资源池(资源库和资源池的区别是库不含多线程运行实 

体，而池中的每个资源都是以可运行实体存在)实时地去维护 

最新的数据和运行状态，比如创建或回收新的数据流，重启或 

恢复设备等，在后级中按照数据模型可以分为以下资源库或 

池，这部分工作和上层的数据服务接口是异步工作的；(3)底 

层的数据分发器和实时数据获取器负责将历史数据、实时数 

据、数据库数据分发到各个资源容器当中，同时负责下行时将 

重要的运行数据或指令发送给物理设备。 

3．3 关键技术 

DISP数据服务系统是针对海量数据处理的，如何部署不 

同的资源容器或子系统是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之一。次级资 

源容器如果可以独立运行，那么它们既可以被横向独自部署 

在不同的服务器上，又可按照竖向将不同系统的后级分开来 

部署，这样就满足了DISP系统灵活地进行分布式部署的需 

求。这4个构件是 DISP数据服务系统后级的核心成分，其 

所维护的数据流是以实时方式更新的，所以流池中的记录对 

数据库和文件系统是延迟写入的，这样就可以保证外部数据 

服务优先。后台对资源的并发请求用读写锁来保证数据一 

致，所以数据流操作对于海量的外部请求不会产生冲突。 

数据分发器旨在加快本地数据分发效率，如果让每个数 

据流去自行维护数据，系统可能需要创建与数据流数目相当 

的线程来维护，耗费资源系统较多，所以所有数据由数据分发 

器来处理，这样就相对减少了线程之间的切换，如果运行在多 

核处理器上，可以让多个线程来均衡并行处理。为了提高实 

时陛，数据分发器中嵌人了实时数据收发器，实时数据可以优 

先被处理，数据服务中心对外部网关或设备提供高速数据通 

道，可以使得传输更密集。 

基于分布式系统设计的资源管理器，既迎合了REST风 



格 ，也满足了物联网海量数据 的管理。后级的本地资源管理 

器负责实时的监控资源状态，并把本地资源列表更新到远程 

的前级资源管理器上，前级资源管理器是树状形式组织的，它 

并不以资源的地域来分级，而是根据资源的热度和实时性要 

求来进行分级，当数据接入服务器收到请求后，会查找本地资 

源管理服务器的缓存，如果查找不到，则会依次查找转发资源 

服务器和根资源管理服务器。 

4 系统验证 

DISP数据服务系统具有地理空间分析、空间漫游、移动 

定位、多媒体信息、数据分析与展示、智能联动、设备控制等多 

种功能，涉及的应用领域有企业、室内外公共应用、智能家居、 

个人应用等，所以有必要采用典型应用对其功能和性能进行 

实验性验证。 

案例一是室内关键设备定位跟踪系统，如图4左下所示， 

客户端使用了RI 风格的Flex[ ]应用，在 Arcgis[7]地理空 

间服务器的基础上 ，进行二维地图向三维地图的漫游，当进入 

室内以后，可以看到所有的室内设备和场景，当关键设备被移 

动后视频会自动跟踪，并且相关终端会发出警报。除此外，可 

以点击地图上的摄像头，拉出视频画面，通过在画面上拖拽， 

转动摄像头方位。 

案例二是智能家居系统，如图4右下所示，它运行在安卓 

客户端上，用户登录后，进入室内，可以看到温度、湿度、台灯、 

加湿器等设备；然后框选设备，便能看到数据分析图表；点击 

台灯可以进行打开或关闭操作；点击按加湿器出现旋钮，可以 

控制加湿器的湿度等；可以给加湿器设置触发器，然后提交给 

应用服务器，应用服务器根据环境条件可以智能地开启或关 

闭加湿器或调节其出风大小。 

巍 、 一 

。。 Z'77-7
, 

一 ⋯  

一 强 未矗 穰 ， 

{ 蔼§强  

盛篷筮戮蕊 

图 4 室内应用 

验证系统与 DISP数据服务系统的交互过程为：(1)在进 

入交互界面时，从数据服务系统中获取地理空间信息；(2)当 

进入地理空间后 ，客户端异步地与 DISP数据服务系统交互 

获取设备列表，并在实际位置高亮显示；(3)功能面板显示活 

动数据流和控制流，点击某个设备便可以不同方式展示它的 

感知和控制功能菜单；(4)用户点击数据流按钮或控制按钮对 

设备进行实时展现或交互；(5)用户可以将几个设备拉在一 

起，对数据流编写业务逻辑，提交应用服务器托管l8]。 

可以看到，I)lsP物联网数据服务系统可以为某个特定的 

工厂、产业、家庭、个人提供开放式的数据服务，这已经摆脱传 

统系统以复制加修改的模式，因为用户和应用是多对多的关 

系，所以以开放式的数据共享模式提供数据服务，将显得更为 

人性化，同时为应用定制方节省了二次开发的代价。 

结束语 本文根据物联网数据服务的特点给出了模型设 

计，然后详细描述了DISP物联网数据服务系统的架构、部 

署、运行，最后通过典型应用验证了 DISP系统的功能和效 

果。DISP系统通过分布式资源管理实现了海量资源的存储 

管理，通过数据预处理器使得资源请求的时间大为缩短，这有 

效增加了数据请求的吞吐量。DISP系统将资源全部以数据 

流的形式处理，为用户提供了更具扩展性的数据服务。在以 

后的工作中需要改进的方面有：(1)DISP数据服务系统是基 

于云平台分布式部署的，不难看出本文在安全方面存在欠缺， 

未来将增加多级防护的安全机制，在数据服务中心增加用户 

部分 ，通过用户级别来分配权限，同时也可以在应用服务器上 

增加安全模块来保障行为的安全性；(2)资源管理方面对于模 

糊资源检索的命中率较低，主要受制于语义分析的误差，初次 

命中率介于2O ～50 之间，为提高命中率，本文采取重复 

筛选的方式来减小目标集，以后会探讨较为高效的解决方案。 

目前的应用系统只是在室内的智能家居应用上做验证，未来 

将会逐渐推广到更多行业和领域，在特定行业的高性能需求 

的推动下，DISP物联网数据服务系统的性能才能得到更好的 

改善，适应性和扩展性也会得到验证和改进，以期为更多的行 

业应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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