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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 感知对象信息融合模型

1 范围

本标准提出了物联网感知对象信息融合的概念模型,描述了感知对象信息融合在物联网参考体系

结构中的位置。
本标准适用于物联网系统感知对象信息融合的设计和开发。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33474—2016 物联网 参考体系结构

GB/T33745—2017 物联网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33745—2017、GB/T33474—201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感知对象 sensingobject
对象 object
通过感知设备采集信息的物理实体。

3.2 
信息融合 informationfusion
对(物联网系统中的)多源信息进行检测、时空统一、误差补偿、关联、估计等多级多层面的处理,以

得到精确的对象状态估计,完整、及时的对象属性、态势和影响估计。

3.3 
时空统一 timeandspaceunification
将输入的各局部时间和空间坐标下的信息变换到统一的系统基准时间和空间坐标下。

3.4 
误差补偿 errorcompensation
对输入的对象信息的时间、空间和其他特征误差进行估计和补偿的处理过程,以实现时间同步、消

除或减少空间及其他特征误差。

3.5 
信息关联 informationassociation
从多源多对象信息(信号、数据)集合中,产生表示同一对象信息集合的处理过程。

3.6 
信号检测 signaldetection
对多源测量信号进行时空统一、误差补偿、信号关联、信号积累和特征提取等处理,以尽早检测出目

标信号的处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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