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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感知技术与应用（上）》

内容概要

《物联网感知技术与应用:智能全景视频感知(上)》中详细阐述了多种全景视觉传感器的设计和实现方
法，针对不同行业应用的特点，将全景视觉与智能视频分析技术进行有机结合，提出了各种智能全景
感知实际工程应用的解决方案。笔者用“视觉艺术、认知科学”概括了《物联网感知技术与应用:智能
全景视频感知(上)》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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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聚类、分类技术是模式识别的基本技术，也是目前在文本处理中最常用的两项技术
，两者都是将未知文本归入某个类别的过程。聚类也称为无监督的分类，它事先没有类别，而是根据
样本之间的某种相似程度自动地聚集成某种类别。而分类过程事先都有给定的类别及相关训练样本。
信息聚类和信息分类都包括特征选择、信息表示、相似度计算及分组算法等主要组成部分。相对而言
，由于信息分类有训练样本，其特征选择方法繁多且更为复杂。同样，信息分类中不涉及训练样本的
特征选择方法都能用于信息聚类。文本聚类和文本分类中的文本大都采用向量空间模型，相似度计算
方面有各种距离计算方法，如夹角余弦、内积等。 Web检索是内容检索中的一个重要应用，它包括各
种基本技术的复杂组合。所谓Web检索是指以检索查询方式从Web中挑选出和用户需求最相关的页面
，网络内容安全和智能内容管理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对某个已知主题的查询检索问题。 信息过滤
是内容处理的另一种典型应用。它是对陆续到达的信息进行过滤操作，将符合用户需求的信息保留，
并根据用户的操作不断调整过滤策略。信息检索是一种典型的用户主动、系统被动服务的信息获取方
式，信息过滤则是用户被动、系统主动服务的方式。信息过滤的典型应用包括垃圾邮件的过滤、信息
的个性化服务、智能内容分发和内容推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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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物联网感知技术与应用:智能全景视频感知(上)》是一部比较全面和系统研究全景视觉理论、全景视
觉感知技术及应用的学术专著。在介绍智能视频感知基本原理、技术及当前尚存在的科学问题的基础
上，引入了全景视觉的重要性，可为各种智能感知技术应用提供强大的元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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