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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技术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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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在向智慧城市建设发展的过程中，物联网是促进智慧城市转型的必要条件，它涵盖了城市中的基础建设、教

育行业发展、城市医疗服务等，使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有了很大提升，有效的改善了城市生活质量。因此，在智慧城市的

建设中，物联网技术可以奠定城市建设的基础，推动城市公共服务及管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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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twork database is an important space for storing various data information. All kinds of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are stored and managed in a unified way through the form of data, which can bring more efficient and fast services in the subsequent 
retrieval.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network database has brought many conveniences to the work and life of modern people. However, 
due to the openness of the network, the security management of massive information in the database has become a problem that needs 
attention. If some important information leaks, it is easy to lead to serious consequences. Based on this,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ask to carry out the security management of computer network database, promote the effective improvement of the security of the 
database itself, and ensure the security of all kinds of data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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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联网技术的概念

物联网被称为是万物相连接的互联网，是网络数据信息

的一个载体，借助互联网将定位与识别系统等相连接，对网

络中的人或物进行识别与管控。这也是新时代下高端的信息

技术手段，能够将城市中已经显示出来的信息进行数字化处

理，，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通过物联网技术，人与物可

以进行信息交流。在新时代信息化的背景下，物联网对人们

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不管身在何处，都可以随时实现

通信与交流。智慧城市主要是通过信息与通信的技术手段，

对整个城市进行检测与整合等，最后将以分析的结果作为依

据，以此来保证城市的环保、居民生活与商业等资源的合理

配置，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对城市进行数字化的管理，方

便城市居民生活，不断完善城市发展。

二、物联网的特征

(一)互联网特性

物联网是以互联网为依托，在其基础上不断发展，形

成的新型科学技术，有效的将互联网与有线及无线的内

容相结合，打破时间的限制，在有效的时间内将远程传

输连接物理对象的通信信息，为开展远程控制的工作提

供信息与通信通道。此外，新时代下的物联网范围越来

越广泛，涵盖的物理连接对象数量也越来越多，未来将

会产生更多的数据量，因此，要确保物联网能够有效的

适应各种类型的网络结构，以此保证数据信息的完整、

及时与准确的特性。

(二)智能化特性

新时代下的物联网与过去传统的互联网相比较，不仅具

有高端的信息采集技术与分析处理的能力，其智能化的程

度也相对较高。因此，在利用互联网的过程中，用户可以

提前对物理对象进行编写程序的控制，在程序中输入预定

的指令，系统就会根据程序的预定内容开始运行，并且在

无人工干扰下，能够自动的通过数据信息完成运行，向物

体发送正确的控制指令。

三、物联网技术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应用

智慧城市是利用各种信息技术，通过基础设施的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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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与城市中的公共服务的有效结合与处理，形成的新型城

市，可以将智慧型城市看作是信息化的高级形态，对于缓

解城市中的各项问题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都有重要

的作用。物联网作为新时代下的重要新兴技术，在智慧型

城市的建设领域中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对建设全新的

城市形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一)在交通管理方面

目前，物联网技术的出现，为智慧型城市的发展提供了

重要的技术支持，优化了城市发展的各项功能。“道路千

万条，安全驾驶第一条”。交通问题是城市发展的一项重

要因素，我国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城市中的拥堵情况十

分严重，为缓解拥堵情况，可以将物联网技术合理的运用

到交通治理当中，利用定位导航系统择期出行，能有效的

缓解城市中的拥堵问题。将物联网技术充分的利用到城市

的交通安全中，通过将数据传输与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

等各类技术组在一起，对大数据进行实时分析，确保交通

运输管理的精确与高效性。首先控制现阶段的交通信号，

以免出现交通拥堵的情况，也能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减

少拥堵的现象。若发生交通事故后，可以利用物联网的科

学技术对事故现场进行实时定位，有效的保证救援到达的

及时性，提高事故人员的生存几率。其次，定期优化定位

导航系统，以先进的信息技术为依托，提升现阶段定位导

航的系统功能，在交通出行过程中，能给司机提供最优质

的道路信息，让司机有规划的选择出行时间及路线，不仅

能够节省时间，也能避免出现交通拥堵的情况，更满足了

现阶段的城市建设需求。

(二)在旅游管理方面

随着物联网技术应用的广泛，在旅游体验与行政管理

方面也有重要作用，不仅能够将信息资源与旅游资源有效

的结合，还能促使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更好的为政府与

公众提供服务，形成大众型的旅游常态化。并将信息技术

与通讯技术相融合，真正实现旅游信息管理一体化的局

面，不断推动旅游行业的发展与创新，进行实现产业化的

升级。

现代社会下的居民生活与工作压力不断增加，部分人

为了缓解压力，选择了出门旅行，由于我国人口数量不断

增加，目前的旅游现状并不乐观，很多人由于工作关系，

旅行只能选择法定节假日，而法定节假日旅行人口也相对

较多，导致旅游胜地的现状十分紧张。通过物联网技术对

旅游行业的管理，能够及时的对景区的天气情况，住宿情

况及旅客人流量进行实时的掌握，在开启旅行之前，可以

通过物联网对景区情况进行简单了解，以此缓解景区的压

力，也避免了旅行过程中的劳顿，让旅游真正成为人们休

闲放松的最终目的。

(三)在医疗建设方面

在建设智慧型城市的过程中，医疗领域同样占据重要的

位置，可以通过网联网技术，对医疗信息进行分析研究，

包含家庭卫生与公共卫生系统等方面，保证物联网获取的

信息的真实性，并依据信息内容确定合理及科学的相应治

疗方案。此外，可以利用物联网的信息技术，与医院的HIS

系统进行关联，强化其系统内容。物联网技术的信息采集

不仅只包含医院和与医疗信息相关的数据，还包含各个医

院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医疗专业技术的实时沟通。若患者在

医院治疗时出现紧急情况，医院可以利用大数据，对全球

的相似病例进行查看与了解治疗情况。其他相关的单位与

部门也可以借助物联网及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提升医疗效

率，将诊断结果、治疗方案等工作进行紧密关联，为患者

营造更优质的就医环境，更避免医疗资源出现浪费及损耗

情况的发生，以此促进智慧型城市的健康发展。

四、结论

综上所述，随着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物联网技术的

创新与应用已经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进行智慧型城

市的建设中，应该加强对物联网的使用，积极发挥物联网

的优势，及时调整与整合城市中的有限资源，真正实现城

市中各个系统与模块之间的交流。并从交通、社区、医疗

等方面创造出现代化的智慧型城市，从而推动城市与社会

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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