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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观测服务中异构感知数据的接入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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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感器观测服务（ＳＯＳ）是传感器网络整合框架（ＳＷＥ）的核心服务之一，用于管理多源传感器观测数据，并向

终端用户提供数据服务。开放地理信息联盟（ＯＧＣ）制定了向ＳＯＳ插入观测数据和从ＳＯＳ获取观测数据的规范，但

ＳＯＳ不具备自适应处理不同接入方式、不同数据传输协议的异构传感器的能力。当通过ＳＯＳ管理多源传感器观测数

据时，必须接入传感器、解析来自该传感器的观测数据，并将其转换为满足ＳＯＳ规范的数据格式。设计了一种异构传

感器观测数据接入ＳＯＳ的技术方案，从传感器注册、接入网选型、数据接收与解析、插入文档生成与数据插入等方面

论述了方案的实现过程。以穿戴式心率监测传感器监测数据接入为例实现了心率监测传感器监测数据在ＳＯＳ中的

管理，表明该技术方案具有可行性，为异构传感器接入ＳＯＳ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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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普及，传感器越来越多

地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目前，各领域内部构建的由

多个同类型传感器组成的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ｒｗｏｒｋ由于其软硬件

方面的差异，并不能很好地融合到一起实现数据共享，因此

形成了一个个“信息孤岛”［１］。对此，开放地理信息联盟

（ｏｐｅｎ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ＯＧＣ）于２００５年提出了传感

器网络整合框架（ｓｅｎｓｏｒｗｅｂｅｎａｂｌｅｍｅｎｔ，ＳＷＥ），得到了

业界的认可，并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工业标准［２］。传感器观

测服务（ｓｅｎｓｏ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ＯＳ）是ＳＷＥ的核心服

务之一，用于管理多源传感器观测数据，并向终端用户提供

数据服务。ＳＯＳ制定了向ＳＯＳ插入观测数据和从ＳＯＳ获

取观测数据的规范，该规范规定，所有与ＳＯＳ的数据交换

·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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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采用规范中制定的标准的ＸＭＬ格式。但由于不同的传

感器支持不同的接入方式，采用不同的数据传输协议，当通

过ＳＯＳ管理多源传感器观测数据时，必须考虑传感器的接

入方式、数据的解析与格式的转换等问题。鉴于此，

ＩＥＥＥ１４５１．２标准
［３］规定了一个连接传感器到微处理器的

数字接口，描述了电子数据表格 ＴＥＤＳ（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ｄａｔａｓｈｅｅｔ）及其数据格式，提供了一个连接ＳＴＩＭ

和ＮＣＡＰ的１０线的标准接口ＴＩＩ，使得制造商可以把１个

传感器应用到多重网络中，令传感器具有“即插即用（ｐｌｕｇ

ａｎｄｐｌａｙ）”的兼容性。蔡永娟等人
［４］提出通过ＴＥＤＳ译码／

汲取元件和ＳｅｎｓｏｒＭＬ引擎创建映射规则来实现ＴＥＤＳ到

ＳｅｎｓｏｒＭＬ的协议转换的方法，用以实现底层与上层服务

的有效整合，解决了嵌入式ＴＥＤＳ对硬件存储空间的占用。

李秀等人［５］基于ＩＥＥＥ１４５１规范提出了 ＵＳＤ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ｓｅｎｓｏｒ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ｆｏ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模型并基于ＵＳＤＩ构建了

一个“虚拟仪器层”，沟通传感器层和服务层，实现传感器的

自动适配与数据动态处理。Ｂｒｏｅｒｉｎｇ等人
［６］扩展了ＳＷＥ

的ＳｅｎｓｒｏＭＬ，提出了ＳｅｎｓｏｒＢＵＳ，增加了对传感器协议模

型的支持，用ＳｅｎｓｏｒＢＵＳ来沟通服务层和传感器层，进一

步实现传感器层和服务层的快速适配。Ｌｉｕ等人
［７］扩展实

现了ＳｅｎｓｏｒＢＵＳ，重构了ＳｅｎｓｏｒＢＵＳ的ＳｅｎｓｏｒＡｄａｐｔｅｒ，实

现了使用不同协议的传感器将数据实时接入ＳＯＳ。王智

莉等人［８］设计了异构传感器信息模型（ＨＳＩＭ），提出一种

异构感知数据动态适配接入方法，通过动态生成适配器实

现异构感知数据的自动解析和接入ＳＷＥ的过程。以上

研究为在ＳＯＳ中集中管理来自异构传感器的观测数据奠

定了基础。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设计了一种异构传

感器及其观测数据接入ＳＯＳ的技术方案，并以心率监测

传感器接入ＳＯＳ为例，实现了通过蓝牙和智能手机内置

ＧＰＲＳ将穿戴式心率传感器及其监测数据接入到

ＳＯＳ中。

２　方案设计

异构传感器能否成功与服务器通信主要与传感器本身

的通信接口及环境所能提供的通信条件有关，服务器将异

构传感器的观测数据接入到ＳＯＳ的关键在于能否将异构

传感器的协议转为ＳＯＳ能识别的协议。鉴于此，本文设计

了一个基于网络的接入方案用于将异构传感器的观测数据

接入到ＳＯＳ，方案流程如图１所示。

其流程为：１）对物理／虚拟传感器进行建模并注册到

ＳＯＳ中，ＳＯＳ将注册信息存储在注册的传感器列表中；２）

传感器通过自身的数据发送模块接入到网络中，传感器的

观测数据通过网络发送到服务器的数据接收模块；３）数据

解析模块将不同协议下的传感器观测数据转化为ＳＯＳ能

识别的统一协议；４）合法性判定模块从ＳＯＳ中获取已注册

的传感器列表，根据传感器的发送信息判断该传感器是否

注册。若没注册，则停止数据插入操作，结束流程，若已注

图１　ＳＯＳ中异构传感器观测数据接入方案

册，则生成ＳＯＳ的核心操作Ｉｎｓｅｒ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发送给

ＳＯＳ；５）ＳＯＳ将数据保存在数据库中，完成传感器的数据

插入。

２．１　传感器注册

传感器建模与注册是ＳｅｎｓｏｒＷｅｂ中集中管理和共享

传感器信息的基础，传感器在完成传感器注册操作后才能

往ＳＯＳ接入观测数据。ＯＧＣ的ＳｅｎｓｏｒＭＬ（ｓｅｎｓｏｒｍｏｄｅ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标准为传感器模型建立了信息标准。ＳＯＳ的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Ｓｅｎｓｏｒ操作将遵循ＳｅｎｓｏｒＭＬ标准的传感器建模

文档（ＸＭＬ格式）发送到ＳＯＳ中完成传感器的注册。本文

遵循ＳｅｎｓｏｒＭＬ标准，设计了１个表单式传感器快速注册

用户界面（图２），用户只需填写３个表单，依次点击表单生

成→表单提交→模型生成→注册按钮就可以在后台生成１

个遵循ＳｅｎｓｏｒＭＬ标准的传感器建模文档，并将该文档发

送到ＳＯＳ，完成该传感器的注册。

２．２　接入网选型

一个传感器的观测数据要接入到ＳＯＳ中，首先需要将

该传感器接入到Ｉｎｔｅｒｎｅｔ，选择什么样的接入方式，一方面

取决于该传感器本身支持的通信方式；另一方面也取决于

环境条件，如即使内置ＧＰＲＳ模块的传感器在没有ＧＰＲＳ

信号覆盖的区域也无法以ＧＰＲＳ模式接入到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当

前，很多传感器自带ＩＰ，配有网络适配器，这种传感器在

具备有线网接入条件的地区可以直接用网线通过该接口

接入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当无法通过有线方式接入时，只能选择无

线方式接入。目前较为主流的无线通信技术有ＩｒＤＡ
［９］，

ＵＷＢ
［１０］，ＮＦＣ、ＺｉｇＢｅｅ，ＲＦＩＤ

［１１］，ＧＰＲＳ、 ＷｉＦｉ
［１２］，

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
［１３］等。ＧＰＲＳ覆盖范围最广，室内室外均可接

·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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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表单式传感器快速建模页面

入，具备长距离传输的能力，是将传感器以无线方式接入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最佳选择，但相对较贵的通信费用也是接入网

选型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其他几种无线接入方式覆盖

范围小，均只能短距离传输，但通信费用低廉或不需要额

外的通信费用是其优势。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ＷｉＦｉ、ＺｉｇＢｅｅ是公众

较为熟悉的３种短距离无线接入方式，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ＺｉｇＢｅｅ

不能独立接入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只能先将其接入其覆盖范围内且

支持这２种无线接入方式的设备，借助该设备将传感器观

测数据发送到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ＷｉＦｉ对有权限的用户均可免费使

用，因此，在ＷｉＦｉ覆盖范围内的有权限用户选择将传感

器通过ＷｉＦｉ接入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是一种较理想的选择。总之，

在环境条件支持所有接入方式的情况下，ＳｅｎｓｏｒＷｅｂ组

网中接入网选型可根据传感器本身配置的通信接口依次选

择以下接入方式：优先选择有线方式接入，其次是ＷｉＦｉ方

式接入，最后是ＧＰＲＳ方式接入。如果一个传感器只支持

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ＺｉｇＢｅｅ，可考虑 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ＺｉｇＢｅｅ）＋ 有线，

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ＺｉｇＢｅｅ）＋ＧＰＲＳ，或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ＺｉｇＢｅｅ）＋ＷｉＦｉ

的接入方式，前提是在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ＺｉｇＢｅｅ）覆盖范围内有一

台同时支持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ＺｉｇＢｅｅ）和有线接入（ＷｉＦｉ，ＧＰＲＳ）

的设备。

对于虚拟传感器，由于虚拟传感器的本质是将来自互

联网的某种数据视作来自某一传感器的观测数据，赋予其

一个虚拟传感器ＩＤ，因此，虚拟传感器数据本身存在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虚拟传感器不存在传感器的接入问题，可以通

过网络直接进行数据接入。

２．３　数据接收与解析

异构传感器所采用的数据传输协议具有多样性，将不

同协议下的数据转为ＳＯＳ内部的协议，才能让ＳＯＳ识别传

输内容，此工作将由部署于服务器内的解析器完成。解析

器模型如图３所示。

图３　解析器模型

对数据发送模块的所使用的不同传输协议，解析器都

有与之匹配的的解析模块。当数据发送模块将数据发送给

数据接收模块后，数据解析模对数据所使用的传输协议进

行探测并自适应地调用该协议匹配的解析模块对此数据进

行解析，提取出传输数据内的关键信息，ＳＯＳ文档生成模

块根据这些关键信息生成符合ＳＯＳ数据插入规范（Ｉｎｓｅｒ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的输入插入文档。例如：数据解析模块探测到

某观测数据使用ＴＣＰ协议方式传输了一个传输数据单元

到数据接收模块，则自适应调用ＴＣＰ协议的解析模块对此

观测数据进行解析，提取出数据单元里的关键信息发送给

ＳＯＳ文档生成模块，文档生成模块依据接收到的关键信息

生成Ｉｎｓｅｒ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操作文档，并发送给ＳＯＳ。ＳＯＳ解

析并执行该操作文档，完成传感器观测数据的插入。此解

析器具有一定可扩展性，当一个使用新传输协议的传感器

需要将观测数据接入ＳＯＳ中时，需先在解析器中新增该协

议匹配的协议模块，之后此传感器将数据发送到数据接收

模块后，数据解析模块将会自适应地调用此解析模块进行

数据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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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插入（犐狀狊犲狉狋犗犫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文档生成与数据插入

Ｉｎｓｅｒ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操作是ＳＯＳ的核心操作之一，将传

感器的观测数据接入 ＳＯＳ必须使用此操作，Ｉｎｓｅｒ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操作从一个遵循ＳｅｎｓｏｒＭＬ标准的传感器建

模文档（ＸＭＬ格式）（本文称插入文档）中解析出传感器名

称（ＩＤ）和观测值等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传递给ＳＯＳ，实现传

感器数据接入到ＳＯＳ。因此，将２．３节解析出的观测数据

转换为一个标准的插入文档是在ＳＯＳ中实现异构传感器

观测数据管理的关键。Ｉｎｓｅｒ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的文档结构如

图４所示：

图４　Ｉｎｓｅｒ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操作文档结构图

Ｉｎｓｅｒ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操作文档是符合ＯＧＣ传感器数据

插入规范的文档（ＸＭＬ格式），由记录传感器注册ＩＤ的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ＳｅｎｓｏｒＩｄ与记录观测值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两部分组

成。传感器采样时间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Ｔｉｍｅ，观测值的感兴趣区域

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观测属性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ｙ与观测结

果Ｒｅｓｕｌｔ等一起组成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部分。传感器的观测值

记录于Ｒｅｓｕｌｔ标签内，其中的ｓｗｅ：ｖａｌｕｅ标签用于记录传

感器的观测结果，ｓｗｅ：ｆｉｅｌｄ标签用于记录传感器的观测

域，ｓｗｅ：Ｔｉｍｅ标签记录此次数据的接入时间。所有标签遵

循ＯＧＣ的传感器数据插入规范层层嵌套，最终组合成

Ｉｎｓｅｒ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文档，发送给ＳＯＳ进行。ＳＯＳ对Ｉｎｓｅｒ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文档的解析与执行过程也是基于ＯＧＣ的传感

器数据插入规范。某温度传感器的Ｉｎｓｅｒ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操

作文档中的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ＳｅｎｓｏｒＩｄ标签如下：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ＳｅｎｓｏｒＩｄ＞ｕｒｎ：Ｓｈｕ：Ｉｎｓｉｔｕ：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１＜／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ＳｅｎｓｏｒＩｄ＞

文档中的Ｒｅｓｕｌｔ标签：

＜ｏｍ：Ｒｅｓｕｌｔ＞

＜ｓｗｅ：ＤａｔａＡｒｒａｙ＞

＜ｓｗ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Ｃｏｕｎｔ＞…＜／ｓｗ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Ｃｏｕｎｔ＞

＜ｓｗ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Ｔｙｐｅ＞

＜ｓｗｅ：ＤａｔａＲｅｃｏｒｄ＞

＜ｓｗｅ：ｆｉｅｌｄｎａｍ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ｗｅ：Ｑｕａｔｉｔｙ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ｕｒｎ：ｏｇｃ：ｄｅ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ＧＣ：１．０：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ｗ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ｗｅ：ｆｉｅｌｄ＞

＜／ｓｗｅ：ＤａｔａＲｅｃｏｒｄ＞

＜／ｓｗ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Ｔｙｐｅ＞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ｓｗｅ：ｖａｌｕｅｓ＞２９＜／ｓｗｅ：ｖａｌｕｅｓ＞

＜／ｓｗｅ：ＤａｔａＡｒｒａｙ＞

＜／ｏｍ：Ｒｅｓｕｌｔ＞

由于文档较长，部分非关键代码做了收缩，用“…”表

示。传感器数据传输的带宽有限，传感器在数据传输时只

需将生成文档所需关键信息发送到服务器中，如传感器的

注册ＩＤ“ｕｒｎ：Ｓｈｕ：Ｉｎｓｉｔｕ：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１”，传感器观测属

性“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传感器观测值“２９”等，其余如标签名之

类的非关键部分代码由于遵循一定的规范，可在服务器后

台部署运行一个文档生成模块统一生成。文档生成模块将

自动生成的非关键部分代码与传感器发送的关键部分代码

组合起来，生成完整的Ｉｎｓｅｒ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操作文档并发送

给ＳＯＳ，ＳＯＳ依据ＯＧＣ的传感器数据插入规范进行操作

文档的解析与执行，完成传感器观测数据的接入。

３　方案实现———以穿戴式心率监测传感器为例

随着智慧医疗的飞速发展，诸如心率、体温、血压等人

们的生理数据也需要实时接入到ＳｅｎｓｏｒＷｅｂ中，为相关应

用提供服务，因此将生理数据接入到ＳＯＳ中具有必要性。

这些人体相关数据可以通过相关传感器获取。传感器需要

紧贴人体，且被监测者所处的环境并不固定，对于此类随身

传感器的数据接入方式需要一个稳定可行的统一方案。基

于上文提出的技术方案，本文实现了ＳＯＳ中穿戴式心率监

测传感器的接入。

３．１　总方案设计

本文设计的心率监测传感器的数据接入过程如图５所示。

图５　心率监测传感器的数据接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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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式心率监测传感器体积小，通常附着于人体之上，

所处通信环境并不固定，在该传感器内内置一个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

是可行的。手机是当今人们随身带的常用通信工具，智能

手机通常内置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ＧＰＲＳ和 ＷｉＦｉ，人体携带的心率

监测传感器和手机一般都在彼此的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的有效覆盖

范围内，因此可采用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ＧＲＰＳ（ＷｉＦｉ）的组合技术

完成心率监测传感器接入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心率监测传感器

通过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将数据发送给手机，手机通过ＧＰＲＳ／ＷｉＦｉ

接入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在有ＷｉＦｉ覆盖的环境下使用较为廉价

的ＷｉＦｉ接入，在没有ＷｉＦｉ覆盖的环境使用ＧＰＲＳ接入。

手机使用ＴＣＰ／ＩＰ协议将心率传感器通过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发送

过来的数据传送给服务器端的接收模块，数据解析模块自

适应调用ＴＣＰ解析模块对传输数据进行解析，获取传感

器ＩＤ和监测值等关键信息，后台运行的插入文档生成模

块将这些关键信息转换成遵循ＳｅｎｓｏｒＭＬ标准的插入文

档，并通过Ｉｎｓｅｒ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发送给ＳＯＳ，完成数据插入

操作。

３．２　注　　册

在将数据接入ＳＯＳ前，需要将心率监测传感器注册到

ＳＯＳ中。在图３的传感器快速建模界面上将类型标识改为

“Ｍｏｖｅ”，传感器类型改为“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点击“生成ＩＤ”按

钮，将生成“Ｕｒｎ：Ｓｈｕ：Ｍｏｖｅ：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Ｓ１”作为传感器的

唯一标识ＩＤ，按表单要求将传感器的其余相关信息填写完

毕，点击“生成”按键，将在服务器后台生成符合ＯＧＣ规范

的ＳｅｎｓｏｒＭＬ文档。在传感器注册界面将显示已建模的传

感器，如图６所示。

图６　心率监测传感器的注册页面

选择刚刚生成的“Ｓｈｕ＿Ｍｏｖｅ＿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Ｓ１．ｘｍｌ”文

件，点击“确定注册”按键，后台的传感器注册模块将根据文

件内容生成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Ｓｅｎｓｏｒ操作文档，发送给ＳＯＳ，ＳＯＳ将

依据规范对此操作文档进行解析执行，完成传感器的注册。

３．３　接　　入

本实验用以下开发环境模拟随身心率传感器：心率监

测传感器使用ｐｌｕｓｅｓｅｎｓｏｒ心率监测传感器；发射模块为低

功耗的带有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模块的ＣＣ２５４０ＡｍｏＭｃｕ单片机，供

电模块使用５．０Ｖ电压的 ＵＳＢ供电口；手机使用带有

ＧＰＲＳ与ＷｉＦｉ功能的魅族ＭＸ５。ｐｌｕｓｅｓｅｎｓｏｒ心率监测传

感器采集用户的心率数据，ＣＣ２５４０ＡｍｏＭｃｕ单片机将此心

率数据与传感器自身信息组合成一个传递数据单元，某观

测 值 为 ６８ 的 数 据 单 元 其 内 容 为：“ｃｏｍｐａｎｙ＝

９０２＆ＳｅｎｓｏｒＩＤ ＝ Ｕｒｎ：Ｓｈｕ： Ｍｏｖｅ：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Ｓ

１＆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ｖａｌｕｅ＝｛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６８｝”。ｃｏｍｐａｎｙ是传感器

所属单位的代码，与ＳｅｎｓｏｒＩＤ一起为传感器提供身份信

息，为服务器判断此观测数据是否合法提供依据；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ｖａｌｕｅ为此数据的观测值。

３．４　数据接收与解析

服务器中部署着数据接收模块、数据解析模块文档生

成模块、ＳＯＳ与数据库。由于ＧＰＲＳ模块是基于ＴＣＰ／ＩＰ

数据传输技术，当数据接收模块接收到心率监测传感器发

出的数据单元，会自动调用ＴＣＰ解析模块对数据单元进行

解析，获取关键信息：“ｃｏｍｐａｎｙ＝９０２＆ＳｅｎｓｏｒＩＤ＝Ｕｒｎ：

Ｓｈｕ：Ｍｏｖｅ：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Ｓ１＆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ｖａｌｕｅ＝｛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

６８｝”，在关键信息中获取ｃｏｍｐａｎｙ与ＳｅｎｓｏｒＩＤ，与数据库

中ＳＯＳ管理者存储的合法传感器信息做匹配，若在数据库

中没找到ｃｏｍｐａｎｙ或ｃｏｍｐａｎｙ下没有对应的ＳｅｎｓｏｒＩＤ，则

阻止此次传感器数据插入。若经过数据库查询判定该传感

器为合法传感器，则将ＳｅｎｓｏｒＩＤ与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ｖａｌｕｅ值传给

文档生成模块。

３．５　插入文档生成与数据插入

服务器中部署的文档生成模块根据获取到的ＳｅｎｓｏｒＩＤ

与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ｖａｌｕｅ结合自动生成的非关键代码生成符合

ＯＧＣ规范的插入文档，生成的插入文档的核心内容如下。

……．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ＳｅｎｓｏｒＩｄ＞ｕｒｎ：Ｓｈｕ：Ｍｏｖｅ：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Ｓ１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ＳｅｎｓｏｒＩｄ＞

……．

＜ｏｍ：Ｒｅｓｕｌｔ＞

＜ｓｗｅ：ＤａｔａＡｒｒａｙ＞

＜ｓｗ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Ｃｏｕｎｔ＞…＜／ｓｗ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Ｃｏｕｎｔ＞

＜ｓｗ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Ｔｙｐｅ＞

＜ｓｗｅ：ＤａｔａＲｅｃｏｒｄ＞

＜ｓｗｅ：ｆｉｅｌｄｎａｍｅ＝“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

＜ｓｗｅ：Ｑｕａｔｉｔｙ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ｕｒｎ：ｏｇｃ：ｄｅ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ＧＣ：１．０：

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ｓｗ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ｗｅ：ｆｉｅｌｄ＞

＜／ｓｗｅ：ＤａｔａＲｅｃｏｒｄ＞

＜／ｓｗ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Ｔｙｐｅ＞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ｓｗｅ：ｖａｌｕｅｓ＞７０＜／ｓｗｅ：ｖａｌｕｅｓ＞

＜／ｓｗｅ：ＤａｔａＡｒｒａｙ＞

＜／ｏｍ：Ｒｅｓｕｌｔ＞

……．．

文档生成模块将生成的插入文档发送给ＳＯＳ。Ｓ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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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该插入文当中解析出传感器ＩＤ、观测值等数据，并将其

存入数据库表中，完成心率传感器的数据插入（图７）。

图７　心率监测传感器的数据插入结果

测试结果显示通过本文设计的传感器数据接入系统，

异构传感器可以很好的通过网络将数据发送给服务器，完

成数据插入的操作。

４　结　　语

本文遵循ＳＷＥ标准，设计了一种异构传感器观测数

据接入ＳＯＳ的方案。该方案首先根据网络环境条件及传

感器自身支持的通信方式选择配置接入网，然后将传感器

观测数据通过传感器支持的传输协议发送到服务器端，服

务器端构造解析模块自适应解析不同协议的观测数据，并

通过插入文档生成模块将解析出的数据转换成符合ＯＧＣ

规范的插入文档，最后调用Ｉｎｓｅｒ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操作将插入

文档中的主要数据插入到ＳＯＳ中，实现异构传感器观测数

据的集中管理。基于本方案的穿戴式心率监测传感器接入

ＳＯＳ的实验表明：基于本方案可以实现不同接入方式、不

同传输协议的异构传感器观测数据接入ＳＯＳ，使得异构传

感器动态适配接入ＳＯＳ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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