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政务物联网应用的社会感知过程建模①

赵宁社

(西安文理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西安 710065)

摘　要: 社会感知网络(SAN)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应用范式, 为了探究评价这种感知的完整性, 基于电子政务物联网

应用的社会感知过程特点, 通过依据典型SAN提炼了层次感知结构, 重点分析了感知过程的社会性参与对感知信息

的影响. 综合政务物联网层次化结构中多种参与者的影响, 对SAN节点进行了形式化描述, 提出了社会感知过程的

层次结构模型及SAN有效性评价模型, 并采用计算机软件手段对层次化社会感知过程进行了仿真验证, 以图形化方

式直观地验证了模型的设想. 结果表明该模型能够表达SAN的物理结构和社会参与的结合特征, 以及SAN节点状况

与应用需求之间存在动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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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awareness network (SAN) is becoming a new application normal form. To explore and evaluate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awareness, based on the traits of social awareness process in e-government IoT application, this paper
extracts the hierarchical awareness structure by typical SAN. It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sociality
participation on awareness information. By synthesizing the functions of actors in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social
awareness IoT and describing the node of SAN, it presents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availability evaluation modules for
SAN. And the hierarchical social perception process is simulated and the idea of the model is verified graphically by
computer software mea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del can express the comprehensive attributes of physical structure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there is dynamic connection between nodes states and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in 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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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政务已经覆盖了公共管理的多种行业, 物联

网应用体系的发展促使了诸多政务处理不断向智能

化、系统化、规范化服务迈进[1]. 物联网应用有利于我

国民主型、服务型、“阳光型”政府的建设[2], 有助于在

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准确、灵敏、良性的反馈

机制[3-5]. 政务物联网是智慧城市背景下政务领域的物

联网框架, 是未来电子政务的一个重要组成, 它支持政

府部门之间基层信息共享与业务协同, 利于实现资源

的优化配置. 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关于政务物联网应用

的研究, 但多数仅仅反映了物联网与电子政务之间的

联系以及政务物联网应用的结构研究[6-10], 另外还有一

些学者对面向机会网络与网络路由进行了研究[11-13],

但现有的这些对多层复杂专业社会网络的分析尚不能

提供有效的支持, 比如, 在论证物联网对电子政务提供

巨大的发展机遇的论述中忽略了物联网结合社会感知

的问题; 政务物联网应用结构研究虽然为我们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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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政务物联网的参考架构, 但却未能触及微观层面

社会个体行为的作用; 而网络路由方面的研究则基本

立足于机器网络路由认知, 不适于多种专业社会网络

的应用. 在诸方面研究中, 对于分层中观和微观粒度的

社会感知过程机理涉及较少, 而这两重粒度的研究对

于社会感知网络(SAN)实时感知识别社会

个体的行为、分析挖掘社会组织之间的交互特征

和规律, 以及进一步探究个体社会行为对多种传感设

备效应的影响、互动、沟通和协作具有重要的支撑作

用[14]. 随着政务物联网的现实发展, 社会感知应用呈现

出较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15], 亟待对政务物联网感知

过程的社会性参与机理有更清晰的认知, 本文旨在对

社会感知过程进行探索性研究并尝试进行形式化描述.

1   政务物联网应用中的社会感知

在电子政务的物联网应用中, 感知层远程交互涉

及到几个方面的问题, 比如感知数据完整性和实时性

以及感知数据管理. 感知数据的完整性约束界定影响

了顶层的信息融合任务, 但仅仅强调完整性, 必然会给

交互效率带来影响. 远程感知数据具有异构性, 需要重

视如何对获取的异构数据进行管理. 就政务物联网应

用来说, 它有其自身发展规律, 因而它的感知过程也具

有包含社会性在内的不同于其它物联网的特征[16].
1.1   物联网的电子政务应用特征

目前政务物联网应用研究主要表现在应用架构和

相互影响, 首先在电子政务的物联网应用架构研究上,
周鹏、殷利梅提出了建设政务物联网平台的构想, 在
安全、架构和接口方面给出了一些建议[17]. 刘辉, 巴晨

锋则提出了电子政务物联网的三层架构, 即信息采集

层、运作操控层、领导决策支持层[18], 但这种架构基

本上是对物联网技术在电子政务应用的一个社会性的

映射. 其次在物联网技术对于电子政务的影响研究上,
吴佳颖、李正明研究了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政务流程再

造, 归纳了物联网在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平台中的运用

模型[19], 认为这是一个以物联网技术为基础, 以云计算

为核心, 政府、企业和公民共同应用的应用结构. 费翔

提出物联网及电子政务对建立服务型政府的行政组

织、管理方式和执政效率有重要影响[8].
与传统电子政务相比, 物联政务具有透彻感知、

快速反应、主动服务、科学决策等特征. 同时也把电

子政务物联网分为三层: 政务采集层、政务网络层、

政务应用层.
1.2   物联政务感知的社会属性

在电子政务的实际运行中, 信息采集工作是复杂

多变的, 原因在于数据往往通过多渠道获取, 得到的数

据具有多源性、异构性 ,  最关键的是数据的感知取

向、精确度往往与数据源的持有者相关联, 比如数据

传输策略与相关用户的兴趣、习惯相联系[20]. 群体感

知是对社会环境的认知, 电子政务的社会感知计算是

指通过社会生活空间大规模多类传感器, 实时感知识

别公众个体行为, 分析挖掘社群的交互特征和规律, 辅
助个体社会行为, 支持社群的互动、沟通和协作[21]. 因
此政务物联网的信息感知不仅仅是传统物联网传感器

方式工作的一种感知, 而是在传统物联网基础上融合

了一定的社会性, 本文将在建模中考虑这个融合.
1.3   社会传感器的增强

文献[22]中提出了基于Web社会网络的社会传感

器网络模型, 认为人类个体构成了庞大的社会传感群,
能够实现无处不在的社会感知. 当今社会, 随着移动通

信技术的发展, 智能移动设备成为各类人群不可缺少

的日常配备, 随时随处可以见到移动设备, 移动应用也

无所不在, 具有主动性的人与具有一定智能的移动设

备出现一种捆绑现象——人+智能设备. 在公共社会网

络中信息的感知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源于人群的, 这是

社会传感器的一种增强形态, 即基于移动网络的社会

传感网络. 其中数据采集的手段是移动设备所联成的

网络, 而使用设备人则起到一个处理器的作用. 在这些

社会传感节点工作的过程中, 人还产生了一些其它的

影响, 如感知环境的决定、感知对象的确定、感知时

间的掌握. 因而在这个物联网的信息采集过程中, 引入

人的因素以后, 整个架构的感知的时空与事件都与传

统的物联网感知有了极大的不同.

2   社会感知的层次结构

社会感知是指基于社会传感器的感知模式, 如政

务物联网应用中, 社会感知网络的感知过程由于受到

人为的影响, 感知结果与纯粹的物理物联网比较有很

大不同. 为了对这种感知特征进行形式化, 下文对社会

感知过程的结构进行分析.
在不同的层次上由于视图的差异, 对整个网络的

影响水平是不同的, 根据文献[13]研究, 普适意义上的社

会感知可以依次划分为物理感知、社会感知、学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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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协议及应用五个层次. 本文就电子政务的物联网

应用中, 考虑数据受社会性影响粒度不同可以代表性

地自底向上分为四级:
(1) 传感级: 该层级的传感器部署跟具体系统设计

需求关系密切, 对物理量的感知主要在于对SAN网络

工作环境的获悉. 在物理感知层的基础之上, 设计者的

视图决定的设计思想对传感器的信息收集也关系极大,
设计视图还取决于设计者的专业知识以及业务取向.
该层对应覆盖物理感知层.

(2) 汇聚级: 主要针对对原始传感数据有融合能力

的用户, 包括物联网建设的各种专业用户, 其汇聚数据

源是各种现场传感器网络的初级感知空间. 专业用户

的操作模式及其社会关系对感知过程也会造成很大程

度的影响. 除了获知环境属性, 该层通过综合环境数据

与用户的行为模式数据, 还能通过分析与学习的手段

能够获知一些社会性较强的信息, 如偏好、意愿及习

惯等个人属性, 还有社区、人群的群体属性, 相似度、

连接强度与移动模式等社会属性以及人与社区、人与

人及人与环境之间的社会关系. 这也是学习分析层次

的功能覆盖.
(3) 应用级: 该层次针对于大众用户, 主要是基层

政务工作人员及群众, 其应用支持数据源于汇聚级的

数据整合. 另外针对下层学习分析的一些物理联系与

社会联系, 协议集能够给出一些对这些联系的进一步

实现, 比如路由与转发, 信息在社区或群体内的传播,
涉及到隐私和安全性的一些约束, 还有为促进正反馈

对具有自主性的用户建立的激励机制.
(4) 决策级: 有时候也需要考虑管理者的视角, 管

理者处于整个政务物联网感知的最顶层, 也是社会感

知网络需求发展的提炼与决策者. 决策依赖信息源于

应用级的信息处理.

3   面向电子政务物联网应用的社会感知建模

社会感知是指基于社会传感器的感知模式, 政务

物联网应用的感知过程由于受到人为的影响, 感知结

果与物理的物联网比较就有很大不同. 对这种感知特

征可以进行初步形式化建模.
3.1   节点能力结构描述

Ni = (c1,c2, · · · ,cm)

物理节点的能力以节点属性操作为传递对象, 每
个节点会呈现出多种属性. 设某节点资源i, 可以表达为

, 其中cj代表第j个属性项并可以0(失

S = L (N1,N2, · · · ,Nn)

效)或1(有效)来表示. 向量Ni可以作为资源物理有效性

测试的一个结果表示, 称为节点的观测向量. 一个社会

感知网络由有限多种节点资源构成, 那么从物理感知

的层次看系统可以表示为 , Ni为第

i种资源, L为系统构成规则, 具体指定一组线性变换用

来表达系统组织. 把ci作为一维, 那么Ni可以为m维空间

中的一个向量, S表示为该子空间的一个线性组合. 不
同的资源向量组及线性变换L均能分别对应不同的组

织构成.
N = {N1 : n1,N2 : n2, · · · ,Nm : nm}设基础节点向量组 ,

则以向量组N的各向量为张成集(生成元)生成的向量

子空间为:
LN = {f = α1 ·N1+α2 ·N2+ · · ·+αx ·Nx |α1,α2, · · · ,αx ∈ Z }

(1)

Fi ∈ LN

考虑资源规模, 把其中αi(1<=i<=x)局限在一定范

围, 则空间LN即物理感知层所能提供的社会感知支撑

能力子空间区域. 对任一正整数i, 有 . 即:

Fi = αi1 ·R1+αi2 ·R2+ · · ·+αix ·Rx =

x∑
j=1

(
αi j ·R j

)
,1 ≤ i ≤ y

(2)

然后以{F1, F2, …, Fy}为生成元, 有:

LF= Span
{
F1,F2, . . . ,Fy

}
=

{
t=β1 ·

x∑
i=1

(α1i ·Ri)+β2 ·
x∑

i=1
(α2i ·Ri)+· · ·+βy ·

x∑
i=1

(α1i ·Ri)
}

(3)

Ti ∈ LF

考虑其中βi受到社会感知层规模的局限, 则LF为学

习分析层支撑能力子空间区域 .  对任一正整数k ,  有
. 即:

Tk=βk1 ·
x∑

i=1
(α1i ·Ri)+βk2 ·

x∑
i=1

(α2i ·Ri)+· · ·+βky ·
x∑

i=1
(α1i ·Ri),

1 ≤ k ≤ z
(4)

以此类推, 应用层子空间区域可为如下形式:
Al = (ηl1 · · ·Tl1)+ (ηl2 · · ·Tl2)+ · · ·+ (ηlk · · ·Tlk),1 ≤ k ≤ z

(5)

3.2   社会性对信息结构的影响

{N1,N2, · · · ,Nx}

{
S 1,S 2, · · · ,S y

}

如图1所示, 设在政务物联网中, 每一汇聚节点对

应一组传感源节点 , 由于政务物联网中

用户参与了传感器节点的数据采集(对传感数据向量

产生兴趣选择), 因而造成汇聚节点下所属的传感器节

点的差异性. 每种应用的支持数据源于汇聚层的y个汇

聚节点 , 因为应用用户参与了汇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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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对传感数据向量产生压缩或膨胀变换), 因而造

成应用级上数据使用的差异性.

xi = [xi (1) , xi (2) , · · · xi (n)]

yi =
[
yi (1) ,yi (2) , · · ·yi (n)

]
X ∈ V Y ∈W

设SX为传感器层的数据向量子空间, SY为汇聚层

对应的数据子空间, 设X, Y均为m×n矩阵, X为传感矩

阵, Y为汇聚矩阵, 传感器节点Ni对应的原始数据向量

为 ,  N i对应的汇聚数据向量

,  ,  , 有:

X =


x1 (1) x1 (2) · · · x1 (n)
x2 (1) x2 (2) · · · x2 (n)
...

... · · ·
...

xm (1) xm (2) · · · xm (n)


Y =


y1 (1) y1 (2) · · · y1 (n)
y2 (1) y2 (2) · · · y2 (n)
...

... · · ·
...

ym (1) ym (2) · · · ym (n)


考虑到传感器级设计者的社会性参与, 令其对信

息结构的影响用矩阵R、C表示, 那么有:
Y = RXC (6)

其中矩阵R、C是稀疏的选择矩阵, 能够实现对传感矩

阵X的行列投影. 如设计者对于传感器Ni的第j个分量进

行提取, 则令矩阵R的第i行为1, 令矩阵C的第j列为1.
3.3   社会性对信息的加工

VY =
{
α1 α2

· · · αm|α1,α2, · · · ,αm ∈ S Y }
假设汇聚数据空间一个向量框架为 

, 则由向量组VY各向量生成的

向量空间如公式(7)所示:
S z = {z = a1 ·α1+a2 ·α2+ · · ·+al ·αl |a1,a2, · · · ,al ∈ N }

(7)

v ∈ S Y w ∈ S Z

对于应用层由各个应用节点的支撑数据向量, 可
以认为是汇聚层数据向量线性变换. 若 ,  ,

P为SY到SZ的线性变换, 有:
w = P (v) (8)

即

w = vP (9)

此处P为v对应的变换阵.
3.4   社会感知模型

综合上述分析, 考虑了社会性因素对于政务感知

的影响, 电子政务物联网的社会感知模型可以用公式

(10)表达.
Z = J1XJ2P (10)

公式(10)表达了原始数据X从无加工的传感级经

过拣择、投影到达汇聚级, 再经过压缩与膨胀等变换

(P)到达应用级的感知过程, Z为应用支撑数据集.
当然公式(10)是一个统一的表达, 在具体的案例

中, 处理矩阵P可以拆分为多个变换矩阵来表示, 如一

个五层的社会感知模型可以用公式(11)表达:
Z = J1XJ2P1P2P3P4 (11)

公式表达了原始数据X从未加工的物理感知层

级经过拣择、投影到达汇聚级, 再经过压缩与膨胀等

变换到达应用级的感知过程, Z为应用层使用的感知数

据集.

4   社会感知网络有效性估计模型

为了对上述模型进行验证, 下文提出一种基于网

络节点框架的张成子空间的构造性方法, 通过整数规

划求解得出直观结论.
社会感知网络评价需要确定一个有效性的参照,

比如计算当前节点集状态与有效性基线的偏差, 根据

偏差程度来估计网络的有效性. 那么需要同时给出作

为能力载体的节点描述和应用需求的形式化表达.
4.1   SAN能力形式化描述

R = (R1,R2, · · · ,Rm)

Ri =
(
ui1,ui2, · · · ,uip

)

若系统节点的能力共有p类, 那么一个基本需求项

和一个节点分别可以由一个p维向量来描述. 物理感知

层能力可通过两个方面来描述, 一是节点的能力结构表

达, 设在一给定系统, 包含有m种节点资源, 且节点集合涉

及到n种能力, 那么节点集可以表示为 ,
其中 . 二是节点的设计规模向量, 表

示为N =(n1, n2, …, nm). 那么有:

N ·RT = (n1,n2, · · · ,nm) · (R1,R2, · · · ,Rm)T

= n1 ·R1+n2 ·R2+ · · ·+nm ·R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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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系统总体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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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2)可进一步表示为:

N ·RT=

(
n1 · (u11+u21+· · ·+um1),n2 · (u12+u22+· · ·+um2),
· · · ,nm · (u1p+u2p+· · ·+ump)

)

R = (R1,R2, · · · ,Rm)

把向量N作为资源约束条件, 网络能力组织模型可

以通过由向量组 导出的的能力矩阵

P来表示. 即:

P =


c11 c12 · · · c1m
c21 c22 · · · c2m

...
...

...
...

cn1 cn2 · · · cnm

 (13)

ci j ∈ {0,1}其中 , i=1, 2, …, n, j=1, 2, …, m.
4.2   应用需求形式化描述

D =
{
T̂1, T̂2, · · · , T̂t

}
F̂ =

{
F̂1, F̂2, · · · , F̂s

}
{R̂1 : n1,

R̂2 : n2, · · · , R̂r : nr}

令SAN应用需求为 , 任务功能需

求支撑集为 , 节点资源支撑集为

, 则:
由于:

Ti = bi1 ·F1+bi2 ·F2+ · · ·+bis ·Fs

=
s∑

k=1
(bik ·Fk)

(14)

F j = a j1 ·R1+a j2 ·R2+ · · ·+a jr ·Rr

=
r∑

l=1

(
a jl ·Rl

) (15)

因而:
D =

{
T̂1, T̂2, · · · , T̂t

}
=

{
s∑

k=1

(
b1k · F̂k

)
,

s∑
k=1

(
b2k · F̂k

)
, · · · ,

s∑
k=1

(
btk · F̂k

)}

=


s∑

k=1

(
b1k ·

r∑
l=1

(akl ·Rl)
)
,

s∑
k=1

(
b2k ·

r∑
l=1

(akl ·Rl)
)
, · · ·

,
s∑

k=1

(
btk ·

r∑
l=1

(akl ·Rl)
)



(16)

即:
D = B ·A ·R (17)

其中:

A =


a11 a12 · · · a1r
a21 a22 · · · a2r

...
...

...
...

as1 as2 · · · asr

 ,

B =


b11 b12 · · · b1s

b21 b22 · · · b2s

...
...

...
...

bt1 bt2 · · · bts



D=


d11 d12 · · · d1n
d21 d22 · · · d2n
...

...
...

...
dm1 dm2 · · · dmn

[
= d1 d2 · · · dm

]T

d =
m∑

i=1
di

展开需求矩阵D可以得到: 

,  其中d i为各级需求向量 ,  则

为总需求向量.

4.3   社会感知网络有效性评价

X = {r1,r2, · · · ,rx}
F = {f = k1 · r1+ k2 · r2+ · · ·+

kx · rx;k1,k2, · · · ,kx ∈ Z} Y =
{
f1, f2, · · · , fy

}
T = {t = ℓ1 · f1+ ℓ2 · f2+ . . .+ ℓy · fy;ℓ1, ℓ2, . . . , ℓy ∈ Z}

存在节点向量组 , x为整数, 其面

向任务功能的生成子空间为

. 存在功能向量组 ,

其中fi∈F, i=1, 2, …, y为整数. Y面向应用生成的子空

间为 .

Z = {t1, t2, · · · , tz}
应用需求则是通过用户描述或设计得到的一组向

量 , z为整数. 因此, 在SAN中, 从X到

Z是一个多级深度的层级关系, 任务需求Z的满足前提

是Y, 而Y的满足前提是X.

(T1,T2, · · · ,Tn)

一个复杂应用系统的应用需求可以分为n个等级

, 一般情况下这n个需求的强度次序为从

上到下依次降低. 那么需求可以由矩阵D表示如下:

D =


t11 t12 · · · t1p
t21 t22 · · · t2p
...

...
...

...tn1 tn2 · · · tnp

 (18)

Ti =
(
ti1, ti2, · · · , tip

)
其中每行表示表示一个层次的需求, 即 ,

tij表示i级需求项需要tij个第j类服务(属性或数据项). 列
表示服务, 每一列表示该类服务的需求强度.

对一般系统的应用需求分析则是指功能分析, 分
析到资源需求为止. 对SAN, 需求是层次化的, 从高到

低依次可以是应用——协议——分析——社会感知

——物理感知. 这个需求层次使得问题更为复杂, 但仍

然不影响我们使用上面的方法. 可以用逐步细化的方

式来表示.
D=[T1, T2, …, Tm], Ti=[F1, F2, …, Ft], Fj=[P1, P2,

…, Ps], 那么有:

D = [T1,T2, · · · ,Tm]′ =

 F11 F12 · · · F1t
F21 F22 · · · F2t
.
.
.

.

.

.
.
.
.

.

.

.
Fm1 Fm2 · · · Fmt


=


P111,P112, · · · ,P11p P121,P122, · · · ,P12p · · · P1t1,P1t2, · · · ,P1tp
P211,P212, · · · ,P21p P221,P222, · · · ,P22p · · · P2t1,P2t2, · · · ,P2tp

.

.

.
.
.
.

.

.

.
.
.
.

Pm11,Pm12, · · · ,Pm1p Pm21,Pm22, · · · ,Pm2p · · · Pmt1,Pmt2, · · · ,Pmtp


(19)

通过分析最终仍然能够得到如式(13)的结构.
节点能力组织以R1, R2, …, Rm为一个向量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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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矩阵R, 网络能力-应用需求模型可以表示为:
D = B ·A · R̂
Y ·X ·R ≥ D
Y ·X ≤ N

(20)

其中, R=(R1, R2, …, Rm), D为多个任务需求层次的向量

组成的矩阵, 即D包含于R的列空间, X, Y即为面向需

求D的层次配置, N为需求资源规模向量. 除约束条件

Y×X≤N外, 与式相容的条件为r=R(YXR)=R(YXR, D).

r=m时有唯一解; r<m时有无限多解; 若R(P)≠R(P, dc),

则无解.

[
r1 r2 · · · rm

]T

d <= λ1r1+λ2r2+ · · ·+λmrm;λ1,λ2, · · · ,λm ∈ Z

那么能力展开过程就是通过R表达d的过程, 即我

们期望通过向量组 来表达d ,  即

. 最终网络

应用需求D应由SAN的有效资源支撑集R={R1 :n1 ,

R2:n2, …, Rm:nm}线性表出或部分线性表出.

5   模型仿真

为了方便研究, 假设已知政务物联网传感器规模

有50个传感器, 一个传感器网络的节点分量最大值为

25, 列表示每个传感器的能力项, 这是一个冗余矩阵,

列数为传感器分量的最大值, 行数为传感器数.

5.1   SAN模型层次结构

原始的传感数据如图2所示, 原始数据表现出无拣

择、无加工的特点. 经设计人员介入作用, 汇聚级的数

据如图3所示, 数据表现出经历过滤和投影的特点. 经

专业用户参与之后, 应用级的数据如图4所示, 数据表

现出经历压缩与膨胀的特点. 由于参与者社会性介入

数据感知过程, 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5.2   SAN感知模型有效性

过程涉及到几个方面的问题解决 :  应用需求时

序、节点资源组织、服务矩阵求解以及有效性估计.
5.2.1    节点资源组织结构与应用需求时序生成要求

感知层的资源组织平台由具备各项感知属性的若

干节点构成, 根据数据种类、节点能力分布通过仿真算

法生成资源组织结构. 应用需求向量要能体现对各属

性的需求分布, 依据给定能力规范项、时序规模及能

力需求门限采用仿真算法生成需求向量时序. 应用需

求要能体现基本、辅助、核心及安全任务的梯度规定.
5.2.2    服务矩阵求解及SAN有效性估计

通过整数规划算法求出对应的服务矩阵, 用来表

达节点组织相对应用需求实现的服务能力情形, 最终

用一个时序来表示.
如图4所示, 某社会感知网络相对应用需求有效性

的一个时序表达, SAN的有效性在0.5~1.5范围之内,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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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传感数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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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应用数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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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结果表明, 感知网络的有效性在物理感知能力的

基础之上, 社会性参与对其产生了补偿.

从仿真方法来看, 在社会感知网络的有效性描述

中, 节点状况与应用需求具有密切联系, 本文的方法通

过服务矩阵的求解体现了这一联系, 同时通过服务矩

阵为系统提出面向需求的资源组织; 该仿真过程在时

间和空间上表现了应用需求, 有利于社会感知网络有

效性的预测过程的研究. 空间上, 该模型给出了节点资

源与应用需求的能力结构表达; 时间上, 描述了SAN随

应用需求变化的动态支持.

从仿真结果来看, 从对SAN感知过程的层次结构

的数据变迁仿真来看, 参与者的社会介入对数据感知

产生了显著的干预效果; 从对感知模型的有效性估计

来看, 社会结点对于SAN感知过程具有明显的补偿作

用. 所以该模型能够表达SAN的物理结构和社会参与

的结合特征, 以及SAN节点状况与应用需求之间存在

动态联系. 另外, 从人本计算的角度来看, 感知任务在

物理节点和社会结点上如何划分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子课题.

6   结语

基于物联网技术在电子政务中的应用, 对政务物

联网的社会感知进行了研究, 从一个新颖的视角分析

了政务物联网中的社会感知过程, 提出了一种社会性

参与的感知模型, 基于子空间的社会感知模型把节点

物理特性与社会特性结合起来, 体现了社会感知网络

的特点. 并通过计算机仿真手段, 以图形化方式直观地

验证了模型的设想.

本研究促进了电子政务物联网感知层的交互完整

性研究, 同时本文所提出的模型不但能在研究电子政

务的物联网感知中发挥作用, 而且能用于某些社会感

知参与的具有明显层次架构的复杂专业社会网络, 比
如运动员训练支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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