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似度自适应估计的物联网实体高效搜索方法

张普宁      亢旭源*      刘宇哲      李学芳      吴大鹏      王汝言

(重庆邮电大学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重庆   400065)

(重庆高校市级光通信与网络重点实验室   重庆   400065)

(泛在感知与互联重庆市重点实验室   重庆   400065)

摘   要：针对现有相似实体搜索方法缺乏对于观测序列长度的自适应性，且搜索过程数据存储开销过大，搜索结

果准确性较低的问题，该文提出相似度自适应估计的物联网实体高效搜索方法(SAEES)。首先，设计了轻量级观

测序列分段表示方法，对传感器采集的实体原始观测序列进行轻量级分段压缩表示，以降低实体观测序列的存储

开销。然后，提出了观测序列相似度自适应估计方法，实现对不同观测序列长度的实体相似性的准确估计。最

后，设计了高效的相似实体搜索匹配方法，依据所估计的实体相似度进行实体的准确搜索匹配。仿真结果表明，

所提方法可大幅提高相似实体搜索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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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isting similar entity search method has poor adaptability to the length of the observed
sequence, and the data storage overhead in the search process is too large,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search result

is insufficient. To this end, an efficient search method is proposed for the IoT Entity Search with Similarity

Adaptive Estimation (SAEES). Firstly, in order to reduce the storage overhead of the entity observation

sequence, a lightweight method of segmentation representation of the observation sequence is designed to

perform a lightweight segmentation compression representation of the original observation sequence of the

entity collected by the sensor. Then, in order to achieve an accurate estimation of the similarity of entities with

different observation sequence lengths, an adaptive estimation method for observation sequence similarity is

proposed. Finally, by exploiting the designed efficient similar entity search matching method, the exact search

matching of the entity is completed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ed entity similarity.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imilar entity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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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物理空间[1]与网络空间融合的逐步深化，

用户对获取物理实体信息的实时性、有效性、可靠

性[2]需求日益提高，推动了物联网搜索技术的诞生[3]。

物联网搜索技术从物联网中获取实体信息(如物

体、人等)，并对获取到的信息进行有组织、有序

地管理与存储[4,5]，以方便用户进行搜索[6]。实体状

态信息由传感器感知并生成，用户可通过指定需求

状态对实体进行搜索。例如，查询当前办公楼里温

度适宜、空闲的会议室，搜索当前安静、人数较少

的餐厅等。搜索的内容既包含会议室、餐厅等实体

的静态属性，也涵盖当前、附近等动态时空属性，

及温度适宜、空闲等时变状态信息[7,8]。传统的互

联网搜索方法仅面向静态的虚拟信息资源，不适用

于对状态动态变化的物理实体的搜索[9]。

目前，已有的物联网实体搜索原型系统的设计

借鉴了传统的互联网搜索模式[10]。MAX[11]通过将

物理实体的描述信息存储于实体关联传感设备，用户

通过指定实体描述关键字来搜寻物理实体。Snoogle[12]

通过将搜索用户输入的关键字，与附着在物理实体

上的传感器中存储的实体静态关键字描述进行匹

配，以搜索与其相关的前k个实体。Microsearch[13]

首先对存储在传感器中的实体文本描述信息进行索

引，然后，采用TF-IDF算法对实体描述信息的匹

配度进行评分与排名，将与查询约束相关的前k个

实体返回给用户。

上述搜索系统均基于实体关键字描述[14]来搜寻

匹配实体。然而，用户间的主观认知具有较大的差

异性，机器显然缺乏对与用户主观认知相关信息的

解析能力(机器对于人少、安静等实体状态缺乏统

一的认知度量标准)。“以图搜图”的互联网搜索

模式[15]，启发了物联网“以数据搜数据”的新型搜

索模式。例如，用户在搜索气候适宜的旅游度假地

时，可通过预先记录符合用户舒适度需求的相关传

感设备读数，搜索与之具相似观测序列输出的实

体，从而，避免了用户主观认知对实体搜索结果的

影响。

当前，关于前述相似实体搜索的研究较为匮

乏，已有的研究中，文献[16]通过对实体的观测序

列构造模糊集，计算候选实体的观测序列与用户指

定观测序列间的相似度，从而，获得具有相似输出

的实体集合。文献[17]提出物联网中基于相似性的

实体搜索方法-PLSS，通过计算指定实体与候选实

体间观测序列的欧式距离来估计其相似度，从而，

依据相似度进行匹配实体的搜寻与排序。然而，上

述研究需候选实体与指定实体的观测序列长度一

致，且在时间维度上严格对齐，无法适用于因采样

频率或噪声等原因，而造成观测序列长度不一的实

体间的相似度估计。并且，物联网中实体的数量众

多，存储全部实体所有时刻的观测序列将带来严重

的存储资源开销[18]。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相似度自适应估

计的物联网实体高效搜索(Similarity Adaptive
Estimation IoT Entity Search, SAEES)方法。主

要贡献如下：(1)设计轻量级观测序列分段表示方

法，在降低观测序列存储开销的基础上，减小网关

的计算开销；(2)提出观测序列相似度自适应估计

方法，以自适应评估具不同观测序列长度的实体间

的相似度；(3)设计相似实体高效搜索方法，基于

所估计的实体相似度，高效匹配满足用户搜索需求

的实体集合。

2    轻量级观测序列分段表示方法

物联网中智慧实体的数量众多且其状态时变性

较强[19,20]，存储实体观测序列原始数值，将极大地

消耗存储资源，因此，需对待搜实体的观测序列进

行压缩表示，以降低存储开销。本文提出一种轻量

级在线分段数据表示方法，在满足物联网搜索实时

性要求基础上，实现对海量实体观测序列的在线压

缩表示。

2.1  在线分段方法

ti si

(t1, s1), (t2, s2), ···, (ti, si), ···, (tn, sn)

n (T, S)

假设传感器在 时刻采集的数据为 ，则实体观

测序列可表示为 。

寻求与包含 个数据的数据集 拟合程度最高的

线性回归方程定义为

ŝ = kt+ b, t ∈ t1, t2, ···, tn (1)

ŝi ti si

b k

其中， 表示传感器在 时刻的观测值 的近似

值， 为待定常数， 为回归系数。

(k, b)

寻求最佳线性回归方程的过程，等价于求解使

得残差平方和达到最小值的 组合的过程。定义

残差平方和如式(2)

Q =

n∑
i=1

(si − ŝi)
2 (2)

k b为求解线性回归方程(1)，需确定 与 的值。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求解k, b的值，计算方法如下

k =

n∑
i=1

(ti − T̄ )(si − S̄)

n∑
i=1

(ti − T̄ )
2

(3)

b = S̄ − k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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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i S̄ si其中， 为 的均值， 为 的均值。将式(1)，式

(3)，式(4)代入式(2)化简可得

Q =

n∑
i=1

(si − S̄)
2 −

[
n∑

i=1

(ti − T̄ )(si − S̄)

]2

n∑
i=1

(ti − T̄ )
2

(5)

Ltt =
∑n

i=1
(ti − T̄ )

2

Lts =
∑n

i=1
(ti − T̄ )(si − S̄) Lss =

∑n

i=1
(si − S̄)

2

T̄ =
(∑n

i=1
ti

)
/n S̄ =

(∑n

i=1
si

)
/n

为便于式 ( 5 )计算，令 ,

,  ，

其中， ,   ，则

式(3)与式(5)可进一步表示为

k = Lts/Ltt (6)

Q = Lss − L2
ts/Ltt (7)

T̄ S̄ Ltt Lts Lss

(t1, s1), (t2, s2), · · · , (ti, si), ···, (tn, sn)
由上可知，通过计算 ,  ,  ,  ,  ，即可

求得观测序列

的线性回归方程。

T̄

S̄ Ltt Lts Lss

T̄ S̄ Ltt Lts

Lss (tn+1, sn+1)

T̄ S̄ Ltt Lts Lss

当搜索系统接收到新的实体观测数据后，为求

解此时新观测序列的线性回归方程，需重新计算 ,
,  ,  ,  。为降低因重复计算而带来的计算

开销，本文设计了面向流数据的线性回归方程递推

方法，其原理为：基于原有统计量 ,  ,  ,  ,
，以及新到达数据 ，计算如上统计

量的更新量。由此，即可提高计算面向流数据的线

性回归方程的效率。 ,  ,  ,  和 的递推方

法为

S̄n+1 =
n× S̄a

n+ 1
+

sn+1

n+ 1

T̄n+1 =
n× T̄

n+ 1
+

tn+1

n+ 1

L(tt)n+1
= Ltt + n× [T̄ − (tn+1)]

2

n+ 1

L(ts)n+1
= Lts + n× [T̄ − (tn+1)][S̄ − (sn+1)]

n+ 1

L(ss)n+1
= Lss + n× [(S̄ − sn+1)]

2

n+ 1



(8)

T̄n+1 S̄n+1 L(tt)n+1
L(ts)n+1

L(ss)n+1

(tn+1, sn+1) T̄ S̄ Ltt Lts Lss

其中， ,  ,  ,  和 分别

表示新数据 到达后， ,  ,  ,  , 

的更新值。在求解各统计量的递推式后，传感器每

采集一个新的数据点，则以递推式计算出该分段在

增加该数据点之后的线性回归方程。

2.2  分段点决策方法

(t1, s1), (t2, s2), ···, (ti, si), ···, (tn, sn)

δ

观测序列分段点的确定对保障线性回归方程表

征实体观测序列

的精度至关重要。在实体观测序列分段过程中，阈

值 约束了对观测序列进行线性表示的误差容忍范围。

δ

Q =
∑n

i=1
(si − ŝi)

2

Q

不同阈值 的选取直接决定了分段线性表示方法的

精度。本文拟采用残差平方和 作

为判断以某个数据点为分段点，对相邻分段点间的观

测数据点进行线性表示的合理性的度量依据。同理，

每次接收新数据后对应更新 将带来极大的计算开

销，因此，为减少重复计算开销，利用前述所得递

推式(8)结合式(7)可得到残差平方和递推式定义为

Q = L(ss)n+1
− L2

(ts)n+1
/L(tt)n+1

(9)√
(Q/n)/T̄

Q

T̄ S̄ Ltt Lts Lss√
(Q/n)/T̄ δ

δ

本文采用 作为判断分段的标准，其

表示残差平方和 在时间序列上的量化比例，直观

地显示了新数据点加入后，原始观测值与分段后拟

合值之间的偏差。当有新数据点到达之后，递推更

新 ,   ,   ,   与 的取值，进而，判断偏差

是否超过阈值 。若超过，则将该数据点

之前的数据点集合作为一个分段；若未超过阈值

，则将该点添加到当前分段中。

3    观测序列相似度自适应估计方法

考虑到传感器由于采集频率或噪声等原因可能

会造成观测数据的缺失，并且在经过轻量级数据表

示后，任意两实体的分段序列长度极有可能不同。

因此，本文设计了可自适应观测序列长度的实体相

似度估计方法，计算不同实体间任意长度分段观测

序列的相似度。

V = {v1, v2, ···, vi, ···, vp}
vi = k′it+ b′i

(k′, b′)

S = {s1, s2, ···, sj , ···, sq} s1 = (k1, b1),

s2 = (k2, b2), ···, sj = (kj , bj), ···, sq = (kq, bq)

如前所述，传感器的原始观测序列经轻量级

数据表示方法处理之后，以多个线性回归方程的

有序集合形式进行表达。假定分段序列集合为

，则第i个分段的线性回归

方程为 。每个分段的线性回归方程可由

回归系数 唯一确定，则用户提交的实体观

测序列可采用前述轻量级数据表示方法转化为分

段观测序列 ,  
。

τ

p V = {v1, v2, ···, vi, ···, vp}
q S = {s1, s2, ···, sj , ···, sq}

V S

Dp×qesq

假设在同一观测时段 内，有分属两实体的分

段序列长度为 的 ，长度为

的 。为估计两序列间的相

似度，首先计算分段序列 与 中各元素之间的距

离，生成距离矩阵 ，如式(10)所示

Dp×q=



D(v1, s1)D(v1, s2) ··· D(v1, sj) ··· D(v1, sq)
...

...
. . .

...
. . .

...
D(vi, s1) D(vi, s2) ··· D(vi, sj) ··· D(vi, sq)

...
...

. . .
...

. . .
...

D(vp, s1)D(vp, s2) ··· D(vp, sj) ··· D(vp, sq)


(10)

D(vi, sj) = ∥vi − sj∥ vi sj其中， ，表示 与 之间的欧式

距离，计算公式如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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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i, sj) =
√

(k′i − kj) + (b′i − bj) (11)

p = q

p ̸= q

D(V, S)

若 ，表明两分段序列长度相等，则根据

式(11)可直接计算两分段序列之间的相似度。若

，则应将两分段序列在长度上规整对齐。本

文采用动态规整方法实现非等长序列的对齐，进

而，计算其相似度 。

Dp×q

Wbest={w1, w2, ···, wr, ···, wK}
max(p, q) ≤ K < p+ q − 1 V S

Wbest r

wr = (vi, sj)r vi sj

首先，需在两观测序列间的距离矩阵 的有

效路径中搜寻最优路径 ,

，以使分段序列 与 之

间的累积距离最小。 的第 个元素定义为

，表示 与 之间的映射关系。有效的

规整路径需满足以下条件

w1 = (v1, s1), wk = (vp, sq)

wr = (vi, sj), wr+1 = (vi′ , sj′),

∀i ≤ i′ ≤ i+ 1, j ≤ j′ ≤ j + 1

 (12)

W w1 = (v1, s1)

wr = (vp, sq) wr = (vi, sj) wr+1 =

(vi′ , sj′) i ≤ i′ ≤ i+ 1 j ≤ j′ ≤ j + 1

V

S

式(12)表示：(1)规整路径 从 开

始，至 结束；(2) , 

满足 ,  ，以保证分

段按序映射。如前所述，最优路径定义为使得 与

间累积距离最小的路径，如式(13)所示

DTW(V, S) = min

{
1

K

K∑
k=1

D(wK)

}
(13)

其中，分母中的K主要是用来对不同的长度的规整

路径做补偿。因为不同的路径其长短不同，较长的

路径在两观测序列间存在有较多的“点对”，会有

较多的距离累加上去，所以总距离除以K得到单位

路径的距离。

γ

为求解式(13)，采用动态规整方法构造累积距

离矩阵 ，如式(14)所示

γp×q =



γ(v1, s1) γ(v1, s2) ··· γ(v1, sj) ··· γ(v1, sq)
...

...
. . .

...
. . .

...
γ(vi, s1) γ(vi, s2) ··· γ(vi, sj) ··· γ(vi, sq)

...
...

. . .
...

. . .
...

γ(vp, s1) γ(vp, s2) ··· γ(vp, sj) ··· γ(vp, sq)


(14)

γ(vi, sj) = D(vi, sj) +min

 D(vi−1, sj)
D(vi−1, sj−1)
D(vi, sj−1)

(15)

γ(vi, sj) vi sj

D(vi, sj) D(vi, sj)

γ(vp, sq) V S

其中， 表示累积距离，为 与 之间的距离

与可到达 的最小的邻近元素的累积距

离之和，则 为 与 间的最小累积距离。因此

据式(13)，两观测序列间的DTW距离可表示为

DTW(V, S) = γ(vp, sq), (p ̸= q) (16)

结合式(11)与式(16)，将实体观测序列间的相似

距离转化为相似性度量，则其相似度如式(17)所示

Sim(V, S) =


1

D(V, S)
, p = q

1

γ(vp, sq)
, p ̸= q

(17)

D(V, S)=D(v1, s1)+D(v2, s2)+ ···+D(vp, sq)

Sim(V, S)

其中， ,

表示实体观测序列间的相似度。由此，搜

索系统即可自适应估计不同实体的两任意长度观测

序列间的相似度。

4    相似物联网实体高效搜索方法

遍历搜索方法将给搜索系统带来严重的通信开

销，为此，基于前述轻量级数据表示方法与相似度

估计方法，本部分提出了高效的相似实体搜索方

法，依据所估计实体间的相似度进行实体的高效搜

寻匹配。

如图1所示，所提相似实体搜索架构由客户端、

服务器、IoT网关、传感器与实体构成。用户通过

客户端提交指定的基准实体观测序列；服务器负责

响应用户的搜索请求，并根据搜索的内容将搜索请

求发布至相应的IoT网关，同时服务器也负责将匹

配用户请求的实体列表返回给用户；IoT网关负责

对传感器上传的原始数据进行轻量级分段表示，并

负责将其与用户指定的实体观测序列进行相似度估

计与匹配；传感器负责采集关联实体状态数据，并

将其上传到IoT网关。具体搜索过程定义如下：

(1)传感器周期性观测实体状态数据并上报至IoT网
关；(2)IoT网关采用所提轻量级分段表示方法，对

传感器的上报数据进行分段线性表示，并存储分段

表示后的数据；(3)用户由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搜

索请求，提交搜索请求内容中包含指定时段的基准

实体的观测序列；(4)服务器将用户的搜索请求发

布到相应的IoT网关；(5)IoT网关接收到服务器发

布的搜索请求后，采用所提分段表示方法与相似度

估计方法计算候选实体的观测序列与基准观测序列

的相似度；(6)IoT网关选取具有最高相似度的前

k个实体上报给服务器；(7)服务器将与用户搜索请

求匹配的搜索结果返回给用户。

5    仿真分析

本文采用Intel Berkeley数据集[21]中54个传感器

节点所采集的温度数据，对本文所提的轻量级数据

表示方法，以及相似实体搜索方法的性能进行仿真

验证。实验参数设置如下：用户指定传感器个数为

21个，搜索范围为54个传感器节点，每个传感器节

点数据量为10000个数据点，传感器采样间隔为31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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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δ]

[0, δ]

搜索方式是通过设定相似度阈值区间 ，搜索满

足相似度阈值区间 的传感器节点，相似度阈值

可动态调整。搜索结果均为执行10000次搜索后所

得的平均值。仿真环境为64位Windows7操作系

统，处理器为Intel(R) Core(TM) i5-4210M, 4 GB
内存，CPU 2.6 GHz，仿真软件为Matlab R2018b。
5.1  轻量级分段表示方法性能评估

该部分对所提轻量级分段表示方法进行了性能

验证，并与文献[15]中PLSS算法进行了对比。其

中，PLSS算法思想是通过预先设定分段阈值，在

阈值内执行分段，分段结束后，通过候选实体观测

序列的拟合值与指定实体观测序列的原始数据间的

欧氏距离确定相似度，进而依据相似度进行搜索以

及排序。

图2仿真设置在不同分段数量情况下，对比两

种方法的拟合误差。从图2可以看出，所提SAEES
算法与PLSS算法随着分段数量的增多，两者的分

段拟合误差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是因为分段数

量增多，各分段方程对原始观测序列数据的拟合度

提高，则分段方程相对于原始观测序列数据的拟合

误差降低。然而，SAEES算法的分段拟合误差整

体要小于PLSS算法。这是因为SAEES算法的分段

点确定方法较PLSS算法更准确，分段的方程也随

着新数据点的加入而及时调整，进而在整体上提高

了对原始数据的拟合度。而PLSS算法是预先设定

误差阈值，在误差阈值范围内执行分段。于是，在

给定分段数的情况下，PLSS算法的拟合误差曲线

变化较为明显。

为验证SAEES算法与PLSS算法的数据处理效

率，本部分验证了在输入不同数据量的情况下，两

者所消耗的时间，其仿真结果如图3所示。由图3可
知，随着两种算法处理数据量的不断增加，两者的

时间消耗均呈现上升趋势，这是因为数据量的增加

加大了计算机处理任务量，从而两者时间消耗增

加，但是PLSS算法随着处理数据量的增多，时间

消耗上升趋势明显大于SAEES算法。这是由于PLSS
算法在分段过程中，对每一个新到达的数据点判断

是否为分段点时，都需要重新计算当前段内所有数

 

 
图 1 相似实体搜索架构设计

 

 
图 2 不同分段数量下的拟合误差

 

 
图 3 不同数据量下的分段时间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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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生成的线性回归表达式及拟合误差，存在大量的

重复计算，而SAEES算法通过构建递推式，可在

新数据点到达后直接递推计算段内数据点的线性回

归表达式以及拟合误差，从而避免了重复计算所产

生的时间消耗。因此，对于物联网环境中海量流数

据而言，本文所提的SAEES算法在数据的轻量化

表示方面更具优势。

5.2  相似实体搜索方法性能验证

该部分对本文所提方法，分别在不同相似度阈

值、不同分段数量、不同候选实体观测序列长度及

不同基准实体观测序列长度下进行了查准率性能的

验证。

由图4可知，随着相似度阈值的增大，SAEES
算法与PLSS算法的查准率均呈现出下降趋势，这

是因为随着相似度阈值增大会将更多的实体置于阈

值区间内，搜索结果中实体数量增加，进而导致查

准率下降，但PLSS算法的查准率较SAEES算法下

降速度更快，这是因为PLSS算法采用分段后观测

序列的拟合值与原始数据的绝对差值作为相似距

离，由此计算出的实体观测序列间相似距离数值差

异较小，导致相似度的区分度较低。而本文所提方

法在对齐不同长度的分段序列基础上，利用各分段

的回归系数计算相似度，由此估计的相似度区分度

更高，因此，最终的查准率更高。相较于PLSS算
法，SAEES算法在不同相似度阈值下的查准率方

面平均提升了约43.9%。

图5验证了所提搜索方法在不同分段数下的性

能。由图5可知，SAEES算法随着分段数的增加，

查准率呈上升趋势，而PLSS算法的查准率变化幅

度较小，这是因为PLSS算法采用分段后观测序列

的拟合值与原始数据的绝对差值计算相似度，所以

分段数量对查准率的影响较弱。而SAEES算法基

于DTW模型计算分段后观测序列的相似度时需将

不同长度的分段观测序列规整对齐，同时分段观测

序列的长度取决于分段数量，于是分段数量对搜索

系统的查准率影响较大。由图可看出，SAEES算

法在此种情况下的查准率远大于PLSS算法，性能

平均提升了约33.6%。

图6验证了在不同候选实体观测序列长度条件

下所提方法的查准率性能。由图6可见，随着候选

实体观测序列长度的增加，两种算法的查准率都

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这是因为观测序列长度的

增加，观测序列间相似度计算的准确性提高，所以

查准率均呈现上升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候选实

体观测序列长度的变化对PLSS算法查准率的影响

更加明显，这是因为PLSS算法的相似度计算方式

仅利用了分段后观测序列的拟合值与原始数据的绝

对差值，而未考虑观测序列的变化趋势，所以观测

序列长度的大小对搜索系统的查准率影响较大。而

SAEES算法充分考虑了观测序列的变化趋势，因

此影响较弱。另外，SAEES算法较PLSS算法在不

同候选实体观测序列长度的情况下的查准率平均提

升了约37.7%。

图7验证了在用户提交的不同基准实体观测序

列长度情况下所提方法的性能。用户通过指定基准

实体观测序列发起搜索，与给定序列长度的候选实

体观测序列进行相似度匹配。由图7可知，SAEES

算法与PLSS算法的查准率，随基准实体观测序列

长度的增加呈现上升趋势，这是因为基准实体观测

序列长度的增加提高了观测序列间相似度计算的准

确性，故而查准率均呈现上升趋势，但用户提交的

 

 
图 4 不同相似度阈值下传感器的查准率

 

 
图 5 不同分段数下的查准率

 

 
图 6 不同候选实体观测序列长度下的查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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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实体观测序列长度的大小对PLSS算法影响更

大。这是由二者算法的相似度计算方式不同导致

的，本文所提的相似度计算方法充分考虑了观测序

列的变化趋势并且能自适应规整观测序列长度，因

此用户提交的基准实体观测序列长度的大小对搜索

系统的查准率影响较小。同时，SAEES算法相对

PLSS算法在此情况下性能平均提升了72.9%。

6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适用于物联网的相似实体高效搜索

方法，设计了轻量级观测序列分段表示方法对实体

原始观测序列进行近似表示，提出了实体观测序列

长度自适应的相似度估计方法，通过自适应规整实

体间观测序列的长度，以提高不同实体间相似度计

算的精度，进而，提出高效的相似实体搜索方法，

基于所估计的实体相似度，进行物联网实体的高效

搜索匹配。仿真结果表明，所提方法在降低实体观

测序列的存储开销与计算开销的同时，可有效提高

物联网相似实体的搜索效率。有关下一步的研究工

作，我们将关注传感器观测数据的多维度属性对实

体搜索过程的影响，采用深度学习方法通过搜索场

景动态计算不同维度属性的影响因子，从而进一步

提高物联网实体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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