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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一代互联网原理、技术及应用》是关于新一代互联网(ngi)的一本集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于一
体的科研论著。
本书详细地讨论了ngi的发展变化，阐述了ngi的体系结构，介绍了相关的国际标准。
在此基础上，本书详细讨论了ngi的共性关键技术，包括qos控制模型、资源预留、qos路由、组播树构
建、组播质量控制和组播树维护等；系统阐述了ngi的单元关键技术，包括光网络路由、光网络波长分
配、光网络业务疏导、光网络生存机制、移动互联网、无线局域网、移动自组织网络、无线网状网、
工业无线网络、无线传感器网络、物联网、临近空间网络、卫星网络、太空网络、容迟／容断网络、
可信网络模型、可信网络网元技术；认知网络协议设计、认知网络知识学习技术、认知网络决策技术
等，详细论述了各种关键技术的体系结构、组成部分和工作原理，最后详细介绍了ngi的应用实践。

　　《新一代互联网原理、技术及应用》可作为高等学校研究生或本科高年级学生的教材，也可供科
研和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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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认知层：网络的认知可以采用集中式或者分布式，这取决于网络的操作是本地模式还
是社区模式。
大多数的网络对于不同的节点执行不同的认知行为。
网络状态传感器：认知规范语言将端到端的目标传达给认知层，、网络状态传感器将网络环境的反馈
信息传递到认知层。
认知层对可能的行为进行模式、趋势和阈值的观察。
网络状态传感器只有从当前管理的连接节点处获取数据，然后向整个网络发布信息。
传感器收集的状态信息可以通过分布式或集中式方式传输，这些传感器节点可以与具有不同网络目标
的节点共同部署。
9.1.4.3可配置网络要素可配置网络要素集中于软件适应性网络中，它是一个独立研究领域，就像软件
定义无线电的设计与认知无线电是独立发展的。
认知网络需要知道软件适应性网络提供能够控制的网络元素的接口，这与应用程序接口和接口描述语
言相似。
软件适应性网络由作用于认知网络控制点的可配置网络元素组成。
网络应用程序接口：软件适应性网络的现行软件及其接口是用户与应用程序、网络元素之间的中间件
。
应用程序接口将屏蔽多平台的差异，像网络架构的其他方面一样，应用程序接口具有灵活性和可扩展
性。
应用程序接口的另一职责是告知认知网络其网络元素的操作状态。
网络协议层的改变要求链路的两端同步，并以同样的模式进行操作。
软件适应性网络需要网络元素的状态同步，如果两个网络认知过程在不同的传输频道切换、分组头部
的位排序不同、或者重传递策略不相同，都会导致两个节点的传输失败。
认知网络至少需要了解每一个通信设备的状态改变，如果不满足同步，则将阻止通信。
由于不同的网络按照自身的适应性做不同的更改，因此采集和发布这些状态信息的系统必须具有健壮
性和可扩展性。
可配置的网络元素：软件适应性网络的现行组件是可以进行配置的网络元素，包括网络中使用的所有
元素，每一元素应该具有API的公用和私有接口，使之与认知网络和软件适用性网络进行互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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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一代互联网原理、技术及应用》从基本原理、关键技术和实际应用三个方面，全面阐述新一代互
联网的体系结构、组成部分、单元技术和应用实践。
其中，共性关键技术主要包括新一代互联网体系结构、服务质量控制技术和组播通信技术；单元关键
技术主要包括光网络、移动与无线网络、空间网络、可信网络和认知网络通信技术；应用实践主要涉
及IPv6应用、主干网建设、园区网建设和典型应用等。
《新一代互联网原理、技术及应用》可作为高等学校研究生或本科高年级学生的教材，也可科研和工
程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一代互联网原理、技术及应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