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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未来的无线通信系统中将使用各种不同的无线通信技术，用户也将通过各种类型的用户设备来访问异
构的无线通信网络。
对于用户而言，希望无论使用何种接入技术均能获得丰富的无线通信业务。
环境网络提出的目标就在于能够更好地支持异构网络之间的即插即用，从而更为有效地利用各种网络
资源，并且从商业的角度上更好地支持无线通信市场中的各种竞争和协作模式。
    本书首先讲述了环境网络的总体概念和体系结构，其中重点介绍了环境网络体系结构中的两个基本
特征，即环境控制空间和环境分层模型；然后介绍了环境网络总体概念中的一些具体技术，包括安全
性、网络合成、通用环境网络信令、多无线接人、移动性管理、覆盖网络、上下文感知和环境网络管
理。
本书为无线网络的未来发展和应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电子、通信、信息处理、计算机等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或低年级研究生使用，也
可供这些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行业分析人员和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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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概述　　1.1 现有的通信环境　　目前，市场上已经存在多个针对移动或无线通信网络的系
统标准，它们涵盖了各种空中接口类型。
以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3GPP）为代表的面向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的
标准化组织和以IEEE 802LAN／MAN标准委员会。
为代表的面向数据网络的标准化组织均在不断地维护他们现有的系统标准，并计划持续地为其提供增
强版本以及进行系统的进一步演进。
例如，3GPP已经开始着手部署高速上行及下行分组接人（High-Speed Downlink／Uplink Packet Access
，HSDPA／HSUPA）作为现有的第三代空中接口的增强型技术。
同时，3GPP还在从事无线接人网的长期演进技术以及系统结构演进方面的研究，分别称之为LTE
／SAE（长期演进／系统架构演进）。
　　本书并不重点讲述这些新的技术方案。
这些方案可以看作是在现有网络结构以及网络设施基础之上的递进式的演进，因而具有相对较小的经
济风险，这样的发展演进路线对于标准化工作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新的技术方案的不断涌现还反映出通信网络正朝着日趋复杂化的方向发展，这
将最终促使人们思考如何将不同的无线通信网络进行融合。
网络复杂性的不断增加可以归因为两个根本性的发展趋势。
　　首先，网络运营的商业环境发生了改变。
最初的网络运营基于纵向整合模式（vertically integrated model），也就是说，包括用户接人以及设备维
护等在内的完整的端到端业务均由少数专门的运营商来提供，并借助于国际性的漫游对业务覆盖加以
补充。
与之相比，如今的网络运营模式已变得相当复杂。
这一趋势首先体现在传统的价值链被进一步拉伸并分割，使得不同的运营企业将专注于业务提供的某
一方面内容，例如业务的生成及推广或者是基础网络的建设及维护。
在蜂窝通信网络中这样的趋势已经成为了现实，因此需要定义一组新的位于不同运营商之间的接口来
支持这一特性。
在将包括无线局域网（WLAN）在内的各种新的接入技术进行整合时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在3GPP所
定义的互连场景中，总是对业务层和接入层进行了区分，从而给基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承载技术提供相
同的业务带来了额外的复杂度。
热点（hotspot）覆盖市场的发展也带来了网络扩展性方面的问题，与蜂窝网络相比，参与这一市场的
运营企业的数量要多得多。
最后，为了保持持续的发展势头，移动通信网络还必须积极开拓新的市场领域，其中不仅包括企业用
户，还将包括家庭及个人用户。
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在网络的可扩展性以及异构性方面的考虑之外，通信市场的日益开放、网络被管
理程度的降低以及商业模式的不断差异化，将给不同网络之间的互连带来更大的复杂性，并意味着运
营企业之间传统的互连模式将不再适用于未来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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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网络：支持下一代无线业务的多域协同网络》可供高等院校电子、通信、信息处理、计算
机等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或低年级研究生使用，也可供这些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行业分析人员和管
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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