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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罗伯特编著的《第三代移动网络中的多播通信》系统地介绍了多播在3G移动网络中的发展及部署情
况。
本书的重点在于主流3G网络标准中的多播，如UMTS和CDMA2000网络。

主要内容包括：蜂窝移动通信系统概述、IP网络中多播的基本原理、
3G网络中利用多播技术可实现的新业务、3G网络的多播容量、UMTS
和CDMA2000的多播标准、3G网络中多播技术的性能以及在3G移动网络和数字广播网络组成的异构环
境中开展多播业务的机制等。

《第三代移动网络中的多播通信》是一部紧跟通信技术前沿研究的专业性著作，主要适于移动通信领
域的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阅读，也可以作为通信工程及相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和教师
的专业性新技术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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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Rummler在2000年和2005年分别获得了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电子工程专业的学士及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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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5.2多播收听发现　　IPv6路由器使用（Karn等人，2004）定义的MLD协议来发现其直接连接链
路上存在的多播收听方。
MLDv2是由IGMPv3直接翻译而来的，用于IPv6。
　　MLDv2定义了两种消息，即多播收听方询问和多播收听方报告。
多播收听方询问由多播路由器发出，用于询问附近接口的多播收听状态。
多播路由器通过这些询问来维护和更新每条相连链路的多播地址状态。
路由器不需要维护多播组的主机的详细名单。
路由器只需要知道对某个多播地址业务感兴趣的网络接口有至少一个组成员就够了。
多播地址状态是一系列记录，每个记录包括一个过滤模式、数据源地址和每个多播地址都具有的一系
列计数器。
　　MLDv2定义的询问消息有3个变量。
多播路由器周期性地发送例行询问，以便发现链路上的系统对哪个多播地址感兴趣。
如果多播收听状态发生变化（比如，如果多播收听方离开了某链路的某个多播组，或者某个数据源的
业务数据不再有发送要求），那么多播路由器就发出特定询问，弄清是否还有哪个系统对某个多播地
址感兴趣或者对特殊数据源的业务感兴趣。
这里用到的询问就是特定多播地址询问和特定多播地址及数据源询问。
2.6IP多播路由选择　　多播组管理协议局限在收集和维护成员信息，但是，多播路由器也需要相互交
流多播组成员信息，从而让多播业务可以分发给不同子网上的主机。
路由选择协议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它让路由器能够建立多播业务发送路径。
当接收端不止一个时，多播数据包需要在多条路径上发送。
这些路径的集合被称作多播传输树。
传播树只包含到达多播成员所必须经过的子网和路由器的路径。
传输树的每条路径上必须只能发送数据包的一份备份。
每一条指向多播组成员的分支上都将发送一份数据包的备份。
路由选择协议有两个任务：构造和维护将多播成员联系起来的多播传输树；在传输树上发送多播数据
包。
　　历史上lP多播的实验始于20世纪90年代，那时候大部分路由器都不能进行多播。
因此，研究机构就建立了一个工作站之间的互联网络，将这些工作站用作多播路由器，该网络最开始
规模很小。
这个实验网络内部的连接结构被称为MBone（MulticastBackbone，多播主干网），它是由穿过不具有多
播功能的路由器的lP封装隧道构成的。
由于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分层的域内路由选择机制，MBone这种虚拟拓扑是扁平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这种机制用于分层的域间路由选择的需求日益明显（Almeroth，2000），本节内
容将给出域内和域间路由选择基本机制的概况和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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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第三代移动网络中的多播通信：服务、机制、性能》特点：●提供了多播基础知识的深入概述
　　●详细描述了UMTS和CDMA2000网络下的MBMS和BCMCS多播标准　　●给出了3G网络下可用
多播实现的业务的全面概述　　●重点介绍3G网络下的多播性能　　●研究在由蜂窝和广播网络组成
的异构网络下怎样实现多播。
　　A.Hamid Aghvami　　A.Hamid Aghvami在1978年和1981年分别获得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硕士和博
士学位。
1984年他成为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教学人员。
1989年和1993年他分别被提升为电信工程系的高级讲师和教授。
目前他任国王学院电信研究中心主任。
A.Hamid Aghvami教授为英国和国外企业的数字无线通信系统提供咨询。
他已经发表了超过480篇学术论文，并在世界各地进行有关个人和移动无线通信方面的主题报告。
1990年他担任无线通信系统NTT实验室的客座教授，1998~1999年担任BT实验室高级研究员。
1996～2002年担任美国无线设备有限公司执行顾问。
此外，他还是无线多媒体通信公司的执行董事，这是他自己的咨询公司。
　　A.Hamid Aghvami领导着一个活跃的研究团队，致力于许多未来系统的移动和个人通信项目，这
些项目多由政府和企业支持。
2001~2003年他担任IEEE通信社区理事会成员。
他是IEEE通信社区的杰出讲演者，历任许多国际会议组织的技术方案和组委会的成员、主席、副主席
等。
他还是个人室内和移动无线通信（PIM-RC）国际会议的创始人。
他是英国皇家工程院、IET以及IEEE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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