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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感器技术、微机电系统、微电子技术和无线通信等技术的进步，推动了无线传感器网络与RFID
的产生和发展。

　　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综合的技术指导，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1部分介绍RFID的基本原理，例
如，标签、阅读器、中间件、安全和服务。
第2部分介绍WSN的基本原理，例如，路由、媒介访问控制、定位、聚类、移动性、安全和跨层最优
化。
第3部分探究将RFID与WSN集成的规则和应用。

　　本书可作为通信、计算机类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的科学研究工作
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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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5 前景展望 本章的目的是对RFID的MAC协议提供一个最新的综述。
详细叙述了解决阅读器和标签碰撞的不同方法。
相关研究领域都是因为RFID系统作为基于射频的技术，使得RFID系统具有了独一无二的特性。
这些特性包括特殊的交通模式（trafficpattern），以及在标签上能量和功能的限制。
 在RFID系统的改进中，无线传感器网络（WSN）将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无线传感器网络在许多方式上，与传统的无线音频或是数据网络不同，但与RFID系统有许多的共同点
。
例如，在无线传感器中有大量的传感器节点，与有源RFID卡相似，这些节点是通过电池供电的。
有时候传感器节点也会与无源卡一样，产生能量饥饿现象。
另外，许多实际应用会大量部署传感器节点，所以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密度会随时间和地理位置变化。
这种特性与RFID系统部署托盘级（pallet-level）和物品级（itern—level）的标签非常相似。
更重要的是，与RFID系统一样，无线传感器网络是触发驱动的网络，并伴随着高级别的动态性。
 但是，RFID系统和无线传感器网络也存在着不同。
传感器网络中，传感器节点常部署成AdHoc的形式，而不是部署成预先精心规划的形式，这通常使得
节点可以自组织来监视和保持不同的网络功能性。
而RFID系统中，并没有这种情况。
RFID标签，特别是无源RFID标签不能以AdHoc方式进行通信。
基于这样的原因，无线传感器网络一般基本的MAC协议是CSMA，而在RFID系统中，这种协议是不可
行的。
 参考文献（57—59）报道了关于无线传感器网络与RFID系统的集成。
可能性的方案包括在标签上集成传感器，标签上集成无线传感器节点，在阅读器上集成无线传感器节
点和无线设备，或是以RFID与传感器混合形式集成。
但是，这种集成对干扰观点提出了新的挑战。
对于在RFID网络和无线传感器网络它们各自的领域中减少干扰，已经有了相当多的成果。
尽管如此，随着无线传感器网络与RFID的集成，无线传感器节点、RFID标签、RFID阅读器这些设备
的增加，情况将会变差，亟须有协作性的方案来解决设备之间的干扰。
在不同的设备类型之间进行分布式的频率调度，RFID标签用在帮助MAC协议的唤醒过程，节能方式
下运行和无线传感器网络中上下文意识（context-aware）的MAC调度都是可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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