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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紧密跟踪无线个域网（WPAN）技术的最新发展和国内外无线个域网技术的最新标准，深入
浅出地介绍了几种典型的无线个域网技术的基本原理，同时依据典型无线个域网技术的应用实践，详
细介绍了几种典型的无线个域网技术的技术体制、结构功能和工程实践。
　　本书内容包括无线个域网技术概述、蓝牙技术、超宽带（UWB）技术、ZigBee技术、WUSB技术
、Z-Wave技术、无线网状网（WMN）技术以及RFID技术等国内典型应用的无线个域网技术体制等。
　　本书内容力求科学性、先进性、系统性和实用性，可作为从事无线个域网技术应用的工程技术人
员、管理人员、电信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商的技术参考书或培训教材，也可作为高等院校工科通信专业
和相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教材或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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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蓝牙技术及其应用　　2.1　概述　　蓝牙是无线数据和语音传输的开放式标准，它将各
种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终端设备、各种数字数据系统、甚至是家用电器采用无线方式联接起来。
由于蓝牙采用无线接口来代替有线电缆连接，具有很强的移植性，适用于多种场合，加上设备功耗低
、对人体危害小，而且应用简单、容易实现，所以应用比较广泛。
　　2.1.1　蓝牙技术的产生　　1998年初，处于计算和电信业前沿的一些公司组成了蓝牙特别兴趣小
组（Special Interesting Group，SIG），其目的是开发制定蓝牙开放的规范。
SIG的创始公司有爱立信、英特尔、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诺基亚和东芝，这些公司组成了SIG
最初的核心小组，专门致力于制定软、硬件的开放的规范，以实现各种设备跨平台的互操作。
如今全世界已有1800多家公司加盟该组织，最近微软公司也正式加盟SIG，并成为SIG领导成员之一。
　　早期SIG的目标是尽快制定出一种开放的规范，并使蓝牙在实现上尽量做到尽善尽美。
因此，通过精心组织，频繁地进行学术交流，SIG在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制定了一个完整的蓝牙技术
规范，即规范的版本1.0，包括协议子集，于1999年7月颁布（卷1是核心规范，卷2是协议子集）。
　　SIG由几个工作组组成，每个工作组都致力于蓝牙技术特定部分或一些支持业务的研究。
这些工作组是：　　空中接口工作组，主要研究无线层和基带层；　　软件工作组，主要开发协议栈
规范；　　互操作性工作组，重点研究协议子集；　　一致性工作组，主要定义测试、一致性和认证
过程；　　法律工作组，管理SIG的法律事务，如成员资格认定和知识产权协定等；　　市场工作组
，主要推广蓝牙技术并帮助产生规范确定的市场需求。
　　其中一些较大的工作组，如软件工作组，被进一步分成几个特别任务小组，分别研究蓝牙协议栈
的某一层。
所有工作组的工作协调和整个SIG的管理由项目管理委员会负责，项目管理委员会由各发起成员选出
的代表组成。
　　蓝牙设备的传输距离为10cm～10m，增大功率或是加上某些外部设备可达到100m。
蓝牙设备采用2.4 GHz ISM频段和调频、跳频技术，使用前向纠错编码、ARQ、TDD和基带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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