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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线多媒体传感器网络技术》全面介绍了无线多媒体传感器网络的技术与应用成果。
全书共分8章，分别介绍了无线多媒体传感器网络的基础知识、通信协议和应用技术。
其中，基础知识包括节点设计、网络结构、协议架构等内容；通信协议包括MAC协议、路由协议、跨
层优化设计等内容；应用技术包括多媒体信息编码、覆盖控制、拓扑控制、信息融合等内容，并给出
了几个应用范例。
　本书内容丰富，覆盖面广，前沿性与理论性突出，既可以作为网络、计算机、电子、通信等相关专
业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以供广大对物联网技术感兴趣的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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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覆盖的目的是在保证一定的服务质量（QOS）的前提下，达到网络覆盖范围最大化。
对网络覆盖性能及范围的测量、计算，能够使我们了解是否存在监测和通信盲区，掌握被监测区域的
传感器网络的覆盖情况，从而重新调整传感器节点分布（如调整探测方向），或者发出指令，在将来
添加传感器节点后提高系统的覆盖性能。
另外，还可以通过调整网络节点的密度，来获取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如可以对被监测区域中重要区域
部署更多的传感器节点，保证测量数据的全面性、安全性和可靠性。
因此，传感器的覆盖已不是单纯的部署问题，而是一个服务质量问题。
根据多媒体传感器网络中节点传感类型的不同，覆盖可以分为同性覆盖和异性覆盖两类问题。
同性覆盖即同构覆盖，是指网络中所有节点的类型相同，如温度传感器网络，网络中所有节点具有且
只具有温度感知的能力。
同构覆盖问题相对简单，目前研究较多的传统传感器网络中的覆盖方法有节能覆盖、栅栏覆盖、冗余
覆盖、圆周覆盖、目标定位覆盖和连通性覆盖等。
利用网络中冗余的多媒体节点分组交替工作的节能机制，在保证期望网络覆盖质量的前提下又有效地
延长多媒体传感器网络的生存寿命。
异性覆盖也称为异构覆盖，研究难度相对较大，需要考虑传感器网络中的诸多特性差异，如各类监测
数据信息类型不同（多媒体信息）、各类节点间传感类型差异、节点间能源差异等。
从目前研究方向看，异性覆盖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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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无线多媒体传感器网络技术》是21世纪高等院校信息与通信工程规划教材,战略性新兴产业系列丛书
·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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