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及其应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及其应用>>

13位ISBN编号：9787115249876

10位ISBN编号：7115249873

出版时间：2011-4

出版时间：人民邮电出版社

作者：王汝传，孙力娟　主编

页数：38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及其应用>>

内容概要

　　《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及其应用》介绍了无线传感器网络研究领域中的相关技术和应用，共11章
，内容涵盖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物理层及信道接入技术，路由、覆盖与拓扑控制技术，定位、跟踪与时
间同步技术，网络安全和数据管理技术，短距离低功耗无线通信协议标准，无线传感器网络操作系统
等方面。
《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及其应用》还重点介绍了无线传感器网络中间件技术、物联网环境下的无线传
感器网络接入技术、传感器节点的硬件设计，最后介绍了多个典型的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应用实例。
《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及其应用》在编写上既重视基础知识，又跟踪前沿技术；既具有学术深度，又
具有教材的系统性和可读性。

　　《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及其应用》可以作为普通高等院校物联网、传感器网络通信工程、电子信
息、计算机等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无线传感器网络领域的研究人员及广大对
无线传感器网络感兴趣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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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跨层设计无线传感器网络有着分层的体系结构，因此在设计时也大都是分层进行的
。
各层的设计相互独立且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各层的优化设计并不能保证整个网络的设计最优。
针对此问题，一些研究者提出了跨层设计的概念。
跨层设计的目标就是实现逻辑上并不相邻的协议层之间的设计互动与性能平衡。
对无线传感器网络，能量管理机制、低功耗设计等在各层设计中都有所体现；但要使整个网络的节能
效果达到最优，还应采用跨层设计的思想。
将MAC与路由相结合进行跨层设计可以有效节省能量，延长网络的寿命。
同样，传感器网络的能量管理和低功耗设计也必须结合实际跨层进行。
此外，在时间同步和节点定位方面，采用跨层优化设计的方式，能够使节点直接获取物理层的信息，
有效避免本地处理带来的误差，获得较为准确的相关信息。
3.寻求系统节能策略无线传感器网络应用于特殊场合时，电源不可更换，因此功耗问题显得至关重要
。
现在国内外在节点的低功耗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低功耗的无线传感器网络
协议，未来将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4.节点的自动配置未来将着重于研究如何将大量的节点按照一定的规则组成一个网络。
当其中某些节点出现错误时，网络能够迅速找到这些节点，并且不影响到网络的正常使用。
配置冗余节点是必要的。
5.与其他网络的融合无线传感器网络和现有网络的融合将带来新的应用。
例如，无线传感器网络与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的融合，一方面使无线传感器网络得以借助这两种传统
网络传递信息，另一方面这两种网络可以利用传感信息实现应用的创新。
此外，将无线传感器网络作为传感与信息采集的基础设施融合进网格体系，构建一种全新的基于无线
传感器网络的网格体系——无线传感器网络。
传感器网络专注于探测和收集环境信息；复杂的数据处理和存储等服务则交给网格来完成，将能够为
大型的军事应用、科研、工业生产和商业交易等应用领域提供一个集数据感知、密集处理和海量存储
于一体的强大操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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