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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些年美国《商业周刊》评选出了21世纪对改变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科学技术，无线传感器网
络技术位列其中。
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将是继因特网之后，对21世纪人类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的IT技术之一。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出现，将逻辑上的信息世界与客观的物理世界融合在一起，改变了人与机器、人与
自然的交互方式，未来人们将通过无处不在的传感器网络触摸自然、感知客观世界，从而极大地扩展
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
近几年国外先后提出了“智慧地球”、“泛在网络”等概念，我国也提出了“感知中国”的倡议，无
线传感器网络技术正是实现这些概念和倡议的基石。
　　Zig Bee是一种网络容量大、节点体积小、低功耗、低速率的无线通信技术，主要用来实现信息的
采集与处理。
由于Zig Bee网络节点体积小，组网灵活，部署方便，功耗极低，所以适合用来组建无线传感器网络。
2002年，英国Invensys公司、日本MitsLtbishi公司、美国摩托罗拉公司、荷兰飞利浦公司等发起成立
了Zig Bee联盟，推出了Zig Bee协议标准。
Zig Bee技术一出现，立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世界各大半导体厂商纷纷推出实现Zig Bee物理层功能的
芯片。
其中TI公司的C（22430／2431片上系统具备了实现Zig Bee技术的各种底层硬件需求，是真正的一体化
解决方案，完全符合Zig Bee技术对节点“体积小、功耗低”的要求，成为市场追捧的热点。
　　有感于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特别是Zig Bee技术的快速发展，笔者所在课题组在自。
身教学、研究工作积累的基础上，精心编写了本书，主要目的是想让读者分享我们的研究经验及成果
。
本书精选了课题组在CC2430／2431片上系统上完成的Zig Bee传感器网络的软硬件设计研究成果，内容
丰富、深入浅出，既有理论分析，又有实践应用。
书中给出了一系列Zig Bee传感器网络硬件平台的设计方法，以及基于此的各种应用设计；特别要指出
的是，书中给出了Zig Bee大功率节点融合GSM／GPRS模块节点开发的设计方法，这是本书的突出特色
。
与同类书籍相比，本书理论与实践并重，系统性强、实用性强，重点突出课题组的研发实践过程，并
毫无保留地向读者公开了我们设计中的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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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基础理论、开发实践以及应用三方面论述了ZigBee无线网络设计实现的关键技术、开发细
节和具体应用，覆盖了ZigBee无线技术的理论基础、ZigBee无线网络的通信协议、ZigBee网络节点硬件
平台设计方法、嵌入式软件开发实例、网络定位原理与设计、Z-Stack软件架构等内容，给出了ZigBee
技术在安全监控、医疗卫生和智能公交系统的应用实例和设计方法。
　　本书主要针对有一定网络和无线通信技术基础的中、高级读者，适合从事短距离无线网络通信技
术理论研究、设备研制、工程应用、项目管理人员，以及高校计算机、通信、电子等专业高年级本科
生和研究生参考使用，对从事无线传感器网络、物联网研究与研制的科研人员也有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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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网络自组织。
在无线传感器网络应用中，通常情况下传感器节点被部署在没有基础设施的地方。
传感器节点的位置不能预先精确设定，或者节点的位置不固定，是移动的；节点之间的相互邻居关系
也不能预先知道，甚至是随时变化。
这样就要求传感器节点具有自组织的能力，能够自动进行配置和管理，通过拓扑控制机制和网络协议
自动形成转发监测数据的多跳无线网络系统。
　　（3）多跳路由。
网络中节点通信距离有限，一般在几十到几百米范围内，节点只能与它的邻居直接通信。
如果希望与其射频覆盖范围之外的节点进行通信，则需要通过中间节点进行路由。
这样每个节点既可以是信息的发起者，也可以是信息的转发者。
　　（4）网络动态性。
无线传感器网络是一个动态的网络，节点可以随处移动；一个节点可能会因为电池能量耗尽或其他故
障，退出网络运行；一个节点也可能由于工作的需要而被添加到网络中。
网络的拓扑结构总是处在变化当中。
　　（5）网络以数据为中心。
传感器是传感器网络数据获取的来源，没有了传感器采集的数据，网络就失去了意义，所以通常说传
感器是一个以数据为中心的网络。
　　（6）面向应用的网络。
传感器用来感知客观物理世界，获取物理世界的信息量。
客观世界的物理量多种多样，不可穷尽。
不同的传感器应用关系不同的物理量，因此对传感器的应用系统也有多种多样的要求。
网络的部署是有目的性的，通常情况下是针对实际情况而设定的，没有哪一种网络可以适应所有应用
场景，所以传感器网络是应用驱动的网络。
　　2.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关键技术　　无线传感器网络是信息感知与采集和计算模式的一场革命，它
作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工程技术研究两个层面上对科技工作者提出了大量的挑战
性研究课题。
主要的关键技术如下：　　（1）网络协议。
传感器节点能量十分有限，因此在网络协议设计过程中要重点考虑功耗问题，因此降低能源消耗是无
线传感器网络设计中要考虑的最重要的方面，大量研究表明路由协议和MAC协议对无线通信模块的能
量消耗起着关键影响。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MAC协议的主要目标是使节点公平、有效地共享无线信道，避免多个节点同时发送
数据产生冲突。
网络层路由协议需要解决通过局部信息来决策并优化全局行为（路由生成与路由选择）的问题。
衡量传感器网络路由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合理地使用网络中各个传感器节点的有限能量，使得网
络保持连通性的时间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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