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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编码是信息论领域的重要理论突破，现已成为网络信息论的重要分支，是当前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将对未来网络的构架和发展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黄佳庆、李宗鹏编著的《网络编码原理》系统、全面地介绍了网络编码的基础理论、主要技术和典型
应用。
网络编码的基础理论包括单源网络编码和多源网络编码，其中，单源网络编码介绍有向无环网络中的
网络编码(线性网络编码)、有向有环网络中的网络编码(卷积网络编码)和无向网络中的网络编码；多
源网络编码介绍多多播网络编码和多单播网络编码。
网络编码的主要技术包括随机网络编码、分代网络编码、多级网络编码、部分网络编码、物理层网络
编码、模拟网络编码和复数域网络编码等；网络编码的典型应用包括应用层、传输层、网络层、数据
链路层和物理层的典型应用实例。
本书系统、条理地阐述了网络编码的知识体系框架和内容，注重阐明概念和原理的物理意义，力求深
入浅出，易于读者理解和领会。

《网络编码原理》可作为通信、信息、计算机、电子等相关专业的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的教材或学
习参考书，也可作为从事上述专业的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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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网络编码的复杂性——最小代价网络编码 网络编码允许中间节点参与编译码。
相对路由而言，节点需增加额外计算和存储要求，这增加了节点复杂性，也引入较大时延。
如何在保持网络编码提升网络吞吐量优势的前提下尽量降低网络编码复杂性，即最小代价网络编码问
题，是研究网络编码的关键问题之一。
 代价的定义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
在保证较大的吞吐量和较高的译码成功概率前提下，代价可以采用如下具体的定义：参与网络编码的
节点数最小（所需网络编码节点数在理论上界是多少，如何确定执行网络编码的节点位置）；网络编
码的操作数最小（指线性组合的操作数）；参与网络编码的数据包（Packet）数量最小（尤其在光纤
通信中参与网络编码的节点必须要进行光电转换，这将增加传输时延和降低效率）；消耗的资源最小
（包括CPU和内存资源等）、有限域F的大小（在F内选取合适的线性运算系数，并对节点的输入信息
进行线性叠加，使得每个信宿节点收到编码消息后能够通过高斯消元法正确译码。
｜F｜越小，占内存越小，但｜F｜过小，译码成功率也会降低，需折衷选择）。
 较典型的研究内容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1）异构（Heterogeneous）网络中的最小代价网络编码。
如何在保证较大吞吐量的同时，使计算能力较弱的设备不被网络编码的编译码所影响是很关键的问题
。
 （2）实时应用中的最小代价网络编码。
如何降低网络编码的复杂性，例如，降低因编译码引入的额外时延，从而可将网络编码应用于时延敏
感的应用是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这对网络编码应用于流媒体等实时应用具有重要实际意义。
 其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有以下几种： （1）图论最优化，包括网络信息流分解法和简单网络法。
 ①网络信息流分解（Network Information Flow Decomposition）法：按照网络信息流的共性，将原网络
划分为一系列子树图，该子树图中的节点拥有相同的编码向量。
子树图中节点的拓扑结构不影响整个系统的多播传输，故可将每个子树看成一个节点来处理。
 ②简单网络（Simple Network）法：将给定网络转化为所有节点度数（入度与出度之和）不超过3的简
单网络，通过求解简单网络中参与网络编码的节点数来确定原网络中网络编码节点数。
但简单网络的节点数比原网络扩大了很多，即网络编码节点数的代价被放大，简单网络法求出的最小
代价并不等价于原网络的最小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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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网络编码原理》旨在较全面和深入地介绍网络编码的基础理论、主要技术和典型应用，便于读者了
解和熟悉网络编码的基本原理，并为进一步学习网络信息论等奠定基础。
 《网络编码原理》注重知识的系统性，每章均给出知识结构框架，便于读者把握知识点之间的联系；
注重阐释概念和原理的物理意义，力求深入浅出，将学术性和可读性有机结合；每个中文概念均附有
对应的英文概念，便于读者与英文参考文献中的概念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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