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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无线网状网（Wireless Mesh Network，WMN）是一种非常有前景的技术，在未来无线移动网络中
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WMN具有动态自组织、自配置、自愈等特点，能够快速部署，易于维护、成本低、可靠性和可扩展
性好，还能增强网络容量、连通性能和恢复性能。
由于具有这些优点，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在积极地进行网状网模式的标准化工作，如IEEE 802.11、IEEE
802.15、IEEE 802.16和IEEE 802.20。
作为ad hoc网络的扩展，WMN成为基于基础设施的无线网络的重要补充模式之一。
研究和部署WMN的经验可为未来网络的演进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
　　《无线网状网：架构、协议与标准》是一本全面的技术指南，包括无线网状网的概念介绍、基本
技术、最新发展和开放问题，主要侧重无线网状网的概念、有效协议、系统集成、性能分析技术、仿
真、实验和发展趋势。
本书研究了多种关键技术，不同的应用场景和使用的标准，如容量、覆盖、可扩展性、可靠性和认知
性。
本书参考了大量的文献，包括路由、安全、频谱管理、媒体接入、跨层优化、负载均衡、多媒体通信
、MIMO、智能天线等方面的内容，并配有大量图表进行说明。
本书还介绍了能有效提高无线网状网性能的特殊技术的细节。
　　全书分为3部分。
　　第一部分：架构　　第二部分：协议　　第三部分：标准化与相关技术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无线网状网>>

内容概要

　　近年来，无线网状网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随着标准化工作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无线网状网产
品出现并投入商用。
本书从架构、协议、标准3个方面介绍了无线网状网技术，阐述了无线网状网的开放性问题，研究了
多种应用场景中的关键问题，此外还介绍了新出现的标准。
本书从无线网状网的基本概念、协议、系统集成、性能分析技术、仿真、实验和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
进行讨论，前后对照说明了路由、安全、频谱管理、MAC、跨层优化、负载均衡、多媒体通信
、MIMO和智能天线等具体问题。
　　本书适合作为计算机、通信及电子工程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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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无线网状网：问题与解决方案　　1.1　概述　　无线网状网（Wireless Mesh Network
，WMN）与传统的蜂窝网络和无线局域网（Wireless LAN，WIAN）一样，是一种网络的组织形式，
但与有控制中心的网络系统又有所区别。
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初，有线网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有线网络中的因特网取得了巨大的
成功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类似地，无线网状网有望成为未来无线网络的重要发展方向。
无线网状网最大的优势在于它天生的网络容错能力、易于架设，以及很高的带宽。
在传统的蜂窝网络中，基站（BS）出现故障会导致覆盖区域内的所有通信中断，而无线网状网与此不
同，它能提供很高的网络容错能力，即使在很多节点不可用的情况下，网络仍然能够进行通信。
WMN从确切的定义上说是部分或全部具有网状拓扑的网络，但是实际使用中的WMN中还有静态的无
线中继节点，这些节点部分具有网络结构的特性，这种分布式的网络设施为移动客户节点提供接入服
务。
由于部分网状结构的存在，WMN使用多跳中继，这一点类似于无线ad hoc网络。
WMN和ad hoc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为ad hoc网络设计的协议和架构并不适用于WMN。
此外，两种网络的最佳设计标准也不一样。
这些设计上的区别主要源于两种网络应用部署的目标及资源受限的情况不同。
例如，ad hoc网络适用于高移动性的多跳环境；而WMN适用于静止或有限移动性的环境。
所以ad hoc网络中的协议在wMN中性能可能会变得很差。
此外，WMN中的资源比ad hoc要丰富。
例如，在WMN的某些应用中，网络具有特定的拓扑结构，协议和算法可以利用这些特点来获得很好
的性能。
此外，低效的协议、频分复用带来的外部干扰及有限的频谱资源会降低单载波WMN的容量。
WMN中的应用对数据传输速率的要求日益提高，使得对WMN的容量要求也越来越高，多射频WMN
（Multi Radio—WMN，MR-WMN）可以很好地扩充容量，成为研究热点。
因此多射频是目前WMN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虽然多射频’WMN比单射频WMN能提供更大的容量，但同时也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本章针对单射频WMN和多射频WMN中的问题，讨论已有的多射频WMN的解决方案。
本章首先将WMN与ad hoc网络相比较，然后讨论多射频WMN。
本章主要讨论多射频WMN问题，此外还介绍了多射频WMN的架构、链路层协议、媒体访问控制
（MAC）层协议、网络层协议和拓扑控制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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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无线网状网是一项非常有前途的技术，在未来的无线移动网络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无线网状网具有动态自组织，自配置，自愈的特点，便于快速部署，易于维护，成本低，可扩展性强
．服务可靠。
这项技术正成为基于基础设施的无线网络的重要的补充。
　　《无线网状网：架构、协议与标准》是第一本介绍性的技术指南，适合于工程师，大专院校学生
．研究者和设计人员阅读。
本书阐述了无线网状网的当前和开放的问题，研究了关键问题和多种应用场景，此外还研究了新出现
的标准，如为了提高容量，可扩展性、可靠性、感知能力的标准。
本书着眼于概念．有效的协议．系统集成，性能分析技术，仿真，实验和未来发展方向。
本书包括说明性的图表，前后对照说明了路由．安全．频谱管理，MAC，跨层优化，负载均衡．多媒
体通信，MIMO和智能天线等。
本书也深入研究了无线网状网中有效提升性能的特有技术。
　　《无线网状网：架构、协议与标准》深入阐述了设计无线网状网的问题和挑战。
　　本书特色：　　——详细阐述了当今无线网状网的新技术　　——区分了基本概念．研究主题和
未来方向　　——用图表来阐述，便于理解和掌握无线网状网　　——前后文对照，覆盖协议栈的不
同层次　　——详细阐述了能有效提高无线网状网性能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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