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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移动通信和宽带无线接入的迅猛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未来移动通信发展的趋势已经不再是
某种技术的一统天下，而是多种无线接入技术共存、相互补充，提供多样化的接入服务，实现无缝的
移动性，有效地满足个人通信和信息获取的需求。
未来移动通信网络必将朝着宽带化、扁平化、泛在化、全IP异构无线融合网络方向前进，推动着移动
无线互联网、移动多媒体、移动流媒体的超前发展，最终实现“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与任何
人进行任何种类的信息交换”的目标。
　　各种无线网络的异构特性，对于网络的稳定性、可靠性和高效性提出了挑战。
异构无线网络融合将涉及移动通信系统的多个层面，包括业务层面、控制层面、接入层面、传送层面
和空中接口层面。
在设计和实现异构无线网络融合系统过程中，不同无线接入网络之间的融合将面临诸多的技术问题，
如无缝移动性管理、融合网络架构、异构无线资源管理、端到端重配置以及QoS保障等。
　　有别于传统单一制式系统的研究思路，异构无线网络融合以协同、融合为新的研究理念，要求研
究者改变传统的通信系统设计思想，以创新的精神迎接新的挑战。
异构无线网络融合基于新的架构设计思想，需要全新的关键技术作为支撑，赋予网络新的能力，提供
更具竞争力的业务。
所有这些优势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竞相加入，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
异构无线网络融合是探索下一代移动通信网络的主流研究思路之一，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随着理论研究逐渐深入，必然会引起产业界和学术界的积极响应，推出更多切实的解决方案为广大用
户服务。
　　本书在介绍异构无线网络融合理论和技术实现的同时，对异构融合技术的最新进展和科研成果给
予高度关注，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进行深入论述，便于读者对异构无线网络融合课题形成系统全面
的知识体系。
作者还结合国内外权威研究机构近年来最新的研究动向和成果，指出了异构无线网络融合研究领域亟
待解决的问题和研究方向。
本书的作者在无线移动通信领域已经做了不少研究、开发和应用工作。
本书既包含基本原理，又涵盖了比较专业的理论和技术细节，融入了作者对异构无线网络融合研究的
心得体会，相信广大读者在全面了解异构融合理论和技术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研究、开发工作，学以
致用，把本书中的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应用到实际工作或未来移动通信系统的开发中，产学研相结
合，一定能够在异构无线网络融合领域内取得创新性的成果，为我国赶上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做出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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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线网络的异构性和业务种类的多样性对异构无线网络融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书反映了当前异构无线网络融合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全面系统阐述了异构无线网络融合理论、关
键技术和解决方案，重点介绍了基于网络层的异构无线网络融合技术，对异构无线网络融合理论模型
和异构无线资源管理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联合垂直切换判决策略和两种接入选
择机制。
书中介绍的异构终端的功能架构和重配置机制，为从事异构无线网络融合研究的科研人员开辟了新的
研究方向和思路。
本书在最后一章详细介绍了TD-SCDMA和WiMAX联合组网方案，这是本书的亮点，为读者进一步研
究异构无线网络融合的理论及其实际应用和部署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书内容全面，适合作为计算机、通信及电子工程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及其相关研究人员和工
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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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基于网络层的异构无线网络融合�　　2.1　引言　　异构无线网络融合是未来移动通信网
络发展的必然趋势，将面临诸多的技术挑战。
多接入网络之间无缝移动性问题是实现网络融合的关键之一，移动IP被公认为是解决异构无线网络融
合最具竞争力的移动性管理方案，主要应用于不同接入网络之间的切换和漫游。
随着移动通信与Intemet的日趋融合，业界已经意识到无线数据业务主要通过蜂窝移动网络来提供，有
必要对下一代移动通信系统中移动性管理、基于网络层的移动性管理、移动IP的性能优化和移动IP在
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中部署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通过改善和增强移动p的性能，最终使其成为一种适合于未来移动通信网络中宏移动性和微移动性管
理的方案。
　　2.2　下一代移动通信系统中的移动性管理　　移动性管理是指移动通信网络中用户移动所涉及的
相关问题。
由于用户的移动性，要求网络对此特性给以支持及管理。
用户的移动性通常涉及用户在不同网络、不同域之间的漫游。
在无线网络中，移动性是指对于用户和终端位置的改变，即持续接入服务、继续通信的能力。
目前，蜂窝移动通信网络中的移动性管理机制依赖于特定蜂窝技术所使用的协议，还没有一种通用的
网络基础结构或协议支持不同类型接入网络之间的漫游。
　　下一代移动通信网特征之一是多种异构无线接入技术并存，能够平滑、自适应地传送实时多媒体
业务和应用，终端和业务均能保持全网漫游。
异构网络并存、融合的场景给移动性管理方案的设计带来了新的挑战。
未来无线网络的移动性管理必须解决以下问题：　　①提供一个灵活、分层、符合安全要求的理论模
型，建立各层之间的映射机制，既能够实现不同地址域的全球可达性，又能支持业务、节点、网络和
会话的移动性。
　　②不管是域内移动性还是域间移动性，必须降低移动性管理信令的负荷，尽可能减少实体之间的
交互，最小化位置更新信令代价，减小会话传递的时延。
　　⑧异构网络之间的切换管理必须满足QoS要求，解决路由优化问题，减少传输时延。
　　④具有可升级性，以便新的无线接入网能简捷、迅速地融合进移动性管理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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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特色　　·本书反映了当前异构无线网络融合领域最新的研究进展；　　·详细解读了异构
无线网络融合的相关理论，内容涉及异构无线网络融合理论模型、关键技术和解决方案；　　·论述
了异构无线网络融合具体应用场景和部署案例；　　·融入了作者对异构无线网络融合课题的理解和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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