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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剑桥无线基础系列：无线Mesh网络基础》对无线Mesh网络的这些特点进行分析和探讨，特别介
绍了无线Mesh网络对外部网络的访问，例如因特网，并对无线Mesh网络和多跳网络进行技术评估，突
出其优点，指出其缺点，为无线Mesh网络的成功应用提供清晰、简明的思路和方法。
最后对无线Mesh网络的一些实际应用进行性能评估。
这些应用包括无线城市、社区网络以及车辆自组织网（ VANETS）等。
无线传感器网络（WSNs）是无线Mesh网络另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在相应章节对这些应用将面临的挑
战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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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什么是Mesh网？
　　在考察Mesh网络之前，最好回顾一下蜂窝网和无线局域网（WLAN）如何工作，然后突出Mesh网
络特有的相同点和差异点。
　　蜂窝网络，正如其名字，无线覆盖由许多蜂窝（小区）组成，每个小区在中心附近有一个基站，
基站在整个覆盖范围（例如直径几公里）内发射无线电信号，用户设备是一个在复杂性和能力方面比
基站更小的手持单元。
当小区边缘信号下降时，邻近小区能够提供更好的信号质量。
在这种方式下，更多小区通过蜂窝的形式覆盖更大的区域。
很显然，它的优势是可以保证连续覆盖。
这是一个重大的优势，但也有一些缺点：它必须对新的网络进行规划，并且还需要在整个覆盖范围内
同时部署所有的小区，但这意味着网络运营商需要一个更大的前期成本。
　　尽管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仍然不能覆盖一些盲点区域，用户的无线电信号可能被一些障碍物遮盖
。
虽然通过增加额外的小型基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无疑会增加网络基础的成本，从而影响运营商
的商业模式。
在实际部署中采取了妥协的方法，其中包括典型网络的覆盖率接近100%，但不能保证所有用户在所有
时间都能获得所需服务。
　　确保良好覆盖的首要方法是选择在多种地形上都具有很好传播特性以及良好穿透特性的一个载波
频率，这将最大化覆盖范围和容量，并最小化小区数量。
　　全球蜂窝系统的频带都集中在传播特性很好的那部分频谱，这一点不是巧合。
这些频谱已受到高度重视，并在大多数国家中已经分配。
值得一提的是蜂窝系统主要用于语音通信，而语音通信在本质上具有突发性，它们的频谱不是非常适
合现代多媒体通信，其中涉及较长时间内传输时延敏感的数据，例如观看视频。
因此，蜂窝系统的未来发展旨在支持更好的多媒体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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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史蒂夫·梅思利编写的《无线Mesh网络基础》对无线Mesh网络的这些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特别介
绍了无线Mesh网络对外部网络的访问，例如因特网，并对无线Mesh网络和多跳网络进行技术评估，突
出其优点，指出其缺点，为无线Mesh网络的成功应用提供清晰、简明的思路和方法。
最后对无线Mesh网络的一些实际应用进行性能评估。
这些应用包括无线城市、社区网络以及车辆自组织网(VANETS)等。
无线传感器网络(WSNs)是无线Mesh网络另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在相应章节对这些应用将面临的挑战
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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