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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未来泛在异构无线网络环境中，必须保证用户在跨越异构接入网络时仍然能够实现无缝持续通信从
而满足业务应用的需要，这就为切换管理技术提出了新的挑战。
本书结合当前切换管理技术的发展和研究现状，以OSI网络参考模型为主线，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切换
管理技术的基本功能、切换算法、安全策略等。
本书条理清晰，内容详尽，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本书可供从事移动通信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阅读，也可作为高等院校从事相关课题
研究的师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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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在下一代移动通信中，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IT）、多媒体和电信
技术等不同领域的技术相互结合，使通信成为一个整体。
因此，移动通信和IT技术将会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
移动IT技术的灵活性可以同时满足这些需求。
　　纵观当今无线移动通信的发展可以看出，从技术标准的角度讲，当今无线电通信沿着两条主线发
展：一条是ITU和3GPP／3GPP2引领的移动通信系统，从2G、3G到B3G或4G；另一条是IEEE引领的无
线接入系统，从无线个人域网WPAN到无线局域网WLAN，再到无线城域网WMAN和无线广域
网WWAN。
　　本章首先介绍无线异构网络的形成、特点及其结构，然后讲述在异构环境下切换管理所需要完成
的任务及其特殊性。
　　1.1　无线移动通信的发展趋势　　1.1.1　移动通信网络的发展　　无线移动通信技术的开发和应
用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一种称为“Walkie-Talkie”的通信设备应用于战场，使得军队之间可以利
用无线方式进行通信。
这种便利的通信方式迅速得到推广和应用，并于20世纪50年代从军用转向民用。
20世纪60年代，AT&T的贝尔实验室首次提出蜂窝技术，成为移动通信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蜂窝技术是将服务区域划为多个蜂窝的集合，这种划分方法通常称为小区制。
蜂窝技术不仅增大了移动通信网络的容量，还可以使小区基站降低发射功率，避免高发射功率带来的
干扰问题。
第一代蜂窝移动通信系统（1G）基于模拟通信技术，采用频分多址（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FDMA）技术划分蜂窝小区。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开始运营lG系统，如美国的AMPS系统、北欧的NMT和TACS系统等。
　　1G系统虽然带来了个人通信的便利，但存在着容量有限、保密性差、通话质量差、制式不兼容等
缺点，于是，1G的局限性推动了第二代蜂窝移动通信系统（2G）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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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异构无线网络切换技术》结合当前切换管理技术的发展和研究现状，以OSI网络参考模型为主
线，系统地介绍了下一代泛在移动网络中切换管理的相关理论和技术。
《异构无线网络切换技术》在对切换管理技术进行阐述的同时，也将对位置管理相关技术进行必要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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