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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联网无线传输技术与应用》系统介绍了物联网中无线传输技术的基本内容和特点、无线传输技术
的发展趋势和主要应用案例。
首先介绍了广域无线通信和短距离无线通信，然后针对无线传输技术频谱限制问题，介绍了频谱共享
和效率提升技术，最后详细介绍了定位应用、智能交通、智慧校园等物联网传输技术典型的应用案例
。

《物联网无线传输技术与应用》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等专业的教学参考书，也可
作为其他相近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参考书，同时还可供有关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
员参考。
本书由王朝炜等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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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频谱资源的非消耗性 与其他自然资源如煤炭、石油、矿产、森林等一样，电磁频
谱资源同属国家所有。
但它又有其自身特有的属性，具有非消耗性。
这一点体现在用户对无线电资源的使用上，其本质只是用户在某一时间或频段或空间内“占用”，当
数据传输完毕之后这一段频率依然存在，所以不存在再生或非再生的问题，从而我们可以得知，频谱
资源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资源。
因此，不使用频谱资源或者对频谱资源的使用不当都是一种浪费。
 3.频谱资源的多维性 由上述频谱资源的非消耗性可以知道，对于频谱资源的使用实际上只是一种“占
用”，这种“占用”可以分为时间上占用、频率上占用、空间上占用3个维度。
因此电磁频谱资源具有时间、空间和频率的三维特性。
因此，怎样根据电磁频谱在时域、频域和空域方面的三维特性研究单维或者多维的频谱复用技术，实
现对频谱资源的合理使用，以提高频谱的有效利用率，在有限的资源中不断扩大使用空间，是频谱资
源管理和使用研究的重点。
 4.频谱资源的易受污染性 电磁波在空中传播易受自然噪声（如宇宙射线、太阳黑子爆发）和人为噪声
（如各类无线电设备辐射电磁波）的干扰。
除此之外，高压输电线和工业、科学、医疗电子设备等许多非无线电设备也能辐射电磁波，都有产生
干扰的可能，从而影响正常无线电业务的进行。
如果对频率使用管理不当，将会严重影响设备正常工作以及传递信息的准确性。
如果发射设备的性能不符合国家与行业要求，或者无线电台（站）布局不合理，也可能会产生同频干
扰、邻频干扰、谐波干扰、互调干扰等，影响其他无线电设备的正常工作。
 5.频谱资源的共享性 空间电磁信号传播的范围不受任何行政区域限制，既无省界也无国界。
因此电磁频谱资源是一种人类共同拥有的资源，由全人类共享，即不论哪个国家或者哪个地区，都有
权利使用频谱资源。
但是，由于其资源总量的有限性以及传播范围不受当前行政区域和国家边界的限制，因此电磁频谱管
理与使用规则的制定必须在全球范围内统一进行。
目前在国际上无线电规则的制定、频谱资源的分配使用、无线电业务的划分及静止卫星轨道的划分分
配是由ITU负责的。
所以，频谱资源的共享性决定了我们必须提高电磁频谱管理与使用方面的技术水平，努力提升我国在
国际无线电频谱领域中的声望和地位，保证在ITU中占有重要阵地，争取我国的合法权利。
 电磁频谱资源的上述属性表明，我们必须对电磁频谱资源进行统一规划、科学管理、合理使用。
不论哪个国家、部门、地区或个人都不得随意使用无线电频率，因为随意使用频谱资源有可能对其他
国家、部门、个人造成危害。
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电磁频谱资源的使用个体将逐年大幅度增加，
如果不进行科学管理，那么无线电信号就会发生相互交织、相互干扰的现象，并最终生产任何信息系
统都无法正常运行的严重后果。
先前，由于人们对电磁频谱资源管理认识的不足，已经存在很多违反电磁频谱管理法规规定的各种违
章发射台（站），并且对正常无线电业务造成了有害的干扰，严重扰乱了空中电磁波秩序。
所以，为了保证空中电磁波信号的有序性，必须保证电磁频谱资源管理与使用的科学性。
 4.2.3 物联网中的频谱需求与规划 1.物联网的频谱需求 虽然物联网概念很早就被提出，但是直到2009年
才真正受到世界各国政府、企业和学术界重视。
IBM首席执行官彭明盛率先于2009年1月提出“智慧地球”的构想，并指出物联网是构成“智慧地球”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就职演讲之后也对“智慧地球”构想提出积极的回应，并
将其提升到国家级发展战略。
2009年8月7日，温家宝总理在视察无锡微纳传感网工程技术研发中心时指出，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中
，要加快推进传感网发展，攻破其核心技术，并尽快建立中国的传感信息中心——“感知中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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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智慧地球”和“感知中国”两大理念的强力推动下，有专家预计，物联网将是继计算机、互联网
与移动通信网之后的又一次信息产业浪潮，并在10年内可以实现大规模普及。
 目前，物联网受到了人们热切的关注，但值得一提的是，很少有人知道无线电频谱这个作为支撑物联
网发展的主要基础资源是否能够承载其发展的需求。
物联网是一个网络综合体，它是对信息技术的高度集成以及各种网系的高度融合。
无处不在的特点使得物联网的信息采集节点数量众多，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有线传输方式的采用
，而移动网络和宽带无线接人因其不需要明线相连，必将成为物联网的主要传输方式。
基于此，物联网的发展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大量频谱资源作支撑，从而注定了它必将成为频谱资源需求
的大户。
如果不加以重视，未来频谱资源的短缺会成为物联网发展过程中难以克服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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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子信息类新技术丛书：物联网无线传输技术与应用》共8章。
第1～3章系统地介绍了物联网在广域网和局域网以及个域网中的技术原理与技术特点。
第4章针对目前无线通信系统中不得不面对的“干扰大”与“频谱利用率低”等问题，详细讲解了物
联网中的相应关键技术。
第5～7章则主要从物联网3方面的应用（定位、智能交通和智慧校园）入手，重点讲解了相应的解决方
案。
第8章详细介绍物联网目前的最新技术与发展方向——网络融合与泛在网。
书中各章内容有一定的独立性，可根据不同学时、不同专业要求和特点，选用不同章节。
本书由王朝炜等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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