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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围绕ZigBee技术的理论和应用作较全面的介绍。
在简要介绍无线组网通信技术的基础上，第2章详细介绍了ZigBee协议栈的基础——IEEE 802.15.4无线
个域网协议；第3章对ZigBee协议规范1.0版本进行了阐述。
从第4章开始，分别介绍基于单片RF收发器和SoC方式的一些典型ZigBee技术实现平台，主要产品
有Freescale公司的MC13192/MC13193，Chipcon公司（已被TI公司收购）的CC2420、CC2430和Ember公
司的EM250，对其芯片的特性、功能和应用等进行了描述。
第8章介绍MC13192的一个应用实例；第9章是CC2420 ZigBee DK开发套件的介绍。
    本书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使用ZigBee技术进行开发的指南，也可作为大学高年级学生或研究生学
习ZigBee技术及在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教学、实验和开发中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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