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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下一代网络移动性管理技术从下一代网络移动性管理的概念、特点、主要研究内容及技术挑战入手，
对移动性管理的基本理论、支持无缝移动性的融合网络架构、异构网络垂直切换及网络选择机制进行
了介绍，并详细阐述了网络层、传输层、应用层的主要移动性管理协议及性能改进方案，最后介绍了
目前受到广泛关注、并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车辆自组织网络中移动性管理技术的主要问题及研究现状
。

下一代网络移动性管理技术适合于下一代网络以及移动性管理技术初学者，通信与电子工程专业、计
算机专业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阅读参考，也可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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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页：   插图：   在移动性管理中，用户或终端的移动是随机的，如何准确描述用户的移动模型，将
直接影响由于位置注册、寻呼和切换带来的数据和信令流量。
因此，建立正确合理的用户移动模型是移动性管理中各种理论分析的基础。
另外，移动性管理也经历了从传统被动静态移动性管理到主动动态移动性管理的发展过程。
传统移动性管理方案大多属于消极的方案，即被动跟踪用户或终端的移动，并维持其与网络的连接。
而在动态移动性管理方案中，需要从移动用户的运动规律出发，建立恰当的移动模型，并通过各类预
测算法有效地预测用户位置，继而根据距离、时间、运动等不同准则进行位置更新及寻呼操作，从而
降低信令开销，实现更佳移动性管理。
因此，基于随机过程理论、能够准确描述用户运动模式的移动模型是移动性管理的基础。
 2.2 排队论 排队（queue）是社会活动中经常遇到的现象，如顾客到商店购物、学生到图书馆借书、病
人到医院看病、仪器等待维修等，当售货员、图书管理员、医生和修理员的数量无法满足顾客或病人
及时服务的需要时，就出现了排队等待的现象。
由于接受服务的顾客数量与服务时间的随机性，排队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尽管增加服务能力可以减少排队现象，但需要增加相应的投资，可能因供大于求造成资源浪费。
因此，针对这样一个排队系统，其管理人员不仅需要了解排队等待服务的顾客人数、等待服务时间长
度、系统内服务设施的空闲率等变量指标的变化规律，而且需要在满足顾客服务基本要求的条件下，
研究如何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排队系统运行成本等问题。
排队论就是解决这类问题的一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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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下一代网络移动性管理技术》对下一代网络移动性管理技术理论及关键技术进行了深入细致的
阐述，分别从系统融合架构、垂直切换算法以及移动性管理协议三方面阐述下一代网络移动性管理技
术的相关研究及解决方案，并对广泛应用的蜂窝网络与无线局域网融合系统以及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
的车辆自组织网络的移动性管理相关技术进行了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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