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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线传感与路由技术》主要阐述了无线传感与路由若干关键技术中几个方面的内容：无线传感器网
络拓扑演化模型，基于多尺度变换的图像压缩编码技术，无线传感信息融合模型及方法，适用于网络
负载突变的MAC协议，基于前向感知因子的能量均衡路由策略，最小传输和自适应负载平衡路由方法
，面向WSN的隐私保护方法，基于综合准则的无线Mesh网络路由方法等。
这些技术可以促进物联网及WSN技术的发展及应用。
 
《无线传感与路由技术》可供计算机、网络通信等相关方向的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教师学习和参
考，也适合物联网、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以及相关领域的科研和工程开发技术人员阅读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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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2 无线传感器设备 无线传感器设备由电源、感知部件、嵌入式处理器、存储器、
通信部件和软件构成，它能够对所在周边环境中的热、红外、声呐、雷达和地震波等信号进行测量，
持续探测包括温度、湿度、噪声、光强度、压力、土壤成分、移动物体的大小、速度和方向等众多状
况，最终对人类生活的物理世界实现全方位的监测与控制。
它是下一代互联网远景规划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物联网的重要基础支撑。
 无线传感器设备种类繁多，如RFID传感设备、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
其应用领域也是十分广泛，包括环境监测、资源探测、环境污染、公共安全与国防、健康医疗等。
例如，为了降低足球比赛中的越位和进球中的误判，可借助无线传感器设备为足球裁判者提供辅助决
策支持；在博物馆，在宝贵的艺术品或类似物品的反面或者底部安置无线传感器节点来进行安全报警
，或通过无线传感器设备侦测灯光亮度是否变化，监测物品是否经受腐蚀等；为了观测孤岛上各种鸟
的生活情况，通过红外、气压计、光、湿度传感器等无线传感器设备进行监测。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无线传感器的性能有了很大提高，从21世纪开始引起了世界各个国家的极
大注意。
美国很多学校都成立了研究无线传感器相关技术的小组，如康奈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它们都开
展了无线传感器技术方面的研究工作。
英国、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等国的研究机构也先后进行了无线传感器的研究，欧盟的第6个框架计划
将“信息社会技术”作为优先发展的领域之一，其中有很多涉及对无线传感器的研究。
 WSN都是由大量的传感器节点构成的，每个节点都由感知、数据处理和通信三部分组成，如图1-4所
示。
传感器节点作为微型电子器件密集地部署在偏远甚至可能是敌对的区域，作为那里的监视器件，同时
受能量约束和限制，通过自组织形式形成网络。
在WSN中，传感器节点通过无线电、红外线或者光学介质进行相互通信。
汇聚节点也是WSN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询问”表示出感兴趣的数据流的特征，随后传感器节点
检测事件和相关数据，将适当的信息传回给汇聚节点。
汇聚节点通过网络或者卫星和用户进行通信。
低成本的传感器节点可以用于各种应用领域，如医疗、军事、家庭等，实现了计算机、人和物理世界
的连通。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地获取有用而可靠的消息。
 传感器节点通常部署在比较偏远或者地势恶劣的地点，作为那里的监视器件，同时受能量约束和限制
，而正是由于微小的传感节点自身能量的限制，因此传感器网络的生命时长成为其广泛应用的一个障
碍。
 1.3 WSNWSN是大量微传感器 通过单跳和多跳的通信方式，自组织形成的无线网络系统，每个传感器
均具有自我控制、传感、处理计算、无线通信的能力及有限的能量，通过相互关联、合作，将目标区
域内感知的信息数据发送给观察者进行处理。
 WSN作为物联网的重要支撑技术之一，充当了融合物理世界与信息世界的有效媒介。
 Technology Review杂志于2003年评选了未来将深刻改变人类生活的十大新技术，WSN位列榜首，我国
也已将其列入“十二五”期间优先发展的科学课题，并成立了专门的WSN标准项目组。
进入21世纪后，微电子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引领了传感器技术的全面进步，与以往相比，传感器节
点的体积变得更小，同时功能也趋于智能化。
传感器节点可以感知周围环境中温度、湿度、声音、压力、震动、光线、图像乃至运动速度和方向等
信息，并将这些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使信息在数字链路中传输成为可能。
WSN的布设简单，是不依赖于大型基础设施的AdHoc网络，有很强的环境适应能力，通过针对性的选
材和设计，可以工作在如下多种不同的场景下： （1） 军事应用。
如同互联网的产生是出于军事的需求，WSN第一次公开出现是在越战的战场上。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无线传感与路由技术>>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无线传感与路由技术>>

编辑推荐

《无线传感与路由技术》可供计算机、网络通信等相关方向的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教师学习和参
考，也适合物联网、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以及相关领域的科研和工程开发技术人员阅读与参考。
WSN的网络层次结构宏观上和普通网络一致，都可以自下而上地分成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
传输层、应用层这五层。
当前学术界对于WSN技术的研究涵盖了自物理层至应用层的各个层面，无线传感与路由技术是其中的
一部分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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