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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与其他波长较长的无线电通信相比较，微波通信有以下优点。
 （1）工作频带宽、通信容量大。
微波包括3个频段，即分米波、厘米波和毫米波。
整个频段的宽度几乎是长波、中波，短波及特高频各频段总和的1000倍。
由于工作在微波频段，其设备的通频带可以做得很宽，而且易于采用频分复用技术提高信道利用率。
例如，工作于4 GHz的设备，其通频带按1％计算，可达40 MHz。
而960路电话通信采用频分复用技术之后仅需占用4 MHz的带宽。
可见微波通信的通信容量之大。
微波通信可用于传输话音、数据和视频等信息。
 （2）受外界干扰小。
微波频段的电磁波传播受昼夜、季节的影响较小，天电干扰、工业干扰及太阳黑子变化对其基本不起
作用，因此微波通信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3）通信效果较好。
由于微波波长短、频率高，所以容易制成高增益的天线和获得具有较强方向性的定向窄波束，为获得
良好的通信效果创造了条件。
 （4）灵活性较大。
微波通信属点到点通信形式，在通信设施部署上能够较方便地克服地形带来的不便，与电缆、光缆通
信相比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因此，微波通信是国家通信网中的一种重要通信手段，也普遍适用于各种专用通信网。
 微波通信存在的主要缺点如下。
 （1）中继站定点比较复杂，有时为了更好地利用地形，需要将站址选择在山顶上，带来站点部署（
施工）与维护的不便。
 （2）易受地形、对流层和气候条件等自然环境与因素的影响。
 （3）通信保密性差，尽管微波通信具有很好的方向性，但作为一种暴露式通信，容易被截获与窃听
。
 2.1.4红外线 红外线是太阳光线中众多不可见光线中的一种，又称为红外热辐射。
红外线的波长大于可见光线，它按波长可分为三部分，即近红外线、中红外线和远红外线。
 基于红外线的无线通信系统采用光发射二极管（Light Emitting Diode，LED）、注入型激光二极管
（Injection Laser Diode，ILD）来进行节点与节点之间的数据交换。
红外设备发出的光非常纯净，一般只包含电磁波或小范围电磁频谱中的光子。
红外信号直接或经过墙面、天花板反射后，可以被视距范围内的接收装置所接收。
红外线传输可以达到较高的传输速率，且安全性能高，抗干扰性强。
但受视距影响，其传输距离短，只能实现近距离通信；红外线对于非透明物体的透过性极差。
不能穿透非透明物体，任何不透明的物体都会阻碍红外线信号的传播，因而不适用于移动通信。
另外，红外通信点到点的连接，使其难以灵活地组成复杂的多点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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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网络工程系列教材:无线与移动网技术》既可作为高等学校网络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
专业相关课程教材，也可供网络工程从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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