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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方位地研究了无线传感器与执行器网络的组网问题，涵盖了该领域涉及的所有内容，并提供了
最新研究成果。
本书共分为l0章，涉及无线传感器与执行器网络的应用、模型、问题与解决策略，节能骨干网和广播
，传感器区域覆盖，地理位置路由，组播、地域群播和任意播，汇聚节点移动性、拓扑控制、位置服
务、协同通信和传感器配置。
本书内容新颖丰富、全面翔实，知识系统完整，行文通俗易懂，既包含了对当前科学问题研究方法的
描述，也包含了对现有重要解决方案的综述，提供了可读性强、信息丰富的内容，并配有大量的表格
、插图和实例。

 本书的适用对象为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专业的科研人员和研究生，以及电信业的研究和开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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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6.4 延迟容忍网络的汇聚节点移动性在本节中，我们对延迟容忍WSN中的移动汇聚节
点节能数据采集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
我们首先研究直接接触数据采集方法，然后研究基于汇聚点的数据采集方法。
6.4.1 直接接触数据采集在直接接触数据采集中，移动汇聚节点以单跳通信方式，直接从数据源处采集
数据。
汇聚节点可能会重传数据，或者在需要时从物理上将数据传送给固定基站。
这种方法能够实现传感器通信能耗最小化，因为传感器之间不需要相互转发数据。
在这种场景中，主要问题是计算汇聚节点最佳轨迹，该轨迹覆盖了所有数据源，且能实现数据采集延
迟最小化。
1.随机数据采集轨迹参考文献研究了汇聚节点随机移动性问题，并提出了一种简单的数据采集算法。
在算法中，传感器将测量数据缓存在本地，等待移动汇聚节点到来。
文献也分析了多汇聚节点场景。
每个汇聚节点随机移动，在通信范围内遇到的传感器处采集数据。
然后，汇聚节点将采集数据传送到无线接人点（如固定基站）。
在汇聚节点随机移动的情形中，传感器端的能耗主要是由汇聚节点发现和后续数据传输产生的。
假定每个汇聚节点在移动时广播一条信标消息。
发现汇聚节点的最简单方法是对无线通信信道进行监测。
一旦传感器接收到信标消息，则它可以断定汇聚节点到来。
但是，连续进行信道监测的能耗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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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无线传感器及执行器网络》既包含了基础理论，又包含了实验和仿真结果，为相关技术提供了详尽
的定性和定量分析。
无线传感器及执行器网络作为一种重要的新型技术，提供了全新的通信和组网模式，出现了诸多新应
用。
针对无线传感器及执行器网络，《无线传感器及执行器网络》提出了一种容错、可靠、低时延、能量
感知的框架，它能够满足各类应用的终极目标，如保护关键的基础设施、实现及时的紧急响应、监控
环境等。
我们采用了一种面向问题的方法，重点对无线传感器及执行器网络中快速出现的计算、通信问题及解
决方案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平衡。
讨论了作为传感器和执行器子集的骨干网，它能够支撑完成基本的数据通信操作或区域感知覆盖。
对用于实现传感器和执行器协同的现有数据通信方案（广播、路由、组播、任意播、地域群播）进行
了综述。
综述了位置服务技术。
讨论了移动汇聚节点执行器数据采集的节能问题。
描述了传感器、执行器和机器人网络中用于协同通信和拓扑控制的相关协议。
综述了无线传感器及执行器网络中与传感器配置问题有关的解决方案。
《无线传感器及执行器网络》全方位地介绍了传感器及执行器网络的组网问题（包含了所有领域，且
提供了最新信息），来自于各领域的业界运营商和学术界都能够学到更多关于组网趋势的知识，对传
感器及执行器网络体系结构更加熟悉，理解未来商业、社会和教育应用进程中的优势与不足：《无线
传感器及执行器网络》适用对象为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和电信专业的研究生，以及工程师、编程人
员和技术人员等从业人员。
国际视野，科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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