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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获取信息、传递信息的最基础的网络，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研究和应用发展非常迅猛。
目前非常热门的两个概念——物联网及智慧地球，其核心技术就是无线传感器网络。
因此，相关技术人员有必要对无线传感器网络深入了解和认识。
无线传感器网络集传感技术、无线通信技术、网络互联技术以及分布式计算技术等为一体，具备部署
快速、节点众多、自组织成网、较强的抗毁和自愈能力等优点。
它是由一些微型传感器节点组成的网络，能够实时监测和采集各种监测对象的信息并传送到用户进行
分析和利用。
它通过携带能量有限的电池来供应能量，通常部署在区域环境复杂，甚至工作人员不能到达的场合，
而且成本较低，在军事、环境监测、气象、工业控制、外层空间探索等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现在的移动通信实现的是人人互联，而无线传感器网络解决的是物物互联，将开拓通信网络中物物互
联的全新业务即物联网，预计未来物联网的物物互联业务将超越现在移动通信的人人互联业务.嵌入在
物体中的各种传感器与互联网相连的物联网技术，被称为是继计算机、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之后的又
一次信息产业浪潮，由物联网和互联网构成智慧地球。
智慧地球的基础是需要世界更全面的互联互通和更深入的智能化，它涉及几乎所有的行业并赋予人们
能力去越来越智慧地解决问题。
这些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都为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无线传感器网络将形成
巨大的、全新的制造、运营产业。
美国总统信息科技顾问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无线传感器网络是21世纪最具有经济前途和科技重要性的
九大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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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线传感器网络原理及应用》对无线传感器网络的众多关键技术，如网络体系结构、MAC层协
议、路由协议等做了详细而深入的描述，同时还着重探讨了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开发和应用，安排了无
线传感器网络的硬件开发、嵌入式操作系统TinyOS和MiniOS等内容。
最后，针对无线传感器网络应用方面的最新成果进行全面介绍，有助于读者开拓视野，打开研究思路
。
　　《无线传感器网络原理及应用》既注重基础理论知识，又注重技术的工程实用性，可作为通信与
信息系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网络、电子与信息、传感器技术等专业的大学本科高年级学生
和研究生的教材、教辅和教学参考书，也可作为对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感兴趣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
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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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第二大性能指标是网络的覆盖范围。
对于一个实际网络来说，能够覆盖更大的范围通常是更有意义的事情，而且终端用户使用也会更方便
。
在无线传感器网络中，覆盖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单个节点的无线通信距离，因为采用多跳通信技术可以
大大扩展网络的覆盖范围，理论上可以无限地扩展网络的范围，但在实际应用中，覆盖范围越大，也
就预示着信息传递所需经过的节点越多，同时对于处于关键路径的节点来说，需要传输的次数也会越
多，从而增加网络节点的功耗，降低网络的工作寿命。
和覆盖范围相关的是网络容纳节点的数量，即可扩展性。
可扩展性是无线传感器网络的一大优点。
网络用户可以先组建很小的网络，随后不断增加传感器节点以采集更多的信息.该网络采用的技术必须
能满足其网络扩展的要求。
与此同时，在网络扩展过程中，必须注意这样的问题：增加系统中网络节点的数量会影响到系统的工
作寿命和采样速率。
因为更多的节点意味着更多数据的无线传输和更多的功耗，并且原来的采样周期也会相应增加。
1.3.3 网络搭建成本和难易程度网络搭建容易是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突出优点.由于无线传感器网络通常可
以自组织网络，因此施工人员就无需了解其底层的通信机制，没有经过特别培训的人员也可以在其关
心的区域中组建简易的无线传感器网络。
理想情况下，传感器网络可以根据任意的节点布置方式自组织网络。
但是在真实的应用环境中，不同的场景和目的制约着节点的布置方式，节点不可能任意无限制地布置
，所以在搭建网络时，无线传感器网络还应该能够自我评定网络组建的性能以及指示潜在的问题，这
就要求任意一个节点都可以发现与其相关的链路信息并评定其链接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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