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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使用计算设备的环境与方式在最近10年内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笔记本电脑
和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得到广泛普及，在一些用户群体中，甚至超过了人均一部的水平；计算设备多
媒体功能的增强使得用户所能接入到的以及网络所能提供的媒体内容量爆炸性地增长；基于互联网的
云计算促进了各种资源的互相连接与融合；主干网和最后一千米部署的光纤把宽带接入家家户户：无
论是办公、居家还是旅行，无线都曰益成为用户所追求的体验。
所有这些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对802.11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这一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标准不
断发展。
802.11n的公布就是这一过程中最近的里程碑。
　　作为绝大部分无线局域网所采用的技术，802.11系统和设备的部署非常广泛。
对这样一个标准进行重大的性能升级，而且同时还要保持与传统设备的共存与兼容性，其复杂性和挑
战性可想而知。
本书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本详细讲解802.11n物理层和媒体接入控制层的著作，涵盖对标准文本的权威解
读和标准由来的全面讨论。
本书首先是读者深入学习了解和管理802.11n网络的参考手册。
更重要的是，身为802.11n标准提议、演进和最终定稿的见证人，作者在书中花费了大量篇幅讲解“为
什么”、“怎么做”和“哪些没有被选择”这些在协议文本中完全看不到的内容。
这对于深入理解一个复杂的标准规范，尤其是802.11n这样的标准大有裨益。
本书体现了不可多得的来自最权威作者的观点，有助于读者从系统架构的角度，培养自己思考和参与
制定标准的能力。
本书对理解和设计目前的许多无线基础设施建设的热门技术，如无线城市、固定移动融合、高速数据
终端应用等具有指导意义。
书内丰富的网络实例和模拟结果也使它成为一本不可多得的案头必备书。
　　本书最终得以出版，离不开合作者的专业精神和朋友们的热情帮助。
赵利博士对本书物理层部分有关章节的翻译和审阅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
黄铭峰协助完成了大量的文字和图表编辑工作。
黎家亮对初稿进行了审阅并给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需要感谢的还有彭鹏、李暾、汪腾、钟静、骆佳、胡迪、黄乐知等，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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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描述了802.11n的协议原理、实现细节和关键新功能，对802.11n的吞吐率、强健性和可靠性方
面的增强功能(如MIMO、40MHz信道以及分组聚合等)进行了深入讨论，并给出了与先前版本802.11协
议族的兼容问题和互操作性的总结。
    本书适合于无线局域网的设计、组网和工程技术人员以及相关领域(蜂窝通信系统、城域无线网)的
工程技术人员阅读，也可用作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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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7章媒体接入控制　　媒体接入控制（MAC）层提供了众多功能，其中的寻址与信道接入控制
使得同一网络上的多个站点之间相互通信成为可能。
IEEE802.11常被称为无线以太网。
从寻址和信道接入的角度来说，802.11与成为802.3标准的以太网确有相似之处。
作为IEEE802局域网标准家族中的一员，由于IEEE802.11使用I：EEE802的48位全地址空间，它与以太网
在链路层上兼容。
802.11MAC也支持对无线媒体的共享接入，这是通过一种被称为带碰撞避免的载波侦听多址（CSMA
／CA）的技术来实现的。
该技术与最初的（共享媒体）以太网上的带碰撞检测的载波侦听多址（CSMA／CD）相类似。
两种技术的共同之处在于，如果检测信道的结果是“空闲”，则站点被允许传输；如果检测信道的结
果是“繁忙”，则站点后延传输。
尽管如此，以太网与802.11运行所基于的传输媒体很不一样，决定了两种技术也有一定的差别。
　　以太网信道接入协议的基本原理是：首先等待信道变为“空闲”，然后开始传输，如果在传输过
程中检测到碰撞的话，则停止传输并且开始一个随机回退时段。
而在无线媒体中传输时，发射机不可能检测到碰撞。
因此802.11信道接入协议试图避免碰撞。
一旦信道变成“空闲”，站点开始等待一个随机时段，在此期间其继续进行媒体侦听。
如果直到等待时段结束时信道仍为“空闲”，则站点开始传输。
由于一般来说另外一个等待接入媒体的站点会选择不同的时段长度，因此随机时段能降低碰撞几率。
这就是CSMA／CA的原理。
　　CSMA／CA技术所支持的简单分布式、基于竞争的接入协议构成了802.11MAC协议的基础，也是
与以太网有不同开始之处。
无线媒体与有线介质差异很大，其具备数项额外特性。
　　（1）无线媒体上很容易产生传输错误。
因此一个低延迟、链路层级别的错误恢复机制会对其大有帮助。
　　（2）在无线媒体上，不是每个站点都能“听到”其他所有站点。
一些站点可能能“听到”在数据交换一端的站点，而不能“听到”远端的站点（隐藏节点问题）。
　　（3）距离和其他环境因素对信道所能支持的数据速率影响很大。
同时，由于站点的移动性或者环境改变，信道状况也可能随着时间改变。
站点需要持续不断地调整它们之间交换信息的数据速率来优化吞吐率。
　　（4）站点通常是移动的，因此需要能让它们在改变位置时与不同的WLAN关联与去关联的管理机
制。
　　本章介绍了802.11n引入增强内容之前的802.11MAC：的概要。
介绍了协议层的背景信息之后，再介绍802.11管理功能的概要。
后续介绍信道接入和数据传送方面的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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