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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线传感器网络可生存理论与技术研究》首先从多重覆盖、多连通拓扑、多路径传输3个方面
介绍了容错的无线传感器网络可生存技术；考虑到入侵与故障的不同，区分了容错和容侵这两个概念
。
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安全结构、入侵检测及生存性定量评估技术。
随后，以移动节点的定向补位和播撒节点作为更新性补偿资源，研究了无线传感器网络自再生的可生
存技术。
最后，从应用出发，定义系统的关键服务，根据关键服务的需求，设计了应用驱动、紧急优先的MAC
协议，探索在条件受限情况下保证优先级任务的&ldquo;应用可生存技术&rdquo;。
　　《无线传感器网络可生存理论与技术研究》可以作为传感网、物联网等相关技术人员的参考资料
，也可以作为计算机、通信、网络等相关专业研究生学习可生存技术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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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覆盖与冗余的多重覆盖　　无线传感器网络中，大量的传感器节点组成多跳无线自组网，
传感器节点负责感知本地的数据，将其融合后的处理结果发送给基站，基站再将数据转发给用户。
在这一过程中，涉及传感器网络的许多重要机制，如：覆盖、数据感知、数据传输及处理等。
而这一过程的第一步就是对目标区域进行覆盖，它是无线传感器网络配置首先要面临的关键问题--没
有感知区域的覆盖，网络的可用性和生存性都无从谈起。
网络覆盖可在物理上提供节点级的冗余（多重覆盖），同时为感知信息的冗余性提供了保障，这构成
了无线传感器网络可生存性的基础。
鉴于多重覆盖或者说覆盖冗余性的重要性和基础性，本章研究多重覆盖，为可生存的无　　线传感器
网络提供冗余性的基础。
　　2．1 网络覆盖与覆盖控制　　无线传感器网络覆盖控制是指通过对网络中传感器节点的空间位置
分布调节实现对被监测区域或目标对象物理信息的感知，它从根本上反映了网络对物理世界的感知能
力。
网络覆盖在无线传感器网络设计中的重要性与网络拓扑连接（第3章讨论）并列，是网络运行必须解
决的基本问题。
网络连接侧重于节点间通信能力的连接，使得采集的物理信息能够顺利地传送到网络终端；而无线传
感器网络的覆盖受无线传感器网络&ldquo;感知&rdquo;任务特性的影响，其关注的问题不同于传统的
网络覆盖，它反映了传感器网络所能提供的&ldquo;感知&rdquo;服务质量，从网络感知物理世界的角
度，关注通过网络节点的位置分布完成满足应用需求的被监测区域物理信息的采集。
　　覆盖控制的目的是优化无线传感器网络覆盖，从而合理分配网络的空间资源，更好地完成环境感
知、信息获取任务，这对提高网络生存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高效地覆盖控制策略，不但可以更大范围、更精确地对目标进行探测、跟踪，还可以显著节约网络的
能量消耗，延长网络的生存时间。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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