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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认知无线电技术及其应用》从分析认知无线电的定义入乎，研究了认知无线电与其他各种无线
电概念的关系，从系统组成和经典体系架构等角度明确了其内涵，详细介绍了认知无线电的研究范畴
和无线频谱感知、动态频谱接入管理、认知自适应传输、跨层优化、自主学习等关键技术，同时也涵
盖了软件定义无线电、认知无线网络等相关内容。
最后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认知无线电的相关标准、研究项目和可能的应用。

　　通过《认知无线电技术及其应用》，读者将理解认知无线电的背景、概念和内涵，掌握主要的关
键技术，了解认知无线电将来的发展趋势及应用场景。

　　《认知无线电技术及其应用》既可以供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等领域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阅
读、参考，也可以作为高等院校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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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频谱切换概率：频谱切换次数与通信次数的比值。
在认知无线电系统中，频谱切换会使通信的链路中断，接人新的信道也会有延迟，因此频繁的频谱切
换会带来链路层延迟，同时更高层也会受到频谱切换的影响，造成整个系统性能的下降。
所以，在设计频谱切换算法时要尽量降低认知系统的频谱切换概率。
　　（2）掉话率：掉话次数与成功建立通信连接次数的比值。
掉话率过大必然会降低对用户的服务质量，因此在设计切换协议时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降低认知用户的
掉话率。
　　（3）切换延迟：在切换执行过程中由于频谱选择、节点处理等一系列原因，会产生一定的切换
延迟，若切换延迟过大，不仅会降低认知用户自身的服务质量，也会对具有频谱优先使用权的授权用
户产生干扰，所以在设计切换算法及协议时应尽力降低频谱切换的切换延迟。
　　5.5.1.2 频谱切换分类　　国际上对下一代移动通信系统中的切换分为水平切换与垂直切换。
　　水平切换是指使用同一技术的网络内部的切换。
水平切换是通过测量移动节点接收到的信号强度和新小区的可用资源来确定是否切换，如果信号强度
降低到门限值以下，则启动切换，从而更改接入点，同时改变用户连接的路由。
当网络控制切换或移动台辅助切换时，由网络确定切换；当移动台控制切换时，移动节点自己检测信
号强度，自己做出切换决定。
在执行切换过程中，移动节点可先与目标基站建立链路之后再释放原有链路，也可以中断原有链路后
再与新基站建立连接，这两种情况下的切换方式就是通常所说的硬切换方式，即移动节点同一时刻只
能使用一个信道通信；移动节点也可以同时使用多个信道与多个基站通信，俗称软切换，即在选择它
的附着点之前可同时监听候选基站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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