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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通信行业正处在一个新的转折时期，无论是技术、网络、业务，还是运营模式都在经历着一场前
所未有的深刻变革。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电路交换技术与分组交换技术趋于融合，主要体现为语音技术与数据技术的融合
、电路交换与分组交换的融合、传输与交换的融合、电与光的融合。
这将不仅使语音、数据和图像这三大基本业务的界限逐渐消失，也将使网络层和业务层的界限在网络
边缘处变得模糊，网络边缘的各种业务层和网络层正走向功能上乃至物理上的融合，整个网络将向下
一代融合网络演进，终将导致传统电信网、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在技术、业务、市场、终端、网络
乃至行业运营管理和政策方面的融合。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通信业务的竞争已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各个通信运营商都在互相窥视着对方的
传统市场。
从用户的角度来看，各种新业务应运而生，从而使用户有了更多、更大的选择空间。
但无论从哪个角度，在下一代的网络中，我们将看到三个世界：从服务层面上，看到一个IP的世界；
从传送层面上，看到一个光的世界；从接入层面上，看到一个无线的世界。
　　在IT技术一日千里的信息时代，为了推进中国通信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传播最新通信网络技术
，推广通信网络技术与应用实践之经典案例，我们组织了一些当今正站在IT业前沿的通信专家和相关
技术人员，以实用技术为主线，注重实际经验的总结与提炼，理论联系实际，策划出版了这套面向21
世纪的《现代通信网实用丛书》。
该丛书凝聚了他们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中的大量经验和体会，以及电子工业出版社编书人的心血和
汗水。
丛书立足于现代通信中所涉及的最新技术和成熟技术，以实用性、可读性强为其自身独有特色，注重
读者最关心的内容，结合一些源于通信网络技术实践的经典案例，就现行通信网络的结构、技术应用
、网络优化及通信网络运营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翔实论述。
其宗旨是将通信业最实用的知识、最经典的技术应用案例奉献给业界的广大读者，使读者通过阅读本
套丛书得到某种启示，在日常工作中有所借鉴。
　　本套丛书的读者群定位于IT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技术管理人员、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高年级学生
、研究生，以及所有对通信网络运营感兴趣的人士。
　　在本套丛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我们受到了业界许多专家、学者的鼎力相助，丛书的作者们为之
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也热切欢迎广大读者对本套丛书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或推荐其他好的选题，以帮助我们在未
来的日子里，为广大读者及时推出更多、更好的通信网络技术类图书。
　　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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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基于WiMAX技术的宽带无线接入系统的协议和技术以及网络规划部署进行了全面阐述
，重点介绍了以IEEE 802.16技术构建的WiMAX宽带无线接入系统，对物理层和媒质接入层的关键技术
进行了系统阐述，给出了作者在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和仿真成果；对WiMAX网络规划进行了系统介绍
，并在此基础上对基于WiMAX的“移动城市”网络规划部署案例进行了分析和技术探讨。
本书讨论了不同应用场景下的安全需求、安全架构与技术以及现有的安全解决方案，并根据作者多年
的仿真实验成果，讨论了基于NS2仿真软件及PMP和Mesh两种机制的WiMAX仿真模块，阐述
了WiMAX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本书内容全面，既适合从事网络规划和设计工作的相关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阅读，也可作为
计算机和通信工程等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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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轮询　　轮询是基站为终端分配专门用于带宽请求带宽的过程。
这些分配可能是给单个终端的，或者是给一组终端的。
给一组连接和／或终端的分配区间实际上就是定义带宽请求竞争IE。
这种分配不是以一个明确消息的形式呈现的，而是UL-MAP消息中包含的一系列　　IE。
轮询是基于终端的。
带宽请求总是基于CID，而分配则是基于终端。
　　当终端被单独轮询时，没有明确的消息被发送来轮询终端。
更合适的做法是，在UL-MAP消息中为终端分配足够的带宽来用于带宽请求。
如果终端不需要带宽，对应的发送区间按3.3.7 节所述填充。
拥有活动的、足够带宽的UGS连接的终端不应该被单独轮询，除非UGS连接包头中的PM位被设置，这
样可以避免单独轮询所有终端，节省带宽。
单播轮询通常通过分配针对终端基本CID的数据授权IE来对单个终端进行，图3.8 为单播轮询的流程图
。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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