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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移动通信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宽带高速数据通信服务的需求。
近年来，分布式天线系统（Distributed Antenna Systems，DAS）已经成为未来移动通信（B3G或4G）的
重要候选技术，这在FRAMES和FuTURE等方案中已经得到证明。
分布式天线系统继承并发展了微单元系统概念，而在微单元系统中，多个分布式天线或访问节点互相
连接，并由一个中心节点来控制。
分布式天线系统也拥有开放式无线结构（Open Wireless Architecture，OWA）的特点，这是未来无线通
信系统的重要属性之一。
由于其具有开放的结构，一些新颖、灵活的无线资源管理方式就可以应用到分布式天线系统中，从而
拥有比传统的中心控制无线通信系统更好的性能。
分布式天线技术的研究目前集中于蜂窝网系统中，特别是网络本身就有分布式结构的自组织网（Ad
Hoc）和网格（Mesh）网络。
然而，许多有关分布式天线系统物理层和高效协议层的技术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分布式天线系统——未来无线通信的开放式架构》是一本详细介绍分布式天线技术的指导书，
包括基本概念、研究进展及待解决的问题。
本书主要围绕分布式天线系统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展开，如系统结构、容量、连通性、可测性、访
问控制、时序安排、动态信道分配和跨层优化等。
本书重点在于介绍分布式天线系统的概念、实现方案、系统集成、性能分析，并给出仿真、实验的结
果，尤其是指出本领域的发展方向。
本书适于相关领域的学者、教师、研究人员、学生、工程师及决策研究者作为参考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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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围绕分布式天线系统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如系统结构、容量、互连性、可测性、访
问控制、时序安排、动态信道分配和跨层优化等。
本书重点在于，结合分布式天线系统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分布式天线系统的概念、实现方案、系统
集成、性能分析，给出仿真、实验的结果，指出本领域的发展方向。
本书既有系统性，又不失重点性，概念清晰，理论分析严谨，逻辑性强，例证丰富，深入浅出地介绍
了分布式天线通信系统中的主要问题，而且，书中还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文献供读者阅读，加深理解。
因此，它是一本可供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使用的很好的教科书，同时也可供无线通信领域的研究人
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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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8.3.3 MANET竞争MAC协议的失败模式　　接入协议中的失败模式是用来解决冲突的技术的产物
，下面描述最通用：　　冲突：发生在接收机由于干扰而不能进行接收时，有主、从两种类型的冲突
。
主冲突发生在当一个节点被期望参与到同时发生的多个包交换时；从冲突发生在当交换被远距离交换
干扰的时候。
　　隐藏终端，是异步载波监听机制的产物。
隐藏终端出现在当正在进行的交换周围的竞争者不能够被载波监听或者包监听抑制时，其竞争将会干
扰正在进行的交换。
　　暴露终端，是异步载波监听和虚拟监听机制的产物。
暴露终端是不能获得接入信道机会的竞争者，由于它始终在与网络不相交的部分对其他的交换进行监
听。
　　方向错误的竞争，是异步接入的产物。
它发生在当一个竞争者试图向一个不适合的接收机发送数据包时，而这个接收机被虚拟监听或者另外
交换载波监听所抑制。
　　聋是异步虚拟监听的失败。
它发生在当虚拟监听所必须的包监听被干扰阻止时，结果是竞争者有可能不能向其应该做的推迟竞争
而产生冲突。
　　阻断发生在竞争接入协议中，其中的目的节点没有被竞争分辨机制所包括在内。
在彼此范围之外而在彼此目的节点范围之内的竞争者重复地获得接入并且彼此干扰，阻断最可能发生
在不随机化接入尝试的同步接入方案中，　　重试计数输出发生在任何冲突接入协议中。
它是当一个源节点察觉到多个连续成功的竞争但是交换失败时的丢包，其结果是因为竞争节点不可能
去区分交换失败的原因。
失败的结果导致目的节点在范围之外，一个授权丢包的条件，没有明显和由上面列出的失败机制所导
致的失败相不同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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