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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通信网络的数字化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国内也进行了十几年。
在这个过程中，通信网络正在逐步计算机化，其结构和功能越来越复杂，技术更新也越来越快，使得
对通信网络的研究和开发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就提出了革新传统开发方式的要求，需要研发方
式由完全基于实物转变为尽量采用仿真手段辅助。
仿真作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科学方法，除了可以用于验证设计方案、测试产品、减少研发成本外，对
生产流程的科学化也有很大的帮助。
然而，通信网络仿真是一种涵盖计算机和通信两个领域的技术，需要结合两个领域的知识才能运用得
当。
OPNET自问世以来，其排名就一直位居网络仿真软件的前列，现在OPNET已经具有魔术般令人眩目
的功能，但由于其精巧复杂的结构，使用起来让人如坠泥沼，学习和掌握OPNET也并不是能在短期内
能完成的，其复杂程度可以用令人筋疲力尽来形容，很多研究人员都迫切需要一本对其相关知识和使
用技巧进行全面、综合介绍的书籍。
为此，作者编写了《OPNETModeler仿真建模大解密》，本书力求帮助读者在循序渐进地了解背景知
识和软件操作的同时，达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境界，其中，第1章对OPNET及其同类产品的特点
做了简要的介绍；第2章引入了系统仿真与网络仿真的基础知识，并从理论层面上分析了Modeler的建
模方法；第3章对Modeler建模概念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包括网络、节点、进程域的基本概念；建模中
常用的模型衍生、继承与C++中概念的区别；以及运行仿真的相关知识，模型文件变成可执行程序的
流程，与一般C/C++代码编译过程的关系；第4章对建模概念对应的操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包括各种
属性和数据结构的定义、各域的建模操作、仿真执行的各种途径和可选参数，并在适当的地方深入介
绍了它们的执行效果及其原理；第5章介绍了一些特殊的建模技巧，这些技巧够对提高仿真结果可信
度、可比性提供帮助；第6章介绍了常用资源的使用技巧，包括应用、应用需求、IP、IPQoS、IP多播
、MANET等标准模块；OPNET模型支持库（OMS）；以及一些内建的数据结构和算法，这些资源的
熟练使用无疑会帮助读者提高仿真建模的效率和能力；第7章介绍了使用VC6、VS.net、CDB、ODB等
手段调试仿真程序的方法，通过动画提供可视调试信息的办法；第8章介绍了编程接口的使用，通过
这些接口，用户可以对Modeler进行二次开发，实现自动生成仿真模型、定制界面等目标；第9章介绍
了作者精心编写的6个实例，包括高级编程技巧的跳频电台建模、界面定制的ETS应用实例、利
用Modeler为后台仿真引擎的ESA应用实例、Modeler与Matlab联合仿真的实例、可复用的无线动画类实
例，这些实例在着重表现一个主题的同时，还展示了3～8种技巧，实际上相当于20～30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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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OPNET Modeler是一款网络仿真的软件，主要用于网络设计，能够满足大型的、复杂的网络仿真需要
，帮助设计人员设计和分析网络、网络设备和通信协议。
本书着重介绍OPNET产品系列的技术核心——网络建模，以及相应软件Modeler的基础概念与使用技
巧，本书从仿真理论基础开始，逐步展开介绍Modeler建模的基础概念，分级梳理Modeler的实用技巧
，探讨常用模型资源的使用，并在其中穿插讲解相关的技术内幕，最后给出实用性与启发性兼备的复
合型精编实例。
讲解由浅入深，内容详实透彻，是各阶段使用者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
    本书可供使用OPNET进行网络仿真、网络协议研究开发、网络规划、网络性能优化等工作的技术人
员阅读参考，也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网络及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学习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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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嵩，生于武汉，长于重庆，本科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计算机应用专业，硕士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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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模型接口描述属性接口最复杂的方面就是接口描述，它与提升的内部属性相关。
所有从内部模块（节点模型）或子模型（进程模型）提升的属性，都在属性接口重新分组。
接口描述的作用就是在提升至下一级之前对这些属性作一些改变，包括更名、属性合并、继承属性特
性等。
其中最常用的就是更名，这允许属性以更熟悉或适合模型用户理解的名称出现。
（1）更名更名能在属性的旧名称和新名称之间建立一个映射关系。
当属性被提升时，通常都会带上所属模块或模型的名称为前缀，以便形成唯一的名称标识，但这会妨
碍用户的理解，所以常需要去掉前缀来简化表达，屏蔽对用户无意义的内部结构信息。
这就是这个关系存在的意义。
当对属性进行更名后，模型用户通过用户接口就只能看见新名称。
换句话说，当模型的实例对象被创建时，对象获取属性并使用新名称呈现。
然而，在模型内部，属性的旧名称仍然可用。
因此，在模型或模块自身的上下文中，仍然使用旧名称引用。
这是由于在仿真中，仿真核心不能假设所有实体都知道自己存取的属性被更名了，而且在模型定义后
“修饰性”的更名可以不断发生，所以无法在设计时就知道将被改成什么名称，而只能使用定义时的
名称。
为了支持在对属性名称进行更名的同时继续使用旧有的模型，尤其是进程模型、链路模型及管道阶段
函数，仿真核心提供了根据模型实例的上下文使用原名或新名称的能力。
更名机制如图3.5 所示。
（2）继承属性特性当在属性接口上定义属性特性时，可以指定各成分的“继承状态”。
“继承状态”指定了该属性是否继续使用原有的特性成分定义。
由于各成分都拥有自己的“继承状态”，所以可以部分地继承原有的属性特性，或部分地替换原有的
属性特性。
符号映射的继承比其他的特性成分更复杂。
Modeler允许逐符号地控制继承，而不是继承整个符号映射，甚至“是否允许其他值”这个特性也可以
被继承或更改。
如果允许，则可以添加新的符号与对应值的映射关系。
这些符号被看做“新增”的符号，意味着它们将被附加到符号映射表中。
原有符号映射表中的关系也可以被移除，这些符号是“被抑制”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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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OPNET Modeler仿真建模大解密》：理论与实践兼备，基本概念与实际操作俱全，全面系统地梳
理Modeler的相关知识，讲解由浅入深，内容翔实透彻，富于实用性和启发性的复合型精编实例，是各
阶段使用者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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