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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在近几年无线传感器网络学习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开发经验进行编撰的。
本书共分5篇18章，主要介绍无线传感器的原理及实践开发技术。
本书在介绍无线传感器网络基本原理和理论后，重点阐述无线传感器网络实践开发技术。
第1篇是无线传感器网络概述，第2篇是无线传感器网络原理，第3篇是zigbee(t1
2430)实践开发技术，第4篇是zigbee(jennic)实践开发技术，第5篇是丁lnyos实践开发技术。

　　本书的特点是在编写过程中除介绍其基本理论外，突出了实践的重要性。
在内容的编排上淡化了学科性，避免介绍过多偏深的原理、理论，而注重理论在具体运用中的要点、
方法和技术操作，并结合实际范例，逐层分析和总结。
本书侧重于实践操作，将教材内容与工作岗位对专业人才的知识要求与技能要求结合起来，将开发实
例提升到一个较重要的位置，按照“理论一平台构建一开发实例”的组织结构编写教材。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院校本专科生和各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教材，也可以作为研究生进行无线传感
器网络开发和研究的参考书。
只要具备基本的软硬知识的人员通过此书的学习就能够较快地了解并熟悉无线传感器网络原理和掌握
其开发实践技术。
本书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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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1章 无线传感器网络简介 短距离无线网络概述 1．1．1 短距离无线通信的特点 随
着通信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的应用步伐不断加快，正在日益走向成熟。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和工程界对短距离无线通信网络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
一般而言，短距离无线通信的主要特点是通信距离短，覆盖距离一般为10～200m。
另外，无线发射器的发射功率较低，发射功率一般小于100mW，工作频率多为免付费、免申请的全球
通用的工业、科学、医学（Industrial，Scientific and Medical，ISM）频段。
常用的ISM频段有27MHz，315MHz，433MHz，868MHz（欧洲），902～928MHz（美国）和2．4GHz
。
目前，在我国使用最多的还是27MHz，315MHz，433MHz和2．4GHz等ISM频段。
 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所包含的范围很广，在一般意义上，它是指集信息采集、信息传输、信息处理于
一体的综合型智能信息系统，并且其传输距离限制在一个较短的范围内（通常是几米以内）。
短距离无线通信网络通过各类集成化的微型传感器之间的协作进行实时感知、采集和监测各类感兴趣
的信息。
经过十多年的不断探索，在短距离无线通信领域形成了当今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无线通信协议和产品
。
短距离无线网络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在家庭信息化、生物医疗、环境监测、抢险救灾、防恐反
恐等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已经引起了许多国家学术界和工业界的高度重视。
 低成本、低功能和对等通信，是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的三个重要特征和优势。
 首先，低成本是短距离无线通信的客观要求。
因为各种通信终端的产销量很大，要提高终端间的直通能力，没有足够低的成本是很难推广的。
 其次，低功耗是相对于其他无线通信技术而言的一个特点。
这与其通信距离短密切相关，由于传播距离短，遇到障碍物的概率也小，发射功率普遍很低，通常
在1mW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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