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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部署以语音业务为主体的蜂窝系统开始至今，无线通信服务已经历了漫长历程。
当今在语音和高速率多媒体应用中对无线接入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新一代的无线通信系统正试图通
过更好的资源管理和改进的传输技术使得这种与日俱增的需求得以缓解。
　　人们希望引入软件定义无线电并实现可用于无线电的机器学习，以增加频谱接入、改善频谱效率
。
这对无线电研究人员而言就意味着一种新的令人神往的意境。
　　本书旨在从几个方面讨论认知无线电、软件定义无线电（Software Defined Radio，SDR）和自适应
无线电的概念。
我们将在增强无线通信系统的大的方面上探讨认知无线电和认知网络，同时强调对频谱利用率的优化
。
本书涵盖了如认知无线电的定义、软件无线电和认知无线电架构、认知网络、频谱效率和软频谱使用
、自适应无线通信系统设计、可变参数的测量和感知（如干扰温度与地理位置信息）、物理层接入技
术、跨层自适应相关思想等重要概念。
　　内容结构　　在第1章的概论之后，全书结构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基础概念和架构（
第2～7章）　　·感知、测量和传感（第8～10章）　　·物理层接入技术（第11、12章）　　·认知
无线电和软件无线电的应用（第13、14章）　　连同软件无线电，第1章提出了一个较为广义的认知无
线电概念，同时给出了其发展简史和推动因素，包括经济方面的因素。
第2章主要介绍了认知网络的概念，并同认知无线电和跨层自适应作比较。
这一章还提出了认知网络设计和相关实体。
第3章对理想认知无线电的架构，尤其是在关键机器学习技术方面进行了描述。
认知无线电架构的组件及其功能、认知循环、推论结构以及如何在软件无线电架构的顶层建立认知无
线电架构，这些都在本章给出了详细解释。
第4章进一步介绍了软件无线电架构及其与认知无线电的联系，详细描述了软件无线电架构下的组建
模块。
第5章介绍了通信价值链并探讨了认知无线电改变价值链的途径以及认知网络。
动态频谱接入能够极大地提高频谱效率，故而在认知无线电中极为重要。
因此第6章从博弈和编码理论来讨论认知无线电的动态频谱接入方面的内容。
第7章讨论了认知无线电共存的几种类型，以及从MAC方面对认知无线电的效率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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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部署以语音业务为主体的蜂窝系统开始至今，无线通信服务已经历了漫长历程。
当今在语音和高速率多媒体应用中对无线接入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新一代的无线通信系统正试图通
过更好的资源管理和改进的传输技术使得这种与日俱增的需求得以缓解。
人们希望引入软件定义无线电并实现可用于无线电的机器学习，以增加频谱接入、改善频谱效率。
这对无线电研究人员而言就意味着一种新的令人神往的意境。
《认知无线电、软件定义无线电和自适应无线系统》旨在从几个方面讨论认知无线电、软件定义无线
电(SDR)和自适应无线电的概念。
我们将在增强无线通信系统的大的方面上探讨认知无线电和认知网络，同时强调对频谱利用率的优化
。
《认知无线电、软件定义无线电和自适应无线系统》涵盖了如认知无线电的定义、软件无线电和认知
无线电架构、认知网络、频谱效率和软频谱使用、自适应无线通信系统设计、可变参数的测量和感知(
如干扰温度与地理位置信息)、物理层接入技术、跨层自适应相关思想等重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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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认知无线电和认知网络的另外一个重要差别就是其支持的异构程度。
认知网’络既能应用于有线网络也能应用于无线网络，而认知无线电仅能应用于无线网络中。
因为认知网络可能跨越有线和无线媒质，所以它对优化那些通常难以集成的异构网络的性能是十分有
用的。
　　与认知无线电相比，认知网络由多个节点组成的这一事实在认知处理是如何进行之中也增加了一
个自由度。
认知网络可以选择实现全分布式、部分分布式或集中式认知进程。
　　2.2.2 跨层设计与跨层设计的共性　　通过非邻接的各层之间直接通信或者在各层之间共享内部信
息来打破传统的分层方法的设计被称为跨层设计[3]。
认知网络间接共享在严格的分层结构中不可从外面得到的信息。
因此，认知网络是在执行跨层设计。
　　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共同主题是在两者之中观察数据提供给各层的自适应而不是各层提供观察数据
。
在认知网络中，协议层向认知进程提供对当前状态的观察结果。
于是认知进程确定对网络什么是最优的，并且修改网络元素协议栈的配置。
与跨层设计的区别　　尽管有相似之处，认知网络远远超出了跨层设计的范围。
认知网络支持不同目标间的折衷，并且为了完成它而实施多目标优化（MOO），而跨层设计典型地
是执行单目标优化。
跨层设计执行不能反映网络层面的性能目标的独立优化。
设法独立地获得每一个目标就好比次最优，并且随着在一个节点内的跨层设计数增加，各独立的自适
应之间的冲突将导致自适应循环L4]。
通过在优化进程中联合考虑所有的目标，这一缺陷在认知网络中得以避免。
　　学习能力是另外一个重要差别。
认知网络能够从过去的决策中学习并将学习的知识应用到未来的决策中。
跨层设计是无记忆性的自适应，当给定相同的输入时，其响应也相同，不管在过去执行该自适应有多
么的糟糕。
既然我们对层间相互配合的理解是有限的，那么从过去的行为学习就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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