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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线传感器网络以高度分布式的拓扑结构，通过无线的传输方式，把在不同地点的传感器连接成
为网络，共同完成感知／监控、计算、通信、控制等功能，在军事和民用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同步技术：参数估计、性能基准及协议》研究了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核心关
键技术之一：时钟同步技术。
当执行数据融合、功率管理、传输调度、定位和安全等许多操作时，时间同步对无线传感器网络是至
关重要的。
本书在介绍通用时钟模型的基础上，总结了一系列适合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时钟同步协议，特别是推
导了有效的时钟偏移估计方案和其性能基准。

　　本书为电子和计算机工程的研究生提供了理解和学习时钟同步协议、算法和性能的非常有价值的
参考，也为相关研究人员在设计有效的时钟同步算法、改进现有的同步协议的性能过程中提供很好的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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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传统的有线网络时间同步已经被研究得很彻底了，在文献[2]的研究中，提出了很多同步协议。
然而对于WSNs，在设计时间同步协议时，需要考虑很多特别的和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将在下面列
出来。
　　1.能量消耗　　在WSNs中，能量消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因为有限且不可充电的能量资
源。
因此，WSNs应该被设计成每个传感器节点维持最小的能量开支。
在这点上，一般会考虑各种类型的功率控制程序，例如休眠／唤醒模式和动态路由控制。
因为要获时钟同步需要无线传输，而无线传输将消耗大量能量，因此时间同步是能量消耗的一个关键
部分，一个研究表示，用于一个节点时间同步的能量消耗是近似于一个节点总能量消耗的17%。
Pottie和Kaiser在文献中指出，在距离为100m时传送lbit信息需要的射频（RF）能量大致等同于执行三百
万个指令的能量（如3焦耳）。
因此，开发有效的同步算法反映了一个理想机制，即用增加计算的能量代价达到减少RF能量消耗的目
的。
总而言之，在设计时间同步协议时，能量效率是最关心的。
　　2.延迟　　在设计通信网络时，信息传输中的延迟是最基本因素。
对于依靠多跳传输的网络如WSNs，因为随着跳数的增加，信息传输的时延不确定性就大大增加，减
少延迟显得尤为重要。
还有，无线信道的变化，节点的移动性和WSNs中自组织特性的影响，都使同步问题变得更复杂。
因此有效定位和时间同步协议对于减少延迟错误和抖动是必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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