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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您渴望快速了解认知无线电技术吗？
琳达·E·多伊尔编著的《认知无线电基础》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您所需要知道的关键概念和挑战，包
括安全、规范和设计以及构建认知无线电等方面的问题。
《认知无线电基础》运用描述性语言和尽可能少的数学，使得复杂的概念容易理解，为您提供了一个
完美的技术介绍，使您轻松面对未来的挑战。

分类描述的语言和尽可能少的数学使得复杂概念更容易理解； 包含技术上和管理规范上的挑战是发展
认知无线电技术的基础；
确定了技术发展过程中始终是核心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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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4.5 从资源分布的角度采取行动　　查看表3.2，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应用需要进行资源动态分配。
这些行为可以被分为两类。
第一类就是令单个无线电获取更多资源，例如更多时隙或者更多频率或者更多扩频码。
　　第二类是如何分割资源。
这个归纳起来就是改变使用的多址接人技术。
物理层以上的MAC处理如何进行多址接人问题。
根据3.4节一开始的讨论，给予认知无线电的资源就像一个静态的MAC -样。
尤其是定义“认知无线电将被分配一些频率、扩频码、时隙，或者这些混的资源”。
因此对现有的MAC协议进行调整或者动态的调整是可能的。
事实上，自适应MAC概念在认知无线电领域非常重要。
在了解更多的感知技术后，我们将在下一章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讨论。
3.4.6 从高层的角度采取行动　　到现在为止，讨论的重点主要都在物理上的设计和物理层波形的调整
。
因为编码和差错控制编码和多址接人问题都在MAC层，MAC层方面也进行了讨论。
就像以前章节中所强调的，无线电不是一个单独的实体，而是运行在网络中。
为了成为网络的一部分，无线电节点需要其他的功能。
因此，认知节点要比认知无线电更加灵活。
从一个节点的角度来看，因为认知无线电可以在高层设置参数，所以可采取的行动比无线电的物理层
行动更加丰富。
　　除了物理层和MAC层，系统还有许多其他层。
网络层在MAC层之上，而MAC层在物理层之上。
数据的路由在网络层进行处理。
网络层之上是与无线电应用有关的层。
还有些层负责处理数据安全和其他功能。
在这些曾有非常多的选项可以选择，因为数量巨大这里无法一一列举。
但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更强或者更弱的安全措施可以被选择，不同的路由协议也可以被选择（节
点从基于基础结构的模式调整为ad hoc模式）。
当链路中断时，动态控制路由或者自适应路由在公共安全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应用。
在绿色无线电中，各种路由和理由选项都给出了能量效率的计算量，因此可以选择能量效率最优的组
合选项。
选择新的或更多的设置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3.4.7 联合采取行动　　最后一个需要分析的方面是认知无线电采取的行动是存在局限的。
这看起来似乎有点矛盾，但是就像3.4节一开始讲的，不是所有的认知无线电都可以采取所有的行动。
任何的认知无线电都被分配了一定的资源和能力。
当资源和能力都有限的时候，认知无线电有两种选择。
第一个情况就是，认知无线电可以利用所有分配的资源和能力。
因此，例如，没有MIMO天线系统的认知无线电可以充分利用单天线。
第二种选择就是，与其他的所谓支持无线电采取联合行动。
这里认知无线电被看作一个分散的节点。
因此，认知无线电可以利用附近一个具有MIMO系统的无线电。
可以将信号发送给自己附近具有MIMO系统的节点，而该节点可以中转接收的信号给远距离的目的节
点，因此发射信号获得了空间分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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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剑桥无线基础系列：认知无线电基础》回避了复杂的数学描述，力求用浅显且形象的语言对认
知无线电技术的基本要素进行了介绍。
首先对认知无线电技术起源和发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接着本书将认知无线电的基本要素分为——观测、决策和行动三部分，描述了这三部分的逻辑关系和
作用，并对每一种基本要素可能的解决方案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最后，对认知无线电技术在实际应用中的关键问题—一安全性、平台开发和规范进行思考，分析了需
要解决的问题和可能的方案。
文中实例丰富，语言生动易懂，可作为无线电工程师、研究人员、通信专业学生学习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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