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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重大的改革，已经在教育思想和观念上、教育方法和手段上有了长
足的进步，在较大范围和较深层次上取得了成果。
为了推进课程改革、加快我国大学教育国际化的进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
特别在通信与信息领域，随着微电子、光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及光纤等相关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计
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相结合，使得现代通信正经历着一场变革，各种新技术、新业务、新系统和新应
用层出不穷，传统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已不能满足要求，同时教材内容也需要更新。
在此背景下，我们决定编写一套紧跟国际科技发展又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系列教材
”，以适应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新形势。
　　“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系列教材”涉及传输技术、交换技术、IP技术、接入技术、通信网络技术
及各种新业务等。
我们在取得教学改革成果的基础上，组织了一批具有多年教学经验、从事科研工作的教师参与编写这
套专业课程系列教材。
　　本系列专业课程教材具有以下特色：　　·在编写指导思想上，突出实用性、基础性、先进性和
时代特征，强调核心知识，结合实际应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在教材体系上，强调知识结构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强调课程间的有机联系，注重学生知识运用
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
　　·在教材内容上，重点阐述系统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基本组成、基本功能及基本应用，对一些新
技术和新应用做较系统的介绍。
内容丰富，层次分明，重点突出，叙述简洁，通俗易懂。
　　本系列专业课程教材包括：　　《现代通信概论》、《通信系统原理》、《通信系统学习指南》
、《数字通信》、《现代交换技术》、《光纤通信理论基础》、《光纤通信系统及其应用》、《光接
入网技术及其应用》、《现代移动通信系统》、《数字微波通信》、《卫星通信》、《现代通信网》
、《自动控制原理》、《蓝牙技术原理与协议》、《计算机通信网基础》、《多媒体通信》、《数字
图像处理学》、《网络信息安全技术》等。
　　本系列教材的出版得到北方交通大学教务处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得到北方交通大学出版社、清华
大学出版社有关同志的精心指导和全力帮助。
　　本系列教材适合于高等院校通信及相关专业本科生教育，也可作为从事电信工作的技术人员自学
教材及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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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蓝牙技术原理与协议》采用最新的资料和技术标准，介绍了蓝牙基带标准及其所涉及的原理，
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对蓝牙技术及其所使用的移动无线信道进行简要介绍；第二部分将蓝牙基
带标准的内容从原理角度归结为扩频通信、话音信号编解码、无线分组数据传输、差错控制、数据通
信控制规程及信息安全六个方面，并结合原理加以介绍；第三部分对蓝牙系统开发、蓝牙相关无线数
据通信新技术及蓝牙发展进行介绍。
《蓝牙技术原理与协议》可作为高等学校通信工程专业课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以供相关专业工程技术
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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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选择合适的伪码形式后，对分组比特进行伪码变换。
比如：把分组中的每一比特都变换成长度一定的伪码；或者先把分组中的几个比特组成一个个码字，
再给取值不同的码字分别指配一相应的伪码（多进制编码）。
　　（3）对载波进行常规的调制。
　　（4）以纯AIoHA、时隙ALOHA或其他方式，把扩频后的分组信号发向目的节点。
　　如何选择伪码和如何分配伪码，对扩频分组无线网的性能有很大的影响。
根据伪码的分配方式不同可以分为：　　1）公用（C）码方式　　全网所有节点均使用同一伪码进行
扩频（包括分组头和正文），并以竞争方式占用共用信道来传输其分组信息。
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各个节点的检测过程比较简单，其接收机只需产生一个C码即可对所有输入信号进
行检测。
当接收机在分组头检测到发向自己的分组信号时，它接着就进行正文的检测和接收；当在分组头检测
到的不是发向自己的分组信号时，它就放弃对该分组信号的检测和接收。
这种方式的主要缺点是：许多节点争用公用的信道，很容易发生碰撞。
　　2）接收（R）码方式　　网中所有节点都分配一个特定的伪码作为接收码。
任一节点要向其他节点发送其分组信息时，必须使用对方的接收码对其分组信息实行扩频，而各个节
点在不发送时，只要随时准备用自己的伪码进行接收即可。
采用R码和采用C码相比，能减小发送分组的碰撞概率，因为只有两个以上的节点同时间内向同一个目
的节点发送分组信息时，才会出现分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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