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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关键技术，特别是无线传感器网络协议的设计及传感器
网络数据融合等领域的核心技术，重点研究了无线传感器网络的路由协议、数据融合算法及水下路由
通信算法。
全书共分为10章，以全新的视野、翔实的资料，深刻阐述了无线传感器网络领域的一些新问题、解决
问题的方案和工程应用开发的设计方法。
书中大部分内容是作者近年来在本领域的研究成果，并提供了详细的参考文献。
本书共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传感器网络基础内容，主要包括第1章，介绍传感器网络的体系结构、与其关系密切
的无线短距离通信标准等。

　　第二部分是传感器网络协议及传感器网络通信算法研究，包括第2～8章，介绍具有能量效率的通
信协议、具有QoS机制的通信协议、水下通信协议及数据融合技术等内容。

　　第三部分是传感器网络相关技术及其应用，包括第9、10章，介绍物联网、云计算及超宽带技术等
，同时列举了一些较为典型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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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水下传感网络被认为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如实时或者延时的空间连续水生监控系统在海洋学资
料收集、水生环境监控、海洋科学考察、水下考古探险和近海岸保护、污染监控、海上勘探、地震图
像传输、海洋环境检测、灾难预防和辅助导航等领域的应用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水下无线传感网络是使用飞行器、潜艇或水面舰艇将大量的廉价微型传感器节点随机布放在指定的感
兴趣水域，节点通过水声无线通信方式形成的一个多跳的自组织、分布式、多节点、大面积覆盖的水
下网络，协作对信息进行采集、处理、分类和压缩，并可通过水声传感网络节点或中继方式发送到陆
基或船基的信息控制中心的综合网络系统。
　　水下传感网络的拓扑结构是一个开放的研究领域，目前研究的水下无线传感网络有二维、三维静
态网络和带有AUVs的三维网络。
二维静态网络中的传感器网络节点被固定在海底，自组成簇，节点采集的信息直接或多跳地传给簇首
，通过簇首传送给水面中继站或船基接收站，然后与岸基接收站通信，到达数据处理中心。
三维静态网络的节点通过锚链被锚定在海底，通过调整锚链的长度形成分布在海底的三维网络，每个
传感器节点必须能够中继采集的信息到水面会聚节点，因此要求每个节点到水面中继站至少有一个链
路存在，它比二维网络更好地获得了水下采样，两者的特点是不影响航行，不易被发现但布置和维护
难度大。
基于水面浮标的三维静态水下无线传感网络中的每个传感器节点带有一个水面浮标，与三维静态网络
中每个传感器节点的浮标不同，开始传感器节点位于漂浮在水面的浮标里，这些浮标被投放后，传感
器节点被放置到水下已经计算好的深度，形成三维的传感器节点分布空间。
每个传感器节点由一群传感器组成，属于一个传感器节点的传感器在水下同一深度，传感器和浮标通
过缆绳通信，传感器节点间通过无线信号通信，数据采集浮标收集传感器节点的数据。
该结构的特点是：便于布置和维护，成本低，容易被发现，对外界的天气变化敏感，传感器节点会流
动等。
带有AUVs的三维水下通信网络是对静态网络功能的扩展。
AUVs可以在没有缆绳、远程控制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所以它在海洋学、环境监测、水下资源开发中
有着广泛的应用。
使用AUVs可以增强水下通信网络的能力。
这种网络通过命令AUVs到网络中的某些节点处完成网络的自适应采样和网络自我配置。
设计AUVs的目标之一是使它们依靠自身的智能，而较少依靠岸上控制中心在线控制。
　　7.2 相关工作　　目前ADHOC网路和无线传感网络的路由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对于水下环
境及其新应用的特殊性，这些协议不适合解决水下通信的路由问题。
目前的路由协议大致可分为三类：先应式路由（Proactive）、反应式路由（Reactive）、基于地理位置
的路由（Geographic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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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无线传感器网络通信协议》编者尚凤军等经过近5年对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学习和研究，积累了一定
的成果，为本书的出版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我们首先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工作原理出发，通过吸收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对无线传感
器网络的通信进行了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思路；接着从通信协议中的节能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
一定的研究成果，随着无线传感器网络应用的深入，多媒体传感器应运而生，因此研究适合于多媒体
传感器网络环境的QoS通信协议势在必行；最后我们研究了水下传感器网络通信协议，并收到了一定
的效果。
随着不断地研究开发积累，通过对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理论研究和技术实践经验总结，构成了本书全部
的内容。
根据当前国家有关部门对自组织网络及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和应用的密切关注程度，以及国家未来15
年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部署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的主题，本书划分为无线传感器网络概
述等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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