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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基本理论与技术。
主要包括六个部分的内容：移动Ad Hoc网络的基本概念、发展历史、特点及应用；移动Ad
Hoc网络的MAC技术；移动Ad Hoc网络的网络层路由技术；移动Ad Hoc网络的IP地址管理与控制技术
；移动Ad
Hoc网络的QoS；移动Ad Hoc网络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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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2 蠕虫攻击的检测
14.6.3 时间束缚与TIK协议
14.6.4 性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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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4.5 电池能量极其有限大多数MANET设备都是小型手持式装置，其电池供电能力极
其有限。
例如，在传感器应用中，电池甚至决定一个应用的寿命。
因此，电池能量的应用也是待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
首先，分组转发功耗很大。
因此，这就对移动节点将自己作为中间转发节点起了限制作用。
但是，转发节点实际是必需的，因为如果没有有效的转发节点，那么MANET就不能工作。
在消费者应用中，这个问题还会导致节点试图获取免费的网络服务，而自己却不提供转发服务。
通过改变发射功率可以控制电池的使用。
使用较小的发射功率尽管引起多跳问题，但是可以节省能量。
多跳网络使得路由算法更加苛刻，路由操作需要消耗更多的功率，这又是MANET的另一个主要的功
率消耗问题。
按需发送路由信息或者不要频繁地发送路由信息也可以节省能量。
路由更新频率与电池能量使用之间的平衡考虑是工程设计的主要决断之一，因为MANET路由协议的
路由更新频率较低，常常导致时延变长。
通过开发其他技术来控制能量的使用，比如采取休眠方式。
1.4.6 外部系统连接很多应用都需要连接到某些外部系统，尤其是连接到Internet。
当然，从网络观点来看这是自.利的？
但是从边沿节点观点来看却是非常麻烦的，尤其是对于能量很宝贵的手持装置。
将MANET与Internet连接起来是有利的。
例如，提供与Internet连接的边沿节点可以将自己作为一个默认路由器而进行广播。
这个“边沿节点”通过移动IP按照外部代理来工作，还能够提供全服务移动。
但是，将Intemet连接到MANET中的任意一个节点是极不确定的。
因此，荻得典型的Internet服务、集中授权和集中管理功能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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