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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移动协议与切换优化：设计、评估与应用》介绍了不同层的移动协议，给出了移动事件的一种系统
性分析，并深入考察了不同层中每项切换操作关联的优化技术；讨论了包括无线服务提供商、企业网
络、自组织网络和车辆网等各种移动部署场景，并给出了支持单播和组播流量的情形，同时提供了移
动事件的一种形式化分析；另外，还给出了由移动测试床和理论模型得到的结果和性能分析。《移动
协议与切换优化：设计、评估与应用》适合商用3G/4G、LTE、IMS和军事（自组织）环境设计无线网
络的专业人员和系统架构师阅读，也可作为研究生、业界和学术界的研究人员和系统工程师的参考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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