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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融合网络理论与实践》

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涵盖互联网架构和协议、嵌入式系统和传感器网络、web服务、云技术和下一代无线联网，
分为5部分。第1部分讨论有关未来网络中多媒体流化的研究工作，各章包括针对一般读者的一些基本
信息以及针对有关领域中专家的深入全面的信息；第2部分讨论联网中的保安问题和安全问题，也考
虑了在任何未来网络中有关的基本互联网和网络空间安全；第3部分触及了网络管理和流量工程问题
，这部分会要求一些专家或背景知识，其中包括一些基于数学建模方面的工作；第4部分将云计算的
概念与通用的信息基础设施集成在一起，为读者提供信息基础设施相关领域内有关过去的成就、当前
状况和未来预期的一些知识；第5部分讨论无线联网各方面。
本书适合于在有线或无线联网领域内耕耘的研究生、研究人员、学术/业界的实践人员；另外本书适合
希望提高对下一代网络相关专题理解的所有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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