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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联网工程实验指导书》首先介绍了物联网的各项基础技术，阐述了其概念、原理及其应用。其次
介绍了WSN-500物联网实验箱系统，详细描述了其软、硬件平台的功能。结合WSN-500物联网实验箱
系统，编写了一系列物联网基础实验，包括实验目的和要求、实验原理、实验步骤、实验结果等内容
。 
《物联网工程实验指导书》可作为本科、专科物联网、自动化、计算机等相关专业的教材，既可以带
领初学者迅速入门，也可为研究人员提供较为详细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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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5.2 UWB无线通信系统的关键技术 UWB超宽带的带宽，按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的定义，即是比中心频率高25％或者是大于1.5GHz的带宽。举个例子来说，对于一个中心频
率在4GHz的信号跨越从3.5（或更低）～4.5 GHz（或更高）的范围，才能称得上是一个UWB信号（如
图1.17所示）。UWB无线系统的关键技术主要包括产生脉冲信号串（发送源）的方法、脉冲串的调制
方法、适用于UWB有效的天线设计方法及收发信机的设计方法等。 （1）UWB脉冲信号的产生 产生
脉冲宽度为ns级的信号源是UWB技术的前提条件。单个无载波窄脉冲信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即激励
信号的波形为具有陡峭前沿的单个短脉冲和激励信号从直流（DC）到微波波段包括很宽的频谱。 目
前产生脉冲源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利用光导开关导通瞬间的陡峭上升沿获得脉冲信号的光电方法，这
是最有发展前景的一种方法；二是对半导体PN结反向加电，使其达到雪崩状态，并在导通的瞬间取陡
峭的上升沿作为脉冲信号的电子方法。后者目前应用得最广泛，但由于采用电脉冲信号作为触发，其
前沿较宽，触发精度受到限制，特别是在要求精确控制脉冲发生时间的场合达不到控制的精度。 冲激
脉冲通常采用高斯单周期脉沖，宽度在ns级，具有很宽的频谱。实际通信中使用的是一长串的脉冲，
由于时域中的信号有重复周期性，将会造成频谱离散化，对传统无线电设备和信号产生干扰，需要通
过适当的信号调整来降低这种干扰的影响。 （2）信息的调制 脉冲的幅度、位置和极性变化都可以用
于传递信息。适用于UWB的主要单脉冲调制技术包括脉冲幅度调制（PAM）、脉沖位置调制（PPM）
、通断键控（OOK）、二相调制（BPM）和跳时、直扩二进制相移键控调制TH／DS—BPSK等。其中
，脉冲位置调制（PPM）和脉冲幅度调制（PAM）是超宽带无线电的两种主要调制方式。 PPM又称时
间调制（7M），是用每个脉冲出现的位置超前或落后于某一标准或特定的时刻来表示某个特定信息的
，因此对调制信号需要在接收端用匹配滤波的技术来正确接收，即对调制信息用交叉相关器在达到零
相差的时候进行检测，否则达不到正确接收的目的。 PAM是用信息符号控制脉冲幅度的一种调制方式
，它既可以改变脉冲幅度的极性，也可以仅改变脉冲幅度的绝对值大小。通常所讲的PAM只改变脉冲
幅度的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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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物联网工程专业规划教材:物联网工程实验指导书》可作为本科、专科物联网、自动化、计
算机等相关专业的教材，既可以带领初学者迅速入门，也可为研究人员提供较为详细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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