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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蓝牙技术与超宽带无线电技术 (UWB)在实现短距离无线传输方面有着各自独特的技术优势 ,在蓝牙技术

和 UWB 技术融合的协议体系结构中 ,对两种技术的融合有了一定的规定. 实现蓝牙 3. 0 与 UWB 技术的融合 ,使

下一代蓝牙设备可利用 UWB 技术高速、大容量数据传输的优势 ,并将这种技术应用于武器装备的无线检测领

域 ,不仅使装备检测的方法更加灵活 ,而且会有效地提高装备检测的效率和检测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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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蓝牙技术与 UWB 技术

1. 1 　蓝牙技术

蓝牙技术是一种近距离地保证可靠接收和信息安全

的无线通信技术 . 它工作在国际通用的 2. 4 GHz 的 ISM 频

段 ,采用无线电射频技术实现设备之间的无线连接 ,有穿

透能力 ,能够全方位传送. 蓝牙技术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

10 m 范围内实现各种电子产品信息的无线传输 ,消除它们

之间纵横交错的连接电缆.

蓝牙技术由核心技术和规范协议两部分组成 . 其中蓝

牙核心技术由 3 部分组成 :蓝牙信号的发送和接受 ,以分组

形式的数据传输和安全 ,蓝牙产品的开发和测试. 蓝牙协

议就是使用蓝牙技术的各方共同约定的技术规范. 主要由

蓝牙协议的集合 ,构成了蓝牙协议栈. 在蓝牙协议栈中 ,各

种协议不是杂乱无章的堆放在一起 ,而是有层次地按序排

列 ,形成了蓝牙独有的协议体系结构.

1. 2 　无线 UWB 技术

UWB 是一种无载波通信技术 ,利用纳秒至微秒级的非

正弦波窄脉冲传输数据 ,通过在较宽的频谱上传送极低功

率的信号. UWB 不使用载波 ,而是使用短的能量脉冲序列 ,

并通过正交频分调制或直接排序将脉冲扩展到一个频率

范围内. UWB 能在 10 m 左右的范围内实现数百 Mbit/ s 至

数 Gbit/ s 的数据传输速率. UWB 具有抗干扰性能强、传输

速率高、带宽极宽、消耗电能小、发送功率小等诸多优势 ,

主要应用于室内通信、高速无线LAN、家庭网络、无绳电话、

安全检测、位置测定、雷达等领域.

1. 3 　两种无线通信技术的区别[1 - 2 ]

值得注意的是超宽带无线电技术与蓝牙技术的不同

之处.

1) 蓝牙采用基于传统正弦载波的高速跳频传输方式 ,

高速跳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以很短的频率驻留时间避开

时延多径信号 ;超宽带无线电发射的是由信息和用户地址

码共同控制脉冲起点的冲激脉冲串 ,与传统正弦载波通信

有本质的不同 ,每秒可达数百万个脉冲 ,其波形的特殊性、

低占空比和超短脉冲宽度使得多径信号的影响大大降低 ,

比蓝牙更加适合多径环境复杂的城区和室内无线通信.

2) 蓝牙的标准传输距离为 10 m和 100 m ,超宽带无线

电的通信距离根据不同用途而定 ,目前开发出的产品的通

信距离有 10 m ,1 km和 10 km 以上等 ,可用于室内通信、组

成大范围蜂窝网和无线 Adhoc 网络.

3) 蓝牙的传输速度较低 ,而超宽带无线电能提供更高

的传输速率 ,更适应未来的无线多媒体业务的需要.

4) 在相同的平均发射功率的情况下 ,蓝牙抗干扰能力

较弱 ,而超宽带无线电具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 ,因此具有

更强的军事用途 .

2 　蓝牙技术与 UWB 技术的融合

　　2005 年 5 月 12 日 ,北京一蓝牙技术联盟宣布 ,将与超

宽带 (UWB)无线技术的开发小组携手合作 ,以融合两种技

术之长 . 这一决定将使蓝牙技术的长期发展蓝图得到进一

步拓展 ,满足同步与传输大容量数据以及实现便携式设备

的高质量视频应用在高速度方面的需求. UWB 则将从蓝牙

技术的成熟市场、认证计划、品牌资产以及综合应用层次

等方面受益.

2. 1 　蓝牙技术协议体系结构[3 - 4 ]

蓝牙技术完整的体系如图 1 所示 ,由底层、中间层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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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层组成. 底层是一些硬件模块 ,射频 RF、基带层 BB 和链

路管理层LMP. 中间层由软件模块构成 ,包括逻辑链路和适

配协议L2CAP、服务发现协议 SDP、串口仿真协议 RFCOMM

和电话通信协议 TCS. 应用层位于最高端.

图 1 　蓝牙技术协议体系结构

2. 2 　UWB 完整体系结构

在理解 UWB 的时候 ,有必要知道 UWB 不仅仅指的是

DS2CDMA 或 MBOA ,它们仅仅是处于 UWB 完整架构的最底

层 ,在 UWB 的体系结构中 ,DS2CDMA 或 MBOA 相当于物理

层 ,位于整个架构的最底层 ,它还分成两个子层 ,即物理层

(PHY)和物理层的控制器层 (MAC) . 在其上面是 WIMedia

的汇聚层 ,有点类似于链路层或事务层 ,介于物理层和应

用层的中间. 在 WIMedia 汇聚层的上面就是应用层面的无

线 USB、无线 1394 和其他的应用环境 ,这些层多已被

IEEE802. 15. 3a 确认. UWB 完整体系结构图如下图 2 所

示[5 - 6 ] .

图 2 　UWB 完整体系结构

　　所以 UWB 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而不仅仅是现在人们

热衷讨论的 DS2CDMA 或 MBOA.只有充分理解这一点才算

是理解了真正的 UWB ,而只有全面地支持所有这些协议

层 ,才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 UWB 系统.

2. 3 　UWB 和蓝牙的协议体系结构

从技术、标准上来看 ,UWB 可以看作是采用一种特殊

无线电波来高速传送数据的通信方式 ,相关通信协议或标

准正在不断的确认、完善中. 而蓝牙技术已经具备了相对

完善的通信协议 ,它是一种短距离无线连接技术标准的代

称 ,其实质内容就是建立通用的无线电空中接口及其控制

软件的公开标准 . 实现蓝牙技术与 UWB 技术的融合 ,就是

要实现两者协议体系的相互融合 ,使开发出的设备能够符

合两者不同的通信协议标准. UWB 和蓝牙的协议体系结

构如下图 3 所示[1 ] .

图 3 　UWB 和蓝牙的协议体系结构

　　BluetoothSIG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让设备可利用 UWB 高

传输率的架构. 蓝牙技术和 UWB 技术的联合发展支持无

缝移动 , 蓝牙得以维持技术现有的核心价值 ,例如低耗电

量、低成本和特有的自组网连接方法 ;同时能够支持需要

更高数据流通量的未来应用情形 ,例如便携式设备之间的

流式高质量视频. 随着数字内容体积的增加 ,将数据从一

个设备传输到另一个设备所需的传输率也随之提高 . 同

样 ,对于传输文件这一目前典型的蓝牙应用情形 ,将来极

有可能需要 UWB 的速度 .

3 　在武器装备信号检测中应用蓝牙技术和
无线 UWB 技术

　　鉴于武器装备检测信号复杂 ,信息量大等特点 ,仅靠

蓝牙技术实现无线通信数据传输的速率可能会受到影响 ,

蓝牙 3. 0 与 UWB 技术的融合可以有效地解决信息传输速

率较低的问题 ,从而使蓝牙技术在无线检测领域的应用大

大拓宽 .

应用蓝牙技术与 UWB 技术实现装备信号检测的方案

设计 :

1) 系统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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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构成见图 4.

图 4 　系统构成

　　2) 信号采集

下位机硬件电路见图 5.

图 5 　硬件电路

　　下位机硬件电路主要由蓝牙 (UWB)模块、MCU、信号调

理电路、数据采集电路、测试电缆及电源组成. 来自被测装

备的检测信号通过测试电缆采集后 ,经过相应的信号调理

和 AD 转换成为有效的数据传输格式 ,MCU 一方面通过蓝

牙 (UWB)模块接收上位机命令并与之交换数据 ,另一方面

控制数据采集和信号调理部分 ,蓝牙 (UWB)模块将 MCU 的

数据转换成蓝牙 (UWB)通信协议发送出去 ,同时还要把上

位机发出的无线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送给 MCU.

上位机硬件电路由蓝牙 (UWB) 模块和 PC 机组成 ,主

要完成信号的接收 ,并从接收到的信号中提取检测信号 ,

通过对检测信号的调理和分析 ,实现对武器装备的信号检

测. 上位机与下位机之间的数据传输采用蓝牙、UWB 融合

技术.

4 　结束语

　　蓝牙技术与 UWB 技术就其自身的技术特点来说 ,都

有着其他无线传输技术无法比拟的优势 ,但两者的关系更

确切的描述应该是融合[7 ] . 这种融合是建立在两种技术取

长补短、相互竞争的基础之上的 . 本文在分析两种技术各

自特点和协议体系的基础上 ,提出了在武器装备信号检测

中应用两者融合技术的方案 ,从而可以有效解决传统有线

检测以及单纯依靠蓝牙技术进行无线检测所遇到的诸多

问题 ,将为我军武器装备故障检测提供一种新的技术手

段.当然 ,本文的研究还处于理论上的探索阶段 ,就蓝牙技

术与 UWB 的融合 ,以及两者在实际装备检测中的广泛应

用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武器装备信

号检测中应用好这两种技术 ,以及融和其他先进技术将大

大提高我军武器装备检测的技术水平 ,对进一步提高我军

武器装备保障水平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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