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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 GB/T40783《信 息 技 术 系 统 间 远 程 通 信 和 信 息 交 换 磁 域 网》的 第1部 分。

GB/T40783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空中接口。
本文件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IEC15149-1:2014《信息技术 系统间远程通信和信息交换

 磁域网 第1部分:空中接口》。
本文件与ISO/IEC15149-1:2014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附录 A 中列出了本文件与ISO/

IEC15149-1:2014的章条编号对照一览表。
本文件与ISO/IEC15149-1:2014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这些差异涉及的条款已通过在其外侧页边

空白位置的垂直单线(|)进行了标示。主要变化如下。

a) 增加了对表13的说明:“振幅偏移键控调制用于从 MFAN-C到 MFAN-N的唤醒序列,振幅

偏移键控调制的信号如图58所示,包络参数在表13中进行了定义”,在ISO/IEC15149-1:

2014中对两种调制方式进行了规定,分别是二进制相移键控调制信号以及振幅偏移键控调制

信号。原文中图58及表13是对振幅偏移键控调制信号进行的规定,而原文并未做对应描述,
本文件对此进行了修改并增加对应条文(见11.2)。

b) 修改了ISO/IEC15149-1:2014中表10代码类型的描述,8.4.4.2所给出的是响应确认代码

(“Responseconfirmationcode/响应确认码”)的要求,表格中表头“Receptionconfirmation
code/接收确认码”无法与其对应(见表10)。结合国际标准原文,此处是对响应帧有效载荷响

应确认代码具体内容的规定,本文件对此进行了修改(见9.4.4.3)。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重庆邮电大学、泾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重庆唯申

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全球通检测服务有限公司、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深圳赛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南京

中网卫星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华东分院、山东省计算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济

南中心)、江苏赛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伟、魏旻、谢昊飞、任军民、陈柯、杨宏、雷超杰、代继伟、胡杰、苗付友、张弛、

雷根、郭雄、孙旭、熊焰、顾捷、徐风、李刚、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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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40783提供了磁域网(MFAN)内信息通信协议,在吸纳了ISO/IEC15149-1:2014技术优点

的基础上,对磁域网间信息通信空中接口的协议规定进一步完善。为了保证信息传感设备在特殊环境

中能够有效通信,结合国内磁域网通信技术的应用需求,改进了其安全机制,进而提出符合国内行业发

展的磁域网间信息通信空中接口规范。MFAN支持基于无线通信以及复杂环境下的无线电能传输等

服务。MFAN通信技术一般包括四部分协议:空中接口协议、带内控制协议、中继协议和安全协议。本

文件拟由四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空中接口。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低载频磁场环境中物理层及媒体访问控制层协议

的空中接口。
———第2部分:带内无线充电控制协议。目的在于为可以在同一频段内同时进行无线电能传输和

数据传输的带内网络系统确立具体要求。
———第3部分:扩展范围的中继协议。目的在确立适用于扩展范围内中继协议的寻址、请求、响应

代码相关规则。
———第4部分:安全鉴别协议。目的是为在特殊环境中可靠运行的无线传感网络确立安全鉴别协

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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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系统间远程通信和信息交换

磁域网 第1部分:空中接口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低载频磁场环境(约300KHz)中无线通信技术的物理层及媒体访问控制层协议

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磁域网内物理层和媒体访问控制层的设计和应用。
本文件所规定的物理层协议适用于:
———低载频磁场区域与恶劣环境下的可靠通信,
———便捷、鲁棒调制、低实现成本和容错性能,
———链路适配的可变编码和带宽。
本文件所规定的媒体访问控制层协议适用于:
———简单高效的低功耗网络拓扑,
———紧凑高效数据传输的可变超帧结构,
———小数据包的动态地址分配及有效的地址管理。
本文件支持短距离无线网络中的若干kbit/s的数据传输。该通信方式可应用于如下领域:
———环保行业中利用无线地下或水下传感器监测水体、土壤污染情况,
———建筑行业中利用无线内腐蚀传感器监测建筑物和桥梁完整性,
———消费电子行业中监测潮湿、密闭环境中的食品贮存情况,并将传感数据外传,
———农业中利用无线地下传感器监测土壤水分和矿物含量,
———交通运输行业中利用无线地下传感器监测道路状况和交通信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磁域网 magneticfieldareanetwork
利用磁场在恶劣环境中提供可靠通信的无线网络。

3.2 
磁域网协调器 magneticfieldareanetworkcoordinator
用于管理通信网络内节点的连接和释放以及数据的发送和接收时间的设备。

3.3 
磁域网节点 magneticfieldareanetworknode
在磁域网中,除协调器以外组成网络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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