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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将 预约级协议扩展到带有综合业务的 时 提出改进策略 就改

进后的预约级协议对低优先级的兼顾作用进行模拟试验
,

以评价其性能
,

供综合业务 设

计中应用
。

预约存取方式的分类
关于预约存取方式的种类及物理运行机理

,

在有关文献中 已交代得 比较清楚
,

为了广泛

建立排队模型
,

本节为其归类综述
,

如下表所示

预约时间段和服务时间段交替

边预约边服务

预约时间与服务时间重叠

预约员也是服务员

预约员和服务员分开

了,、、、吸、

分分区区间务时任按按

一 一

收到
, 一 一

定稿

山东省教委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青岛大学科学基金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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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级协议的运行机理 已有讨论 同
,

但 预约级协议的运行机理未

见到详实阐述
,

本文予以仔细分析
,

并得出流程图

需要遵循的几个原则 对任何闲令牌
,

其上的预约级必小于优先级 对任何忙令牌 其后必

挂信息帧
,

预约级可大可小 当某站能利用闲令牌时
,

在利用之前闲令牌的优先级
、

利用之后

放弃闲令牌的优先级应该相等 但预约级不一定相等 注意 这里提到的某站放弃闲令牌与放

出闲令牌的概念不同
,

放弃闲令牌是放弃发送权
,

某站恢复到与令牌无关的正常状态
,

而放出

闲令牌并不意味着某站恢复常态
,

这时某站还与令牌有关
,

嵌套时放出闲令牌就是这种情况
。

经仔细分析
,

可得预约级协议的流程如图 所示
。

下面按图 分析其运行机理

初始闲令牌的预约

如图 所示
,

设环网上由 乞站启动初始闲令牌 其中优先位 乃几 预约位 二

,

对这个无优先级
,

无预约级的闲令牌
,

所经环网上的任何站都不能预约
,

只能放走闲令牌

站上无信息帧要发送 或者利用闲令牌 站上有信息帧发送
。

如果环网上所有站都无信息要发送
,

则闲令牌绕环旋转
。

可以证明在环网上只有初始闲令

牌才有可能绕环一周以上
。

假设 乞站能利用初始闲令牌
,

即有信息帧要发送
,

优先级为 只刀 、
。

乞站改变帧中令牌位将

闲令牌改为忙令牌 其中优先位 几几 预约位
。

且携带 乞站的信息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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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该忙令牌返回 艺站时
,

会出现两种情况
,

其一是其它站无信息帧发送
,

或者有信息帧发送
,

图 对闲令牌的预约

对路过帧的预约
到达 乞站的帧可分为返 回帧与路过帧

,

艺站对路过帧可进行预约 若帧的 , 小于

只二 ,

进行预约后转发帧 若帧的 不小于 几
‘,

则不进行预约按原样转发帧 预约帧返

回发送站 非 乞站 后
,

就会进入嵌套状态 这一点在图 右上方做了交待

高优先级 中断策略的实现

基本原理
由上述运行机理可知

,

优先级较高的数据很容易获得发送权
,

而优先级较低的数据则相对

较难
,

特别是当网上高优先级的数据较多时
,

低优先级数据往往在很长时间内得不到发送 为

了在尽可能保证高优先级信息能提前进行预约的同时
,

又防止出现低优先级信息长时间得不到

预约或服务的局面
,

我们提出了高优先级中断策略 它的基本原理如下
当环网上连续多圈通过较高优先级的信息单元时

,

就中断高优先级信息单元的运行
,

让环
网上某站重新产生一个初始空令牌

,

使网恢复到初始状态
,

以便为低优先级信息单元尽可能提
供一个发送的机会 为此

,

选多级别优先级的某一个优先级为门限值
,

当忙令牌的优先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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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定界符符 存取控制制 帧控制制 日的地址址 源地址址 信息息 帧校验验 后定界符符 帧状态态

, ,

图 帧格式

我们就利用帧状态 中的第
、

两个保留位作为高优先级计数标志位
,

若 为
,

则标志着该帧数据的优先级不小于门限值
,

满足计数条件 若 为
,

则标志着该帧数据

的优先级低于门限值
,

不满足计数条件 另外两种组合 和 可以 留作优先级门限分档

时使用
。

当某站要发送一帧数据时
,

先要将所发数据的优先级 只
刀

与 相 比较
,

若 只 全
,

则将

高优先级标志位置为
,

若 只
,

则置为
。

当信息帧路过每一个站点时
,

需根据以下三点来决定其动作 计数标志位的值 帧中的源

地址是否为本站地址 本站计数器的值 如表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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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运行机理可以看出 当某站发出一个优先级超过 的忙令牌时
,

会使沿途各站的计
数器加一

,

最后返回本站时再将本站的计数器加一
。

当网上各站的计数器处于临界状态 一

间内 令牌在网上旋转的圈数 若等待圈数较多 则说明等待时间较长

实验过程说明

在程序中
,

用一个数组表示令牌
,

该数组记录了令牌的忙闲
、

优先级
、

预约级等信息
,

令牌

在网上运行期间
,

每个站的状态都用两个数组来描述
,

其中一个数组用来记录令牌经过该站时
的情形

,

比如提出发送请求以及是否成功发送等 另一个用来记录各寄存器的值和令牌经过本
站的圈数

,

通过考察第一个数组
,

就可以知道某站在令牌第几次经过本站时产生了发送数据的

请求
、

以及在第几圈经过时将这个数据成功发送
,

从而计算出每个站每发送一次数据时的等待
圈数 最后统计出各个不同优先级数据出现的总次数和等待的总圈数

,

就可得到各优先级数据
的平均等待圈数 通过模拟实验得到数表及曲线

,

如表 和图 所示
。

实验结果分析
从实验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 按原有协议运行时

,

优先级为 无优先级 的数据平均需

要等待约 圈左右
,

而其它优先级数据的平均等待圈数都不超过 圈
,

其中优先级在 以上
的数据平均等待不超过 圈 优先级为 的数据几乎不等待

。

显然
,

由于设立了优先级
,

明显

保证了高优先级数据的发送 但不同优先级的等待时差太大
,

例如优先级 与优先级 相 比
,

等待时间要高出约 倍 也就是说
,

优先级为 的数据处于很难发出的状态
。

这一点明显不

利于优先级策略在 中的利用
。

加入高优先级策略后
,

高优先级数据和低优先级数据等待
的圈数之差明显减小 优先级为 的数据等待的时间明显缩短

。

比如在
,

的条件

下
,

优先级 与优先级 相 比
,

等待时间仅高出约 倍
,

大大低于 倍
。

其它优先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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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各优先级数据在不同条件下的 值

一︼
, ,

一
, ,

一

“二

⋯〕 ‘ 采

」
断点

」
「飞断点

图 模拟实验结果图示

等待的时间虽有不同程度地增长
,

但都是微增长 这样
,

既充分保证了高优先级数据的发送
,

又适当照顾了最低优先级数据的可发送性
。

因此在 中采用 协议时
,

对优先级

策略增设中断策略是必要的 由于该中断策略的分布控制在各站点进行
,

在技术上容易实现
,

因此也是可操作的
。

由图 看出
,

当设立中断点 时
,

优先级 的等待圈数 正比于中断圈数
。

当 升 时
,

相当于不设立中断的情况 为了照顾最低优先级数据发送
,

可按需要降低 值
由图 可见

,

当设立中断点 时
,

与 的情况一样
,

对优先级为 的数据
,

等待圈数 正比于中断圈数 对优先级为 的数据
,

似也应出现 正比于 的情况
,

但实

验曲线显示 正比于
,

对于中断点以下的优先级
,

仍明显照顾 的数据
。

这一结果说

明 中断点的变化并不能明显照顾 刀 兰 的优先级数据 同一情况在图
、

创 中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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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可见
。

比如在图 中
,

值固定
,

随着中断点 取值的增大
,

优先级 的等待圈数逐

渐增大
,

而其他优先级的等待圈数略有减少
。

因此优先级中断策略对中断点的选择并不苛求
。

为什么中断后优先级为 的数据得到了明显的照顾呢 采用中断策略前
、

各站有可能等待的数
据

,

可能性最大的是中断点以下的数据
,

而且优先级越低
,

一直等待的可能性越大
。

所以采用

中断策略时
,

初始空令牌放出后被优先级为 的数据利用的可能性最大
。

并且由实验可见
,

在

, ,

,

“

, ,

, ,

逮昭义

罗秀秀

男
,

年生
,

教授 云南大学
、

烟台大学兼职教授
,

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现从事计算机网络

体系结构
、

计算机通信信息量理论的教学
、

研究工作

女
,

年生
,

硕士
,

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网络与通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