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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摊毒塌盗确

论 对于无比特丢弃的 分组话音系统 当话音采用 的编码时 分组的最

优长度大约为 个字节 当话音采用 的编码时
,

分组的最优长度大约为 个

字节
。

此时话音的服务质量高
,

分组头的开销小
。

分组话音复接器原理

用于在 上有效传输话音
、

传真和话带数据 ‘一 用 承载话音业务

时
,

各路话音数据被分成一定长度的分组
,

形成 分组的话音信息域
,

而后加一个 字节

的 分组头
,

形成 分组
。

在对话音进行分组的过程中
,

应采用一适当的分组占用时

长
,

使得 头相对于 分组的话音信息而言开销较小 同时
,

又应使此分组占用时

长仅为端到端时延的一小部分
,

以减少时延 对于一个典型的话音源而言
,

平均 内
,

话音源

处于突发期的平均时间为
,

处于静默期的平均时间为
,

则话音源处于突发期的概率为
。

在本文中
,

均按以上假设进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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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端到端分组传送时延的因素主要有 分组在发送端进行处理的时延 体 包括

在源端点形成 话音分组时的分组占用时长
,

话音分组在 分组话音复

接器中的排队时延 叽 以及 话音分组在 分组话音复接器中的服 务时间 勺

信元经过 网络的时延 诚
,

包括
、

信元在网络中间结点的排队和处理时延以及

信元在网络中的传送时延
。

确定 分组最优长度时
,

应尽量减小端到端分组丢弃概率和分组传送时延
。

一般而言
,

承载 分组的 信元经过 网络时所造成的分组丢弃和时延主要由网络的状态和

网管策略决定
,

因此
,

本文在确定 分组的最优长度时
,

主要考虑 话音分组在发送

端所产生的分组丢弃和话音分组在发送端进行处理的时延
。

即 分组最优长度的确定标准

是 使话音分组在发送端进行处理时所产生的分组丢弃概率
、

分组处理时延和话音分组头开销

最小的话音分组长度就是最优的 分组长度
。

由于 分组在发送端进行处理时
,

分组处理时延为随机变量
,

因此需要确定分

组处理时延的一个函数
,

用此函数作为衡量处理时延的标准
。

本文将处理时延的平均值作为衡
量分组处理时延的标准

。

文献 【 证实了此种做法的有效性
。

下文研究当话音编码速率为 和 、 时
,

分组的最优长度
。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蛾粼毅触黔一戮︸戳麒一黔馨酬翻﹄渊翻粼黔一黔﹄戳酬黝豁觑裂豁酬瓢︸黔馨铡鬃黔麟枷撇黔豁﹄酬礁黔馨撇酚豁﹄︸﹄娜爵黔彭黔黔黔﹄翻姗鬓︸鬓毓﹄裂淤豁︸群粼联麟戴翻戴黝黝黔黔酬暨︸麒恻︸一黝︸麟募

侧道、纂

。 二 尸

徽芍︸谧最盛﹃痊咕月乃资
污藉工瓜饭理召落书葡通减诚润当该汾要
是

斗
‘叹泌活心子︸像澄康二叨︸书勇谬谁污

对于传统话音而言
,

单向端到端分组传送时延可为 到 因此
,

对于分组话音

复接器而言
,

话音分组的处理时延可允许为 若扣除对话音分组的处理开销
,

则话音分组

在话音分组缓冲器队列中的排队时延可近似认为不超过

分组缓冲器的容量 的计算公式为
爪

即可 ‘ , 。

由此可得 话音

对于实际的 分组话音复接器
,

为 话音分组缓冲器队列的容量
,

的分组表达式为

一般用分组作为话音分组缓冲器队列容量的单位 令

单位为分组
,

则可得 话音分组缓冲器队列容量

一

涂侃瘫澳片监健钱佰嗜撼或谁活一气涪窗嘴

肠

式中 们 值为不小于 的最小整数 在此条件下
,

话音分组在话音分组缓冲器队列中的排队时

延不超过 这一服务质量指标得到满足 进行计算机仿真时
,

缓冲器最大容量按 式确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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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在 式中
,

兄 代表一行中
,

其它元素之和
。

当系统达到稳定状态时
,

可得

话音分组缓冲器队列中平均队列长度和平均分组排队时延分别为

、
沙︸八‘,︸

了

、 入。 一 〕
十 了

当话音源编码速率
、

话音分组的分组占用时长
、

接入 分组话音复接器中的话
音源 个数以 及 的输出速率确定时

,

即可 由 式解出
。

由于将多个话音源的分

组到达模型近似为泊松流时
,

存在一定误差
。

因此
,

式计算出的分组处理时延是近似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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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

刀刀刀

分组

刀刀刀

令 的输出速率为
,

当话音源编码速率为 时
,

取接入 分组

话音复接器中的话音源个数分别为 和
。

按文献 【〕中 式和本文 式计算出的在

发送端的分组丢弃概率和平均分组处理时延随话音分组长度的变化关系如图 所示 本文选取

话音源数分别为 和
,

此时
,

分组话音复接器的利用率高
,

容易看出分组丢弃概率
和平均分组处理时延的变化情况 图 中 为话音源数 时的计算结果

,

为话音源数
。 二 时的计算结果

当 输出速率为
,

话音源编码速率为 时
,

取接入 分组话音

复接器中的话音源个数分别为 和
,

此时计算出的在发送端的分组丢弃概率和平均分组处

理时延随话音分组长度的变化关系如图 所示
。

图 中 为话音源数 二 时的结果
, 。

为

话音源数 时的结果

性刁茵
喻

盛毓呀分伟资弓退五份品倪长抽寺吃﹄芯︸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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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长度 字节

分组丢弃概率

分组长度 字节

平均分组处理时延

图 编码速率为 时的计算结果

从图 和 可以看出
,

当
,

的输出速率一定时
,

随着话音源个数的增加
,

分组丢弃

概率和平均分组处理时延增大 当话音源编码速率和接入 分组话音复接器中的话音源个

数不同时
,

使分组丢弃概率和平均分组处理时延取得最小值时所对应的分组长度不同 因此
,

对某条给定的 以及确定的接入 分组话音复接器中的话音源数而言
,

使分组丢

弃概率和平均分组处理时延取得最小值的分组长度
,

当 」
,

值和话音源个数改变时
,

不

一定能再次获得最小的分组丢弃概率和平均分组处理时延 考虑到以上特点
,

确定 分组
最优长度时

,

只能选择 话音分组长度的一个折中值
,

使得对于不同的 和接入

分组话音复接器的话音源个数
,

此分组长度所对应的分组丢弃概率和平均分组处理时延

都很小

此外
,

从图 和 中可以看出
,

当接入 分组话音复接器的话音源个数一定时
,

分组
丢弃概率随着话音分组长度的增大而逐渐减小

。

从分组丢弃概率的角度来说
,

分组越长越好
但平均分组处理时延随着话音分组长度的增大先减小

,

取得最小值后
,

随着话音分组长度的增
加

,

平均分组处理时延显著增加 例如
,

图 中
,

当话音分组长度为 个字节时
,

此时的平均
分组处理时延远远低于话音分组长度为 个字节时的平均分组处理时延

,

平均分组处理时延值
要小 以上 而当话音分组时延很大时

,

话音质量将显著下降 由此可见
,

尽管当话音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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