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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个 要 题 是指 光 接 光路 接建 求

寻找从源节点到 目的节点的路由
,

并在这些路由上分配波长
。

在研究 问题的文献中
,

通常将网络支持的业务分为两类 静态业务 给定一组连接建立请求
,

需要为这些请求

寻找路由并在其路由上分配波长
,

以使某些性能指标达到最优 如全网吞吐量最大
,

所需波

长数或光纤数最少等等 动态业务 光路请求随机达到和离开网络
,

相应的性能指标

通常是光路请求的阻塞率
。

由于 问题是个
一

非确定型的多项式算法 一完全 问题
,

要在合理的运算时间

内解决大型网络的 问题常常是不可能的
,

所以文献中大多都将 问题强行拆分成
选路子问题和波长分配子问题分别解决

。

固定选路 是指为任意源
、

日的节

点对指定唯一的路由
。

当光路请求到达时
,

只在相应的固定路由上分配波长以建立光路
。

如

果采用固定选路
,

问题就能简化为波长分配问题
,

从而大大简化网络的控制和管理
。

本文提出了一种波长分配算法
一

最小影响算法
,

用于在无波长变换
、

动态业务
、

固定选路的

网中的波长分配
。

第 节给出了波长分配问题的描述
,

第 节详细描述了最小影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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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提出了一种全局波长分配算法
一

最小影响
, 七 算法

。

该算法能更精

确地描述新建光路对全网状态的影响
,

据此进行的波长分配能更有效地促进网络资源的合

理分配
,

从而改善全网的阻塞概率性能
。

该算法的实现与网络的拓扑结构和业务分布无关
,

换言之
,

它适用于任惫拓扑结构和业务分布的网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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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算法波长分配的两个例子 双光纤
、

双波长的网络

如果将波长 入 分配给 扩 建立光路
,

则网络中任意通路 在 入 上的可用信道数至多会

降低
。

虽然所有可能通路 在 尸 上降低的信道数的总和可以用来代表新光路的建立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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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减少 但由于对应的 入 二 入 二 所以最小影响算法将选择 入

分配给
。

下面导出了最小影响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

因为初始化操作可以离线完成
,

所以不考虑它

对时间复杂度的影响
。

假定用数组来记录每条链路上每个波长上的剩余信道数
,

访问或更新

其中任一数据需要 个单位时间
。

令 为全网通路总数 源
、

目的节点对数
。

通路的

长度定义为所经过的链路数
,

令 为通路长度的最大值
。

假定新到达光路请求为
,

确定

通路 扩 的每条链路 在波长 入上的剩余信道数
。 ,

入 需时为 丈
。

其邻域 所含的

通路数至多为
,

而确定一 条通路 在波长 入上的可用信道数
,

劝 所需进行的 比较次

数至多为
,

则确定 中所有通路的可用信道数需比较 次
。

考虑到波长数

为
,

要得到所有的瓶颈计数器
。 ,

入 的值所需进行的比较和累加次数为
。

需要指出的是
,

对于 个节点的网络
,

必有 和 “ 。

所以在最坏的情况下
,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 ” ,

这与 艺 算法的复杂度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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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计算机仿真采用的网络拓扑

单向环网示意图 格型环网示意图

仿真时假定光路连接请求按参数为 口的泊松过程到达网络
,

即全网的总到达率为 口
。

全

网所有节点对间的业务强度都相同
,

即支持的业务为均匀业务
。

允许一对节点之问同时存在
多条光路

。

光路建立后的服务时间 保持时间 服从均值为 拼 的负指数分布
。

在仿真时
,

将平均服务时间设定为一个单位时间
。

一旦光路建立请求被拒绝
,

则立即被丢弃
,

即无等待
队列

。

为了确保网络运行进入平稳状态
,

对每种网络的每个到达率
,

都生成了 沪 个光路建

立请求
。

在进行统计之前
,

先处理 个光路请求使系统
“

预热
” 。

图 和 分别给出了单光纤网 尸 二 功和多光纤网 的情况下
,

单向环网

中不同算法在不同波长数 下的阻塞概率性能
。

对不同的波长数
,

设定单个波长承受的负

载都相同
。

当 二 时
,

单个波长承受的负载为 个爱尔兰 二 时
,

负载为 个爱尔

兰
。

图 表明对于单光纤单向环网
,

本文提出的 算法与 ￡和 算法的性能非常

接近
。

这是因为单向环网的通路图 的直径为
,

当 二 时
,

和 艺 算法将以很高的概率选中全网利用率最高的波长 ’
。

由于每个波长至多有

一 个可用信道
,

所以 和 算法是完全等价的
。

当 时
,

算法优于已有的所有

算法
。

随着光纤数 的增加
,

的阻塞概率性能与已有算法的性能差距越来越大
。

并且

不论是多光纤还是单光纤网
,

随着波长数 的增加
,

算法之间的性能差距也越来越大
。

分
配波长时考虑网络状态的算法

, ,

艺 和 优于不考虑的算法 随机和
。

一般

情况下
,

分配波长时利用的信息越多
,

算法的性能越好
。

例如
,

在所有情况下
,

利用全局信
息的 和 艺 算法都优于只利用局部信息的 算法

。

但在多光纤环网中
,

算法优于

利用全局信息的 算法
。

这说明
,

能否充分有效地利用信息是算法性能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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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格型环网中不同算法的阻抗概率
单光纤 格型环网 多光纤格型环网 “

比较图 和图
,

可以看到在多光纤的条件下
,

引入波长变换对单向环网和格型环网

的作用差距很大
。

这主要是因为单向环网的所有通路都局限在同一环路上
,

不同的光路共用

同一链路的可能性远远高于格型网
,

发生波长阻塞的可能性也高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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