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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分布式无线网络中具有 保证的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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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基于有效竞争预约接入
、

无冲突轮询传输的思想提出了支持节点移动性
、

多跳网络结构和服

务质量 的依据用户妥善安排的多址接入 协议
。

它大大提高了信道的使用效率
,

保证了

以及到这些节点的路由
,

储存邻节点传送过来的 中的 通过 比较 和
,

就

可发现新的节点
。

状态表储存节点的状态以及处于活动或空闲状态的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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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 后
,

每个节点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获

得一致的
,

包括节点 和处于活动或

空闲状态的节点
。

在通信期间
,

通过立即发

送携带局部变化信息的 来获取当前的

拓扑连通和活动节点情况
。

由于 协议需要一个控制中心来

安排相邻节点的分组发送
,

所以要将它推广

到多跳结构时必须形成星型的拓扑结构
,

按

照文献【 的分群算法可以达到这个要求

否则
,

就使该微时隙空闲 当节点传输完 后或经过微时隙长度的空闲后
,

群首会
发送它的 或信标来通告下一个微时隙的开始以便让另一个被轮询的节点接入 仅当群首
没有 传输时才发送信标

。

各帧的传输以起始分组 为开始
。

在 后
,

各群的群首首

先依次轮询各网关 可以完成轮询一个网关的任务
,

轮询网关的次序是固定的
。

如果网关刚
从其它群的信道转到某群的信道上进行收发

,

则它在群首对它的轮询后的微时隙中发送传输插
入 微分组 若在此时没有 发送 或附带 标志的 若此时它有 发送

,

这

样就宣告了它可以在该信道进行收发了
。

轮询完网关后群首以
一

方式安排普通发送
节点的发送

。

为了保证各网关有更多的加入和发送机会
,

群首轮询完 个普通节点后再次轮询
一遍网关

。

如果网关想离开一个群的信道
,

它只需在轮询到它时发送传输终止 微分组或

附带 标志的 以便通知本群的其他节点不要再向它发送分组了 图 显示了网关 在
群 和 的信道上切换工作的情况

。

如果网关或普通节点有多个 要发送
,

它可以发送附
带连续传输指示 的

,

其后有一个为群首准备的微时隙 如果群首允许该节点继续发

送
,

则它就让这一时隙空闲
,

该节点监测到这一结果后立即进行下一个 发送 如果群首根
据业务情况及其控制需要不允许该节点继续发送

,

那么它就在该微时隙的位置上发送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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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在群 的信道上收发

淋环雨赫协雨稼同氛石两雨两邢
个

“ 钊

带冲突避免和分解的预约接人协议
如果节点有分组耍发送

,

它利用在每一帧的 时隙发送传输接入 微分组或

来竞争接入信道 如果节点在竞争 时隙时成功
,

群首将把它作为下一帧的最后一个被轮询
的节点进行轮询 否则

,

它需要在本帧重新开始的 时隙上进行竞争接入
。

为了避免进一步
的碰撞

,

各节点需要利用冲突分解算法实现接入
,

具体协议如下
,

图 表示了它的主要过程
。

通常一帧中仅有一个 时隙
,

当发生竞争接入碰撞时
,

在本帧中重新开始 时隙竞
争并增加 时隙的个数

。

协议规定所有未竞争成功的节点均要参与本帧重新开始的竞争接入
过程

,

这样当一帧中的各 时隙内无碰撞发生时
,

群首就知道冲突分解 已经完毕
。

为了保证
有较大接入概率

,

群首头一次就增加到 个 时隙
。

如果这样做之后还有接入碰撞发生
,

群
首继续保持或增多 时隙的个数

。

当所有的 时隙都无碰撞时
,

群首就可以把 时隙
的个数由多个降回到 个

。

这种算法可以不让发送节点等待太长的时间就可以接入信道
。

每个
时隙后群首要发 时隙信标 即 以便向各邻节点提示下一个 时隙的开始

。

在

时隙中指明 时隙的个数
,

各邻节点可以根据等概或截短几何分布的概率方式来选择
在第几个 时隙进行竞争

具有 保证 的 协议

实时业务和普通数据业务的区分
为了保证实时业务优先于数据业务而进入轮询服务

,

我们需要在 时隙中规定实时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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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
, 。和 在 时

隙上竟争接入而发生碰撞
节点 和 在第 个 时隙

接入时发生碰撞

群首在 时隙中指明其后

时隙的个数以备各节点按照

带 彝
丁 圣圣圣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算法选择某个 时隙接入

群首 节点 选择第 个
时隙成功接入信道

节点 选择第 个
时隙成功接入

群首

节点 选择第 个 ,

时隙竞争接入
群首将节点 加入到轮询
队列的末尾进行轮询发送

第 个 时隙成功接入信道 第 个 。时隙成功接入信道

由于上一帧实时业务竟争区无冲突 所以群首
在本帧的 时隙中设置无实时业务接入的标志

昌卜 罕 旧
任

毯 昌
丁

置
首群图

发送实时业务的节点
选择第 个 , 时隙成功接入

群首将发送时实业务的节点 加入到 供新接入的 发送数据业务的节点
实时业务的轮询队列末尾 实时业务用 在第 个 时隙接入

实时业务优先于数据业务的竞争接入过程

实时业务和数据业务的不同处理方式
协议的轮询阶段划分为前后两个部分

。

前一部分由传输网关业务的时隙和传输实时
业务的时隙组成

,

后一部分由传输数据业务的时隙组成
。

群首在每一帧的开始采用 固定顺序依
次轮询网关和发送实时业务的节点

,

然后再以
一

方式轮询发送数据业务的节点
。

当进入轮询队列的业务总量超出预定的总支撑业务量时
,

还有发送实时业务的节点在
时隙中竞争成功

,

那么为了安排它的传输
,

群首要
“

剔除
”

发送数据业务的节点或削减占用较
多资源节点的资源占用量 见图 剔除某节点发送或取消某节点部分发送业务权限的方法是

群首不轮询该发送数据业务的节点或减少发送数据或可变 比特率 业务的节点的轮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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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比如说
,

群首开始不轮询本帧中本应该第一个发送数据业务的节点
、

转而轮询该新加入的有
实时业务待发的节点

。

对于占用多个发送资源的节点
,

可以使用带 标志的分组进行预约
,

而它占有的资源也由群首决定是否释放

一

奋
一

三三三 吕吕丁丁
三

图 节点发送 分组临时释放信道资源并可以随时重获此资源

协议 的性能仿真

仿真假设
传统的数据业务一般采用泊松到达的业务模型或服从指数分布的 源模型

,

但是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目前的数据业务具有很强的突发性
、

自相似性和长时相关性
,

这是传统的
泊松源和指数分布的 源所不能确切反映的

。

而 长度服从重尾分布 比如

分布 的 源能较贴切的反映 目前 数据应用 如 的应用
,

通过叠加大量的具有这种特性的 源可以产生呈现 自相似特性的业务 回
。

分

布的概率密度函数如下式所示

一 “ ,

丫 全 。、产

子‘一月汀
了泞、一

一一
、产

子仁
廿了吸、

广」

其中
,

口 分别称为形状和尺度参数
。

当 。 时
,

认飞 分布就变成指数分布 当

时 人卫 分布为重尾分布
,

此时 的值越小
,

七 分布所表示的业务突发性就越
强

。

主要的仿真参数如表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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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以 一个群的无线网络为例考察 协议支持 数据业务的性能
,

节点仅在
本网络 内部通信

,

此时群首仅转发业务
,

不独 自产生业务
,

假定无线信道为无错状态 各节点

在不同 周期内产生的数据分组等概以 网络中其它各节点为 目的节点进行传输
。

信标时隙
、

,

和 分组与微时隙大小相同
。

业务源特性和分组生存时间 几
,

对协议性能的影响

我们在这里 比较了 几 叩 分别为 和
·

不同业务源情况下 协议的分组传输性

能
,

比较结果如图
、

图 和图 所示
。

从图中可以看出
,

由于 的增加
,

从而使得吞吐量

有了相应的增加
,

平均分组丢弃率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
,

但这是以增加分组的平均时延为代
价的

。

从图 也可看出
,

尽管 为 时的分组丢弃率比
·

时有显著的改善
,

但是 几 叩

为 时的 分布的 源对应的分组丢弃率却 比 为
·

的泊松源对应的

一一 名 一赞袱

。 。 。 。 。 。 。 。

了长蕊

节点数 节点数

图 分组丢弃率 图 平均分组时延

结 论

本文提出了基于 网络中发送节点而进行预约和轮询的 协议
。

它是综合了随机接入
预约

、

妥善轮询
、

连续发送及中断 如 的应用 和基于收方邀请 如 网关在各群信道上的切

换 的动态按需分配协议
。

其指导思想是仅对要发送业务的节点安排发送时隙
,

从而大大提高了

信道利用率
。

在节点竞争预约信道方面
,

我们提出了一种新颖的冲突避免和分解的信道接入方
式

,

它大大增强了想要发送分组的节点在预约时隙上的接入效率
。

另外
,

该协议可以保证传输
实时业务的节点 比传输数据业务的节点优先接入和优先使用信道 仿真结果表明

,

协议
可以提供较高的吞吐量

、

较低的平均分组时延和较小的平均分组丢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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