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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系统的数据传输控制方案的研究

则会引起较大的传输时延 所以 需要传输控制方案在传输时延与等待时延之间寻求一种折衷
的关系

。

对物理信道激活特性的 影响 由于分组数据的到达具有突发性
,

其长度 又不断变化
,

这
些数据适配入物理帧后

,

也就造成了物理信道上的物理帧具有了一定的突发特性
。

这种突发特

性与话音业务的话音激活特性相似
,

可称为数据业务的激活特性
。

与话音激活特性不同的是
,

分组数据业务的激活与休眠的持续时间都较话音业务的短
,

但同样会直接影响 移动通
信系统的容量

。

对 系统容 量的 影响 由于在新一代的 移动通信系统中
,

下行链路是系统容量受
限的主要方向

,

所以我们主要研究了系统下行链路的容量情况

系统是一个干扰受限的系统
,

其系统容量由整个系统中的干扰电平和基站
、

移动台
的功率动态范围决定

。

用户的服务质量与用户的载波干扰比 直接对应
。

这样
,

设 系统基

站的平均发射功率相同
,

为 几
,

则对于某个用户有如下的表达式 参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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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尸
,‘

是基站为该用 户分配的功率
,

几 是基站发射功率
,

是用 户到本基站的传播损耗
,

,

是用 户到第 ‘个相邻基站的传播损耗
,

是热噪声功率谱密度
,

是业务激活因子
,

。

是本小区不同用户间的正交因子
。

一般情况下
,

忽略热噪声的影响
,

设 守 是基站为某用户分配的功率比例
,

则

·

图 两状态控制方案示意图

当数据队列中不为空
,

且数据包的个数不少于一个物理帧中能容纳的数据包个数时
,

处于
“

发送
”

状态
,

从队列中读出数据包
,

适配入相应的物理帧传输
。

否则
,

处于
“

静止
”

状态
,

等待足够数量的数据包到达 若队列中数据包数量不足以填满一帧
,

但等待时间 已超过

一定门限
,

则仍转移至
“

发送
”

状态
,

一帧中的其余部分用冗余 比特填充
。

在这一方案中
,

我们需要设定的主要参数是物理帧的格式
,

因为根据 物理层协

议
,

不同的物理帧格式
,

对应的数据包长度和一帧中的数据包个数都不相同
,

这样将直接影响

到时延特性和激活特性
。

三状态不 同速率的 传输控制方案 方案 基于上述两状态的传输控制方案
,

从减少

等待时延和降低对其它用户干扰的角度出发
,

我们提出了三状态的传输控制方案
,

其状态转移

图如图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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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控制方案中由两状态的控制方案中的
“

发送
”

状态派生出
“

全速率
”

和
“

半速率
”

两个状

态
。

这两个状态分别对应两种物理信道传输速率 全速率与半速率
,

即
“

半速率
”

状态下
,

一个

物理帧中可以装入的数据包的个数 设为 从 是
“

全速率
”

状态下个数 设为 价 的一半

当队列 中数据包个数超过 ,
,

则 处于
“

全速率
”

状态
,

采用全速率信道传输
。

若

队列中数据包个数大于等于 从
,

但小于 价
,

则 转移至
“

半速率
”

状态
,

采用半速

该方案中 物理帧除帧长外 其 特性 如 信道编码 调制解调等都与 帧

致

系统仿真

针对第 节中提出的三种数据传输控制方案
,

我们分别仿真研究了它们的传输时延特性和

对系统容量的影响
。

时延特性 的仿真 在数据链路级仿真中
,

我们根据 的 层协议 ’
、 ,

使

用网络仿真软件 进行了时延特性的仿真
。

信源端使用平均数据速率 的

浏览业务模型
,

不同分组间间隔时间服从负指数分布
,

分组长度服从截短的 分布
,

均值

为 字节
。

分别对两种传输控制方案进行了仿真
。

其中
,

对于第 种方案
,

仿真了多组不同的物理信

道速率
,

以便进行性能比较
,

其结果如表 所示
。

对 系统容量影响的评估 在系统级仿真中
,

我们使用 自己构造的容量与覆盖仿真平台评

估系统性能
,

该平台使用 十 语言
、

面向对象技术构造
,

用于评估 移动通信系统的容

量
、

频谱效率
、

覆盖效率等特性
。

在此项评估中
,

我们仿真了 系统 方案的下行链路性能
。

仿真评估的基本假设

如表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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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平平均时延 激活因子子

方方案 信道速率

信信信道速率
信信信道速率

系

每每每小区话音用户户 话音信道的平均均 数据信道的平均均

数数数数 发射功率 发射功率

纯纯话音业务务

方方案 数据速率

数数数据速率

数数数据速率

方方案
水水

方方案
水水

表 不同方案的综合性能比较

每每每小区的话音用户数数 平均时延
‘ , 、

纯纯话音业务务

方方案 数据速率

数数数据速率

数数数据速率

方方案
申

方方案
众众

非确认模式的端到端时延
,

全速率 七
,

半速率

信道数据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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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可以发现
,

对于两状态传输控制方案
,

低的传输时延和相对大的话音容量很难同时

实现
。

在使用该传输控制方案时
,

如果服务区内的话音业务需求相对较低
,

则可以为数据业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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