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０１８；修回日期：２０１１１１１８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部科技型中小型企业创新基金资助项目（１０Ｃ２６２１５１１３１１０）；重庆市
教委资助项目（ＫＪ１１０８３１）

作者简介：李彦（１９７６），男，湖南岳阳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网络、嵌入式系统（ｌｙ＠ｃｑｕｔ．ｅｄｕ．ｃｎ）；陈卓（１９８０），男，
重庆九龙坡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协议、Ａｄｈｏｃ网络、嵌入式系统．

一种面向路由负荷的自适应均衡 Ａｄｈｏｃ路由协议

李　彦１，２， 陈　卓１

（１．重庆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重庆 ４０００５０；２．重庆理工大学 机械检测技术与装备教育部工程研
究中心，重庆 ４０００５４）

摘　要：针对Ａｄｈｏｃ网络中的路由协议通常采用基于数据路径最短的标准选路，而缺乏对网络负荷这一重要
因素进行考察，这最终导致所选择的路径可能产生拥塞，并使某些过载节点寿命降低，提出一种根据节点的网络

负载进行自适应路由选择的协议（ＡＤＭＡＲ）。该协议把网络当前的动态负荷因素纳入考虑的指标，在节点选路
过程中选择负荷较轻的路径，以达到合理地分担网络中负荷的目的。通过基于 ＯＰＮＥＴ的仿真实验对该协议的
性能和效果进行分析评估，实验结果说明ＡＤＭＡＲ具有较好的负荷分担能力，并尽可能降低网络热点区域产生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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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ｄｈｏｃ网络由一组无线用户（节点）组成的自治集合。它
不需要固定基站支持，无中心管理，可临时组织，并且具有高度

移动性，在军事、应急通信、可穿戴系统等领域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设计高效的Ａｄｈｏｃ网络路由协议是当前在该领域的研究
热点。国外已有很多研究机构提交了路由协议草案。相比之

下，针对路由协议的评估却较少。

本文提出一种能够自适应对Ａｄｈｏｃ网络负载进行合理均
衡的路由协议 ＡＤＭＡＲ，并利用 ＯＰＮＥＴ仿真平台，设计了该协
议的网络模型、节点模型和处理模型，并对该路由协议进行了

仿真，还与ＡＯＤＶ协议进行了性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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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协议

Ａｄｈｏｃ网络的路由协议（算法）主要分为两类：ａ）表驱动
（ｔａｂｌｅｄｒｉｖｅｎ）路由协议［１～５］，其特点是：无论是否存在实际的

数据通信，节点间总会周期性地交换路由信息，节点保持一个

或多个路由表来存储路由信息，当网络的拓扑结构变化时，通

过在整个网络中传播更新消息来保持路由的正确性，这类协议

的路由查找的延时较小，主要代表协议有 ＤＳＤＶ［１］等；ｂ）按需
激发（ｏｎｄｅｍａｎｄ）的路由协议，其特点是：只有当有通信的需求
时才会产生路由请求，从而达到减少路由代价的目的，节点需

要维护路由表保存它们作为源节点或者中间节点时，到达某目

的节点的路由信息。这类协议的主要代表有 ＡＯＤＶ［６］、ＤＳＲ［７］

等，其中ＡＯＤＶ协议是以最大程度上降低广播信息及降低传
输延迟为设计目标的，综合了ＤＳＤＶ和ＤＳＲ的优点，其性能通
常较其他按需激发的Ａｄｈｏｃ路由协议较好。

目前国内外关于移动Ａｄｈｏｃ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何
以低信息交换量来实现快速路由查找，并选择合理的度量方式

来选择可能存在的多条路径中最优的一条进行数据通信。最

常用的是以路径最短的标准来选择路径，例如：ＡＯＤＶ协议规
定在活动路径上的源节点和中间节点都以 ＲＲＥＰ分组中目的
续列号（ｓｅｑ＿ｎｕｍ）较大和跳数（ｈｏｐ＿ｃｎｔ）最少的路径作为选取
标准［６］。这类路由协议在网络规模较小，相互通信的节点对

较少时表现良好；但随着网络规模的扩大，通信量增加后暴露

出一些问题，如不能有效地进行 ＱｏＳ控制，不能合理分配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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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可能会使Ａｄｈｏｃ网络在较短时间内出现局部热点，导致
网络寿命降低等。

通过分析，由于在这类协议设计的用于建立路由的信息包

中主要维护的是代表最短路径的信息及生命期等信息，缺乏对

通信路径的负荷进行考虑。如果通过某条活动路径上的数据

量较小，不会出现问题；但如果出现多队节点在进行通信的时

候都共用了部分路径，则可能会出现这部分路径上的通信量过

大形成局部“热点区”，使得位于该条路径上的节点的负荷大

大高于其他网络节点，最终导致这些节点的能源较快地耗尽并

消亡。而同时，其他节点可能却长时间处于空闲状态。另外，

由于通过部分路径的数据量较大，网络拥塞容易产生，端到端

的ＱｏＳ也难以得到保证。因此，针对移动 Ａｄｈｏｃ网络在路由
问题上的不足，本文提出一种能够对网络通信量进行自适应的

路由协议ＡＤＭＡＲ，该协议能较好均衡网络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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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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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议原理

由于ＡＯＤＶ协议提供了比较完善的路由发现和路由维护
机制，并且支持 ＩＰ，因此选择将 ＡＯＤＶ作为基础来设计 ＡＤ
ＭＡＲ协议。移动Ａｄｈｏｃ网络的ＭＡＣ层提供对无线信道的接
入的控制，能为上层协议提供快速可靠的分组传送支持，基于

ＩＰ的网络层提供路由功能。如果能将 ＭＡＣ层和网络层相结
合并进行跨层设计［８～１３］，即：通过 ＭＡＣ层提供给网络层表示
当前节点通信负载的负荷因子，并在 ＡＯＤＶ的交换信息数据
帧头加入表示负荷因子的域；并把负荷因子作为选择合理路由

的另一个标准，从而实现这样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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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议实现

定义一个表示Ａｄｈｏｃ节点通信繁忙程度的量Ｔｉ，即节点ｉ

的负荷因子，网络中的某个节点ｉ的负荷因子如下定义：

Ｔｉ＝

ｋ１

ｍ＝１
ＴＸｍ


ｋ２

ｎ＝１
ＲＸｎ

（１）

在式（１）中，设节点ｉ有ｋ１条数据发送路径，通过这 ｋ１条

路径一共完成的数据发送速率为
ｋ１

ｍ＝１
ＴＸｍ，ｋ１可视作节点ｉ的出

度；同时，数据从ｋ２条路径发送至该节点，总的数据接收速率

为
ｋ２

ｎ＝１
ＲＸｎ，ｋ２可视作节点ｉ的入度。如果节点转发分组的效率

较高，则Ｔｉ较大，如果节点接收分组的效率较高，则 Ｔｉ较小。
Ｔｉ值越大，说明节点ｉ当前接受数据负荷的能力越强，即是越
“空闲”，而对于ＴＸｍ和 ＲＸｎ的计算都采用对前一次计算出的
值和当前新计算出的值进行加权计算得出，利用 ＴＸｏｌｄ和 ＴＸｎｅｗ
得到ＴＸｍ，即：ＴＸｍ＝αＴＸｏｌｄ＋（１－α）ＴＸｎｅｗ，利用 ＲＸｏｌｄ和 ＲＸｎｅｗ
计算出ＲＸｎ，即：ＲＸｎ＝αＲＸｏｌｄ＋（１－α）ＲＸｎｅｗ。为了较好地反
映节点当前的负荷状态，设置 α为较小的值０．４，这样可以让
计算结果受新测试得到的值 ＲＸｎｅｗ和 ＴＸｎｅｗ的影响更大。从 Ｔｉ
的计算方式说明：当一个节点的输出通道越多，数据发送速度

越快，节点的Ｔｉ越大；相反，如果节点的输入通道越多，数据输
入速度越快，节点的Ｔｉ越小。另外，将采样时间间隔（Ｓａｍｐｌ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设定为４ｓ，即每过４ｓ时ＭＡＣ层协议会计算一次Ｔｉ。

通过对节点负荷因子的计算，进一步可以得出某条路径

Ｒｉ的负荷值的计算机方法。定义某条Ａｄｈｏｃ网络的路径为Ｒｉ

（Ｎ１，Ｎ２，Ｎ３，…，Ｎｎ），即数据从源节点Ｎ１开始经多个中间节点
到达目的节点Ｎｎ。对于该条路径的负荷值Ｔｒｉ的计算方法为

Ｔｒｉ＝
ＤｅｆＶａｌ ｈｏｐ＿ｃｎｔ＝１
ｍｉｎ（Ｔｉ）

Ｎｊ∈Ｔｒｉ，Ｎｊ≠Ｎ１，Ｎ２
{ ｈｏｐ＿ｃｎｔ＞１ （２）

当源和目的节点只经过一条路由时，采用默认值 ＤｅｆＶａｌ；
当跳数大于１时，以路径中多个中间节点Ｔ最小的值作为该节
点所在的路径的Ｔｒｉ值。

ＡＯＤＶ协议的数据源节点在收到ＲＲＥＰ分组后，会按照分
组中的序列号（ｓｅｑ＿ｎｕｍ）及跳数（ｈｏｐ＿ｃｎｔ）来选择路由。即：序
列号较大表示一条全新的路由，最优先作为考虑，当序列号相

同的情况下，选择跳数最小的路径作为实际的路由。在引入负

荷因子后，选择路由多了一个衡量标准，序列号较大者仍作为

最优先考虑，当序列号相同的情况下按照路径负荷 Ｔ最大进
行选择，如果Ｔ相同，最后按照跳数最小的路由进行选择。穿
过“热点区”路径的负荷较小，在引入负荷因子后，数据源会选

择负荷较小的路径，这样就可以绕开“热点区”，保证网络负荷

的自适应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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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为数据源节点Ｎ１选择合理的路由发送数据至目的节
点Ｎ６的示意图。在某个时刻，ＭＡＣ协议得到各节点当前的负
荷因子，假设为：节点Ｔ２＝２，Ｔ３＝１，Ｔ４＝３，Ｔ５＝２，可假设可供
节点Ｎ１选择的路由包括：Ｒ１（Ｎ１，Ｎ２，Ｎ６），Ｒ２（Ｎ１，Ｎ３，Ｎ６），Ｒ３
（Ｎ１，Ｎ２Ｎ３，Ｎ６），Ｒ４（Ｎ１，Ｎ４Ｎ３，Ｎ６），Ｒ５（Ｎ１，Ｎ４Ｎ５，Ｎ６），Ｔｒ１＝２，
Ｔｒ２＝１，Ｔｒ３＝１，Ｔｒ４＝１，Ｔｒ５＝２，根据式（２）的计算结果来选择合
适的路由，由于经过路径Ｒ１和路径 Ｒ５的负荷相同，说明这两
条路径的网络繁忙程度相当，相对于 Ｒ２，Ｒ３，Ｒ４空闲。应根据
跳数进一步选择路由，由于Ｒ１的ｈｏｐ＿ｃｎｔ为２，而Ｒ５的ｈｏｐ＿ｃｎｔ
为３，应选择跳数较小者，因此最终选择Ｒ１作为实际路由。当
一次分组发送完成以后，第二次发送分组的时候会向相邻节点

发送ＲＲＥＱ广播分组；然后再次选择最合适的路由，这样可以
保证网络在出现热点区域以前新的路由可以绕开这一区域。

中间节点的路由更新采用了 ＡＯＤＶ的更新原理，即只有当确
实发现更优的路由或当路由表信息超时时才进行路由更新。

中间节点选择最优路由的标准按照目的序列号、网络负荷、跳

数的次序来进行选择。

由于ＡＤＭＡＲ协议引入了负荷因子，该因子的值保存于数
据帧头部。而 ＡＯＤＶ协议没有包含该因子，因此基于 ＡＯＤＶ
的帧头实现了ＡＤＭＡＲ帧头。另外，ＡＤＯＶ协议使用了分布式
的基于路由表的路由方式，路径中的每个节点都要执行维持和

管理路由信息，由于引入负荷因子，需要改进路由表中保存的

信息。在 ＭＡＣ层协议进行采样时，同时会通过 Ｈｅｌｌｏ分组向
相邻节点广播，告知自己当前的负荷因子，如果某节点收到来

自相邻节点的 Ｈｅｌｌｏ分组中负荷因子大于自己路由表中的
Ｌｏａｄ＿Ｆａｃｔｏｒ值，这说明相邻节点相对以前的负荷减轻了，应修
改Ｌｏａｄ＿Ｆａｃｔｏｒ为Ｈｅｌｌｏ分组中的负荷因子值。ＡＤＭＡＲ协议由
于采用通过Ｈｅｌｌｏ分组中捎带负荷因子的方法，在提供考察路
径数据负载的同时不会增加网络的额外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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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ＭＡＣ层协议，本文采用８０２．１１无线局域网协议，由
于ＡＤＭＡＲ增加了负荷因子这一个衡量标准，为了提供给网络
层采样支持，并对标准的８０２．１１协议进行了部分修改。

+

　
"()"*

协议的仿真

本章通过仿真实验考察ＡＤＭＡＲ协议的性能，与该协议进
行比较的对象是ＡＯＤＶ路由协议，使用 ＯＰＮＥＴ［１４］作为仿真环
境，实现的网络模型包括１６个移动节点，编号为：ｍｏｂｉｌｅ＿ｎｏｄｅ＿
ｉ（１≤ｉ≤１６），该１６个节点均匀分布于１０００ｍ×５００ｍ的范围
中，通过无线链路实现数据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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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ＡＤＭＡＲ协议的节点模型，如图２基于 ＯＰＮＥＴ提供
的ＩＰ模块实现了ＡＤＭＡＲＲｏｕｔｉｎｇ模块。在该节点模型中提供
了一个ｄａｔａｓｏｕｒｃｅ模块产生数据，同时提供了一个ｓｉｎｋ模块接
收数据。另外，ｍｏｂｉｌｉｔｙ模块提供给该网络节点移动的模型，采

用了随机ｗａｙｐｏｉｎｔ模型［１５］，该模型的基本原理为节点首先在

网络空间中计算一个随机选择的目的点位置，并以随机选择的

恒定速度向节点移动，到达该节点后，节点暂停一个等待时间

再计算下一个目的节点。该模型的处理模型如图３所示，引入

了节点移动因子，节点 ｍｏｂｉｌｅ＿ｎｏｄｅ＿ｉ的位置定义为：ＬＯＣｉ＝

｜Ｘｉ－Ｙｉ｜；因此所有节点的相对距离为：Ｄ＝
ｎ１

ｉ＝１

ｎ２

ｊ＝１
｜ＬＯＣｉ－

ＬＯＣｊ｜，当网络环境中的每个节点发生移动以后，处于 ｗａｉｔ状
态的计算一次相对距离。当节点ｉ移动到新的位置，相对距离
为Ｄ′，因此在节点移动的时间段ｔ内，移动因子为 Ｍｏｂｉｌｅ＿Ｆａｃ

ｔｏｒ＝
ｔ
｜Ｄ′－Ｄ｜／ｔ。Ａｄｈｏｃ路由协议的性能受到ｐａｕｓｅ＿ｔｉｍｅ及

节点移动速度的影响很大，因此设置了当等待时间 ｐａｕｓｅ＿ｔｉｍｅ
分别为０ｓ、３０ｓ、６０ｓ、１２０ｓ、３００ｓ时对应的ＡＤＭＡＲ协议的性
能，当为０ｓ时表示节点没有等待时间；当为３００ｓ时表示节点
不移动。最大移动速度ｍａｘ＿ｓｐｅｅｄ为２０ｍ／ｓ，且节点移动的速
度在［０，ｍａｘ＿ｓｐｅｅｄ］区间服从均匀分布。

在利用ＯＰＮＥＴ进行仿真的时候，设置每个节点的数据分
组的到达时间间隔服从λ＝０．１的指数分布，节点的通信距离
设置为２００ｍ，仿真时间设置为５ｍｉｎ。主要考察：ａ）对于不同
的ＣＢＲ（固定码率）的情况下ＡＯＤＶ和ＡＤＭＡＲ的端到端的传
输时延；ｂ）对于不同ＣＢＲ的情况下网络的吞吐量；ｃ）路由协议
受到节点移动因子影响时，性能下降的趋势。

从图４、５可以看到，在移动环境中，引入了负荷因子的
ＡＤＭＡＲ协议能够较好地反映出当前节点的繁忙程度，并在选
路由时根据路径负荷高低绕开“热点区”，自适应地选择更优

路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当数据量较大的情况下网络的端

到端延迟受到的影响较小，保证较高的吞吐量。通过图６可以
看到ＡＤＭＡＲ协议相对于 ＡＯＤＶ协议受节点移动因子的影响
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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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自适应分配网络负载的路由协议 ＡＤ
ＭＡＲ。通过对该路由协议的分析和性能仿真，该路由协议在
平均端到端的延迟、平均端到端的吞吐量都比已有的经典路由

协议如ＡＯＤＶ更具优越性。笔者将在后续工作中采用随机模
型对该路由协议进行性能分析并进一步得到理论结果。

参考文献：

［１］ ＰＥＲＫＩＮＳＣ Ｅ，ＢＨＡＧＷＡＴＰ．Ｈｉｇｈｌｙｄｙｎａｍｉｃ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ｄｄｉｓｔａｎｅｖｅｃｔｏｒｒｏｕｔｉｎｇ（ＤＳＤＶ）ｆｏｒｍｏｂｉｌ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
ＰｒｏｃｏｆＡＣＭＳＩＧＣＯＭＭ’９４．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ＣＭ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２３４２４４．

［２］ ＲＯＹＥＲＥＭ，ＴＯＨＣＫ．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ｏｕｔｉｎｇ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ｆｏｒＡｄ
ｈｏｃｍｏｂｉｌｅ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ＩＥＥ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１９９９，６（２）：４６５５．

［３］ ＱＡＹＹＭＡ，ＶＩＥＮＮＯＴＬ，ＬＡＯＵＩＴＩＡ．Ｍｕｌｔｉｐｏｉｎｔｒｅｌａｙｉｎｇ：ａ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ｆｏｒｆｌｏｏｄｉｎｇｉｎｍｏｂｉｌｅ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ＮＲＩ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ＲＲ３８９８［Ｒ］．２００８．

［４］ ＪＩＡＮＧＸｉａ，ＣＡＭＰＴ．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ｇｅｏｃａｓｔｉｎｇ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ｆｏｒａｍｏｂｉｌｅＡｄ
ｈｏｃ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ＰｒｏｃｏｆＧｒａｃｅＨｏｐｐｅｒ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ｉｏｎ（ＧＨＣ）．２００２．

［５］ ＩＷＡＴＡＡ，ＣＨＩＡＮＧＣＣ，ＰＥＩＧ，ｅｔａｌ．Ｓｃａｌａｂｌｅｒｏｕｔ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
Ａｄｈｏｃ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ＩＥＥ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ｎ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ｒｅａｓ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９，１７（８）：１３６９１３７９．

［６］ ＰＥＲＫＩＮＳＣＥ，ＢＥＬＤＩＮＧＲＯＹＥＲＥ，ＤＡＳＳ．ＩＥＴＦＲＦＣ３５６１，Ａｄ
ｈｏｃｏｎｄｅｍａｎ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ｖｅｃｔｏｒ（ＡＯＤＶ）ｒｏｕｔｉｎｇ［Ｓ］．２００７．

［７］ ＪＯＨＮＳＯＮＤＢ，ＭＡＬＴＺＤＡ，ＨＵＹＣ．ＩＥＴＦｄｒａｆｔｉｅｔｆｍａｎｅ，Ｔｈｅ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ｕｔｉｎｇ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ｆｏｒｍｏｂｉｌｅＡｄｈｏｃ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ＤＳＲ）
［Ｓ］．２００４．

［８］ ＣＯＮＴＩＭ，ＭＡＳＡＬＬＩＱ，ＴＵＲＩＧ，ｅｔａｌ．ＣｒｏｓｓｌａｙｅｒｉｎｇｉｎｍｏｂｉｌｅＡｄ
ｈｏｃ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ｅｓｉｇｎ［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４，３７（２）：４８５１．

［９］ ＣＨＩＡＮＧＭ，ＬＯＷＳＨ，ＣＡＬＤＥＲＢＡＮＫＲＡ，ｅｔａｌ．Ｌａｙｅｒｉｎｇａｓｏｐｔｉ
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ＰｒｏｃｏｆＩＥＥＥ．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ＮＪ：ＩＥＥ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２２０２２９．

［１０］ＡＮＤＲＥＷＳＭ，ＫＵＭＡＲＡＮＫ，ＲＡＭＡＮＡＮＫ，ｅｔａｌ．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ｖｅｒａｓｈａｒｅｄ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ｌｉｎｋ［Ｊ］．ＩＥＥ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０１０，３９（２）：１５０１５３．

［１１］ＬＩＵＸｉｎ，ＣＨＯＮＧＥＫＰ．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ｔｉｃ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ｗｉｔｈ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ｈａｒ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ｉｎ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ＩＥＥ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ｎ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ｒｅａｓ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１，１９（１０）：２０５３
２０６４．

［１２］ＢＵＣＨＥＲ，ＫＵＳＨＮＥＲＨＪ．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ｍｏｂｉ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ｖｉａ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ｏｎ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０４，４９（１１）：１９５４１９６２．

［１３］ＢＯＲＳＴＳ．Ｕｓｅｒｌｅｖｅ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ｃｈａｎｎｅｌａｗａｒｅ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ｓｉｎ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ｄａｔａ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ＩＥＥＥ／ＡＣＭＴｒａｎｓｏｎＮｅｔｗｏｒ
ｋｉｎｇ，２００５，１３（３）：６３６６４７．

［１４］ＯＰＮＥ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ｎｃ［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ｐｎｅｔ．ｃｏｍ／．
［１５］ＢＲＯＣＨＪ，ＭＡＬＴＺＤＡ，ＪＯＨＮＳＯＮＤＢ，ｅｔａｌ．Ａ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

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ｈｏｐ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Ａｄｈｏｃｎｅｔｗｏｒｋｒｏｕｔｉｎｇ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Ｃ］／／
Ｐｒｏｃｏｆｔｈｅ４ｔｈＡＣＭＩＣＭＣ／Ｖ．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ＣＭ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８６９７．

·７３６２·第７期 李　彦，等：一种面向路由负荷的自适应均衡Ａｄｈｏｃ路由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