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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机会网络中节点分布不规则造成分割的网络区域相隔较远的情况，提出了一种基于全局消息摆
渡和节点中继的多摆渡路由算法（ＧＭＦＮＲＡ）。该算法使用一个全局消息摆渡节点和各个区域内的中继节点为
运行于区域内部的局部消息摆渡节点中继消息，共同完成区域间的信息传输。摆渡节点在中继节点处交互区域

间的信息，以至于不再需要摆渡节点之间实现在线协作转发消息。最后，仿真结果表明 ＧＭＦＮＲＡ较现有的节
点中继算法在网络的平均传输时延和数据交付率方面能获得更好的网络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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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传统的Ａｄｈｏｃ网络中提出的路由机制是基于假设节点和
节点之间存在着完整的端到端的路径，而机会网络［１，２］是一种

节点与节点之间不存在端到端路径并存在网络分裂的间断连接

网络。因此传统的Ａｄｈｏｃ网络路由机制并不适用于机会网络。
在机会网络中，由于节点间不能直接通信，需要通过节点

的移动来协助数据转发。迄今为止，研究学者们提出了多种基

于节点移动辅助转发的机会网络的路由技术［３］。基于节点的

移动控制模型分为两类路由方法：一类是基于节点随机移动的

模型来传输消息；另一类是控制节点移动的模型，其中节点需

要改变原来的路径收集或转发数据。前一类路由协议主要有

传染路由［４］、概率路由［５］及喷雾和等待路由［６］；第二类为消息

摆渡路由［７］等。传染路由是采取一种洪泛的消息散布方式，

在消息到达终点之前，它会将消息复制给每一个相遇节点，大

量的消息副本会过度消耗网络资源。为了减少网络开销，许多

控制消息副本的路由被相继提出，概率路由就是其中之一。它

根据节点历史相遇信息来决定将消息中继给最有可能与目的

节点相遇的下一跳节点，以此来限制消息副本。喷雾和等待路

由是另一种限制副本的路由，它分为两个阶段：喷雾阶段，源节

点分发一定数量的消息副本给最先遇到的多个中继节点；等待

阶段，携带副本的中继节点等待与目的节点的相遇，完成数据

的交付。

上述路由方法主要依靠节点的随机移动来完成，而消息摆

渡路由则需要控制节点的移动轨迹，利用一些特殊的摆渡节点

并按照特定的路径移动为源节点和目的节点之间传递数据。

基于节点在数据通信中的分工不同，消息摆渡路由机制中的节

点可以分为摆渡节点和普通节点两类。摆渡节点是一种可以

移动的节点，负责为其他普通节点运送数据，普通节点则没有

相应的功能，只能收发数据。信息摆渡路由技术主要应用于节

点分布不规则的稀疏网络场景，例如偏远的乡村网络通信和灾

后恢复。文献［７］介绍了单摆渡路由（ｓｉｎｇｌｅｆｅｒｒｙ，ＳＦ）和多摆
渡路由（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ｆｅｒｒｉｅｓ，ＭＦ）两种方法。ＳＦ使用一个摆渡节点
为网络中的所有普通节点服务，而ＭＦ使用多个摆渡节点为网
络中的普通节点服务。对于这两种摆渡路由，消息摆渡节点的

移动轨迹可以是预先设定的，也可以是动态变化的。

针对动态变化的摆渡路由，文献［８］提出了两种消息摆渡
路由机制：摆渡节点发起的消息摆渡（ｆｅｒｒｙ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ｍｅｓｓａｇｅ
ｆｅｒｒｙ，ＦＩＭＦ）和普通节点发起的消息摆渡（ｎｏｄ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ｍ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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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ｇｅｆｅｒｒｙ，ＮＩＭＦ）。其中 ＦＩＭＦ需要让摆渡节点改变自己的运
动轨迹来主动靠近普通节点以获取数据。在 ＮＩＭＦ机制中，摆
渡节点按照预定轨迹运动，而需要转发数据的普通节点主动靠

近摆渡节点以交互数据。在一些偏远的乡村通信中，可以将摆

渡路由扩展为多个摆渡路由机制，多摆渡路由可以为每一个摆

渡分配相应的服务区域或所有的摆渡都围绕整个网络区域移

动。文献［９］中提出了几种多摆渡路由的方案，即单路径算法
（ｓｉｎｇｌｅｒｏｕｔ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ＩＲＡ）、多路径算法（ｍｕｌｔｉｒｏｕｔｅ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ＭＵＲＡ）、节点中继算法（ｎｏｄｅｒｅｌａｙ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ＮＲＡ）及
摆渡中继算法（ｆｅｒｒｙｒｅｌａｙ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ＲＡ）。其中ＳＩＲＡ是多
个摆渡节点按照同一条路径为全网络的普通节点传输数据；

ＭＵＲＡ则是各个摆渡沿着不同的路径为普通节点传送信息；而
ＮＲＡ和ＦＲＡ则是分别以普通节点和摆渡节点作为中继的方
式来完成各消息摆渡之间的信息交互。

文献［１０］提出的基于网格的多个摆渡路由就是使用节点
中继算法完成多个摆渡之间的数据交互，为了使网络中的任

意节点间都可以通信，各个摆渡节点之间的路径必须是全连通

的。文献［１１］的摆渡路由设计主要目标是在一定的消息传输
时延下寻找最少的摆渡节点个数和最短的摆渡节点运行路径

来传输数据信息，同样没有考虑在节点的不规则分布时导致空

白区域出现情况下减少时延的有效方法。

针对偏远的乡村通信中由于网络节点不规则分布导致的

空白区域存在问题，本文提出的摆渡路由方案将多个消息摆渡

节点赋予在不同的区域内收集或转发数据任务，并能为摆渡节

点选择较优的移动轨迹，以更短的时延将偏远乡村之间的信息

传送到目的节点，尽可能地提高网络性能。

!

　网络模型及假设

本文主要集中于摆渡系统在偏远乡村通信中的应用。文

献［１０］中的ＮＲＡ路由机制为了实现不直接相连的节点间的
数据传输，通过引入摆渡节点来实现网络的全连通性，即相邻

区域内的消息摆渡运行路径必须有重合的节点，通过重合的节

点来完成区域间数据的交互，如图１所示。在乡村通信中，每
个乡村代表一个分裂的网络区域，当乡村之间的距离相隔较

远，并出现不包含任何节点的空白区域时，如图２所示的网络
环境，采用ＮＲＡ机制势必会导致消息摆渡节点运动路径过长，
由此会带来较长的数据传播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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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ＮＲＡ机制的在偏远乡村通信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本
文引入全局消息摆渡节点负责相距较远的乡村之间的数据通

信模型（ｇｌｏｂａｌｍｅｓｓａｇｅｆｅｒｒｙａｎｄｎｏｄｅｒｅｌａｙ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ＧＭＦ
ＮＲＡ）摆渡路由。如图２所示，网络中每个区域代表一个乡
村，区域内包含若干个普通节点，这些节点可以在区域内任意

移动，普通节点拥有的资源有限（比如电池能量、存储容量和

计算能力等），在大多数时间里，区域内的普通节点之间无法

直接通信。摆渡节点比普通节点拥有更多的资源，例如穿梭于

乡村之间的公共汽车，配备有大容量存储设备和无线通信接

口，在不连通的区域间负责搜集或转发数据。在乡村通信中，

相遇点是大多数人能频繁相遇的重要位置，比如公交车站、集

市场所等。在这里，摆渡节点能与它所访问的节点进行最长时

间的通信。

在本文提出的摆渡机制中，网络中包含多个不连通区域，

采用多个消息摆渡节点使得不直接连接的节点之间能够实现

通信。这里主要采用了两种类型的摆渡节点：全局消息摆渡

（ｇｌｏｂａｌｍｅｓｓａｇｅｆｅｒｒｙ，ＧＭＦ）和本地消息摆渡（ｌｏｃａｌｍｅｓｓａｇｅｆｅｒ
ｒｙ，ＬＭＦ）。如图２所示，每个区域有一个ＬＭＦ和静态的中继节
点（ｒｅｌａｙｉｎｇｎｏｄｅ，ＲＮ）。ＲＮ配置在重要的相遇点，如前所述的
公交车站、集市场所。在每个区域内部，由于节点的移动或稀

疏的居民节点分布导致出现网络分区，在每一个分区中，节点

之间是连通的，一个拥有更多邻居的节点的普通节点所在的

位置被选举作为此分区的路点（ｗａｙｐｏｉｎｔ），路点用来确定
ＬＭＦ的移动路径，ＬＭＦ每次启程前都要确定它的运动轨迹。
ＬＭＦ的运动轨迹需要覆盖区域内的所有路点并通过最短路径
算法计算（ｔｒａｖｅｌｌｉｎｇｓａｌｅｓｍａ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ＴＳＰ）获得。要选择路
点，就必须清楚节点位置，因此可以使用ＧＰＳ（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获取节点位置。本文中假设普通节点偶尔或很少移
动，那么只有ＬＭＦ能帮助更多的节点通信。

ＧＭＦ沿着固定的路径移动，它的移动路径覆盖所有的中
继节点。ＬＭＦ从普通节点或中继节点收发数据，因此 ＬＭＦ、
ＧＭＦ与普通节点之间不需要在线协作传输数据。ＧＭＦ负责区
域间的数据传输，ＬＭＦ负责本区域内节点间的数据或与ＲＮ交
互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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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由以上ＧＭＦＮＲＡ的网络模型可知，网络中拥有四种类型
节点：普通节点、中继节点、区域消息摆渡节点、全局消息摆渡

节点。它们在信息的传输过程中有各自不同的分工。

%


!

　普通节点的消息传输流程

如果普通节点有数据分组要转发，如果恰好碰到 ＬＭＦ经
过，就将分组转发给ＬＭＦ，否则就将分组保存在节点缓存里等
待ＬＭＦ到来。

%


%

　
.*+

的消息传输流程

ａ）ＬＭＦ维护一个包含本区域内所有普通节点位置信息的
链表，这个链表可以通过ＧＰＳ获得，主要用来确定ＬＭＦ的移动
轨迹，并且在计算ＬＭＦ的移动轨迹前要更新这些位置信息。

ｂ）在ＬＭＦ每次巡回移动开始之前，区域内的每个分区将
选择一个路点，并计算一条覆盖所有路点的ＬＭＦ移动路径。

ｃ）如果ＬＭＦ缓存内的消息的目的节点是本区域内部节
点，ＬＭＦ遇到相应的目的节点就转发此消息，并从缓存中删除
副本，否则等待与ＲＮ的连接。

ｄ）如果ＬＭＦ到达 ＲＮ的通信范围内，与 ＲＮ交换消息，完
成区域间的信息交付。

%


&

　
)*+

的消息传输流程

ａ）当ＧＭＦ收到消息后，如果ＧＭＦ与缓存中消息的目的节

·６７７１· 计 算 机 应 用 研 究 第３０卷



点相遇，那么将此消息发送给目的节点，并在缓存中删除消息

副本。

ｂ）否则ＧＭＦ将消息送往目的节点所在区域对应的 ＲＮ，
由本区域的ＲＮ将消息传送到对应的目的节点。

%


(

　
,"

的传输消息流程

ａ）如果消息的目的节点在ＲＮ范围内，直接将消息转发给
目的节点，并在缓存中删除消息。

ｂ）否则，如果ＬＭＦ进入ＲＮ的通信范围，ＲＮ将从 ＬＭＦ节
点接收发往本区域外节点的信息，并等待ＧＭＦ的到来，将消息
转发给ＧＭＦ，在缓存中删除对应的消息副本。

ｃ）如果 ＧＭＦ进入 ＲＮ的通信范围，ＲＮ从 ＧＭＦ接收来自
其他区域转发给本地区域的消息，当ＬＭＦ到来时，将消息转发
给ＬＭＦ，进一步转发给位于本区域中的目的节点。

以上四类具有不同功能的节点通过异步通信的方式，使得

分裂的网络区域之间的消息可靠传输得到了一定的保证。要

尽可能地提高消息传输性能，摆渡节点的移动路径规划起着决

定性的作用，在本文方案中，每个网络区域包含多个分区，每个

分区代表有一个或多个节点的连通区域，如图２所示。每个分
区中有着最多邻居节点的普通节点所在位置作为路点，ＬＭＦ
的移动轨迹将是覆盖本区域内所有路点的最短路径。

%


/

　
.*+

的动态路径计算

１）发现区域内每个节点的邻居节点数
ａ）让Ａ表示区域内所有节点的集合，Ａ＝｛ｎ１，ｎ２，ｎ３，…，ｎｑ｝
ｂ）ｆｏｒｎｉ∈Ａ，ｄｏ
　初始化ｎｉ的邻居节点数为０，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ｏｆｎｉ＝０
　　ｆｏｒｎｊ≠ｎｉ∈Ａ，ｄｏ
　　ｉｆｎｊｉｓ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ｏｆｎｉｔｈｅｎ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ｏｆｎｉ＝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ｏｆｎｉ＋１
　　ｅｎｄ
　ｅｎｄ

２）为路径计算发现路点
ａ）标记集合Ａ中的所有节点为未访问节点
ｂ）为区域中的每个分区寻找拥有最多邻居节点数的节点
让Ｂ＝｛｝表示区域中拥有最多邻居节点数的节点集合
ｗｈｉｌｅ（Ａ中任何未访问的节点）ｄｏ
　　ｈｉｇｈ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０
　　ｆｏｒＡ中每个未访问的节点 ｄｏ
　　　ｉｆ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ｏｆｎｉ＞ｈｉｇｈ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ｔｈｅｎ
　　　ｈｉｇｈ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ｏｆｎｉ
　　　ｈｉｇｈ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ｎｏｄｅ＝ｎｉ
　　　ｅｎｄ
　　Ｂ＝Ｂ∪ｈｉｇｈ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ｎｏｄｅ
标记出ｈｉｇｈ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ｎｏｄｅ和它的邻居节点为已访问节点
　ｅｎｄ

３）用ＴＳＰ算法计算出一条覆盖集合 Ｂ中所有节点位置的
最短路径。

&

　仿真分析

通过改变网络的普通节点个数 Ｎ、ＬＭＦ个数 Ｍ、全网络产
生的数据流量，对两种多摆渡路由方案 ＧＭＦＮＲＡ和 ＮＲＡ的
网络性能进行了比较分析，仿真实验平台为ＯＮＥ［１２］（ｏｐｐｏｒｔｕｎ
ｉｓｔｉｃ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机会网络有两个重要
的性能评价指标：平均传输时延和数据交付率。其中平均传输

时延为全网络的消息从源节点产生到第一个消息副本被送达

到目的节点在网络中的平均传播时间。数据交付率是网络中

被成功传输到目的节点的消息数量占网络总共产生的消息数

量的比率。仿真参数配置为：网络大小１２ｋｍ×１２ｋｍ；区域摆
渡ＬＭＦ和全局摆渡ＧＭＦ的通信半径为３００ｍ，它们运动速度
都为２０ｍ／ｓ；普通节点的通信半径为１５０ｍ；默认的网络划分
区域个数为 ９；网络带宽为 ２０Ｋｂｐｓ；网络仿真时间设为
２６５００ｓ。

３１　普通节点个数Ｎ对网络性能的影响

图３和４分别显示了普通节点个数Ｎ对网络的平均传输时
延和数据交付率的影响。随着普通节点个数Ｎ的增加，网络中
消息的平均传输时延增大，而数据交付率却降低。那是因为本

地摆渡节点ＬＭＦ的运行路径需要覆盖区域内部更多的节点，节
点增加导致ＬＭＦ运行路径长度增长从而使网络中消息的平均
传输时延更长。时延增大导致很多消息在有限的生命周期内

无法到达目的节点，同时网络中产生的消息更多，并且网络的

带宽受限，这些因素都会降低网络中数据成功交付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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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仿真中网络节点分布不均匀且稀疏，存在空白区域，

ＮＲＡ方案中只采用了本地摆渡 ＬＭＦ和中继节点 ＲＮ转发消
息，为了使区域间消息能成功转发，相邻的两个区域必须有共

同的节点使整个网络处于全连通状态。空白区域的存在使

ＮＲＡ方案中摆渡节点ＬＭＦ运行路径较长，时延变大。本文提
出的ＧＭＦＮＲＡ方案引入了全局摆渡ＧＭＦ来负责穿越空白区
域，使得划分的区域范围较小，从而本地摆渡 ＬＭＦ的路径较
短。因此正如图 ３所示的那样，随着普通节点个数的增加，
ＧＭＦＮＲＡ路由方案在平均传输时延明显优于 ＮＲＡ路由。较
长的时延会导致消息无法在生命周期内到达目的节点，加上通

信带宽的限制，数据的成功交付率会随之降低。从图４可以看
出，随着节点个数的增加，ＧＭＦＮＲＡ方案中的数据交付率比
ＮＲＡ方案中的数据交付率高１０％～２０％。

３２　区域个数Ｍ对网络性能的影响

图５和６显示了网络中划分的区域个数Ｍ对网络性能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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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Ｍ＝９时，两种方案的性能（平均传输时延和投递率）都
优于Ｍ＝４的情况。这是因为区域个数Ｍ增加，也就是为网络
服务的ＬＭＦ个数增加，每个 ＬＭＦ服务的普通节点个数减少，
其运动路径长度和转发的数据消息的数量也随之减少。分别

在Ｍ＝４和Ｍ＝９时，ＧＭＦＮＲＡ在平均传输时延和信息投递率
两个方面的性能都明显优于ＮＲＡ。

&


&

　网络中的数据流量对网络性能的影响

从图７和８可以看出网络产生的数据流量对网络性能的
影响。在网络产生的消息个数不多，即网络的业务负载较低

时，两种摆渡路由方案的平均传输时延和信息投递率无明显变

化。而当网络产生的消息个数增加到一定值时，即网络的业务

负载变重时，两种方案的平均传输时延迅速增加，数据交付率

也迅速降低。这是因为当网络业务负载变重时，无论是 ＬＭＦ
或是ＧＭＦ所需要承担的信息量都增大，在带宽受限的情况下，
网络容易发生拥塞，从而导致平均传输时延增加和信息投递率

减少。

由于ＧＭＦＮＲＡ中局部摆渡ＬＭＦ所运行的路径较ＮＲＡ方
案更短，因此数据转发较快，不容易产生网络拥塞，同时从仿真

图７和８可以看出，随着网络产生的消息个数的递增，ＧＭＦ
ＮＲＡ在平均传输时延和数据交付率两个方面的性能都明显优
于ＮＲ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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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语

针对机会网络中源节点与目的节点间不存在完整路径时

的消息转发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多摆渡路由技术。在网

络分裂的环境中，通过引入了本地消息摆渡和全局消息摆渡来

协作完成网络区域间消息的转发，主要目标是为了降低消息传

输时延，提高数据交付率，还有使用较少的网络资源（带宽、存

储空间等）以及消除通信实体间的在线协作问题。仿真实验

表明，对于长期分裂的形成多个区域的网络，如偏远的乡村通

信，这种新的摆渡路由方案在数据传输时延和数据成功交付率

等方面优于现有的中继节点算法。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进一

步考虑摆渡节点的缓存分配问题，以及不同类型的数据流对网

络性能的影响。

参考文献：

［１］ 熊永平，孙利民，牛建伟，等．机会网络［Ｊ］．软件学报，２００９，２０

（１）：１２４１３７．

［２］ ＰＥＬＵＳＩＬ，ＰＡＳＳＡＲＥＬＬＡＡ，ＣＯＮＴＩＭ．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ｔｉｃ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ｄａｔａ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ｇｉｎｄｉ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ｍｏｂｉｌｅＡｄｈｏｃ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００６，４４（１１）：１３４１４１．

［３］ 孙践知，刘乃瑞，张迎新，等．机会网络典型路由算法性能分析

［Ｊ］．计算机工程，２０１１，３７（１６）：８５８９．

［４］ ＶＡＨＤＡＴＡ，ＢＥＣＫＥＲＤ．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ｒｏｕｔｉｎｇｆｏｒ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Ａｄ

ｈｏｃ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Ｄ］．［Ｓ．ｌ．］：Ｄｕｋ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０．

［５］ ＬＩＮＤＧＲＥＮＡ，ＤＯＲＩＡＡ，ＳＣＨＥＬＥＮＯ．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ｒｏｕｔｉｎｇｉｎｉｎｔｅｒ

ｍｉｔｔｅｎｔｌｙ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ＡＣＭＳＩＧＭＯＢＩＬＥＭｏｂｉｌｅＣｏｍ

ｐｕｔ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５，７（３）：１９２０．

［６］ ＳＰＹＲＯＰＯＵＬＯＳＴ，ＰＳＯＵＮＩＳＫ，ＲＡＧＨＡＶＥＮＤＲＡＣ．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ｒｏｕ

ｔｉｎｇｉｎ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ｌｙ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ｍｏｂｉｌ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ｃｏｐｙｃａｓｅ

［Ｊ］．ＩＥＥＥ／ＡＣＭＴｒａｎｓ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２００８，１６（１）：７７９０．

［７］ ＺＨＡＯＷｅｎｒｕｉ，ＡＭＭＡＲＭ．Ｍｅｓｓａｇｅｆｅｒｒｙｉｎｇ：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ｒｏｕｔｉｎｇｉｎ

ｈｉｇｈｌｙ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ｅｄ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Ａｄｈｏｃ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Ｐｒｏｃｏｆｔｈｅ９ｔｈ

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ＦｕｔｕｒｅＴｒｅｎｄｓ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Ｃｏｍｐｕ

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３：３０８３１４．

［８］ ＺＨＡＯＷｅｎｒｕｉ，ＡＭＭＡＲＭ，ＺＥＧＵＲＡＥ．Ａｍｅｓｓａｇｅｆｅｒｒｙｉｎｇ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ｄａｔａ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ｉｎｓｐａｒｓｅｍｏｂｉｌｅＡｄｈｏｃ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Ｐｒｏｃ

ｏｆｔｈｅ５ｔｈＡＣ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ＭｏｂｉｌｅＡｄｈｏｃＮｅｔｗｏｒ

ｋ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ＣＭ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１８７１９８．

［９］ ＺＨＡＯＷｅｎｒｕｉ，ＡＭＭＡＲＭ，ＺＥＧＵＲＡ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ｄａｔａ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ｆｅｒｒｉｅｓｉｎａｄｅｌａｙｔｏｌｅｒａｎｔ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Ｐｒｏｃｏｆ

ｔｈｅ２４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Ｊｏｉｎ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ｎｄＣｏｍｍｕ

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２００５：１４０７１４１８．

［１０］ＺＨＡＮＧＺｈｅｎ，ＦＥＩＺｏｎｇｍｉｎｇ．Ｒｏｕｔｅｄｅｓｉｇｎ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ｆｅｒｒｉｅｓｉｎｄｅ

ｌａｙｔｏｌｅｒａｎｔ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ＰｒｏｃｏｆＩＥＥＥＷＣＮＣ．２００７：３４６０３４６５．

［１１］ＰＥＮＧＷｅｉ，ＺＨＡＯＢａｏｋａｎｇ，ＹＵＷａｎｇｒｏｎｇ，ｅｔａｌ．Ｆｅｒｒｙｒｏｕｔｅｄｅｓｉｇｎ

ｗｉｔｈｄｅｌａｙｂｏｕｎｄｓｉｎｄｅｌａｙｔｏｌｅｒａｎｔ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Ｐｒｏｃｏｆｔｈｅ１０ｔｈ

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２８１２８８．

［１２］ＫＥＲ?ＮＥＮＡ，ＯＴＴＪ，Ｋ?ＲＫＫ?ＩＮＥＮＴ．ＴｈｅＯＮ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ｆｏｒＤＴＮ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Ｐｒｏｃｏｆｔｈｅ２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ｏｌ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２００９．

（上接第１７７１页）

［１５］ＺＨＡＮＧＢ，ＮＧＴＳ，ＮＡＮＤＩ，ｅｔ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ｏｄ

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ｄｅｌａｙｓｐａｃｅ［Ｃ］／／ＰｒｏｃｏｆＡＣＭ

ＳＩＧＣＯＭＭ’０６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ＣＭ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９５９８．

［１６］ＬＥＤＬＩＥＪ，ＰＩＥＴＺＵＣＨＰ，ＳＥＬＴＺＥＲＭ．Ｓ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Ｃ］／／Ｐｒｏｃｏｆｔｈｅ２６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ＩＥＥ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８４９３．

［１７］张敏，周亮，黄琼，等．随机延迟污染对ＩＰ网络坐标系统的影响及

其抑制方法研究［Ｊ］．通信学报，２０１１，３２（１）：２９３５．

［１８］王聪，张凤荔，刘梦娟，等．ＩＰ网络坐标抖动感知与慢启动抑制

［Ｊ］．电子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４１（６）：９２１９２６．
［１９］ＨＡＲＩＲＩＮ，ＨＡＲＩＲＩＢ，ＳＨＩＲ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ＩＳ．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ｍｅａｓ

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ｅ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ｌａｔｅｎｃ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ｏ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１，６０（５）：１５９４１６０３．

［２０］ＢＲＯＧＩ，ＧＲＯＥＮＥＮＰ．Ｍｏｄｅｒｎ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ｃａｌ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７：１７４１８８．

［２１］Ｔｈｅｄａｔａｓｅｔｏｆ４ｈｏｕｒｓＰｌａｎｅｔＬａｂｐｉｎｇｔｒａｃｅ［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
ｅｅｃ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ｄｕ／～ｓｙｒａｈ／ｎｃ／ｓｉｍ／ｐｉｎｇｓ．４ｈｒ．ｓｔａｍｐ．ｇｚ．

［２２］ＷＵＳｈｉｎｉｎｇ，ＣＨＥＮＹａｎｇ，ＦＵ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ｅｔａｌ．ＮＣＳｈｉｅｌｄ：ｓｅｃｕｒｉｎｇ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ｍａｔｒｉｘｆａｃｔ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Ｐｒｏｃｏｆｔｈｅ２０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ＩＥＥ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１９．

·８７７１· 计 算 机 应 用 研 究 第３０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