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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ｅ中基于失真度度量的
视频包传输方法

陈　瑞，张　健，童　莹
（南京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学院，南京 ２１１１６７）

摘　要：为改善Ｈ．２６４编码的视频流在８０２．１１ｅ中的传输性能，提出了一种结合 Ｈ．２６４／ＡＶＣ中不同类型的数
据分割对视频重建质量的重要性因子和队列状态的视频包映射方法。首先定量分析 Ｈ．２６４／ＡＶＣ中 Ａ、Ｂ、Ｃ三
种分割的丢失对视频重建质量的影响，得到其重要因子；然后依据重要因子和队列长度将视频数据包映射到

８０２．１１ｅ的不同ＥＤＣＡ队列中。算法改进了ＥＤＣＡ机制中数据包的静态映射机制，根据视频分割数据的不等重
要性，提供差异性服务。仿真结果表明，与目前的视频包静态映射机制相比，该算法提高了视频重建质量，最好

可提高１ｄ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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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新的无线局域网（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ｌｏｃａｌａｒｅａ，ＷＬＡＮ）正朝着两个
方向发展：ａ）两个新的物理层协议 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ｇ和８０２１１ｎ，
前者提供高达５４Ｍｂｐｓ的速率，后者可提供高达１００Ｍｂｐｓ的
速率；ｂ）提供Ｑｏ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保障的ＭＡＣ层协议 ＩＥＥＥ
８０２．１１ｅ，它对音频、视频和一般数据进行了区分服务，改善了
８０２．１１为多媒体业务提供 ＱｏＳ的能力。８０２．１１ｅ中提出了一
种新的ＭＡＣ层传输机制，即增强分布式协调接入机制（ＥＤ
ＣＡ），其中定义了四个队列：ＡＣ０～ＡＣ３。ＥＤＣＡ为这四个队列
规定了不同的媒体访问优先级参数，使得 ＡＣ３的优先级最高，
ＡＣ２次之，其次是ＡＣ１、ＡＣ０最低。缺省时，语音业务数据包映
射到ＡＣ３，视频数据包映射到 ＡＣ２，尽力而为（ｂｅｓｔｅｆｆｏｒｔ）数据
包映射到ＡＣ１，其他数据包作为背景（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数据映射到

ＡＣ０
［１］。这样，语音／视频数据包在传输过程中将会优于其他

数据包发送，等待时间更短，从而为多媒体业务提供 ＱｏＳ服
务。但是，由于无线网络的带宽变化大，以及视频数据包自身

具有不等重要性，使得ＥＤＣＡ提供的这种固定映射机制不能达

到最优的视频传输。因此，针对８０２．１１ｅ上的视频优化传输，
学者们作了许多研究，这些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

方面：

ａ）采用跨层设计的方法来优化视频传输。这个方面较显
著的是Ｋｓｅｎｔｉｎｉ等人［２］的工作，他们率先将应用层视频压缩数

据的不等重要性和ＥＤＣＡ提供不同优先级的ＡＣ队列相结合，
提出了一种视频数据到ＡＣ队列的映射算法，如表１所示。文
中使用Ｈ．２６４／ＡＶＣ提供的抗误码技术———数据分割，将视频
分割成不同ｓｌｉｃｅ并依据其重要性打上标记，然后映射到不同
的队列中，使得重要性较高的ｓｌｉｃｅ较容易获得传输机会，从而
保证视频传输的ＱｏＳ要求。这种方法虽然降低了Ｈ．２６４数据
分割中ＤＰＡ片的丢包率，却使得ＤＰＢ片和ＤＰＣ片的丢包率上
升了。在此基础上，文献［３］改进了 Ｋｓｅｎｔｉｎｉ的算法，降低了
ＤＰＢ和ＤＰＣ数据的丢包率，但对视频数据的重要性依然缺乏
定量分析，且映射方法是静态的，没有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文献［４］对视频数据的重要性进行了定量分析，通过计算
各ｓｌｉｃｅ丢失后对视频质量的影响因子，为各视频包分配重要
因子，并依此调度视频包排入不同的 ＥＤＣＡ队列，但对各队列
的队列长度缺乏考虑。文献［５］建立了一个物理层、ＭＡＣ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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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层的跨层优化模型，实现每个视频帧的最优分配，为每个

输出分组分配最优物理层数据传输速率，但该方法需要对

ＭＡＣ层增加一些改变，而这些变化在无线网卡上很难实现。
表１　视频数据到ＡＣ队列的映射

映射机制 ＡＣ类别 视频数据类型

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ｅ

ＡＣ３ 音频数据

ＡＣ２ 所有视频数据（ＮＶＢ，ＩＤＲ，ＤＰＡ，ＤＰＢ，ＤＰＣ）
ＡＣ１ ｂｅｓｔｅｆｆｏｒｔ
ＡＣ０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ｄ

文献［２］

ＡＣ３ ＮＶＢ，ＩＤＲ，ＤＰＡ
ＡＣ２ ＤＰＢ，ＤＰＣ
ＡＣ１ ＤＰＣ
ＡＣ０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ｄ

　　ｂ）通过调整 ＥＤＣＡ的参数来优化视频传输。针对 ＥＤＣＡ
的缺省映射机制不能达到最优的传输性能，一些文献通过研究

ＥＤＣＡ的参数性能，调整这些参数来提高视频数据的 ＱｏＳ保
证。例如文献［６］研究了竞争窗口（ＣＷ）和仲裁帧间间隔
（ＡＩＦＳ）对ＱｏＳ性能的影响；文献［７，８］研究了传输机会（ＴＸ
ＯＰ）参数，提出了动态调整ＴＸＯＰ，保证视频ＱｏＳ要求的接入控
制算法。还有的研究者对基于竞争机制的无线信道分配问题

进行了研究，提出优化视频传输的方案［９］，以及根据 ＷＬＡＮ的
状态动态地更新 ＥＤＣＡ的参数和／或视频编码参数等［１０］。但

这些方法是启发式的，缺乏理论支持，不能保证最优视频传输。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视频数据不等重要性的动态映射算法。

首先针对Ｈ．２６４数据分割码流中的 Ａ、Ｂ、Ｃ三类数据，计算一
个图像组（ｇｒｏｕｐｏｆｐｉｃｔｕｒｅ，ＧＯＰ）内这三种类型的数据在无线
信道中传输出错或丢失后各自引起当前帧和后续帧的平均失

真度；然后根据它们各自引起的平均失真度大小来划分该数据

的重要性因子，确定该数据的传输优先级；最后根据传输优先

级和各队列的状况将各类视频数据映射到不同的 ＥＤＣＡ队列
中，在提高信道利用率的同时，获得最佳视频接收质量。

１　Ｈ．２６４视频数据的重要性模型

!


!

　数据分割

Ｈ．２６４／ＡＶＣ中的数据分割（ｄａｔａ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ＤＰ）是将一个
ｓｌｉｃｅ（片）数据根据语法元素划分为Ａ、Ｂ、Ｃ三部分，记为ＤＰＡ、
ＤＰＢ、ＤＰＣ。其中，ＤＰＡ是头信息部分，包括片头信息、宏块
（ＭＢ）类型、量化参数、预测模式和运动矢量；ＤＰＢ是帧内信息
部分，包括帧内ＣＢＰｓ（ｃｏｄｅｄｂｌｏｃｋｐａｔｔｅｒｎ）和帧内系数；ＤＰＣ是
帧间信息划分，包括帧间ＣＢＰｓ和帧间系数。一般情况下，ＤＰＣ
是编码分片的最大分区。可以看出，ＤＰＡ可以独立解码，而
ＤＰＢ和ＤＰＣ要求给定分片的ＤＰＡ有效才能解码，因此ＤＰＡ最
重要；相对于帧间信息ＤＰＣ，帧内信息ＤＰＢ能更好地阻止漂移
效应，它比帧间信息ＤＰＣ更为重要。

!


%

　不同分割的重要性区分

如上所述，Ｈ．２６４／ＡＶＣ支持的数据分割中，一个 ｓｌｉｃｅ的
数据编码后按照不同的语法单元组成为 ＤＰＡ、ＤＰＢ和 ＤＰＣ三
个不等重要性部分。下面定量地分析各分割对视频质量的影

响程度。

设ＧＯＰ长度为Ｌ，编码结构为ＩＰＰ…Ｐ，即一个Ｉ帧和Ｌ－１
个Ｐ帧。通常一个ＧＯＰ中的第一个帧必须是 ＩＤＲ帧（即独立
编码帧），该帧的丢失将导致后续 Ｐ帧均无法正确解码，直至
找到下一个同步标志。本文假设 ＩＤＲ帧不丢失，仅分析后续

的Ｌ－１个 Ｐ帧的 ＤＰＡ、ＤＰＢ和 ＤＰＣ分割丢失后所引起的
失真。

设一帧包含的像素数为 Ｎｆ，ｆ
ｍ
ｉ表示第 ｉ帧第 ｍ个像素对

应的原始像素值，ｆ^ｍｉ表示ｆ
ｍ
ｉ的编码端恢复像素值，ｆ

～ｍ
ｉ表示ｆ

ｍ
ｉ

的解码端恢复像素值，第 ｉ帧的信源编码失真、信道失真和总
失真分别用Ｄｓ（ｉ）、Ｄｃ（ｉ）和 Ｄ（ｉ）表示。采用均方误差（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ＭＳＥ）作为失真度量准则，则失真计算公式为

Ｄｓ（ｉ）＝
１
Ｎｆ
∑
Ｎｆ

ｍ＝１
（ｆｍｉ－ｆ^ｍｉ）２ （１）

Ｄｃ（ｉ）＝
１
Ｎｆ
∑
Ｎｆ

ｍ＝１
（ｆ^ｍｉ－ｆ

～ｍ
ｉ）
２ （２）

Ｄ（ｉ）＝１Ｎｆ
∑
Ｎｆ

ｍ＝１
（ｆｍｉ－ｆ

～ｍ
ｉ）
２ （３）

总失真、信源编码失真和信道失真之间的关系为

Ｄ（ｉ）＝Ｄｓ（ｉ）＋Ｄｃ（ｉ）＋
２
Ｎｆ
∑
Ｎｆ

ｍ＝１
（ｆｍｉ－ｆ^ｍｉ）（ｆ^ｍｉ－ｆ

～ｍ
ｉ） （４）

在分析第ｉ帧的ＤＰＡ、ＤＰＢ和ＤＰＣ数据丢失后对第ｉ帧及
其后各帧的影响之前，为使解码顺利进行，采用如下错误掩盖

方法：ａ）若第ｉ帧的ＤＰＡ丢失，采用第ｉ－１帧相同位置的宏块
（ｍａｃｒｏｂｌｏｃｋ，ＭＢ）数据进行掩盖；ｂ）若第 ｉ帧的 ＤＰＢ丢失，帧
内编码采用第 ｉ－１帧相同位置的 ＭＢ数据进行错误掩盖；ｃ）
若第ｉ帧的ＤＰＣ丢失，利用由 ＤＰＡ解析出的运动矢量（ｍｏｔｉｏｎ
ｖｅｃｔｏｒ，ＭＶ）信息从参考帧中获得预测数据进行错误掩盖。

设Ｄ（ｉ，ｊ，ｋ）表示第ｉ帧的第ｋ个分割丢失后引起第ｊ帧的
失真。其中：１≤ｉ≤Ｌ－１；０≤ｊ≤Ｌ－１；ｋ＝｛０，１，２｝，ｋ的三个值
分别表示是ＤＰＡ，还是 ＤＰＢ、ＤＰＣ数据。为获得第 ｉ帧各数据
分割部分的丢失对整个 ＧＯＰ恢复质量的影响度，在该数据正
确接收和丢失这两种情况下计算各帧的失真变化值，然后用整

个ＧＯＰ的失真变化平均值ΔＤ（ｉ，ｋ）作为当前数据分割部分丢
失对整个ＧＯＰ重建质量的影响度。第ｉ帧的ＤＰＡ（即第ｉ帧的
第０个分割）、ＤＰＢ（即第ｉ帧的第１个分割）和 ＤＰＣ（即第 ｉ帧
的第２个分割）在正确接收和丢失两种情况下，引起整个 ＧＯＰ
失真变化的平均值ΔＤ（ｉ，ｋ）的计算公式为

ΔＤ（ｉ，ｋ）＝１Ｌ∑
Ｌ－１

ｊ＝０
［Ｄ（ｉ，ｊ，ｋ）－Ｄｓ（ｊ）］，ｋ＝｛０，１，２｝ （５）

其中：Ｄ（ｉ，ｊ，ｋ）＝
Ｄｓ（ｊ） ０≤ｊ≤ｎ－１，ｊ∈Ｎ

Ｄ（ｊ） ｎ≤ｊ≤Ｌ－１，ｊ∈{ Ｎ
。将Ｄ（ｉ，ｊ，ｋ）和式

（４）代入式（５），可得

ΔＤ（ｉ，ｋ）＝１ＬＮｆ
　∑
Ｌ－１

ｍ＝ｉ
　∑
Ｎｆ

ｐ＝１
２（ｆｐｍ－ｆ^ｐｍ）（ｆ^ｐｍ－ｆ

～ｐ
ｍ）＋（ｆ^ｐｍ－ｆ

～ｐ
ｍ）
２（６）

ΔＤ（ｉ，ｋ，０）和ΔＤ（ｉ，ｋ，１）分别表示第 ｉ帧中所有帧内宏块
和所有帧间宏块在数据分割部分ＤＰｋ正确接收和丢失情况下
引入失真的变化，则式（６）为

ΔＤ（ｉ，ｋ）＝１ＬＮｆ
　∑
Ｌ－１

ｍ＝ｉ
［ΔＤ（ｉ，ｋ，０）＋ΔＤ（ｉ，ｋ，１）］ （７）

根据ＤＰＡ、ＤＰＢ和ＤＰＣ三种分割数据的特点，当第 ｉ帧的
ＤＰＡ丢失时，第ｉ帧的所有宏块数据丢失，整帧数据都需要使
用上面介绍的误码掩盖方法进行掩盖；由于 ＤＰＢ包含帧内编
码宏块的差值信息，因此当 ＤＰＢ丢失时，第 ｉ帧的帧内宏块需
要使用上面介绍的误码掩盖方法进行掩盖；当ＤＰＣ丢失时，第
ｉ帧的帧间宏块也使用上面介绍的误码掩盖方法进行掩盖。
对ＧＯＰ内第ｉ帧之后的各帧，由于帧间的相关性，第 ｉ帧的误
码掩盖失真会扩散到后续各帧。第 ｉ帧各数据分割部分单独
丢失后，第ｉ＋１帧及其以后各帧引入失真的变化值可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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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递归计算出来：

ΔＤ（ｉ，ｋ）＝

ΔＤ（ｉ，ｋ，０）＋ΔＤ（ｉ，ｋ，１）｜ｆ～ｐｉ＝ ｆ～ｐｉ－１ ｋ＝０

ΔＤ（ｉ，ｋ，０）｜ｆ～ｐｉ＝ｆ^ｐｉ－１ ｋ＝１

ΔＤ（ｉ，ｋ，１）｜ｆ～ｐｉ＝ ｆ～ｑｉ－１ ｋ













 ＝２

（８）

ΔＤ（ｉ＋１，ｋ，０）＋ΔＤ（ｉ＋１，ｋ，１）＝

ΔＤ（ｉ，ｋ，１）｜ｆ～ｍｉ＋１＝ ｆ～ｍｉ＋Ｅ^ｍｉ＋１　ｋ＝｛０，１，２｝ （９）

其中，珓ｆｍｉ＋１表示第ｉ＋１帧第 ｍ个像素对应的预测值，Ｅ^
ｍ
ｉ＋１表示

该像素对应的差值信息。将式（８）和（９）代入式（７）可计算出
第ｉ帧在ＤＰＡ、ＤＰＢ和 ＤＰＣ分别丢失情况下整个 ＧＯＰ失真变
化的平均值。

根据上述方法得到各数据分割丢失所引起的平均失真度

后，可为它们分配不同的重要性因子。在此，设定两个阈值Ｄ１
和Ｄ２：当该数据分割丢失所引起的平均失真度大于 Ｄ１，则将
其重要性因子ＩＦ设为ｈｉｇｈ；如果在Ｄ１和Ｄ２之间，ＩＦ设为ｍｅ
ｄｉｕｍ；否则，ＩＦ设为ｌｏｗ。如下式：

ＩＦ＝ｈｉｇｈ　　　　ΔＤ（ｉ，ｋ）≥Ｄ１
ＩＦ＝ｍｅｄｉｕｍ Ｄ２≤ΔＤ（ｉ，ｋ）≤Ｄ１
ＩＦ＝ｌｏｗ ΔＤ（ｉ，ｋ）＜Ｄ










２

（１０）

这样，按照式（１０）的计算结果，本文制定了如表２所示的
映射机制，将不同重要性的视频数据分别映射到不同的队列

ＡＣｉ中。
表２　本文提出的映射机制

ＡＣ类别 视频数据类型

ＡＣ３ ＩＤＲ、ｈｉｇｈ
ＡＣ２ ｍｅｄｉｕｎ
ＡＣ１ ｌｏｗ
ＡＣ０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ｄ

%

　基于视频包重要性因子的队列调度

打上重要性标记的视频数据传输时，不同重要性的数据进

入不同优先级的 ＥＤＣＡ队列中。各队列中的数据包通过 ＣＳ
ＭＡ／ＣＡ竞争机制获得媒体的访问权，赢得竞争的队列才能发
送数据包。也就是说，在 ＥＤＣＡ机制下，不仅不同的发送站点
之间要竞争媒体访问权，而且同一发送站点内部的各队列之间

也要竞争媒体访问权。在某一时刻，只有一个发送站点的一个

队列赢得媒体访问权。站点之间的竞争本文不再赘述。

为了进一步弄清站点内部不同队列的数据包调度情况，本

文在ＮＳ２平台下对不同类型的 Ｈ．２６４视频数据包进行了传
输仿真。为计算简单，视频包到ＡＣ队列的映射方式采用如表
１所示的静态方式。其中，参数集（即 ＮＶＢ）包括序列参数集
ＳＰＳ和图像参数集ＰＰＳ，ＩＤＲ为独立编码帧。数据分割时，ＩＤＲ
帧不分割，Ｐ帧分割为 ＤＰＡ、ＤＰＢ和 ＤＰＣ三种类型，站点内部
的视频包调度情况如图１所示。图１中，各帧及其分割的标注
方式为“帧号 帧类型＿分割类型 分割号”。例如，２Ｐ＿Ａ１指的
是第二帧的第一个 Ａ分割；２Ｐ＿Ａ２指的是第二帧的第二个 Ａ
分割。可以看出，参数集是重要程度最高的数据，进入最高优

先级队列ＡＣ３，所以最先调度；ＩＤＲ和Ａ分割处于第二优先级，
接下来是第二帧 Ｐ帧。按优先级排列，先是 Ａ１分割再是 Ｂ１
分割，后面是Ａ２、Ａ３分割。很明显，第二优先级比第三优先级
先调度。正如表１的映射机制，按固定的优先级，视频包各自
排入各自的队列。另一方面，相比而言，参数集、ＩＤＲ和Ａ分割
数据占总数据量的份额小于 Ｂ分割和 Ｃ分割，在这种静态映

射机制下总是参数集、ＩＤＲ和 Ａ分割优先调度，因此高优先级
的队列利用效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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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队列的利用率，需要分析各队列数据包到达和离开

的情况。不妨设发送站点队列ＡＣ０～３的平均服务率为 μ０～３，数
据包的平均到达率为 λ０～３，则每个数据包的平均服务时间为
１
μ０～３
，数据包的到达时间间隔为

１
λ０～３
，每个队列的使用率为

ρ０～３＝
λ０～３
μ０～３
。当ρ０～３≤１时，数据包能及时发送；ρ０～３＞１时，数

据包须先在队列中等待，然后才能发送。

设时间起始点为ｔ０，ＡＣｉ（ｉ＝０，１，２，３）队列在 ｔ１，…，ｔｋ，…
时刻到达的数据包个数分别为 Ｒｉ，１，…，Ｒｉ，ｋ，…，成功发送数
据包个数为 Ｔｉ，１，…，Ｔｉ，ｋ，…，队列的空闲时间记为 ｄｉ，１，…，

ｄｉ，ｋ，…，可得到ｔｋ时刻成功发送的数据包个数为Ｔｋ＝∑
３

ｉ＝０
∑
ｋ

ｊ＝１
Ｔｉ，ｊ，

到达数据包数量为 Ｒｋ＝∑
３

ｉ＝０
∑
ｋ

ｊ＝１
Ｒｉ，ｊ，总的空闲时间为 ｄｋ＝∑

３

ｉ＝０
∑
ｋ

ｊ＝１

ｄｉ，ｊ。因各队列的服务率和到达率是随时间而变化的，计算其
α加权平均和μｉ，ｋ、λｉ，ｋ，计算公式为

μｉ，ｋ＝α·
Ｔｋ

ΔＴ－ｄｋ
＋（１－α）·

Ｔｋ－１
（ｋ－１）·ΔＴ－ｄｋ－１

λｉ，ｋ＝α·
Ｒｋ
ΔＴ
＋（１－α）·

Ｒｋ－１
（ｋ－１）·Δ













Ｔ

α∈［０，１］

（１１）

如前所述，队列ＡＣｉ在ｔｋ时刻的平均到达率 λｉ，ｋ≤μｉ，ｋ时，
队列中的数据包能及时发送，且队列还保有一定的空闲资源。

按照表２的映射机制，重要程度高的视频包被映射到高优先级
队列ＡＣ３中，重要程度中等的视频包映射到队列 ＡＣ２，重要程
度低的视频包映射到队列ＡＣ１。在低优先级队列调度时，如果
高级别的队列有空闲资源，则重要程度低的视频包可以借用这

些资源。此时，队列可供借用的资源为

珔λｉ，ｋ＝?μｉ－１，ｋ－λｉ－１，ｋ」｜下取整 （１２）

根据以上分析，将应用层视频信息的不等重要性和 ＥＤＣＡ
不同优先级的队列相结合，能为视频数据传输提供更好的服务。

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依据视频信息的重要性因子结合ＥＤＣＡ队
列状态的视频传输优化算法。首先，算法周期性地计算／更新每
个队列的可用资源；然后，在有视频包要发送时，按照上文提出

的方法对每个ＧＯＰ的数据包进行重要性排序，按照由高到低的
顺序将数据包映射到不同队列。算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ａ）初始化。设初始时刻为ｔ０，队列的可用资源λｉ，ｋ＝１。
ｂ）以时间间隔ΔＴ按式（１１）计算每个队列的平均服务率

和平均到达率，按式（１２）计算可借用的资源λｉ，ｋ。
ｃ）计算一个ＧＯＰ内各分片丢失引起的失真度，按式（１０）

·５１８１·第６期 陈　瑞，等：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ｅ中基于失真度度量的视频包传输方法 　　　



进行分类。

ｄ）依次向队列ＡＣ３～ＡＣ０分配视频包。
ｅ）回到步骤ｂ）。

&

　仿真结果和分析

仿真实验采用 ＪＭ１６．０软件对视频序列进行视频编、解
码，选择典型序列 ｆｏｒｅｍａｎ，ＣＩＦ格式，帧率为３０ｆｐｓ，ＧＯＰ长度
为１６。编码后，生成视频包的数据文件 ｖｉｄｅｏ＿ｆｉｌｅ，其中存放视
频包的ＩＤ号、大小、发送时间和编码类型等信息。８０２．１１ｅ的
无线网络环境采用ＮＳ２．２９进行仿真，模拟场景中包括１个无
线接入点ＡＰ和５个无线收发终端 ｓｔａ０～４。数据流的模拟场
景为无线接入点ＡＰ通过队列 ＡＣ０～ＡＣ３分别向 ｓｔａ０～ｓｔａ４传
输数据包，ＡＰ向 ｓｔａ０发送视频流，向 ｓｔａ１～４发送速率为３００
ｋｂｐｓ的ＣＢＲ背景流。８０２．１１ｅ的基本参数设置（队列设置）如
表３所示。

表３　８０２．１１ｅ基本参数设置

队列 优先级（０为最高优先级） ＡＩＦＳ／μｓ ＣＷｍｉｎ ＣＷｍａｘ
ＡＣ３ ０ ５０ ７ １５
ＡＣ２ １ ５０ １５ ３１
ＡＣ１ ２ ５０ ３１ １０２３
ＡＣ０ ３ ７０ ３１ １０２３

　　将视频包的数据文件ｖｉｄｅｏ＿ｆｉｌｅ中的内容读入ＮＳ２的事件
调度器中，利用 ＮＳ２模拟的网络环境，输出视频包的传输结
果。对输出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得到视频包的丢包率和包延

迟等。

本文从丢包率和视频重建质量两个方面比较了三种算法，

即ＥＤＣＡ的缺省映射算法、文献［２］的静态映射算法和本文提
出的算法，实验结果如表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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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４中可以看出，ＥＤＣＡ的缺省映射算法没有区分不同
视频数据的重要性，所有视频包都映射到 ＡＣ２队列，所以实验
结果只有视频包的总平均丢包率。对于非常重要的 ＩＤＲ和
ＤＰＡ数据，无论是文献［２］的静态映射算法还是本文提出的算
法，丢包率均为０，说明这两种算法对重要数据都保护得很好。
对于ＤＰＢ和ＤＰＣ数据，在量化参数ＱＰ＝２７时，ＤＰＢ数据在文
献［２］的算法下丢包率为１１４９％，而在本文的算法下丢包率
为８．３２％，降低了３．１７％；ＤＰＣ数据在文献［２］的算法下丢包
率为１８．８５％，而在本文的算法下丢包率为１６．３５％，降低了２．
５％。在量化参数ＱＰ＝３０时，ＤＰＢ数据在文献［２］的算法下丢
包率为１１．６３％，而在本文的算法下丢包率为９．２７％，降低了
２．３６％；ＤＰＣ数据在文献［２］的算法下丢包率为１９．０４％，而在

本文的算法下丢包率为１７６１％，降低了１．４３％。因此，在本
文的算法下，无论是重要的ＩＤＲ和ＤＰＡ数据，还是相对不太重
要的ＤＰＢ和ＤＰＣ数据，丢包率都有所下降。从视频重建质量
来看，本文的方法具有最高 ＰＳＮＲ值，比 ＥＤＣＡ的缺省映射算
法高２ｄＢ左右，比文献［２］的静态映射算法高０．８～１．３ｄＢ。

(

　结束语

根据不同的服务质量要求，８０２．１１ｅ的 ＥＤＣＡ能提供四个
不同优先级的接入队列 ＡＣ０～３。缺省情况下视频数据包均被
映射到队列ＡＣ２，这种映射机制对所有视频数据同等对待，没
有考虑到它们的不等重要性。因此，有必要依据视频数据的重

要因子进行区别对待，才能充分利用信道资源，优化视频传输

质量。本文提出了一种综合考虑视频信息的不等重要性和

ＥＤＣＡ队列状态的视频优化传输算法，先定量分析 Ａ、Ｂ、Ｃ三
种分割数据的丢失对视频失真度的影响，得到其重要因子；然

后依据重要因子和队列长度将视频包动态映射到不同的 ＥＤ
ＣＡ队列中，为视频数据包提供差异性服务。仿真结果表明，与
８０２．１１ｅＥＤＣＡ的缺省映射算法和文献［２］的静态映射算法相
比，本文的算法提高了视频重建质量，改善了无线局域网上视

频流的传输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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