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６１２；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７３０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基金资助项目（ＫＪ１００５１７）
作者简介：史继飞（１９８９），男，江苏淮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优化（ｓｈｉｊｉｆｅｉｌｏｖｅ＠１６３．ｃｏｍ）；刘婷（１９８９），女，重庆人，硕士研究

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语音识别；李浩（１９８９），男，河南许昌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未来网络．

基于马尔可夫决策过程的接纳控制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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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异构网络中系统容量有限、资源利用率低的问题，在分析对比传统呼叫接纳控制模型的基础上，提
出一种基于马尔可夫决策过程理论的接纳控制模型。理论采用定义五元组的方式来描述建模过程，推导出目标

评价函数，并通过求解具有ＱｏＳ约束条件下的方程进行数值分析。仿真结果表明，该模型能满足网络动态实时
性，解决系统容量有限情况下的最优接纳控制问题，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各类呼叫业务的阻塞概率，达到

提高不同用户服务质量的体验性、网络的系统收益最大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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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融合已成为一种必然
趋势，并为用户提供无缝业务连接和全球移动性。具有不同接

入技术和服务类型的异构网络，能够支持具有不同服务质量需

求的多媒体业务。不同的接入技术具有不同的覆盖范围、系统

容量、安全性和花费代价。因此，研究优化的接纳控制模型对

于保证移动用户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都能永久在线并合理分

配网络有限资源是非常必要的。移动用户根据网络的当前状

态和个人偏好进行不同网络接入技术的合适选择，同时网络提

供商也希望提供最大化的网络收益，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因

此，在保证用户服务质量的同时，合理选择不同的接入技术，这

正是优化呼叫接纳控制模型研究的重点。本文对异构网络中

业务接纳控制机制进行研究，首先给出了异构无线网络的典型

拓扑结构，对其中涉及的网元进行详细说明；然后基于马尔可

夫决策过程理论［１］，提出异构网络中优化接纳控制模型，详细

说明了马尔可夫决策过程中五元组并推导了网络性能的平均

效用一般表达式；进一步根据当前网络性能状态，在保证业务

接入和切换成功率的基础上，推导出效用最大的优化接纳控制

策略。

"

　相关研究

目前，国内外对于异构网络系统资源管理中接纳控制也有

了相关的研究。蜂窝网络中无线资源管理模块通过提供高效

空口资源利用率来满足不同用户Ｑｏ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需求。
接纳控制策略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系统

资源利用率，从而影响到各类型业务服务质量的体验性。相关

接纳控制研究在不同类型网络中均已涉及。文献［２，３］介绍
了传统的ＣＤＭＡ（ｃｏｄ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ａｃｃｅｓｓ）蜂窝移动通信网
络系统中的接纳控制；文献［４，５］介绍了传统的基于阈值的宽
带预留保护信道的接纳控制机制；文献［６］中介绍了新型４Ｇ
移动无线通信网络系统中支持 ＱｏＳ约束的接纳控制算法；文
献［７］中介绍了在无线Ｍｅｓｈ特殊网络中的接纳控制及路由机
制；文献［８］介绍了无线局域网中的接纳控制机制。接纳控制
相关研究除了在单一网络中进行了研究外，随着无线网络接入

技术种类的不断增长，也逐渐在多种网络同时存在的系统环境

下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文献［９］中提出了多媒体网络 ３Ｇ／
ＷＬＡＮ（ｔｈｉｒ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ｎｄ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ｌｏｃａｌ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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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ｔｗｏｒｋｓ）的接纳策略；文献［１０］描述了一种基于松耦合方式
的网络架构模型；文献［１１］阐述了异构网络中多媒体业务的
联合接纳控制策略；文献［１２］研究了基于博弈论的接纳控制
机制。上述文献虽然也提出了异构网络系统中的接纳控制策

略，但关注重点仍然偏向于网络静态特征，或者研究实现起来

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为了更加合理地考虑网络系统状态，近年

来，相关研究人员开始考虑异构网络动态下接纳控制策略，并

提出了利用马尔可夫决策过程模型进行动态网络分析。文献

［１３］中提出的马尔可夫决策过程（Ｍａｒｋｏｖ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ＭＤＰ）是基于离散时间模型，垂直切换决策是由周期性地执
行，而不是由网络变化触发。在文献［１４］中，作者对一种基于
负载均衡的接纳控制算法进行了研究分析。

以上相关研究，大多数未能综合权衡考虑用户移动性及网

络动态性。同时，随着业务到达率的增长，传统网络接纳机制存

在严重的阻塞问题，对到达新业务不能进行合理有效的接纳处

理，不能有效地优化网络系统。而利用随机系统中马尔可夫决

策过程理论可以有效考虑网络动态性，结合ＱｏＳ约束，设定异构
网络系统中业务到达时的阻塞上限目标值。通过本文提出的优

化接纳控制模型研究，可以解决关注动态网络时刻变化，支持移

动切换，降低网络阻塞率，提高系统收益，保障用户体验性。

#

　网络拓扑及模型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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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扑分析

本文为了解决异构无线网络中业务接纳控制问题，结合目

前实际网络特征，假设如图１所示的异构无线网络拓扑结构。
在该网络拓扑示意图中，ＵＭＴ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ｍｏｂｉｌｅ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ｓｙｓｔｅｍ）为目前广泛使用的第三代移动通信（３Ｇ）蜂窝网
络；ＷＬＡＮ为无线局域网络；ＢＳ为基站；负责移动终端之间信
息的传递。

在图１中，考虑到将整个异构网络划分成ＵＭＴＳ和 ＷＬＡＮ
区域。异构网络中存在的服务类型主要有新呼叫、水平切换、垂

直切换。其中，当移动终端从一个基站覆盖范围内移动到另一

个基站覆盖范围时会发生相应切换。在同一个无线区域不同基

站间移动时发生水平切换，在不同无线区域不同基站移动时发

生垂直切换。而呼叫接纳控制机制则是用来当新业务到达或者

切换时，根据相应情况决定接受或者拒绝请求，这主要基于网络

系统负载状态和服务类型优先权。因此，本文中ｗｎ、ｗｖｈ、ｗｈｈ分

别表示新呼叫、水平切换、垂直切换的权重因子；Ｐｎ、Ｐｖｈ、Ｐｈｈ分
别表示以上任何一种类型到达时所满足ＱｏＳ约束的最大允许阻
塞率（或者掉话率）的上限目标值；Ｏｎ、Ｏｖｈ和 Ｏｈｈ分表表示三种

呼叫类型的优先权。在此，假设Ｐｈｈ≤Ｐｖｈ≤Ｐｎ和 ｗｈｈ≥ ｗｖｈ≥ｗｎ
且Ｏｈｈ＞Ｏｖｈ＞Ｏｎ来反映三种呼叫类型之间的优先顺序关系。
因此，可以延伸出Ｋ种优先权业务具有下列关系：ＯＣ１＞ＯＣ２＞…

＞ＯＣＫ。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得知：Ｐ

Ｃ１≤Ｐ


Ｃ２≤… ≤Ｐ


ＣＫ和 ｗＣ１≥

ｗＣ２≥…≥ｗＣＫ。当系统资源充足时支持所有类型呼叫。本文使

用以下一般假设：ａ）第 Ｋ类业务（１≤ｋ≤Ｋ）服从 λｋ的泊松分
布；ｂ）第ｋ类业务的逗留时间服从均值１／μｋ的指数分布。对于
每一个异构网络系统模型，最大系统容量Ｃ是事先设定的。Ｃ
是一个整数，代表特定系统的可用资源，它还可能代表着系统中

最大的信道容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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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建立

为了进一步解决接纳控制问题，在网络拓扑给出的基础

上，本节将提出一种基于马尔可夫决策过程理论的接纳模型，

通过对该理论分析、推导、验证来评价异构无线网络中不同业

务的呼叫接纳控制带来的网络性能。当各类呼叫业务到达网

络时，网络运营商根据当前各网络状态（ｓｔａｔｅｓｐａｃｅ）和用户的
业务类型进行相应的接纳控制决策，包括是否接纳该呼叫以及

接纳到何种网络。在该马尔可夫决策过程模型中，主要有决策

时刻、状态空间、行为空间、收益函数和转移概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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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策时刻
考虑到动态过程中在时刻Ｔ＝Ｔ０，Ｔ１，Ｔ２…时，当网络中有

业务事件到达或离开该网络系统时，网络运营商需要根据当前

网络状态和用户的业务类型作出相应决策，这些时刻被称为马

尔可夫决策过程中的决策时刻。一旦呼叫被允许接入或者离

开系统后，系统状态也随之改变。

#


#


#

　状态空间
在决策时刻，用Ｘ表示系统中状态的集合、Ｋ类型业务所

占系统信道的集合。对于状态空间Ｘ，满足

Ｘ＝ ｘ＝（ｘ１，ｘ２，…，ｘＫ）｜ｘ１，…，ｘＫ≥０，∑
Ｋ

ｋ＝１
ｘｋ≤{ }Ｃ （１）

其中：Ｃ为系统总信道数，ｘｋ表示呼叫类型 ｋ所占据的信道数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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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空间
在决策时刻，用Ａ表示系统中行为空间，Ａ由包含 Ｋ位二

进制元素组成，表示为

ａ＝（ａ１，ａ２，…，ａＫ）｜ａ１，ａ２，…，ａＫ∈ ０，{ }{ }１ （２）

其中：ａｋ为决策时刻每一种类型对应的行为。如果 ａｋ＝０，表
示第ｋ类业务拒绝接入，如果 ａｋ＝１，表示第 ｋ类业务允许接
入。对于ｘ属于Ｘ对应的行为空间Ａｘ可以表示为

Ａｘ＝

｛ａ＝（１，１，…，１）｝　ｉｆｘ＝（０，０，…，０）

｛ａ＝（０，０，…，０）｝　ｉｆ∑
Ｋ

ｋ＝１
ｘｋ＝Ｃ

｛ａ＝（ａ１，ａ２，…，ａＫ）｜ａ１，ａ２，…，ａＫ∈｛０，１｝｝　ｉｆ０＜∑
Ｋ

ｋ＝１
ｘｋ＜











 Ｃ

（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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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函数
收益函数ｒ（ｘ，ａ）表示在特定状态ｘ∈Ｘ和特定行为ａ∈Ａｘ

下的回报价值。对于每一个状态的效益函数

ｒ（ｘ，ａ）＝∑
Ｋ

ｋ＝１
ｗｋ·ａｋ （４）

其中：ｗｋ为每一种呼叫类型的收益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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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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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移概率
转移概率为系统从一个状态经过一段时间后跳转到另外

一个状态的概率。这里考虑系统处于某个特定状态 ｘ∈Ｘ、行
为ａ∈Ａｘ时逗留时间。期望逗留时间值可以表示为

τ（ｘ，ａ）＝ ∑
Ｋ

ｋ＝１
λｋａｋ＋∑

Ｋ

ｋ＝１
ｘｋμ{ }ｋ －１ （５）

其中：ａｋ表示每一种类型的优化呼叫接入控制的行为决策。
从状态ｘ转移到状态ｙ的转移概率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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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ｙ｜ｘ，ａ）＝

ａ１·λ１·τ（ｘ，ａ） ｉｆ　ｙ＝ｘ＋（１，０，…，０）

ａ２·λ２·τ（ｘ，ａ） ｉｆ　ｙ＝ｘ＋（０，１，…，０）

 

ａＫ·λＫ·τ（ｘ，ａ） ｉｆ　ｙ＝ｘ＋（０，０，…，１）

ｘ１·μ１·τ（ｘ，ａ） 　 ｉｆ　ｙ＝ｘ－（１，０，…，０）

ｘ２·μ２·τ（ｘ，ａ） ｉｆ　ｙ＝ｘ－（０，１，…，０）

 

ｘＫ·μＫ·τ（ｘ，ａ） ｉｆ　ｙ＝ｘ－（０，０，…，１）

０ ｉｆ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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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６　平均效用
本文中，选用平均效用值作为评价该模型中涉及的性能标

准。对于任一段时间，平均收益效用可以近似表示为

)

Ｕ＝ｌｉｍ
Ｔ→∞

１
ＴΕ ∑

Ｋ

ｋ＝１

Ｔ

０
ｗｋ·ａｋ（ｔ{ ）ｄ}ｔ （７）

２．２．７　线性目标模型和目标函数
ＭＤＰ问题可以转换成求解线性目标问题，目标函数对应

的不同约束条件组合可以用来阐述不同的ＭＤＰ模型问题。在
本文中，主要考虑最优接入控制策略。在追求系统最大收益的

同时，考虑到用户对于不同类业务的阻塞忍受程度，设置一定

的阻塞率（掉话率）上限来优化接纳控制。即对比本文提出的

具有ＱｏＳ约束的接纳控制模型与传统完全共享（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ｓｈａ
ｒｉｎｇ，ＣＳＣＡＣ）［１５］不具有ＱｏＳ约束的接纳控制机制下的异构网
络系统性能收益。对于式（８）～（１１）的组合可以看成求解目
标１，不具有任何约束条件下的系统最大接纳效用。目标１和
式（１２）组合可以看成求解目标２，具有切换阻塞上限的ＱｏＳ约
束条件下的系统最大接纳效用。目标２和式（１３）组合可以看
成求解目标３，具有切换阻塞上限和新呼叫阻塞上限的ＱｏＳ约
束条件下追求系统最大收益。

最大接纳效用

ｍａｘ∑
ｘ∈ Ｘ

∑
ａ∈Ａｘ
ｒ（ｘ，ａ）τ（ｘ，ａ）π（ｘ，ａ） （８）

约束条件

∑
ａ∈Ａｙ
π（ｙ，ａ）－∑

ｘ∈Ｘ
∑
ａ∈Ａｘ
ｐ（ｙ｜ｘ，ａ）π（ｘ，ａ）＝０ （９）

∑
ｘ∈Ｘ
∑
ａ∈Ａｘ
τ（ｘ，ａ）π（ｘ，ａ）＝１ （１０）

π（ｘ，ａ）≥０，　ｘ∈Ｘ，ａ∈Ａｘ （１１）

∑
ｘ∈Ｘ

∑
ａ∈Ａｘ∩ａ∈Ａｖｈ

τ（ｘ，ａ）π（ｘ，ａ）≤Ｐｖｈ （１２）

∑
ｘ∈Ｘ

∑
ａ∈Ａｘ∩Ａｈｈ

τ（ｘ，ａ）π（ｘ，ａ）≤Ｐｈｈ （１３）

对于上述问题，可以利用线性规划（ｌｉｎｅａｒ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来
求解各目标下的最优接纳控制策略。其中，π（ｘ，ａ）（ｘ∈Ｘ，
ａ∈Ａｘ）为决策变量，τ（ｘ，ａ）π（ｘ，ａ）表示系统处于状态Ｘ并且选
择接纳行为ａ的稳态概率。约束条件式（９）为稳态平衡等式，式
（１０）保证稳态概率之和为１，式（１１）表示ＬＰ最优解要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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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真及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基于马尔可夫决策过程的接纳控制模

型的有效性，本章主要给出该模型与传统的完全共享下的接纳

控制模型的性能比较，利用ＭＡＴＬＡＢ实验平台验证其合理性。

!

．
"

　仿真参数设置

仿真网络拓扑示意图如图 １所示，考虑到 ＵＭＴＳ／ＷＬＡＮ
异构网络中存在多种服务类型，为了降低仿真复杂度，本文假

设Ｋ＝３，即存在水平切换、垂直切换、新呼叫服务类型。同时，

虽然 ＵＭＴＳ蜂窝网络具有软容量［１６］特性，但这不是本文研究

的重点，同样为了降低仿真复杂度，在不影响实验验证正确性

的基础上假设异构容量上限值 Ｃ＝１０。各业务到达系统服从
参数λ的泊松分布，并且业务呼叫期望逗留时间服从参数为μ
的指数分布。各呼叫类型逗留服务时间为μｎ＝１，μｖｈ＝１．５，μｈｈ
＝２，且选择不同类型接纳的相对权重分别为 ｗｎ＝１，ｗｖｈ＝５，
ｗｈｈ＝１０。呼叫到达率 λｎ＝λｖｈ＝λｈｈ＝λ，范围为１～５。新呼

叫、垂直切换呼叫、水平切换呼叫掉话率上限值分别为 Ｐｎ ＝

２％ ，Ｐｖｈ＝５％和Ｐｈｈ＝７％，其中Ｐ＝Ｐ成／Ｐ总。

!

．
#

　性能分析

由对比图２（ａ）可见，随着网络各业务类型到达率的逐渐
上升，基于马尔可夫决策过程的接纳控制模型由于能够根据网

络收益最大化进行不同呼叫类型的优先选择，在网络容量允许

的情况下优先选择收益大的网络进行接纳；而完全共享机制则

随机选择到达的业务。故当异构网络系统中业务种类及数目

越来越多时，本文提出的策略模型具有更优的效果，即与传统

共享机制相比，获得的平均收益将更加突出。由对比图２（ｂ）
可知，当系统中业务到达量较小时，传统接纳模型由于不独立

设定容量上限，只要整个网络中有容量即可接纳，而本文所提

出的接纳控制模型由于需要考虑网络接纳收益，适当会以牺牲

增加阻塞概率来换取较大网络收益，故而增加了水平切换的次

数，相对传统接纳模型而言有稍高的水平阻塞率。但随着业务

数目的逐渐增加，传统的接纳模型也必须进行大量的水平切

换，两者水平切换阻塞率相差不大，然后本文所提出的接纳控

制模型将水平阻塞率设定了一个上限，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且

可接受的范围内。对于对比图２（ｃ），由于垂直切换具有相当
高的优先权重，选择接纳具有非常高的收益。为了减少垂直切

换引起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掉话情况的发生，当业务量到达系统

很少时，仍优先选择垂直切换，因而相对传统接纳模型而言，其

一直保持相对低的垂直切换掉话率。同时，由于设定了上限，

故可以将其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仿真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基于马尔可夫决策过程的接

纳控制模型可以很好地满足其 ＱｏＳ约束目标函数值不超过设
定的上限值。为了保证系统负载的均衡性，业务从ＵＭＴＳ蜂窝
网络基站下移动到另外一个 ＵＭＴＳ蜂窝网络基站时发生水平
切换，本文设定水平目标阻塞率上限值为５％，通过理论分析
和仿真实验得出最优接纳控制机制策略可以控制水平切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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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范围，防止网络拥塞发生。而传统的完全共享信道机制

因不具有相应ＱｏＳ约束，则不能保证可控范围内的水平阻塞
率，其相应阻塞概率值则会随着业务量增多而持续上升。同

样，本文所提出的接纳控制机制也通过设定垂直切换目标上限

值来将业务响应阻塞率控制在特定范围内，调整网络负载均

衡，提高网络平均效用，保证了用户良好的体验性，最终达到网

络平均收益最大化的目的。

$

　结束语

本文对于异构无线网络中具有ＱｏＳ约束条件下的优化呼叫
接纳控制模型进行了研究，基于马尔可夫决策过程理论定义了异

构网络中不同类型业务接纳控制行为并推导了状态转移概率和效

用评价机制。通过仿真分析可以表明，异构无线网络中优化接纳

控制机制能够在保证不同类型业务接入和切换成功率的基础上最

大化平均接纳效用，能够更好地满足用户和网络需求。

参考文献：

［１］ 刘克．实用马尔可夫决策过程［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２］ ＪＥＯＮＷＳ．Ｃａｌｌ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ｏｒＣＤＭＡｍｏｂｉ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ｏｎＷｉｒｅ
ｌｅ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２，１（４）：６４９６５９．

［３］ ＷＡＮＧＬｅｉ，ＺＨＵＡＮＧＷｅｉｈｕａ．Ａｃａｌｌ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ｃｈｅｍｅｆｏｒ
ｐａｃｋｅｔｄａｔａｉｎＣＤＭ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ｏｎ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６，５（２）：４０６４１６．

［４］ ＨＯＮＧＤ，ＲＡＰＰＡＰＯＲＴＳＳ．Ｔｒａｆｆｉｃ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ｍｏｂｉｌｅｒａｄｉｏ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ｔｈ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ｅｄａｎｄｎｏｎｐｒｉｏ
ｒｉｔｉｚｅｄｈａｎｄｏｆｆ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ｏｎＶｅｈｉｃｕｌａｒ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１９８６，３５（３）：７７９２．

［５］ 卢辉斌，周新建，李娜．３Ｇ动态预留呼叫接纳控制算法研究

［Ｊ］．通信技术，２００８，４１（１２）：２３５２３８．
［６］ ＮＩＹＡＴＯＤ，ＨＯＳＳＡＩＮＥ．Ｃａｌｌ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ｏｒＱｏＳ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ｇ

ｉｎ４Ｇ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Ｊ］．ＩＥＥＥＮｅｔｗｏｒｋ，
２００５，１９（５）：５１１．

［７］ ＺＨＡＮＧＳｈｉｙｉｎｇ，ＹＵＲＲ，ＬＥＵＮＧＶＣＭ．Ｊｏｉｎｔ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ａｄｍｉｓ
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ｒｏｕｔｉｎｇｉｎ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６ｂａｓｅｄＭｅｓｈ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
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ｏｎ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０，９（４）：１３７０
１３７９．

［８］ 陈明欣，刘干，朱光喜．ＷＬＡＮ中基于效用的呼叫接纳控制策略
［Ｊ］．电子学报，２００８，３６（７）：１４２９１４３４．

［９］ ＬＩＷｅｉ，ＣＨＡＯＸ．Ｃａｌｌ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ｏｒａｎ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
ｏｕｓ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ｍｏｂｉｌ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ｏｎ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７，６（２）：５１５５２５．

［１０］ＳＯＮＧＷｅｉ，ＪＩＡＮＧＨａｉ，ＺＨＵＡＮＧＷｅｉｈｕａ，ｅｔ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Ｑｏ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ＷＬＡＮｉｎｔ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Ｊ］．ＩＥＥ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２００５，１９（５）：１２１８．

［１１］王亚楠，夏海轮，冯春燕．异构网络中多媒体业务的联合呼叫接
纳控制［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３７（５）：９５３９５９．

［１２］陈明欣，朱光喜，刘干．异构网络无线资源管理中的非合作博弈
［Ｊ］．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２００９，３０（３）：４４６４５０．

［１３］ＣＨＥＮＨｕａｎ，ＫＵＭＡＲＳ，ＫＵＯＣＣＪ．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ｌｌ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ｎ
ｔｒｏｌｓｃｈｅｍｅｆｏｒＱｏＳ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ｈａｎｄｏｆｆｉｎ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ＰｒｏｃｏｆＩＥＥＥ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００２：１１４１１８．

［１４］ＳＯＮＨ，ＬＥＥＳ，ＫＩＭＳＣ，ｅｔａｌ．Ｓｏｆｔｌｏａｄ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ｏｖｅｒ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
ｏｕｓ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ｏｎＶｅｈｉｃｕｌａ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５７（４）：２６３２２６３８．

［１５］许应新，许都．基于短包优先的动态阈值共享缓存管理策略的研
究［Ｊ］．计算机应用研究，２０１１，２８（５）：１８０５１８０７．

［１６］李鹏，王海燕．ＣＤＭＡ２０００系统小区无线容量分析［Ｊ］．海南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６，２４（３）：２６１２６４，２７０．

（上接第１１５７页）
　　 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ＣＭ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３０５３１６．

［９］ ＫＩＭＪＷ，ＫＵＭＡＲＶＳ，ＭＡＲＡＴＨＥＡ，ＰＥＩＧ，ｅｔ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ｃｅｌ

ｌｕｌａ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ｒａｆｆｉｃｗｉｔｈｍｏｂｉｌｅｃａｌｌｇｒａｐｈ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Ｃ］／／Ｐｒｏｃｏｆ

Ｗｉｎｔｅ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ｌ．］：ＩＥＥ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３１６５

３１７７．

［１０］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ＡＲＶＩＤＳＳＯＮＡ．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ｄａｔａｔｒａｆｆｉｃ［Ｃ］／／ＰｒｏｃｏｆＡＣＭＳＩＧＣＯＭＭ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Ｃｅｌ

ｌｕｌａ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ＮｅｗＹｏｒｋ：

ＡＣＭ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１３１８．

［１１］ＺＨＵＯＸｕｅｊｕｎ，ＧＡＯＷｅｉ，ＣＡＯＧｕｏｌｏｎｇ．Ａｎ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ｔｒａｆｆｉｃｏｆｆｌｏａｄｉｎｇ［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ｏｎＭｏｂｉｌｅＣｏｍｐｕ

ｔｉｎｇ，２０１４，１３（３）：５４１５５５．

［１２］ＬＥＳＫＯＶＥＣＪ，ＢＡＣＫＳＴＲＯＭＬ，ＫＵＭＡＲＲ，ｅ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Ｐｒｏｃｏｆｔｈｅ１４ｔｈＡＣＭＳＩＧＫＤＤ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ＣＭ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４６２４７０．

［１３］ＦＩＧＵＥＩＲＥＤＯＦ，ＢＥＮＥＶＥＮＵＴＯＦ，ＡＬＭＥＩＤＡＪＭ．Ｔｈｅｔｕｂｅ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ＹｏｕＴｕｂｅｖｉｄｅｏｓ［Ｃ］／／Ｐｒｏｃ

ｏｆｔｈｅ４ｔｈＡＣ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Ｗｅｂ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ＣＭ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７４５７５４．

［１４］ＫＡＩＲＡＭＳ，ＷＡＮＧＤＪ，ＬＥＳＫＯＶＥＣＪ．Ｔｈｅｌｉｆｅａｎｄｄｅａｔｈｏｆｏｎｌｉｎｅ

ｇｒｏｕｐ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Ｃ］／／Ｐｒｏｃｏｆｔｈｅ５ｔｈ

ＡＣ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Ｗｅｂ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ＣＭ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６７３６８２．

［１５］ＰＡＲＫＫ，ＷＩＬＬＩＮＧＥＲＷ．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ｓａ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ｙｓ

ｔｅｍ［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

［１６］ＬＩＵＹＢ，ＹＵＡＮＰ．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ｕｓｅｒ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ｍｏｂｉ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ｕｓｉｎｇｃｌｉｃｋｓｔｒｅａｍｄａｔａ［Ｃ］／／Ｐｒｏｃｏｆｔｈｅ３ｒ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ｃｓ．［Ｓ．ｌ．］：ＩＥＥ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２５５２５７．

［１７］ＫＯＨＬＩＳ，ＫＵＭＡＲ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ｕｓ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

ｆｕｔｕｒｅｕ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ｓｅａｒｃｈｅｎｇｉｎｅ［Ｃ］／／ＰｒｏｃｏｆＷｏｒｌｄＣ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Ｓ．ｌ．］：ＩＥＥＥ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２８５２９０．

［１８］ＺＡＶＡＤＳＫＡＳＥＫ，ＴＵＲＳＫＩＳＺ．Ａｎｅｗ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ｇａｍｅｓｔｈｅｏｒｙ［Ｊ］．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ａ，２００８，１９（２）：３０３３１４．

［１９］ＤＩＡＫＯＵＬＡＫＩＤ，ＭＡＶＲＯＴＡＳＧ，ＰＡＰＡＹＡＮＮＡＫＩＳＬ．Ｄｅｔｅｒｍｉ

ｎ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ｗｅｉｇｈｔｓｉ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ｍｅｔｈｏｄ

［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５，２２（５）：７６３

７７０．

［２０］ＬＩＵＺｉｌｏｎｇ，ＸＵＪｉａｎ．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ｖｉｒｔｕ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

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ｏｎｏｎｌｉｎｅｓｔｉｃｋ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ｒｅ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Ｃ］／／Ｐｒｏｃ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ｌ．］：ＩＥＥ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７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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