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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本体语义相似度计算的对等网资源 

动态匹配方法研究 ) 

刘 震 邓 苏 罗雪山 黄宏斌 

(国防科技大学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 长沙410073) 

摘 要 在基于对等网的网格环境中，应用本体来描述资源元数据已经成为当今研究的趋势。不同结点可能采用不 

同的本体柬描述各自管理的资源元数据。如何提高这种环境下动态资源发现的效率是急需研究的问题。本文在形式 

化描述结点本体结构和元数据模型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精确匹配与模糊匹配相结合、本体语义相似性匹配和资 

源实例特征匹配相结合的综合资源匹配方法，来提高非集中环境下资源匹配的灵活性和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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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peer-to-peer based grid environment．applying ontology tO describe resource has become current research 

trend．However。different peer may use different ontology tO describe resource metadata according tO its domain knowl- 

edge．How tO matching these resources is a desiderate research problem in this environment．In this paper，based on 

formal description of peer ontology and metadata mode1．a hybrid resource matching approach is proposed．It combines 

precision ma tching and fuzzy ma tching．At the same time，it combines sema ntic ma tching and resource instance charac 

teristics ma tching．This approach will improve flexibility and accuracy of resource matching in decentralized environ- 

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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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格与对等网技术之问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者的融 

合口]也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随着网格与对等网的融合， 

网格资源具有以下特点：1)规模大、分布、无集中控制。2)异 

构性和多样性。随着网格应用领域的扩张，如军事、教育、电 

子政务等领域，管理资源的类型和特性差异将急剧增大。可 

能包括的资源类型：a)异构数据资源，包括结构化、半结构化 

和无结构数据，如关系数据库、XMI 、多媒体数据、文件等-b) 

服务资源，如Web服务或远程过程等；c)物理资源描述信息， 

如处理器类型、存储能力等计算和存储资源的描述信息。d) 

集成资源，如对多个数据源的集成视图。 

面向网格中资源的新特点，基于传统的简单资源标识匹 

配或基于属性的简单资源特性描述匹配，将无法充分满足用 

户或应用面向资源语义内容的资源发现需求。应用本体技术 

来描述网格资源元数据已经成为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然而 

在一个大规模、非集中的网络环境中，采用一个全局一致本体 

来进行描述，是不切实际的。因而必然存在多个本体对类似 

资源进行描述，那么在这种多本体环境中，如何提供一种动 

态、有效的资源匹配方法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 

本文面向基于对等网的信息网格环境下资源发现问题， 

在形式化描述基于本体的结点元数据模型结构的基础上，提 

出了一种精确匹配和模糊匹配相结合、基于本体的语义相似 

度计算和资源实例特征相似度计算相结合的一种综合的动态 

资源匹配方法。第 2节首先对相关研究工作进行介绍；第 3 

节对资源组织结构和基于本体的资源元数据描述模型进行介 

绍；第 4节对基于语义的综合资源匹配方法需要考虑的要素 

及匹配过程进行了研究设计。第 5节结合教育领域的一个资 

源匹配实例，对匹配过程进行了说明。 

2 研究现状及相关工作 

目前网格系统中资源发现基本上是集中式的，在 Globus 

中MDS实现了基于LDAP的树状元数据目录服务来支持资 

源发现；在 Condord的matchmakerE2_实现了不依赖全局资源 

命名，而依靠属性匹配的集中式资源发现机制。web服务中 

的ImDI_3 实现了集中式的服务实体的统一描述、注册和查 

找。在这些系统中，主要采用的是一种精确匹配的机制，然而 

其资源描述机制的局限，限制了其提供的资源发现能力。 

在对等网领域，如 GnutellaE ，Napster[ ，CANE ，Pas— 

tr／ 等，往往采用关键字或全局标识(如文件名)来作为资源 

元数据描述，查询主要采用字符串匹配的方式，大大地局限了 

资源匹配的灵活性和面向内容的资源定位能力。E叫 TEL— 

LAE 、SWAP[ 是基于对等网体系结构的知识共享研究项 

目，它们都采用 RDF来描述元数据，并分别提供相应的查询 

语言，如RQL，SeRQI ，来提供面向语义内容的查询，它们还 

没有对异构本体下的资源匹配问题做深入考虑。EdamokE1~]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60172012)。刘 震 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信息管理、P2P、智能决策支持技术；邓 苏 教授，主要研究 

领域信息管理、智能决策支持技术；罗■山 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指挥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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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面向对等网环境下知识共享的研究项目，为了发现存储 

在不同结点上概念间的映射关系，提供了cTx—MATCH算 

法，它主要采用描述逻辑的方法。HEI 10SE“]也是面向对等 

网的本体知识共享的项目，其中采用 H—Match算法来支持不 

同本体概念之间语义匹配度的动态计算，但没有考虑资源实 

例特征因素。本文的特点在于提供了一种综合的资源匹配方 

法，其中结合了精确匹配与模糊匹配特点，并且综合考虑了本 

体语义相似度和资源实例特征相似度，提供了更为灵活的、高 

效的资源匹配能力。 

3 资源组织结构及元数据模型 

3．1 资源组织结构 

本文采用对等资源Agent网络来管理多个组织的分布异 

构的各类资源。资源的组织管理结构层次如图 1所示，每个 

资源 Agent结点依附于一个具体单位或一个虚拟组织，管理 

着注册的一个或多个资源对象。为了保证共享环境中资源的 

全局可视性、可理解性、可用性和互操作性，采用基于本体的 

方法来描述资源的元数据，面向对等网的分布特征，采用一种 

复合多本体结构来描述和组织管理分布异构资源的元数据， 

其中每个本体都是建立在某网络结点所在单位对自己相关领 

域的理解基础上。多个本体可能由于领域背景不同而在类似 

概念描述上存在差异。如何在这种不同本体环境下有效地匹 

配到类似的相关资源是本文要研究的工作。 

集成本体1 l I集成本体2}．_— —1集成本体3 

局部本体2 I I局部本体3 I l局部本体4 I I局部本体5 
本体描述层 

／ 
／ 
／ 

上  
资源描述 
对象2 

薹琴妻至 源元数据 ／ ／ 
资源Agent结点 

资源Agent结点 

资源Agent结点 

资源Agent结点 

图1 基于复合多本体结构的资源组织结构 

3．2 基于本体的元数据描述模型 

本体从不同的问题领域和研究角度出发存在许多不同的 

定义。Studer等在对本体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给出了一个 

广为接受的定义，即：“本体是共享概念模型的明确的形式化 

规范说明”[J 。本文中资源元数据采用一种基于本体的模式 

进行描述。 

本文中考虑要描述元数据包括两个层次：核心层(Core 

Layer)和扩展层(Extensional Layer)。核心层是系统应用环 

境内每一个资源描述都包含的部分，对资源的整体特征进行 

描述，其中包括资源管理元素、概要元素、物理特征元素、安全 

和信任元素。扩展层则是提供面向特定领域的或特定任务的 

领域本体，是对核心层的扩展，提供粒度层次更高的、面向语 

义内容的资源描述，如针对数据库资源的模式语义的描述，多 

媒体信息语义内容的抽取等，将有效地提高信息资源检索的 

效率和精度。 

定义 1 结点本体结构0 一(C，A，R，P)。T是术语集 

合，Db 是预定义的基本数据类型集合。 

C—Ch UCo 是结点中所有领域概念(Concept)的集合， 

其中Ck 为核心层概念集合， 为扩展层概念集合。 一 

U ，其中 为本地资源概念集合， 为远程资源概 

念集合。一个概念的可以形式化定义为c=( ，A。)，其中cE 

C， ∈丁，A A，表示 f的属性特征集合。 

A是所有属性的集合。每个属性可以形式化定义为a= 

( ，dr．)。 ∈T，dto∈Dh UC 。 

R=R UR 定义了概念之间的二元语义关系集合，其 

中Rk定义了本地概念关系的集合，Vfloe∈R L 表示为 <c， 

对等网结点层 

— —

+ 本体间集成关系 
一 一

+ 基于本体描述的实例化 
⋯ ⋯ “

’资源与结点间的注册关系 

+——+ 对等网结点问邻接关系 

C >，c，c ∈C UC 。V ∈R 表示为 (C，f >，f∈C ，f 

∈C眦 。本系统中描述的语义关系主要包括；等价关系尺一 、 

继承关系H 、聚合关系H 、关联关系RP。 

P是O 中的约束集合。P 是关键字约束集合，V户keY 

∈Pk ，可形式化表示为 户k 一(f，Akey)，f∈C，Ak cAc。 

P 是属性约束集合，V ∈P ，可形式化表示为 一(日，C， 

七)，aEA，cEC，七∈{0，1)，居：O表示 日是 f的可选属性，七一1 

表示a是c的强制属性。 

定义2 结点元数据模型结构 M =( 。，S，I， ， 

I ，IC)。 

C 是元数据模型参考的结点本体。 

S是结点中管理的所有资源对象集合，每个资源对象对 

应一个资源提供者，由一个资源标识唯一确定。 

I是结点内所有概念实例集合。I(s，C)表示资源s针对 

概念集合C的实例数据集合。 

j砥 是所有资源到对应概念实例映射函数集合，其中V f 

∈I砖 ．可表示为 ，1 5×c—l ．其中 s∈s，c∈C．I l I = 

IF⋯。(S，C)U IFd (S，C)，其中 JF (S，C)对应静态映射函 

数集合，V ∈1 i (S，C)，可表示为 if, i (s，C)一 

{((日l， 11>，⋯，(日m，Vl >)，⋯，(Ca1， l>，⋯，(a卅， TH>)}，其 

中 sES，c∈C，{a “，a ) A ，VII．⋯． ，⋯， 一， 是一 

组常量值，即是说对实例数据与元数据存储在一起。IFd 

(S，C)对应动态映射函数集合。采用链接或松耦合的逻辑规 

则(Logical Rules)和公理(Axioms)来定义这种关系，即实例 

数据采取虚拟存储的形式，要通过与底层模式链接或推理计 

算后才能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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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是所有资源到对应概念关系实例映射函数集合，其 

中VfE J ，可表示为 f：5×r—J ×，，其中 ∈S，rER ， 

l：。 l 

JC是资源对象实例特征约束集合。对于任意约束 c∈ 

JC用一个规一分布来表示，ic(5， ，A )一{(pic ，P )， 

(picz，P2)，⋯，<pic ， >}，其中s∈S，C C(s)，A A 

( )。U lI(s。G 。A pic )一I(s，G ，A )。∑ lP 一1。P ≥ 

0，C(s)为资源S实例化的本体O 中的概念子集。J(s， ， 

A ，pic )表示5中满足约束pic 的C 的属性A 实例集合，P 

体现了I(s， ，A )满足约束pic 的可能性，P ：1时表示 J 

(s．G )必须满足约束pic 。这种实例约束特征可以由专家定 

义或通过数据挖掘方法自动发现和抽取。 

4 基于语义相似度匹配的资源发现方法 

为了增强非集中环境下动态资源发现和查询的能力，需 

要一种灵活有效的模糊匹配算法来发现网络中具有回答相关 

查询能力的资源。下面将基于前面的本体及元数据模型描述 

框架，结合核心概念特征、术语特征、语义环境特征和实例特 

征这几个方面来设计相应的匹配算法。 

4．1 查询模型 

用户或相关应用的资源查询请求描述往往依据依附的结 

点本体进行定义。查询的目标就是为了获得一组用户关注的 

资源信息实例。结点本体结构可以看成由一组概念和关系构 

成的语义有向连通图，则查询往往涉及这个语义图中的一个 

子图。 

定义3 查询模型Q一(co，RQ，qc)，其中 和R口的结 

构定义与前面结点本体0 中C口和R口的定义相同，C。表 

示查询中涉及的概念集合，岛 表示查询中涉及的关系集合。 

qc定义了查询中概念实例必须满足的约束条件，可表示为qc 

( )一qfl( l，Cq2，⋯ ， )V qca( 1， 啦，⋯，c )V⋯ V qc 

( 1，Cq2，⋯， )， co， ={Cql， 啦，⋯，c }，q (c口l， 2， 

⋯ ，c )表示针对( ， z，⋯， }的某个子集的相关条件约束 

的合取表达式，即原子条件约束。 

查询Q可依据查询约束分解为一系列的原子查询Q ， 

Q ，⋯，Ql，Q一(co，R0，qcf)。 

本文研究的资源匹配算法的目标就是根据查询需求发现 

具有应答能力的备选资源元数据，并提供相应资源的匹配度 

4．2 匹配算法 

4．2．1 基本匹配要素 

· 核心层概念的匹配。核心层概念是在所有结点本体中 

都包含的部分，对于核心层概念的匹配采取实例级的精确匹 

配。查询与结点某资源在核心概念 上的匹配度KA(Q，5， 

)的计算方法如下： 

KCSim(s， ，qc )一 

f1，如果3qc (Ck)，且 J(s， )nI(s， 。qcf(Ck))≠ 

1，如果不存在qc (ck) 

lO，否则 

其中s∈S，fie∈ ，ck∈％ ，qc (ck)表示原子条件约束中涉 

及 Ck的部分。 
· 扩展层概念的匹配。扩展层概念在不同结点具有一 

定的差异。由于用户视角或领域的不同，可能对类似资源信 

息采用不同的概念描述。针对扩展概念的匹配，本文采用类 

似H—MatchE“]的方法来进行匹配。从概念描述的术语特征 

和语义环境特征两个方面进行匹配。 

·44 ‘ 

a)命名特征。每个概念和属性描述都包含一个名字(词 

汇和术语)，来较贴切地描述其内在的涵义。本文考虑利用电 

子字典 WordNet： ]来发现术语间关系，术语关系包括：同义、 

狭义、广义、相关。对于术语问的不同关系赋予一个权值来表 

达语义近似程度，表示为w ，w ，w ，w 且w >w 

≥w >w ，取值在[O，1] 术语相似度计算方法如下： 

TermSim(t．t )一 

fMax(w 1*Wfl，2I*⋯*w ，)，如果存在 — 

【0， 否则 

其中￡一 表示存在从术语t到t 的术语关系路径， 表示 

术语ti和tj之问的关系的权重，可能对应 w ，w ，w ， 

中的一种。 

定义4 概念间命名相似度 NameSim(c，C )= Termsim 

( ，tc，)。 

b)语义环境特征。概念问的语义相似性除了从命名特征 

考虑外，还要考虑概念语义环境相似性。 

定义5 对于任意概念C∈Cl ，其语义环境 SEwn(c)一 

A(f)URC(f)，其中A(f)={ l a ∈A }，RC(c)={cj l r(C， 

c，)，rERI }。 

对于V eESEvm(c)，V e ∈SEwn(c )，e，e 之间的匹配度 

计算函数如下： 

Elem3~latch(e，e )一 

fTermSim(n,，％，)*dtsim(dt ，dt ，)*(1一l 一 ，1) 

_{ 如果P∈A(c)， ∈A(c ) 

lTermSim(n,， ，)*(1一l 一 ，1)。 否则 

其中ne，w是环境因子e，e 的命名术语，dtsim(dt~， )定义 

了预定义数据类型之问的兼容度，取值在[O，1]。 ， 分 

别对应c与e之间关系、c／与e 之间关系的影响因子权重。 

定义6 概念c，c 之间语义环境相似度计算方法如下： 

EwnSim(c，C )= 

∑ lmax((ElernMatch(e ，et)l e ∈SEwn(c ))) 

lSEwn(c)l 

c)语义匹配度。概念 f，C 之间的语义匹配度为； 

SemanticMatch(c，C )一 W~s*NameSim(C，f )+ (1一 

W )*EvmSim(c。c ) 

· 实例特征匹配。实例特征匹配考虑通过元数据模型描 

述中实例约束和相关知识特征来评估资源概念实例与查询结 

果实例之间的可能匹配度，也就是从实例层评估相关资源回 

答查询的能力。 

定义7 概念实例特征匹配度计算函数表示如下： 
InsMatch(c．Ct，s)= 

0，如果不存在if(s，C )∈J联 即J(s，C )一卡 

1，否则如果 不存在qc (c) 

1，否则如果 if(s，C )∈Ik 且3 qc (c)， 

且 I(s。C )nI(s，C ，q0(c ))≠ 

a，否则如果 3 qc (f)且不存在 ic(s，C ) 

或 A(qc (c))AA(ic(s，C ))： 

Ⅱ l(∑ P *b )，否则如果 if(s。C )∈J 

且3瓜 5， )一(ic ”，ick}≠巾，其中V ∈iC(s， )， 

0(s，f )={(pica，P 1)，⋯，(pic ，P )}， 

且满足A(qc (f ))nA(ic(s，Ct))≠ 

对于 V(pico，Po)∈ (5，c )， 

当 I(s，C ，pic )nI(s，c ，qc (c ))≠ 

则 bo一1，否则 b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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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ES，e ∈c( )，c∈C。，口为一个系统预定义常量，取值 

在[O，1]中，作为默认的实例匹配度。IC(s，et)表示 s中所有 

涉及C 的实例约束集合。A(*)表示*中涉及的属性集合。 

4．2．2 资源匹配方法过程 

前面已经提到，查询Q可依据查询约束分解为一系列的 

原子查询Q1，Q，⋯，Q，Q一(C。，Ro，qc )。本文描述综合资 

源匹配方法主要是针对原子查询Q 进行，最后将原子查询匹 

配结果进行合并。过程描述如下： 

输入：原子查询Q一(CQ，Ro，qc )，网络结点 i的元数据知识 

库模型M =([ ，s，J，J ，J磴 ，IC)， 1， 2， 。，口， 

W Ns 

输出：资源匹配状态集合 s5。一{( l，S )，⋯，( ， ‰ )) 

开始： 

Step1 初始 s5口一 ，提取 中涉及核心层概念cQ̂ ， 

若不存在 qc ( )，跳到第 2步执行。若 qc ( )，对于 

V sE S，V ∈C=。 ，将使得 KCSim( ，ck，qc，)一1的( ，1)加 

入 S5o，若没有匹配的资源 S，则算法退出。否则继续第 2步 

执行。 

Step2 提取 中涉及扩展层概念cQ 。如果 C口 一 ， 

算法结束，否则继续。如果 SS口≠ ，获得 s5口中的资源集合 

S ， —C(S )n n ；如果 ssQ一 ，S S， 一 n 

( 。 

Step3 计算扩展层概念语义匹配度 对于 V c∈Co ， 

V e ∈Cs．，首先计算 NameSim(f，f )，针对 NameSim(e，f ) 

≥ 的概念匹配对，计算 EvmSim(c，r )，并最终计算获得 

SemanticMatch(c，et)
。 CPair= {(f，Ct) NameSim(c，f )≥ 

1，Semant4cMatch(c，e )> ∈(_1o，C ∈ }表示概念语义 

匹配对集合，Cau．“一 ( c一 )∈CPair}表示查询中获得匹 

配的概念集合。 

Step4 计算实例特征匹配度。对于V(f，C )∈CPair，且 

V sES ，Vf ∈( ( )，分别计算 InsMatch(c，C ， )。 

Step5 计算资源匹配度。对于V sES ，计算资源匹配度 

ResourceMatch(s，Q)，计算方法如下： 

ResourceMatch(s，Q)一 

∑Max({SonanticMatch(c，f )*InsMatch(c，f ， )lc ∈C( )}) 

i j—i f 

将ResourceMatch(s，Q)≥ 3的( ，ResourceMatch(s，Q))加入 

s5口，若s5口中已存在( ，1)，用( ，ResourceMatch(s，Q))覆盖 

加入。 

Step6 结束。 

核心层 I 扩展层 节点A上发起的查询Q 

l 3o(TeacheLAge《4o and Publicatinn
．publishing cnmpaI1)r=“电子出 

H 等价关系 

c---1概念 —— 继承关系 

0 属性 — O聚台关系 
Role关联关系 

本体层 

节点B上赉源实例元数据 

sl：Resource．Type=“关系数据库 

s2：Resource． “关系数据库 

s3：Resource．Type=“Web服务” 

I 

I sl：C(s1)={University,Professor,Book}， 
I icl：((University_Province=“湖南”，0．7)，(University．Province=“湖北 ，0．2)，(其他·0．1)) 

Iic2：((25d峨ss0r_Age<35,0,3)，(35 fe 。or-A擘e《45，o．3)’(Profess0r_Agc>二45’0·4)) 
I s2：C(s2) {University,Stuff,administrator} 

w =l，wn =w =0l8．w" ．5 语义环境因子 WdW~ t,,=l，wIⅢ l，win砌F=o．8，w 叩∞=0．6，Ww r-0-3 

l==0l5， 2=0．5． 3=0，35。 =O．5， O．5 

图2 结点元数据及查询描述示例 

4．3 应用示例 

下面将通过一个简单示例来描述资源匹配算法。图2给 

出了一个教育领域的结点本体、元数据及查询示例。结点A、 

B分别对应两个院校。结点 B中管理着三个资源s ，5z，5。。 

结点A依据本地本体并针对全局所有院校发起的查询Q，当 

查询传递到结点 B，要发现结点B中具有应答查询能力的所 

有资源，因而依据4．2．2节中描述的资源匹配过程，首先进行 

核心层概念的精确匹配，可以获得满足Resource． “关 

系数据库”的资源S ，Sz，因而可以排除S。资源；接着进行扩展 

层概念语义匹配，得到满足阈值 z一0．5的概念匹配对的语 

义匹配度 SemanticMatch(Institute，University)一0．8，Seman— 

ticMateh(teacher，stuff)一0．65，SemanticMatch(teacher，ad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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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ator)一 0．53，SemanticMatch(teacher，professor) 

0．75，SemanticMateh(publication，book)一0．85。第三步计算 

资源实例匹配度，针对s 的实例特征匹配度InsMatch(Insti— 

tute，University，s1)=O．7，InsMateh(teacher，professor，S1)一 

0．3+0．3一O．6，InsMatch(publication，book，s1)：0．5。由于 

s。中没有定义实例特征约束，因而sz中所有实例特征匹配度 

均为n—O．5。最后计算资源元数据匹配度，ResourceMatch 

(sl’Q)一(0．8*0．7+0．75*0．6+0．85*0．5)／3—0+48，Re 

sourceMatch(s2，Q)一O．29。于是根据阈值， 3—0．35得到匹 

配的资源s ，并将 的相关元数据和匹配结果(可以包括概 

念匹配关系等)发送到结点A 

资源匹配过程可以通过改变参数 l， z， ，口，w艏来调 

节匹配的性能。 

结束语 本文针对基于对等网的网格环境中的资源发现 

问题，在形式化描述基于本体的结点元数据模型结构的基础 

上，提出了一种基于核心元数据的精确匹配和基于扩展元数 

据的模糊匹配相结合、基于本体语义相似度匹配和资源实例 

特征匹配相结合的综合资源匹配方法，将有效提高网格资源 

匹配的精度和灵活性。 

资源请求路由策略也是资源发现系统需要考虑的一个核 

心问题，下一步工作将提供一种高效的资源请求路由策略。 

在基于对等网结构的资源管理模式下，通过发现结点本体间 

语义关联性，将相关结点聚类在一起，形成社区或构建超级结 

点，来启发请求的传播路由，从而减少对等网环境下查询请求 

传播的盲目性，提高资源定位的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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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呼叫的平均等待时间较小，P妇也较低，能充分有效地利用 

网络资源。此时系统的 QoS较高。表 1为该模拟移动系统 

当 ：0．85 丁J一15 w 、Tz一3～5 7"1时的拥塞控制部分 

仿真结果 其中，结果 1和结果2为网络在处理 1000个呼叫 

的时候，网络一直没有出现拥塞情况，这种现象一般发生在呼 

叫低谷期，例如每天凌晨时段，呼损率均为0；结果 3、4、5的 

平均缓解拥塞的时间大约为 15 w ，可知该种情况下，移动 

系统时有拥塞发生，但皆为一般拥塞状态。启动时钟 ，拥 

塞得到及时缓解，且此时呼损率几乎为零，呼叫平均等待时间 

接近V ；结果 6、7显示了当网络发生一般拥塞和严重拥塞两 

种情况时系统的运行情况，尽管以拥塞缓解时间较长(为 

4O V 左右)、呼叫延时较大、呼损率上升等为代价，但系统 

出现严重拥塞状态时，能够得到及时处理，保证了系统充分有 

效地利用资源，能够稳定工作。 

表1 拥塞控制程序运行结果 

平均等待时间 拥塞缓解时间 呼损率 

结果 1 14．2331 0．0000 0．O0 

结果 2 15．7216 0．0000 0．O0 

结果 3 18．2866 2．4604 0．O0 

结果 4 18．3616 2．6649 0．00 

结果 5 17．3985 2．5607 0．00 

结果 6 35．7651 13．7339 5×10-4 

结果 7 38．16O 14．3O1 5×10一 

6 融于速率控制策略的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的拥塞 

“软处理”方法的特点 

1．在蜂窝移动通信系统中，根据上行链路SIR与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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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结果，确定移动网络的运行情况，对呼叫采取不同的处 

理。当系统发生拥塞时，通过拦截优先级较低的呼叫，同时启 

动控制时钟，实现对移动通信网络拥塞缓解的目的。 

2．通过设定两个时钟 和 ，r2，使得移动网络的拥塞及 

时得到缓解，特别是当移动网络某局部出现严重拥塞时，时钟 

丁2的设定为尽快解除拥塞起了关键作用。可见，该控制方法 

具有一定的完善性。 

3．该控制模型作用于基站，能够保证缓解拥塞时间短、呼 

叫等待时间短、呼损率低的特点。特别在高峰期，能有效地、 

及时地解除拥塞，具有现实意义。 

4．该控制方法将预防式控制与反应式控制方法相结合， 

运用起来简单，易于实现。 

5．由于对呼叫的到达率采用控制机制，具有更短的队列 

长度、更短的等待时间和较小的拥塞缓解时间，有效地提高了 

移动通信网络的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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