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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0f computing techniques and communication techniques and requirements of 

personal communication make mobile computing and wireless networks possible and indispensable．Nov— 

el network environment o／／ers i~lew challenges to traditional network protocols Especially，as middle 

layer protocols in the network architecture．the network layer protocols cRnnot support host mobility 

because the hierarchical addressing and routing mechanisms and static nanle and address binding 

New functions and protocols must be added in order to support host mobitity in the network layer．In 

this paper we summarize the impact of host mobility oD_network protoco[s，the problems of traditional 

protocols to support host mobility，the architecture and  practical schen~es to support host mobility in the 

network layer，and the emphases．current status and direction of network layer host mobility suppo rt- 

Keywords Host mobility．Network layer Addressing and routingtHandoff 

1 引言 

网络协 议的发展受到计算技术、通信技术和 网络 

应用的共同驱使 】 近年来，计算技术的发展使体积 小 

功耗低 的膝 上型 电脑和掌上型电脑 曰益普遍 ，它们 的 

功能越来越接 近于台式机和工作站；通信技术的进步 

使得各种 无线传输 网络甚为流行 ，出现了 PCS、PCN、 

UPT 和 UMTS等 设备和服务 ；而应用 也对“无论 何 

时，无论 何地”的个人通信服务提出了迫切需求 。技术 

的进步和应用的需求使得在现有网络条件下支持主机 

穆动成为可能和必要 ．图 l示意了主机穆动的情况 ，通 

图 1 主机穆动示意囝 

常用户携带的便携式 电脑通过无线媒体与固定网络相 

连 ．用户可 以在 无线子网间移动而维持其通信的连续 

性 计算机网络中由固定主机向移动主机的演变与电 

信领域内过去 2o年发 生的 由固定 电话 向移 动电话的 

转变类似 。 

新的网络环境和新的应用需求对传统的网络协议 

从功能和性能两个方 面提 出了新的挑 战，特别是处于 

网络协议 体系结构中间层次的网络层协议受主机移动 

影响最大。网络层的主要功能是为分组选择路由 ，而主 

机的移动可以看作网络接入点的不断改变，支持主机 

移动可 以看作主机路由的不断改变 ．因此选择在 网络 

屡 支持主机移动是较 自然和合理的。传统的网络层协 

议 (如 Internet上的 lP协议)假设主机 的位置 是固定 

的 ，不支持主机的移动，若要支持主机的移动必颈增加 

新的功能和协议。在 Internet环境下支持主机穆动的 

研究工作从 9O年代初开始出现到 目前一直都很活跃 ． 

吸引了学术研究机构、网络工业界和国际信息技术标 

准化组织的广泛参与 ．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下文着重阐 

述传统协议支持主机 移动所遇到的同题 ，网络层支持 

主机移动的体系结构 ，各阶段提出的网路层支 持主机 

·)本课题得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编号 BgB73008)和国家教育部重点科学拄术嘎目基金 (编号 98046)贷助．赵阿群 博士生 ，研 

究方向为高性能网络，移动网络．昊田新 教授，研究领域涉盈计算机网络 ．CIMS和 EDI等 壤冠群 教授．博导 ·工程院院士， 

研究领域涉盈计算机同培 t分布式处理和 CIMS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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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的方寨 及刚烙崖支持主机移动所研究问题的重 

点 发展现状和前景 等 

2 传统协议支持主机移动所遇问题 

在 Interne(中．为 J’扶 得可 伸缩 的路 由．IP协议 

采用 r崖谯型寻址和路 由机制 ．每个 II’地址由两部 

分组成 ：刚络标识部分和主机标识部分 。网络标识部分 

标识 主机所在的网络 ，主机标识部分标识 该网络 中的 
一 台主机 网络中继结点按}!{【“子网”的粒度维护整个 

网络的拓扑信息，路 由 议根据分组中 目的 1P地址的 

网络标识部分将分组路 由到相应 的于网 ．再由子 网路 

由器进行转发。这种层次型的寻址和路 由机制 ，显著减 

少了路 由器维护的路 由表的大小 ，降低了路 由更新信 

息的交换量 ，简化了路 由器 的路由选择，是 lnternet规 

模得以快速 增长的成功之处 ，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层 

趺型的寻址 和路 由机制 ，使得主机的地址与其所 在网 

络的位置相关 。 

Internet寻址方 案的另一特 点是 IP地 址的双重 

作用 ，在 Internet中，每 台主机分配 一十唯一的 IP地 

址 ．它具有双重功能 ：一方面 ，它起“名”的作用 t作为端 

系统 的标识 ，被 上层 TCP协议 用于连 接管理 <每十 

TCP连接 由源和 目的 IP地址及源和 目的端 口唯 一标 

识)；另一方面 ，它起“地址”的作用 ，作为主机的位置标 

识 ，被 IP协议用作路由的依据 ， 

在主机 位置固定的场台下 ，其“名 与“地址”的对 

应关系是固定的 ，不会引起 任何问题 ；在主机 移动的场 

台下，其“名 ”与“地址”的对 应关系不再 固定 ，而随主机 

的移动不断改变 当主机移动的同时还要保持通信的 

连续性 时 ，出现 了一对 矛盾 ：一方面 ，为维 护运车裔层 

TCP连接的完整性 ，需要保持主机 IP地址不变 ；另一 

方面．为将分组正确路由至穆动主机的当前位置 ，则需 

要改变主机 的IP地址 ，这就是传统协议在支持主机移 

动时所遇到的问题 ．如何解决这对矛盾是网络层 支持 

主机移动研 究和探索的核心所在 

5 网络层支持主机移动的体系结构 

5 1 两层地 址方案 

为了在网络层支持主机的移动，一般采用两层地 

址机制 ，每 台穆动主机与两十 IP地址相联系 ：一十称 

为 Home Address(主地址 )，它是静态的 ，作为端 系统 

的标 识，用于 TCP的 连接管理 ；另一十 弥为 Care—of 

Address(转发地址 )，是动态的 t随着主机的移动而不 

断改变 ，作为主机的位置标识 ，用于路由过程中。利用 

两层地 址机制支持 主机 的移动．在分组 的路 由过程中 

需要进行显式的地址转换 

5 2 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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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层地址方案支持主机移动的体系结构。 。缸 2 

所 ．该体景结构中包 含三十逻辑实体卡口三个基本的 

l办议过程 这二 个逻辑实体是 ： 

(1)转发代理 (Forwarding Agen(．简称 FA)。位于 

转动主机fMH)的 Foreign Network(MH 当前访问的 

刚络称 为它的 Foreign Networkt与此相对应 ·MH 

始注册 的网络休为它的 Home Network)．两层地址 中 

的 Care-of Address就是 FA的地址 FA的功能是 ：接 

受发往 MH的分组 ，井将分组 中的 Care-nf Add ress转 

换为 MH的 Home Address，然后将分组转发给 MH 

(2)位置 目录(LocadonDirectory．简称 LD)。记录 

MH的 Home Address与当前 Care—of Address之间的 

映射，当 MH移动到新的位置时，需要向 LD发进位置 

更新消 息以保证 LD记录 的准确性 。从整 个 Interne( 

的范 围看 ，MH数量 巨大，故 LD需 分布实现，分布策 

略的设计需要考虑访 问的代价，还要兼顾安全性等 因 

素 ，通常采用一种称为 Owner—maintain~的规则 ，与某 

MH相关 的 LD在该 MH的 Home Network维护 ，其 

优点是安全性好 ，符合 Internet的自治特性 ，且无需定 

位 LD的额外机制 

f ： HDme Addr~s — Ca~-ofAddress 

g ： Cam-ofAddress 一 }bme Addre~ 

图 2 两层地址方案的体系结构 

(3)地址转换代理 (Address Trar~lation Agnet，简 

称 ATA) 与 MH 通信 的主机 <称为对等 主机 ，简 称 

CH)将 MH 的 Home Address插 入发往 MH 的分组 

中，为了 将分组 送达 MH 的当前位置 ，在路 由处理 过 

程中，该地址必须被 MH 的 Care—of Address取代 ，执 

行该操作的实体称为 ATA。ATA进行地址转换前需 

要查询 LD 以得 到 当前 与 Home Address相对 应 的 

Care—of Address，出 于提 高性 能的考虑 t可允许 ATA 

缓存 LD记录 ，但叉引起了 LD的一致性维护问题。 

三十基本的协议过程是 ： 

(1)Care-of Address的获得过程 当 MH移动到 

一 十新的网络后 ，首 要之事就是获得一十 Care-o／Ad- 

dress．通常有两种方法 ：一是通 过 MH 与 FA 之间的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交互 ，如 FA周期性广播代理厦知消息由 MH接收 ，或 

MH主动广播代理请 求消息由 FA Ⅱ向应 ．达种情况下 ． 

FA r艘为一 台独立 的机 器 MH获得的 Care r，-f Ad— 

dress即为 FA的地 址；另 一种方法是 MH 通过动岳主 

机 配置协议 (DHC[ )获得 ‘临时 Care oI Address． 

这种情眦下 FA即为 MH本身。 

(2)垃置 更新过程 为了保证 LD信息的准确性 ， 

在允许 ATA缓存 LD记 录的情况下保证 LD记录与 

其缓存之伺 的一致性 ，需要位置更新协议，位置更新协 

议与 LD的分布策略及缓存策略有关 

(3)地址转换过程 在分组的路由过程 中，需 要进 

行 Home Address与 Care—of Address之 间的转换 ，通 

常使用两种地址转换 机制 ：一种称 为封装法 ，在原有 

IP分组 的基础上再 加上 一十 报头 ，该报头的 目的 

地址域指明 MH的 Care-of Address t当分组送达 FA 

后再进行解封装 ，剥击加 上的 IP报头 ，将原分组送给 

MH；另一种髂为源路由法(Loose Source Routing)t利 

用 IP提供的源路 由选项Ⅱ]，将 MH 的Care—of Address 

加入到 LSR选项的地址列表中．使发往 MH的分组必 

须经过 FA。 

利用两层地址机翩支持主机移动的分组转发过程 

是 CH发 出带有 MH 的 Home Address的分组 ，中途 

梭 ATA截获 ，将分组的 目的地址转换为 MH 的 Care一 

0f Addtess，当分组 送达 FA 后 ．再将 Ca re—of Address 

转换为 Home Address，发往 MH。 

该 体系结 构是 Bhagwat和 Perkins等人 在 1996 

年左右提出的，我们发现它很通用，目前提出的大部分 

网络层 支持 主机移动 的方 案都可 以殃射到该 体 系结 

构，它们之间的区别 主要 在于 ：(1)FAtLD和 ATA备 

逻辑实体的物理位置和表现形式不同；(2)各协议过程 

所用的机翩 和策略不同。 

4 网络层支持主机移动方案的实例研究 

4 1 早期的移动主机方案 

这些方案是在 90年代初提出的．包括哥仑比亚大 

学的 Columbia移动主机方案_e]．IBM 公 司口 和卡内基 
· 梅隆大学 的LSR方案等．它们是网络层支持主机 

移动问题的最早探索 ．虽 抟由于设计上的缺 陷或 实现 

上的困难 ，都未取得大规模的应用．但它们 的一些设计 

思想一直为后继的研究者所继承 ，成为 后继方 案的基 

础 。 

‘．1 1 Columbia方案 引入一组支持移动 的路 

由器 (MSR)，MH 通 过 MSR 与 网 络相 连 ，所 有 的 

MSR形成一十虚拟 网络．在该网络上变换 MH 的可 

达性信息。CH与 MH通信时，先将分组送至最近的 

MSR，该 MSR若知道当前 与MH相连的 MSR的信 

息 ．百接将分组投递 覃该 MSR．苦不刘道 当前与 MH 

相 连的 MSR 的 信 息 ，ll!Ij向 所 有 的 MSR 广 播 一个 

WHO HAS查询 ，由与 MH 相连的 MSR响应 当MH 

移动时采用 懒散 ”的位置更新方案，仅改变 当前和移 

动前与 MH相连的 MSR的 I r)信息 ，其他 MSR缓存 

的 LD记录通过错误反馈机制而更新 。 

Columbia方案的优点是 有 MH和 MSR需要增 

加新的功能 ．不需要修改现有 的主机和路由器 软件 ；该 

方案的缺陷是 MSR需要 在所有与 MH通信 的于网上 

实现 ，且 在全网广播 WHO—HAS查询 的开销很大 ，因 

此该方案的可伸缩性较差 ．通常 Columbia方案只在校 

园网范围内使用 ．不适用于全球性的 [nternet。 

‘1．2 LSR方案 每 台 MH 的 HonleNetwork 

有一移动路 由器 (MR)，MH访 问的 Foreign Network 

有一移动访问站(MAS)；当 MH移动到新的网络时 ． 

向 其 Home Network的 MR通 知 当 前 所 在 网 络 的 

MAS的地址 ，MR在路由表中记录该信息；CH与 MH 

通信时 ．第一十分组按正常路 由送达 MH的 MR，MR 

在分 组 中插入 LSR选项 ，使该 分组必须经 过 当前 的 

MAS到达 MH．在 MH发往 CH的确认分组 中也插入 

LSR选项 ，CH收到该 分组时 ，倒转分组中所记录的路 

径 ，后续 的分组利用 LSR选 项直接发往 MH，不 需要 

经过 MR。 

LSR方案的特点是使用 源路由作地址转换 的手 

段 ，通过该方法 自然地将 ATA的功艟与 CH相联系而 

无需改变 CH上的软件 ，自动的缓存更新 (通过 MH发 

往 CH的分组 中的 LSR选项 )使该方案艟用于大规模 

网络和主机移动频繁 的场合 ；然而 由于 目前 [nternet 

上 的大部分 主机都不能正确地 执行链路倒转 ，甚至出 

于安全的考虑而丢弃具有 LSR选项的分组 ，另外 目前 

的路由器也不能有效地处理带选项的分组 ．所以 LSR 

方案在 目前环境下的实现面临报大的困难 ． 

4．2 支持主机“宏观 移动的方案 

所谓“宏观 移动是相对于 “嫩现”移动而言的 ，指 

在广域网上或不同管 理域之 问的移动 ．我们以 IETF 

移动 IP工作组标准化的一些方 案为倒进行陴9述。 

‘．2 1 IETF的 秽 动 IP 方 耋 MH 的 Home 

Network有 一 台 称 为 Home Agent的 机 器+MH 在 

Foreign Network有 两种 获 得 Care—of Address的方 

法 ，一是通过 与 Foreign Network上一 台称为 Foreign 

Agent的机器交互 ．二是通过 DHCP协议 ；MH移动到 

新 的网络后将获得的 Career Address向其 Home A— 

gent注册 ；与 MH通 信的 CH 先将分 组送到 MH 的 

Home Agent．再 由 Home Agent将分组转发到 当前 的 

Foreign Agent或 MH车 身 ，分 组的转发使 用封装方 

法 ，IETF提 出的 封装 协 议 有 IP／IP封 装【5]、最 小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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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 。 等 

移动 Ip方案是 Inte ruet中专持主帆移动 的相 准 

方寨，它 }{需修改 MH、H{~me Agem 和 Foreign Agent 

的软件 ． 苞置 史新过程 非常简 申．固此可忡 缩悱很 

好；但移动 IP存在路由效率低的问题 ，即所谓的“三角 

路由”从 CH发住 MH的分组必颁经过 Home Agent． 

而从 MH发往 CH的分组直接发送。三角路由带来的 

问题有 增加分组传输的延 时；增加 Home Network及 

其邻近网络的负载。 

4 2 2 带路 径 优化 扩 展 的 牡 动 1P方 末 。’ 为 

了克服移动 1P中的三 角路 由同题 ，IETF提 出 了移动 

IP的路径忧化 扩展，带路径优化扩展 的移动 1P方案 

与基本 的咎动 1P方案有如下几点不同 ：①LD信息存 

放在 MH 的 Home AgeRt处，但 允 许在 CH缓 存{② 

ATA 为 MH 的 Home Agent或 CH本身 ，通常 CH发 

送给 MH 的第一个分组需经过 Home Agent，后续分 

组直接发送到 MH；@ 由于允许 CH缓存 LD信 息，需 

要保证缓存 的一致性 ，因此该方案的位置 更新过程 比 

基本的移动 IP方案复杂(具体过程参见协议文本)。 

带路径优化扩展的移动 IP方案克服 了三角路 由 

问题 ，大部分分组直接 由CH发往 MH，提高了路由的 

效率，但它引起 了一些新的问题 ：①可伸缩性问题 移 

动 IP方 案只需修改 MH、Home Agent和 Foreign A 

gent上的软件 ，而带路径优化扩展的移动 IP方案需要 

在 CH上增加新 的功能 (如支持封装协议 )，这 对于 大 

量正在使用的 [nternet主机 是不太现实的 }② 鉴别 问 

题。位置更新时 ，接收方需对位置更新信息进行鉴别， 

否则 恶意 攻击 结点可 假 冒 MH 注册错 误 的 Care—of 

Address从而 使 MH不可达 ，鉴别通常通过在两者之 

同共享秘密 信息(如共享密钥 )来实现 。移 动 IP方案 

中，只需在 MH与 HomeAgent之间共享秘密信息 ，而 

MH 和 Home Agent通常属于 同～管理 域，较容易实 

现信息共享 ；带路径优化扩展的移动 IP方案中 ，所有 

的 CH需对位 置更 新信息进行 鉴别 ，而 CH 与 Home 

Agent一般 不属于 同一管理 蛾，由于缺乏全 国范匿内 

的密钥瞥理机常葺，它们之间的鉴别较难实现 。 

4 2．3 移动IPv6方囊“ 1Pv6中支持 主机 移 

动的思想与 IPv4基本一致，但由于 IPv6还处于标准 

化阶段 ，尚未大规模 开发，因此可 将一些需要 的功能 

(如支持路径优化)增加到 IPv6结点 ，使 IPv6中支持 

主机移动更为 自然和高教 移动 IPv6方案具有如 下几 

个特 点：① 该方 案中不需 要 Foreign Agent，FA即为 

MH 车身 ，MH通过 DHCPv6等协议获得一个 Care—of 

Address；@位置更新时，由MH直接向 Home Agent 

及近期与之通 信的 CH 发送 Binding Update，所使用 

的 Binding Update和 Binding Acknowledgement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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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报头的选项 ．可 单i虫发 送 ．也可搭 载在任 彦分组中 

发选 ；国 移动 IPv5方案中的地址转换 使 1Pv6的路 

由头(Rautir：g Header】选项．该选项类 似于 IPv ：中的 

凉踣 由．It v6中解决 r主机 和路由器处理源路 由的低 

设 问题 ； IPv5结点期望实现强 】J[密和强 鉴剐． 此 

对 Binding Update的鉴别问题较易解陕。 

4 5 支持主机“微观”移动的方案 

所谓“徽现”移动 ，指在管理域之内的移动，“微观” 

移动的特点是区域范匿小 ，主机咎动频 繁，上节介绍的 

夏持主机 宏观”移动的方 案具有 下列问题 ：①MH移 

动时 ，需要通知其 Home Agent或 CH，如果 它们之间 

相隔较远 ．移交过程会招致 大的延时和延时抖动 ；②从 

移交开 始到新路径收敛这段时间，会发生较 多的分组 

丢失；③大量 主机频繁移动 引起 的控制信息交 瓦结网 

络增加了很大的 负载。这些同题对 高层协议性能，特别 

是交互式多媒体应用的性能有很 大的影响 ，下面将介 

绍的两个方 案就是针对以上 问题 而提 出的。 

4．3．1 层次牡交方案 是 Bell实验 室的 Cac— 

eres等人提出的 ，该方案中主机移动分为两类 ：一类是 

管理域之间的移动，采用 4 2小节 中所述的协议；另一 

类是管理域 内的移动、采用 专门设计的本地移交协议。 

为了与移 动 IP兼容 ，该方案采 用了如下的结 构：整个 

管理域有 一个域 Foreign Agent，管理 域内的每个子网 

有一个子网 Foreign Agent r于 网 Foreign Agent将域 

Foreign Agent的地址包含在它们 广播的代理通知消 

息 中、并将它们收到的来 自MH 的代理请求消息转发 

给 域 Foreign Agent，因此 ，从整 个管理 域 的角度看 ， 

MH 的 Foreign Agent即为域 Foreign Agent rMH 的 

Care—of Address即为域 Foreign Agent的地址 。本地 

移交协 议是专为管理域 内的主机 移动而设 计的，它通 

过本地 的协议交互使 MH的控常葺权 由旧于网 Foreign 

Agent穆交给新 子 网 Foreign Agent，井 通知 域 For一 

lgn Agent，从而避 免了与 Home Agent或 CH 的交 

互 ，因此减少 了移交时分组的延时、丢失率 及加于 网 

络上 的负载 。 

4．3．2 Daedalus方案【I 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 的 Seshah等 人提 出的，该 方 案 中，分组 从 CH 到 

MH的投递分 为两个阶段 ：第 一阶段从 CH到 MH的 

Home Agent，该阶段与移动 IP的相应阶段 完垒一致 ； 

第 二阶段将分组转发到 MH的当前位 置，该阶段 与移 

动 IP的相应阶段有很大差别 。第二阶段中，为 MH分 

配 一临时 的 multicast地 址 ，利用 mu1ticast组织 MH 

附近 于 网的一些 Foreign Agent，使它们 都接收 送往 

MH的分组 ，其中只有～个 Foreign Agent将分组转发 

给 MH，其他 Foreign Agent缓存最近的分组t当移交 

发生时 ，新的 Foreign Agent已有缓存的分组 。可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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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培 MH，从而可簌碍与非移交对 致的 能 该 

案使用 multicasr路 由完成分 组从 H∞1 Agent到 多 

十 Foreign Agent的 转发．该方 案的另 个优点是 稿 

交 时 不 需 要 通 知 MH 的 Home Agent 吲 为 mtt[ticast 

路由本身提供 速的路径更新 

Daeda{us方案是斛陕移交时分组延时和丢失辜问 

题的另一种思路 ．但它有两个缺陷 ： 是 占用 大量的资 

源 ，包括 网络上的带竟 和 Foreign Agent上的缓冲 区 

空间；=是当前 mu{tlcast路 由尚未成熟 和 大规 模开 

发 。 

除 了两层地址方案外 ，还提出了～些支持主机移 

动 的方法 ，如基 于 多点投递 体 系结构 的主机 移动方 

案 ，利用多点投递提供 的位置无关 的寻址和分 组转 

发特性来支持 主机 移动 I另外还有在运输层_l 以及网 

络层和运输层 共 同支持主机移动的方案 。表 1列出 

r卜面 绍的 并种主机移动方案到第 3节中体 采结 掏 

的映射厦 各自的优点和缺陷 ， 

5 我们的观点 

从以上吾节的分析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删络层支 

持主机穆动的大致发展过程 ．提出的方案尽管很多．但 

它f『_都有一个 共同的 目标 即追求简洁、高教 、可 仲缩 

性好 』及能与原有 系统兼容 ．如 何充分利用现 有的旃 

议机制和过程构造所需的功能也是 备个方案所努 力追 

求和探索的 其中第 3节所舟绍的闸络层支持主机 移 

动的体系结构的提出是该方向靛展 的一个重要的里 

程碑，它既是对前人 已提方案的 十很好总结 ，又为后 

续研究者设计新的方案提供了指导 另外 ，IETF对移 

动 IP的标准化对该领域的发展也具有积极意 义，它为 

网络层支持主机穆动的实际应用奠定了基础 

表 1 各 主机 移 琦 方靠 到体 系结构 的映 射 噩 各 自优 疑点 比较 

＼  Columbia LSR 移动IP 路径优化移动 移动IPv6 层移=移交 Daedalus 方案 方案 方案 IP方案 方案 方案 方案 
MH 端 Foreign Agent Foreign Agent 

FA MAS MH 本身 ForNgn Agent MSR 或 MH本身 或 MH本身 

在各 在 MR存放
， 

在 Home 在 Home Home Agent Home Agent 

LD MSR间 允许缓存 Agem 存放． Agent存放 ． 存放 ，允许 与使 用的 管 存放，不允许 

分布实现 不允许缓存 允 午缓存 缓存 理 域 闻的 移 缓存 

CFI端 MR或 cH blome Agent Home Agent 
ATA I-lo~ Ag nf 动方 案 有关 ， HomeAgent 

MSR 本 身 或 CH 本 身 或 CFI本 身 其 中 域 Fo
r— 丹配 一临 时 Care

— of 与 Foreign 与 Forcing DHCP
v6 eign Agent 

Mu[tkast Address 与 MSR交 互 与 MAS交互 Agent交互 Agent交互 或其 他 相
当 于 移 动 的获得 或 DHCP 或 DHCP 地址 

MH通 知 【P的 Foreign 利用 multie
ast 

位置更 ”懒散”更 刷新主记录 ， MH向 Home 较复杂 Home Agent Agen~ 路由的路径更 

新过程 新方案 自动更新缓存 Ageat注册 噩 CH 新机制 

地址转 封装 源路 由 封装 封 装 1PvB路 封装 

换机制 由头选项 

只需 在 将 ATA功 能 简单
．

可伸 克服 了三 更自然 移交时降低丹 移交时降低 

恍点 MSR增 与 CH相联而不 缩性好 角路由问题 和高技 组延时卡口丢戋 分组延时和 

加新功能 改变 CH软件 率厦同结负载 丢失率 

可伸缩 目前环境 三角路 可忡缩性和 占用带宽和 缺 陷 

性不好 下难于实现 由问题 鉴别问题 缓冲区资褫 

但是 ，上述各种方案存在一十共同的问题 ：MH 的 

移交都是 当 MH 已经移动到新的位置后通过一系列 

的协议交互过程(如 Care—of Address的获得 ，位置的 

更新等 )完成的 ，这种被动的移交必然会导致移交时通 

信质量 的下降(延时和分组丢 失率增大)，从而对应用 

和上层协议造成影响 。层次移交方案虽然通过本地移 

交协议对管理域 内的移动避免 了远程的交互 ．但本地 

交互不可避免 ；Daedalus方案 中通过 multicast的方法 

预先将分组发送到未来可能移交的区域进行缓存 t但 

其发送 的 目标是盲 目的，往往造成大 量不必要的带宽 

和缓存浪费 ，所 它们解决上述被动 移交 问题是不彻 

底 的。 

针对上述问题 ，我们提出了主动移交的思想，考虑 

到 每台主机的移动都存在一定程度的 规则性(这种规 

则性主要是由携带主机的人的移动行为的重复性所引 

起 的，并且呈现不同的周期 )，如果能用数学的方 法描 

述 这种规则性 ，或者通过智能的方法 (如神经 网络方 

法 )学习这种规则 ．就可 以根据主机的移动历史预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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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的 位置 。我 们 的主 动 移 交思 想就 是摹 干对 主 机 移 

动行为的预测 在移动发生前主动预测主机的 下 移 

动位置．并根据预测的结果预先完成部仆移空工作 ．做 

到资 预分配和数据顶发送 ，从而使得移交时 MH可 

以获得稳定的通信质 量 我们下 一步的研究重点之 

就是建立主机移动的数 学模型 ，并设计主动移 交方 案 

的具体协议过程。 

另外，采用新型 的网络体系结构和协议是 未来罔 

络的发展趋势 ，如 何将现有网络条件下支持 主机移动 

的研究成果应用刊新型网络体系结构和协议的设计中 

使其“天生”高技地支持主机的移动也是我们将要研究 

和思考的 

结束语 我们认为网络层支持主机移动是一十值 

得研究的课题 ，它 的成功将给计算机网络带来新的机 

遇 ，目前的研究工作 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离需求还 

远远不够 只有深入的研究 ，才能把握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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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继续被编入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0年版 

《中文植· 期刊要 日甚览~(2000丰版)蝙委套依据文献计量学的庳理和方法，经过研究^ 舜对相关文献 

的格 索、计算和分析，井请学科专掌簦定．《计算机科学 》棱确 定为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类的植 期 刊，井被蝙 

八《中 文{宴心期 刊 要 日兽 宽}2000丰版 (即 第三 版 )。 

此次 重 新 研制 筛连 中文枉 心 期 刊 ，被列 为 固家教 委 ^文 社套 科 学研 究 ‘九五 ’规 划项 目”。研村 者认 真 总结 竹 

两次研制工作的经验 ，誊考 了大量圊 内外相关文献 ．对植心期 l刊的理论和方法进行 了深八的研完和探 讨，力术使 

研制方法更加抖 学合理 ，采用 了中皿科学院文献情 报中心、中目枉套科学院文献信惠中· 、上海图书馆、中 田^ 民 

大学书报 资料中· 厦西南信息中· 等单位璃翻的文献敷据库作卉统计工再t经过严播的 嗣l连 ·从我皿正在 出版的 

近万什中文期刊中确定 了 1568轩期刊卉枉· 期刊 《计算机科学》名列其中。 

箨连和 确 定植 心期 刊 的 工 作 ，是逗 用 科 学 方法 对 各种 刊 物在 一 定时 期 内所 刊截 的 论 文质 量和 水 平 进 行螬：合 

评价的一种科研活动，其研克工作不受外界 因素影响。缝过筛连所确定的各卖植 期刊表是一项建立在科 学研 宄 

基础上的荦 术成秉 ，具有权威·睦，奋受 禹午院幌 期州管理部门厦广大期刊鳊辑部的关注和克分重祝 t而且 有利于 

促进 我 皿科 技期 刊 的发 展 和公平 竞争 。搏 科业界 ^士 好 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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