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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ta gathering is the basic function of the sensor networks. However, the existing gathering schemes 
are almost based on the architecture with a static base station which results in the quick death of nodes around the 
base station. The reason is that the sensor nodes located near a base station have to relay data for a large part of the 
network and thus deplete their batteries very quickly.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use the mobile base station for 
data gathering with load-balancing. A data gathering scheme MADG (movement-assisted data gathering), which 
makes use of the mobile base station for data collection, is presented. In this scheme, the base station moves in a 
stationary annularity area exploited for data buffering. The gathered data are firstly forwarded into the buffering 

area and then collected by the mobile base station. It is theoretically proved that the location 2/2R  away from 
the center is the optimal location for minimizing the energy consumption for transmitting data and that there exists a 
location which can make the maximal node load minimize. This paper then considers the optimum location jointing 
th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load-balancing based on above analyses. Compared with the static base station scheme 
and the existing mobile base station scheme, MADG reduces the load by over 95% and 80%, respectively. 
Key words:  sensor network; mobile base station; data gathering; load-balancing; network lifetime 

摘  要: 数据收集是无线传感器网络的一个基本功能.然而,现有的数据收集模式大都是基于静止基站的网络结

构,导致基站周围的节点由于担负着网络内的所有负载而快速死亡,成为网络性能的瓶颈.研究如何利用移动基站收

集数据来达到负载平衡.提出了一个利用移动基站协助数据收集的模式(movement-assisted data gathering,简称

MADG),它将基站移动区域设置为缓冲区,首先将数据沿最短路径传输到缓冲区内,然后在基站移动的过程中进行 

数据收集.证明了缓冲区位置设置在距离中心 2/2R 时数据传输总能耗最少,并证明了存在一个缓冲区位置使得 
最大节点负载最小化,进而确定了同时考虑到能源消耗和负载平衡的基站移动区域.理论分析和实验结果表明,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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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收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网络节点的最大负载,并且减少了数据传输能源中的消耗,分别比固定基站和

同类工作的最大网络负载降低 95%和 80%以上. 
关键词: 传感器网络;移动基站;数据收集;负载平衡;网络生命周期 
中图法分类号: TP393   文献标识码: A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主要功能是对周边环境信息进行采集和管理,并将感知到的数据发送到基站进行进一

步的处理[1,2].传感器节点上的资源非常有限,因此,如何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从而延长网络生命周期成为主要

的研究问题.传统的数据收集模式都假设基站是静止不动的,这样,基站周围的节点将担负网络内的所有负载,
成为网络性能的瓶颈,不但降低了网络的吞吐量,而且这些节点将快速死亡,从而减少了网络的寿命. 

为了平衡基站周围的负载,有以下几种方法:第一,在基站周围部署更多的节点轮流工作,或者部署能力更

强的节点.这种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负载平衡问题;第二,引入移动中继来分担基站周围节点的负载,如文

献[3],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延长网络的寿命,但负载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第三种,通过移动基站可以平衡这些节

点的负载.由于在移动基站的过程中,负责向基站转发消息的节点不停地发生变化,因此可以直接进行负载平

衡.Luo[4]等人提出了移动基站来进行负载平衡,并且认为基站沿着网络周围移动是 佳的移动策略. 
我们受文献[4]的启发,提出了一个移动协助的数据收集模式 MADG(movement-assisted data gathering).该

模式让基站有目的地移动,并在移动的过程中进行数据收集.与文献[4]不同,本文将基站移动区域设置为缓冲

区,首先将数据沿 短路径传输到缓冲区内,然后在基站移动的过程中进行数据收集.我们给出了更加有效的基

站移动策略,该策略同时考虑到数据收集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负载平衡.此外,MADG 可以同时支持基于事件驱

动的数据收集和查询驱动的数据收集. 
本文第 1 节给出目前有关数据收集的研究情况,并对这些工作进行简单评述.第 2 节给出本文工作的网络

模型和问题描述.MADG 模式的设计和性能分析将在第 3 节中详细讨论,论述缓冲区位置选择和数据路由的问

题.第 4 节给出实验结果. 后是本文的结论. 

1   相关工作 

数据收集是传感器网络的主要任务,在早期的研究中主要侧重于基站固定的情况,所有感知节点在网络初

始化时,记录下基站的位置以及到达基站的路径,每当探测到数据信息时,就通过多跳的方式向基站发送.比如,
文献 [5]建立以基站为根的路由树 ,当探测到满足查询的消息后 ,沿着预先维护的路径进行传输 .LEACH[6], 
HEED[7]和DEEG[8]协议把网络分成若干簇,当感知到数据时首先发送到簇头,由簇头转发给基站.然而,这些方法

在数据的传输过程中都要经过基站周围的节点,导致这些节点的死亡速度将比其他节点快得多. 
避免这一问题的直观方法是移动基站,使负责向基站转发的节点经常变化,将网络负载分摊在不同的节点

上.文献[4]详细地分析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一个将数据路由和基站移动相结合的模式来达到负载平衡.由于基

站不停地移动,这种方式只能支持基于查询的数据收集,同时,网络内的负载并没有降至 低.文献[9,10]也采用

了移动基站的方法来 大化网络寿命,但不同的是,这些工作将基站移动问题模型化为线性规划问题,找到基站

的 优移动计划和特定的停留点. 
另一种依靠基站移动来收集数据的模式是节点通过单跳的方式直接与基站通信.在这种模式中,当基站移

动到该节点附近时,节点才将探测到的数据传输给基站.Shah[11]等人提出了数据骡子(data mules)的模式,探测到

数据的节点首先将数据缓存起来,当有mules移动到该节点附近时,数据传输给mules,然后由mules在移动到后方

基站后卸掉数据.这种方式的好处是节点所拥有的负载较少,但是数据却无法保证及时传输到基站.与之类似的

模式有文献[12,13]. 
此外,Wang[3]提出了一种移动中继的方法来收集数据的模式,其中基站是固定不动的,若干分布在基站周围

(两跳之内)的中继节点有规律地沿圆环移动,所有两跳外的节点在探测到数据时首先传输给中继节点,然后由

中继节点直接传输给基站.这种方法通过引入中继节点来分担基站周围节点的负载,从而解决了网络瓶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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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方法只能有限地延长网络寿命(4 倍),并且两跳之外的节点负载平衡问题依然存在. 
本文提出的模式同样采用移动协助的收集策略,与现有工作不同,本模式结合了现有两种工作方式(数据骡

子和移动基站),先将数据传输到特定区域,然后基站在该区域内移动时再将数据收集起来.因此,这种方式同时

支持基于事件驱动和查询驱动的数据收集.此外,本文同时考虑了负载平衡和数据传输过程中的能源消耗问题,
找出基站 优的移动区域,给出一个负载更加平衡的路由策略. 

2   网络模型及问题描述 

本节给出 MADG 所基于的网络模型和基本的假设.与文献[3,4]类似,本文假设 N 个传感器网络节点以密度

为ρ的泊松分布随机分布在一个半径为 R 的圆形区域内,其中圆心为 O.这些节点具有强连通性质,也就是任意

节点之间都存在至少一条路径.假设每个节点的半径为 r,这里 r<<R.所有节点以同样的频率λ向基站传输数据.
此外,为了便于描述模式思想,假定每个节点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和圆心 O 的位置以及区域半径 R.我们将在模式

描述部分给出当节点不具有圆心位置和半径信息时的解决方法. 
假定基站位于该网络区域内,负责收集节点感知到的数据,其上的能源被认为是无限的.使用与文献[1]同样 

的符号,令loadn表示节点n传输数据消耗的能源. nload 表示节点n在一段时间内的平均能源消耗.每单位数据 

传输需要耗能表示为ε ,在一段时间内 ,由于网络内节点将数据传输到基站平均总的能源消耗表示为 totalE . 

为了更好地节省能源,平衡负载,需要将路由策略与基站移动策略相结合.我们的目的是通过选择合适的基站移

动策略和路由策略使每个节点上的 大负载 小化,同时,能够使数据向基站传输过程中的能源消耗 小化.因
此,问题可以形式化为 

 Minimize max ( , )N nn N
load load M R

∀ ∈
≡  (1) 

 ( , )totalE M R  (2) 

Constraints: M constraints, R constraints. 
这里,M 和 R 分别指基站的移动策略和节点的路由策略.在本文中,移动策略主要是指基站在什么位置移动.从对

以上问题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与文献[4]类似,但不同的是,这里的问题引入了另外一个因 

素,即数据传输能源消耗 totalE .本文不仅要考虑节点的负载,而且还要考虑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总的能源消耗,从 

而更加节省能源. 

3   移动协助的数据收集 MADG 

3.1   基本思想 

在基站移动的数据收集模式中,如果使探测到的数据直接传输(多跳的方式)给不停变动位置的基站,则需

要经常在全网通知基站位置,从而引入很大的负载.MADG 也是依靠移动的基站来完成数据收集的,不同的

是,MADG 不是将探测到数据的节点直接与基站进行通信,而是首先将数据传输到一个特定的区域内,我们称其

为缓冲区.基站在该区域内来回移动,并且在移动的过程中将该区域内缓存的数据收集起来. 
在MADG中,缓冲区是一个内径为Rm,外径为Rn的圆环,如图 1(a)中阴影区域所示,基站就在该区域内周期性

地移动(移动速度可以根据应用需要调整).当节点感知到数据后,它首先将数据转发到缓冲区,等待基站收集.由
于在一个长时间段内,网络内的任何位置都以相同的概率发生事件,因此,为了达到负载平衡的目的,一种启发

式的路由策略是数据沿 短路径传输到缓冲区.当网络密度较高时,数据相当于沿着圆直径方向传输到缓冲区

域.这样,直观上看,沿 短路径向缓冲区传输数据将所有负载充分地分摊在外围节点上.因此,这种路由策略的

负载平衡能力要比直接与基站进行通信的性能更好. 
总的来看,MADG 的特点在于: 
(1) 数据不直接与基站通信,而是先传输到一个特定的缓冲区内; 
(2) 基站在固定的区域内移动,并在移动中收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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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式综合考虑了负载平衡和数据传输能耗; 
(4) MADG 可以同时支持事件驱动的数据收集和查询驱动的数据收集; 
(5) 时间延迟具有上界, 大延迟为缓冲区周长/基站移动速度. 

 
 
 
 
 
 
 
 
 

OO RnRnRmRm

1ℜℜ1

2ℜℜ2 

L

QQ

dθdθ

Lxx
dxdx

  (a) Sketch map of MADG           (b) The model of energy consumption 
 (a) MADG 示意图                    (b) 能耗分析模型 

Fig.1  MADG and the model of energy consumption 
图 1  MADG 及能耗分析模型 

3.2   缓冲区域选择 

本节将基于 短路径路由策略讨论如何选择缓冲区的位置能够使能耗和负载平衡达到 理想的情况,然
后基于这些分析给出缓冲区的优化位置. 
3.2.1   小能耗缓冲区 

由于数据需要首先传输到缓冲区中,因此,缓冲区位置的选择将影响数据传输的能源消耗.为了简化分析,
我们把缓冲区看成一个与网络中心距离为 L 的圆,如图 1(b)所示.下述定理给出了 L 的 优值. 

定理 1. 当缓冲区位于距圆心 2/2R 处时数据传输能耗 小. 
证明:如图 1(b)所示,缓冲区位于距圆心L处,因此,把整个网络区域划分成ℜ1和ℜ2两部分,分别是与圆心距离

大于L的区域和小于L的区域.由于r>>R,因此,缓冲区可以近似看成是一个很窄的区域.图 1(b)画出了该区域的

中心线.对于ℜ1,在距圆心为x、宽为dx的圆环上,取夹角dθ的一小段扇环,如图中的阴影区域Q,这一区域内的节

点个数为 2xdθ×dx×ρ.由于其中的节点到缓冲区的数据传输是沿着 短路径到达Q,也即沿着到圆心的方向传输

数据,那么在高密度网络中,每个节点到达Q的跳数近似为(x−L)/r.假设事件发生的频率为λ,那么阴影部分的节

点传输到缓冲区的能耗为 2xρdθdx×(x−L)/r×λε.为了计算总能耗,对其积分有 

 
  2

  0
(2 ( ) / )d d

R

L
x x L r xρλε θ

π
−∫ ∫

 

 
2 / ( )d

R

L
r x x Lρλε= π × −∫ x =πρλε(2R3−3R2L+L3)/3r (3) 

同样,对于位于ℜ2内的节点,其总的耗能为 

 
  2

 0  0
(2 ( ) / )d d

L
x L x r xρλε θ

π
−∫ ∫

 

 0
2 / ( )d

L
r x L xρλε= π × −∫ x =πρλεL3/3r (4) 

因此,总的数据传输能耗为πρλε(2R3−3R2L+2L3)/3r,要使总的传输能耗 少,即令f(L)= −3R2L+2L3取得 小 

值.f(L)在 L= 2/2R 时取得 小值. □ 
假定每单位数据传输的能耗不变,图 2 画出了总的能源消耗在不同的传输半径下随缓冲区位置变化的情

况.其中,R=10,ρ=1,λ=1,ε=1. 

根据定理 1,如果将数据缓冲区设置为半径 L= 2/2R 的圆周上,则能够将数据传输带来的能耗降为 低.选 

择 2/2R 作为缓冲区的位置只能使总能耗达到 小,而并不一定使每个节点上的负载达到 小.因此我们在第 
3.2.2 节中分析网络负载并在第 3.2.3 节给出更加优化的缓冲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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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Total energy varies with the location of buffer 
图 2  总能耗随缓冲区位置变化情况 

3.2.2   小化 大负载缓冲区 
本节讨论如何选择缓冲区能够使网络中节点的 大负载 小化.定理 2 说明存在一个缓冲区,使得网络中

的 大负载 小化. 
定理 2. 存在一个缓冲区位置使得网络中的 大负载 小化,并且该位置与λ(数据频率)、ε(单位数据能耗)

无关. 
证明:首先分析网络区域内节点上的负载情况.对负载的分析需要考虑两种情况:第 1 种情况是距离圆心大

于L的区域ℜ1,如图 3(a)所示;第 2 种情况是在L之内的区域ℜ2,如图 3(b)所示.对于位于ℜ1内的节点,由于数据是

沿着 短路径传到缓冲区中的,因此这种情况类似于数据传输到圆心.因此,我们直接使用文献[4]给出的负载分

析模型,如图 3(a)所示.因此,对于任意一个距圆心距离为d的节点n,经过它的平均负载为 

 
ρ

ρλε

2

211 )(
S
SSloadn

+
=

2 2

2
( )R d

r
β λε λε−

≈
π

+  (5) 

其中,β=2arcsin(r/d),S1是图中的灰色区域,S2是斜线区域.限于篇幅,更加详细的模型推导可参见文献[4]. 
当节点位于ℜ2时,由于是通过 短路径传输,它的负载模型如图 3(b)所示,节点n上的平均负载为 

 
ρ

ρλ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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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β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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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2

2

d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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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d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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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2

+
+

=
λε  (6) 

由式(5)和式(6)可以看出, 1
nload 是 d的递减函数,而 2

nload 则是 d的递增函数.并且 1
nload 和 2

nload 分别在 d=R

和 d=0 时取得 小值ελ,因此, 1
nload 和 2

nload 两条曲线必然相交.假设相交于 L′,且 0<L′<R.可以断定,当 d<L′

时, 1
nload > 2

nload ;当 d>L′时, 1
nload < 2

nload .因此可以说,当缓冲区位于 L′时,网络中的 大负载 小化.同样, 

由式(5)和式(6)可知,L′只与 r 和 R 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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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The model of load analysis 
图 3  负载分析模型 

根据定理 2 的分析,令 1
nload = 2

nload ,计算得到 L′值,即可找到使得整个网络中的 大负载 小化的缓冲区 

位置.由于节点能耗受节点负载的影响,因此, 小化 大负载能够提高网络寿命.此外,根据式(5)和式(6),结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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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负载与网络密度无关.因此,这种模式具有一定的可扩展性. 
3.2.3   能耗和负载结合 

前两节分别给出了能耗 少和 大负载 小的缓冲区位置.本节讨论将总能源消耗和节点负载结合时的

缓冲区位置. 

图 4 是当 L= 2/2R 时 MADG 的负载分布情况,其中 R=10,r=1,λ=1,ε=1,此时总能耗 少.在图 4(a)中, 
顶端的锯齿是由于两种路由方式的负载不平滑造成的.图 4(b)比较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从图中可以看出,缓冲

区附近的节点的负载 高.更进一步地,所选择的 L 越小,网络的 大负载越大,若增大 L 值可以进一步降低缓冲

区附近的负载.当两个负载曲线恰好相交时,网络中的 大负载降到 低.因此,在以上网络配置中,将 L 增大至

7.5 附近,能够使缓冲区附近的负载降低到 小.图 5 画出了这种情况下的网络负载分布.当 R=10 时,可以将数据

缓冲区设置在距离圆心为 7.1~7.5 附近,此时,数据传输能耗和节点负载分布同时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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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Load distribution when L= 2/2R  

图 4  L= 2/2R 时负载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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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Load distribution of MADG when L=7.5 and R=10 
图 5  MADG 的负载分布情况,其中 L=7.5 

事实上,当 L= 2/2R 时, 1
nload 和 2

nload 并不相等.表 1 给出了随着网络半径 R 的变化 L′和 2/2R 之间的关 

系比较 .可以看出 ,这两个位置非常接近 .这一巧合促使我们这样设置缓冲区 :选择与圆心距离位于区间 

[ 2/2R ,L′]周围的区域作为缓冲区,并控制基站在此区域内移动.从表中还可以看出,在实际情况下(r 和 R 的比 
例更加实际),该缓冲区的宽度一般不超过节点的半径,比如当 r=10,R=100 时.这样,缓冲区的数据在基站到达时

可以直接发送给基站. 
文献[4]给出了基站在网络内随机移动和基站围绕圆周运动两种数据收集模式,其 大负载分别是 28 和 23

左右,因此,MADG 比文献[4]中的 大负载分别降低 84%和 80%.在相同的网络中,基站固定在圆心时节点 大

负载在 100 左右.与之相比,MADG 将 大负载降低了 90%,从而将网络生命周期延长了 5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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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isons of location between the min energy and min max load 
表 1  小能耗位置和 小 大负载位置对照 

Min max load location R Min energy location 
r=1 r=3 r=10 r=15 

10 7.1 7.5 7.8 - - 
20 14.2 15.2 15.4 - - 
50 35.3 37 38 - - 

100 71 75 75.5 75.9 76.7 
150 106 112 113.2 113.3 114 

3.3   数据路由 

在MADG中,由于缓冲区将网络覆盖区域分成了ℜ1和ℜ2两部分,因此,这两个区域内的节点在传输数据时

方向恰好相反.一般情况下,每个节点至少知道自己的位置信息.然而,仅有自身位置信息是无法判定传输方向

的.下面分 3 种情况来描述如何具体实现数据传输.为简单起见,假设节点位于极坐标系中,圆心为原点. 
3.3.1   节点有圆心位置和圆半径信息 

当节点同时有圆心位置和圆半径信息时,这种情况下的数据转发节点的选择 为简单.假设探测到数据的

节点Sd的位置为(rd,θd),如果Sd位于区域ℜ1中,那么该节点保存一个节点集ℵ1,这里,对Sd的任一邻居节点Si当且

仅当满足条件(7)和条件(8)时,Si∈ℵ1. 
 |θi−θd|≤∆θ (7) 
 ri<rd (8) 
其中,∆θ是一个常数.如果Sd位于区域ℜ2中,那么该节点保存一个节点集ℵ2,这里,对Sd的任一邻居节点Si当且仅

当满足条件(7)和条件(9)时,Si∈ℵ2. 
 ri>rd (9) 

这样,每当节点Sd探测到数据时,如果Sd位于区域ℜ1中,它就在邻居节点集ℵ1中选择距离(Rn,θd) 近的节点

Si作为下一跳,然后将数据传输给Si.如果Sd位于区域ℜ2中,它就在邻居节点集ℵ2中选择距离(Rm,θd) 近的节点

Si作为下一跳,然后将数据传输给Si.就这样,数据依次传输下去,直到Si位于缓冲区中,也就是说,当Rm≤ri≤Rn时,数
据不再传输.同样,如果Sd本身就在缓冲区域内,那么数据也不传输. 
3.3.2   节点只有圆心位置信息 

当节点只有圆心位置信息时,它无法判断自己是位于ℜ1和ℜ2中的哪个区域内,从而也就无法选择数据传输

方向,为此需要采取一些辅助措施.由于基站的移动位置在网络部署时已经固定下来,因此,该基站所经过的区

域就是数据缓冲区.为此,可以令基站在第 1 周的移动过程中通知它所经过的节点位于缓冲区中.当这些节点接

到通知消息时,它们将这些消息转发到ℜ1区域内,即转发给极径大于Rn的节点.这样,整个区域内的节点分成 3
种:直接接收到基站通知的节点、接到转发通知的节点和没有接到任何消息的节点.这 3 种节点分别位于缓冲

区、ℜ1和ℜ2中,从而每个节点确定了自己所在的区域.有了这些信息后,节点就可以按照第 3.3.1 节中的路由选

择方法进行转发数据. 
3.3.3   节点只有自身位置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节点不知道网络的半径和圆心在哪里,因此,以上两种方式都无法完成数据转发.与第

3.3.2 节类似,这里同样使用基站来完成路由信息创建.基站在第 1 周移动的过程中向其所经过的节点发出消息,
该消息中包含一个跳数信息.这些节点接到消息后将跳数初始化为 0,然后广播给所有邻居节点,这些邻居节点

记录下消息来源,并将消息经历的跳数加 1 后继续广播下去.如果节点收到的消息跳数比历史消息跳数要小,那
么该节点更新消息来源,然后将跳数加 1 后继续广播,否则直接将消息丢弃.当这一过程结束后,所有节点都记录

着到达缓冲区节点的 短路径的上一跳节点,从而在探测到数据时直接沿建立的路由转发数据. 

4   实验评价 

本节给出我们所提出的数据收集模式的性能评价实验结果,同时与其他收集模式进行比较.由于主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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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收集模式对节点负载的影响,因此,以下实验忽略了物理层和MAC.如果不作特殊说明,以下实验都是在一

个半径R=100 单位的圆内随机分布 3 000 个传输半径为 10 的节点上进行的.其中,Rm=71,Rn=75.数据传输率和单

位能源消耗归一化为 1. 
实验主要比较 3 种移动协助数据收集模式的负载分布和能源消耗情况,这 3 种数据收集模式分别是随机移

动 RM(random movement)、绕圆周移动 PM(peripheral movement)、静止基站(static-base model)和第 3.2 节提出

的 MADG移动模式.其中,前两种模式由文献[4]中提出,RM 策略假设基站以相同的概率出现在网络内的任意位

置,PM 策略使基站沿着网络区域的外围移动,并且感知到的数据都直接向基站传输.SM 模式将基站固定在圆心

位置.实验假设每个节点都具有圆心位置和圆半径信息.由于直接计算每个节点上的平均负载比较麻烦,为此,
以下实验数据都是 10 个不同的拓扑中运行(默认每次运行 3 600 个时间单位)后的实际负载的平均值. 

4.1   数据传输能耗 

本节考察数据缓冲区的位置对数据传输总能耗的影响,实验将 L 从 10 变化到 100,每次递增 5,统计每一步

的能源消耗.图 6(a)给出了 MADG 的总传输能耗随着缓冲区位置的变化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实验显示的结果

与第 3.2.1 节中总能耗的分析相吻合, 小总能耗的缓冲区位置在 70~75 之间. 
实验也考察了 3 种不同策略的总传输能耗,实验在 10 个不同的拓扑中分别运行 3 种算法,统计结果如 

图 6(b)所示.可以看出,MADG的总能耗总是比其他两种策略要小.此外,实验中随机移动比沿外围移动总能耗要

小,这是因为当基站沿外围移动时,数据传输平均距离比基站随机移动时的平均距离要小.可见,尽管 PM 和 RM
模式与固定基站模式相比能够更好地负载平衡,但是其代价是数据走了较长的路径,消耗了更多的能源. 

 

0      2      4      6      8      10 

×104

MADG
PM 
RM 
SM

 
 
 
 
 
 
 
 

  (a) Variation with the location of buffering area           (b) comparison between the four schemes 
  (a) MADG 随缓冲区位置变化                     (b) 4 种模式能耗比较 

Fig.6  Comparison of the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图 6  总能源消耗比较 

4.2   负载分布 

本节验证网络负载的分布情况.实验将网络区域划分成 10 个围绕圆心等宽度的圆环,计算落入每个圆环内

节点的平均负载.图 7 给出了在不同的移动策略下节点的负载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随机移动的负载平衡情况

差,沿外围移动的负载情况次之,而本文所提出的 MADG 中的移动策略在第 3.1 节的路由支持下使得 大节

点负载降到 低,平衡情况 优.此外,从图中可以看出,随机移动和沿外围移动策略的负载随着距圆心距离的

增大而减小,这与文献[4]中的实验分析相吻合,而 MADG 的负载分布趋势也与本文的分析相吻合,在 70~80 之

间的区域承担的负载 大.由于在仿真实验中网络拓扑不规则,并且基站移动也不是连续的,因此,图 7 并不像理

论分析的那样连续. 

4.3   生命周期比较 

为了更加清楚地比较不同模式的节能效果,本节比较了不同收集模式下的网络寿命.网络寿命定义为第 1
个节点死亡的时刻[4].实验将每个节点的初始能量设置为 75,在 10 个不同的网络拓扑中运行算法.图 8 给出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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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可以看出,静止基站模式的第 1 个节点死亡时间 短,随机移动基站模式次之,MADG则极大地延长了网

络的生命周期.此外,我们在实验中发现,当节点的初始能源设置较小时,PM模式的第 1 个节点死亡时刻比RM模

式要小,这与PM数据传输能源消耗过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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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  Comparison of load under different move strategies 
图 7  不同移动策略下的负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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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8  Comparison of the first death time under different gathering schemes 
图 8  不同模式下第 1 个节点死亡时刻 

5   结论与进一步的工作 

本文研究了利用移动基站收集数据来解决静止基站的网络瓶颈问题.综合考虑了数据传输能耗和节点负

载平衡,提出了一个数据收集模式 MADG,将数据先传输到一个特定的区域,并使基站在该区域内移动收集数 

据.给出了数据传输总能耗 少和 小化 大负载的缓冲区位置.理论证明了当缓冲区位于距离圆心 2/2R 时 
能使数据传输总能耗达到 小,并且存在一个缓冲区位置使网络内节点上 大负载 小化. 后分析了同时有

利于能耗和负载平衡的缓冲区位置.此外,给出了一个启发式的路由策略及其详细的实现过程.理论分析和实验

结果都表明,与现有工作相比,MADG 在能耗和负载平衡方面都达到 优,分别比固定基站和同类工作的 大网

络负载降低 95%和 80%以上,生命周期延长了 500%以上. 
本文研究了当网络呈圆形分布时的网络负载平衡和能源消耗问题.实际的网络可能会呈不规则分布,对于

这种情况,一种替代方案是找到该网络区域的内接圆,然后再根据文中的定理设置缓冲区.此时,性能并不能达

到 优.对更好方法的探索将是我们今后的研究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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