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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粒子群的无线紫外光网络快速信道分配方法

赵太飞　李　琼　王一丹　张爱利
（西安理工大学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４８）

摘要　针对无线紫外光散射通信中非视距（ＮＬＯＳ）传输特点和信道干扰模型，采用基于粒子群的无线紫外光网络

快速信道分配方法，充分考虑了空间角度对信道冲突矩阵的影响，实现了一种定向、快速的信道分配新方法。仿真

分析了该算法的平均迭代次数、平均干扰度以及收敛时间与粒子群数目和信道数目的关系。实验结果表明此紫外

光网络信道分配方法具有收敛速度快、冲突度小的优势，保障了无线紫外光网络信道分配的快速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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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紫外光（ＵＶ）是一种波长在１０～４００ｎｍ的光

波，根据不同波长范围的紫外光特性通常可以划分

为ＵＶＡ（３２０～４００ｎｍ），ＵＶＢ（２８０～３２０ｎｍ），

ＵＶＣ（１０～２８０ｎｍ）三个波段
［１］。地球大气中的臭

氧层对太阳光中２００～２８０ｎｍ的紫外光有强烈的

吸收作用，使得这一波段的紫外光在近地平面附近

辐射几乎为零，因此该波段称为“日盲区”［２］。紫外

光通信主要采用“日盲”波段的紫外光作为信息传输

的载体，利用大气中的粒子、气溶胶、灰尘等微粒对

紫外光的散射［３］进行信息传递。与传统的通信方式

相比，紫外光通信具有抗干扰能力强、全方位性、可

用于非视距（ＮＬＯＳ）
［４］通信和无需捕获、对准、跟踪

（ＡＰＴ）
［５］等优点，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无线紫外

光技术广泛应用于医疗卫生、商业防伪和火灾探测

等民用领域［６］，军事上的应用主要包括紫外制导、紫

外告警［７］和紫外光通信，还可广泛应用于海陆空三

军专用局域军事保密通信，或在特定条件下作为其

０１０６０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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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通信手段的一种补充，对未来战争、现代化国防具

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和实际意义。

粒子群优化［８］（ＰＳＯ）算法是由 Ｋｅｎｎｅｄｙ和

Ｅｂｅｒｈａｒｔ博士在１９９５年共同提出的一种新的模仿

鸟类群体行为的智能优化算法，具有容易实现和收

敛速度快等优势。该算法通过初始化一群随机粒

子，并利用迭代方式，使每个粒子向自身找到的最好

位置和群体中最好粒子靠近，从而搜索最优解。信

道分配［９］问题是一个离散优化问题，虽然传统的

ＰＳＯ算法并不适合求解离散问题，但自其位置和速

度更新公式改进后，其求解离散优化问题得以解决。

文献［１０］针对无线 Ｍｅｓｈ网络（ＷＭＮ）信道分配，重

点考虑了连通度、最小化干扰以及流动模型等问题，

并针对上述问题采用不同的信道分配策略。文献

［１１］讨论了基于粒子群的无线多跳网络信道分配方

法，分别给出了离散粒子群优化（ＤＰＳＯ）算法、

ＴａｂｕＢａｓｅｄ和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算法的性能对比曲线。文

献［１２］提出了无线 Ｍｅｓｈ网络中基于ＤＰＳＯ的信道

分配算法，并将此方法与文献［１１］中的ＴａｂｕＢａｓｅｄ

算法对比，该算法能有效降低网络干扰并提升网络

性能，充分体现了基于粒子群的离散信道分配的优

越性。上述信道分配方法都是应用于无线 Ｍｅｓｈ网

络中，其干扰具有全向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

的浪费。本文针对无线紫外光散射通信中 ＮＬＯＳ

传输特点和信道干扰模型，采用基于粒子群的无线

ＵＶ网络快速信道分配方法，充分考虑空间角度对

信道冲突矩阵的影响，实现了一种定向、快速的信道

分配新方法。

２　离散粒子群信道分配算法

基本ＰＳＯ算法主要针对连续函数进行搜索运

算，但许多实际问题都描述为离散的组合优化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Ｋｅｎｎｅｄｙ等
［１３］于１９９７年提出

了离散二进制离子群算法，采用二进制方式对粒子

位置进行编码，通过Ｓｉｇｍｏｉｄ函数将速度约束在［０，

１］区间，并以此确定取１的概率。基本的二进制粒

子群算法同基本粒子群优化算法类似，都会由于粒

子在运动过程中产生惰性而发生早熟收敛。为解决

这一问题，杨红孺等［１４］于２００５年基于基本二进制

ＤＰＳＯ算法，提出了改进的二进制ＤＰＳＯ算法。新

算法利用基本粒子群算法中“粒子依赖自身经验及

粒子群全体经验，同时克服自身飞行惰性”的思想，

改进了粒子的更新公式，并将离散的二值由０、１改

为－１、１。

本文所涉及的基于粒子群的无线 ＵＶ网络快

速信道分配方法，是将信道分配方案抽象为粒子群

中的粒子，初始化过程中随机产生一群粒子，即多种

信道分配方案，根据给出的网络及干扰模型判断此

粒子是否最优，并通过迭代产生新的粒子，最终找到

合适的信道分配方案。离散粒子群算法的粒子群表

述为

犡＝ ［犡１，犡２，…，犡犕］，犡犻 ＝ ［狓
１
犻，狓

２
犻，…，狓

犖
犻］，

（１）

式中犕 为粒子群的群体规模，犖 为粒子群离散化后

的位数。离散粒子每一位狓犼犻 可取的值与信道数目有

关。假设信道数目为犓，则狓犼犻可取的值为０－犓中的

任意整数值。离散粒子群粒子的更新公式为

狓犻＋１ ＝狓犻＋狏， （２）

式中狓犻表示粒子当前时刻的位置，狓犻＋１ 表示粒子下

一时刻的位置，狏表示粒子的更新速度，更新速度要

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

３　网络模型及问题描述

３．１　网络模型

本文研究的网络模型是由犕０ 个无线 Ｍｅｓｈ路

由器组成的无线 Ｍｅｓｈ主干网，每个路由器相当于

一个网络节点。将无线 Ｍｅｓｈ主干网建模成一个有

向图犌＝（犞，犈），其中，犞 表示 Ｍｅｓｈ路由器节点，犈

表示节点间的边，即通信链路。当两个节点处于各

自的通信范围且具有相同的信道时，便可构成一条

通信链路。信道是指信号的传输媒质，分为有线信

道和无线信道。本文采用无线信道进行通信，即根

据信号的频率来区分不同的信道，网络中可用信道

数目是有限的，在此用犓 表示。

３．２　干扰模型

由于无线媒介广播特性的存在，处于通信范围

内的两个节点间的通信可能对属于其干扰范围内的

其他节点造成不必要的干扰，干扰的存在必然会影

响整个网络的通信质量。目前，对干扰的描述主要

有物理模型和协议模型。采用协议模型进行描述，

即根据节点间的距离判断其组成的链路之间是否存

在干扰，相互干扰用１表示，否则用０表示。文中将

采用冲突度对干扰进行量化描述。

对于给定的干扰模型，假设冲突域为一跳。相

互干扰的链路同时使用相同信道时，可用冲突图表

示。冲突图犌ｃ（犞ｃ，犈ｃ）可定义为顶点集犞ｃ 和冲突

边集犈ｃ，表示链路（犾犻犼，犾犪犫）之间使用同一信道时的

相互干扰情况。图１表示网络拓扑图与对应的邻域

０１０６００２２



赵太飞等：　基于粒子群的无线紫外光网络快速信道分配方法

冲突图之间的关系，相应的网络拓扑矩阵和邻域冲突矩阵可表示为

犌＝ ［０１１１０；１０１１０；１１００１；１１００１；００１１０］，

犌ｃ＝ ［０１１１１００；１０１１０１０；１１００１０１；１１００１１０；１０１１００１；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１１０］．

图１ 网络拓扑图与对应的邻域冲突图。（ａ）网络拓扑图；（ｂ）邻域冲突图

Ｆｉｇ．１ 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ｇｒａｐｈ．（ａ）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ｏｐｏｌｏｇｙ；

（ｂ）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ｇｒａｐｈ

３．３　紫外光网络信道分配问题与约束条件

根据发射光束发散角、接收视场角、发送接收角

度不同形成的重叠散射区域的特性，紫外光 ＮＬＯＳ

通信可以分为（ａ）、（ｂ）、（ｃ）三类
［１５］，具体情况如图２

所示，图中Ｔ、Ｒ分别表示发送端和接收端。

图２ 紫外光ＮＬＯＳ通信三种工作模式

Ｆｉｇ．２ Ｔｈｒｅ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ｏｄｅｓｏｆＮＬＯＳＵＶ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图３为紫外光 ＮＬＯＳ通信的投影立体图。假

设发送端节点的发散角ｔ，发送仰角为θｔ，接收端节

点的视场角ｒ，接收仰角为θｒ，θｓ为散射角，发送和

接收节点对之间的距离为狉。发送端功率能量是有

限的，假设其最远传输距离是狉１，做以狉１ 为高，犌犎

为底面圆直径的圆锥在地面的投影，投影区域为

犈犃犉犇，假设可见覆盖范围方位角为θ。由图３可得：

犅′犈 ＝犗犌，ｔａｎ
ｔ（ ）２ ＝

犗犌
犗犃
，ｃｏｓθｔ＝

犃犅′
犗犃

，

ｔａｎ
∠犈犃犉（ ）２

＝
犅′犈
犃犅′

＝
犗犌
犃犅′

＝

犗犃·ｔａｎ
ｔ（ ）２

犗犃ｃｏｓθｔ
＝

ｔａｎ
ｔ（ ）２

ｃｏｓθｔ
．

因此，覆盖范围的方向角为

θ＝ ∠犈犃犉 ＝２ａｒｃｔａｎ
ｔａｎ

ｔ（ ）２
ｃｏｓθ

熿

燀

燄

燅ｔ

． （３）

由自由空间路径损耗公式犔＝犘ｔ／犘ｒ＝ξ狉
α［１６］可得覆

盖范围的扇形半径为

狉＝
α

犘ｔ／（犘ｒξ槡 ）， （４）

式中ξ为路径损耗因子，α为路径损耗指数，犘ｔ为发

送端功率，犘ｒ为接收端功率。

图３ 紫外光ＮＬＯＳ通信的投影立体图

Ｆｉｇ．３ Ｓｔｅｒｅｏ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ＬＯＳＵＶ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根据协议模型的规定，处于同一扇区的节点之

间的通信将会相互干扰，不同扇区的节点通信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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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互不干扰。在信道分配中，不同扇区的链路之间

通信则可以使用相同的信道［１７］，同一扇区的链路之

间必须使用不同的信道。图４为紫外光覆盖范围扇

形区域图，其中，Ｓ为源结点，Ａ、Ｂ、Ｃ、Ｄ分别为目的

结点，当Ｓ与Ｃ和Ｄ同时进行通信时，由于其处于

同一扇形区域内，因此要使用不同的信道；当Ｓ与Ａ

和Ｂ同时进行通信时，目的结点处于不同的扇形区

域内，就可以使用同一信道。

图４ 紫外光通信覆盖范围扇形区域图

Ｆｉｇ．４ ＳｅｃｔｏｒａｒｅａｃｏｖｅｒｅｄｂｙＵＶ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基于上述分析，信道分配问题可描述为：根据紫

外光散射特性，将节点的覆盖范围分为犔个扇区，

按逆时针方向排序后的集合表示为犛＝ ｛狊１，狊２，…，

狊犔｝＝ ｛１，２，…，犔｝。每个扇区的覆盖范围如图４所

示，第犻个扇区的张角θ犻（犻∈［１，２，…，犔］）和覆盖半

径狉犻可分别由（３）式和（４）式求得。用β犻表示第犻个

扇区沿逆时针方向旋转的起始方向角，规定第一个

扇区的起始方向为零度方向，即β１＝０，因此，第犻个

扇区狊犻可以用（θ犻，狉犻，β犻）来表示。假设目标结点集合

为犘＝｛狆１，狆２，…，狆犔｝，狊
犻表示第犻个节点所在扇区

且每个节点只被划分到一个扇区内，犪狊犻犼 表示犻节点

与犼节点所在扇区狊的冲突情况。则信道分配的冲

突条件可以表示为

θ犻 ＝２ａｒｃｔａｎ
ｔａｎ

ｔ犻（ ）２
ｃｏｓθｔ

熿

燀

燄

燅犻

狉犻 ＝
α

犘ｔｈｔ犻／（犘ｒ犻ξ槡 ）

β犻 ＝β犻－１＋θ犻－１，β１ ＝０

犪狊犻犼 ＝
１，　狊

犻
＝狊犼；犻，犼∈犘；狊

犻，狊犼∈犛

０，　狊
犻
≠狊

犼；犻，犼∈犘；狊
犻，狊犼∈

烅
烄

烆

烅

烄

烆 犛

，（５）

式中犪狊犻犼 ＝１表示信道之间发生冲突，犪
狊
犻犼 ＝０表示信

道之间无冲突；ｔ犻表示第犻个节点的发散角，θｔ犻表示

第犻个节点的发射仰角，犘ｔ犻表示第犻个节点的发送

功率，犘ｔｈｒ犻 表示第犻各节点的接收功率门限值。

３．４　性能指标

由于粒子群算法的随机性，一次实验并不能反

映整体算法的真实性能，而要通过多次实验取其平

均才能更好地反映算法的实用性与可靠性。本文主

要通过以下几个性能指标对所提出的信道分配算法

进行评价。

１）平均迭代次数：反映算法寻找最优解的速

度，用 ′狀ａｖｅ来表示，计算公式如（６）式，其中 ′狀犻表示第

犻次实验的迭代次数，犖′表示总的实验次数。

′狀ａｖｅ＝∑
犖′

犻＝１

′狀犻 犖′． （６）

　　２）平均干扰度：反映算法在执行过程中各个粒

子之间的干扰程度，用犳ａｖｅ来表示，如（７）式，其中珚犳犻

表示第犻次试验中各个粒子的平均干扰，如（８）式所

示，中犳犼表示第犼个粒子的干扰度，犖０ 表示粒子群

数目，犖′表示总的实验次数。

犳ａｖｅ＝∑
犖′

犻＝１

珚犳犻 犖′， （７）

珚犳犻＝∑

犖
０

犼＝１

犳犼 犖０． （８）

　　３）平均收敛时间：反映算法的收敛速度，用 珡犜

来表示，如（９）式所示，狋犻表示第犻次实验时算法的收

敛时间，犖′表示实验次数。

珡犜＝∑
犖′

犻＝１

狋犻 犖′． （９）

４　算法步骤

粒子群算法是通过各个粒子的迭代来找到最优

解的，同样，在信道分配时，也是通过粒子的迭代来

找到合适信道的。采用的基于粒子群的无线 ＵＶ

网络快速信道分配方法，主函数流程图如图５（ａ）所

示。大体步骤可描述为：１）通过初始化随机产生一群

粒子，即多种信道分配方案；２）根据给出的网络及干

扰模型判断此粒子是否最优，干扰模型中冲突矩阵主

要通过ｃｏｎｆｌｉｃｔ函数生成，具体流程图如图５（ｃ）所示，

图５（ｃ）中θ为扇形覆盖范围角度，并通过迭代产生新

的粒子，粒子的迭代过程主要通过ｊｕｍｐ函数实现，具

体流程图如图５（ｂ）所示；３）通过约束条件判断选择冲

突度最小的粒子作为最佳信道分配方案。

基于粒子群的无线 ＵＶ网络快速信道分配方

法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１：初始化各个参数。假定信道数是犓，粒

子群数为犖０，网络拓扑为犌，它的邻域拓扑（冲突域

为一跳）为犌ｃ，犌有犈条边，并设定最大迭代次数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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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基于粒子群的无线紫外光网络信道分配方法流程图。（ａ）主流程图；（ｂ）ｊｕｍｐ函数流程图；（ｃ）ｃｏｎｆｌｉｃｔ函数流程图

Ｆｉｇ．５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ｃｈａｎｎｅｌ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ＵＶ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ａｒｍ．（ａ）Ｍａｉｎ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ｂ）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ｊｕｍｐ；（ｃ）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值。根据上面的假设条件，粒子群初始化为犈×犖０

的矩阵，而每个粒子根据信道数的范围初始化为

犈×１的矩阵。这里产生的矩阵即为初始化的随机

信道分配方式。

步骤２：迭代更新（速度和位置的更新）。采用

算法中的ｊｕｍｐ函数进行粒子群速度和位置的更

新，规定速度的最大范围为［－２，２］，假设信道数

犓＝５。速度更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粒子

要朝着比较适合信道的方向去选择，比如当此时两

个节点的链路发生了冲突，即信道为０时，这时速度

只能为０、１或２；当信道为１时，速度可以取－１、０、

１或２，以此类推。

步骤３：判断迭代次数是否超过阈值，是，则转

步骤７；否则，转步骤４。

步骤４：根据ｃｏｎｆｌｉｃｔ函数进行冲突域的判断。

若满足，转步骤５；不满足，记录当前的空间位置，迭

代次数加１，转步骤２。所谓的约束条件主要就是看

信道是否会发生冲突，防止它产生同道干扰和邻道

干扰，主要通过冲突邻域矩阵犌ｃ来判断。

步骤５：求冲突矩阵。冲突度用ｆｌａｇ矩阵来表

示，每发生一次冲突，它对应的冲突度数就加１０，最

终选择冲突度为０的信道分配方式作为最优选择。

步骤６：输出满足条件的信道分配方案。

步骤７：算法结束。

５　仿真结果分析

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平台来实现该算法。网络模

型中节点的覆盖范围采用等分方式，对于给定的网

络拓扑，假设信道数目为犓，粒子群数目为犖０，最大

迭代次数阈值为１００。当给定迭代次数阈值时，由

于粒子群算法的随机性，因此在给定的阈值内并不

一定都能找到最优解，即信道分配在１００次迭代内

存在一定的失败概率。经统计，当信道数目犓＝３

时，失败概率大约为０．５１；当犓＝４，５，６时，失败概

率仅仅为０．０１或接近于０。下面分别给出了算法

的有效迭代次数，粒子的平均干扰度以及算法的收

敛时间随粒子群数目的变化曲线。图中数据均是以

１００次实验取其平均得到的结果。

图６为无线ＵＶ网络中信道分配性能指标变化

曲线，其中图６（ａ）为算法的平均迭代次数随粒子群

数目的变化曲线，图６（ｂ）为粒子的平均干扰度随粒

子群数目的变化曲线。从图６中可以看出：１）当信

道数目犓 和扇形覆盖范围的角度θ固定时，随着粒

子群数目的增大，平均迭代次数和平均干扰度都逐

渐减小，并且当粒子群数目达到一定数量时，迭代次

数和干扰度都将趋于平缓；２）当粒子群数目固定时，

随着信道数目的增加，平均迭代次数和平均干扰度

也逐渐减小，这是因为粒子群数目增大时，可供选择

的信道方法数目就增大，因此更容易获得合适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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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选择方案；３）当可用信道数目一定时，随着角度θ

的减小，平均迭代次数和干扰度逐渐减小，这是因为

随着θ的减小，节点覆盖范围的扇形区域逐渐减小，

不易对周围节点造成影响，此时平均迭代次数和干

扰度都将减小。

图６ 无线紫外光网络信道分配性能指标变化曲线。（ａ）平均迭代次数的变化曲线；（ｂ）平均干扰度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６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ｃｈａｎｎｅｌ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ｉｎ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ＵＶ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ｂ）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ｅｇｒｅｅｓ

图８ 算法在无线 Ｍｅｓｈ网络和无线ＵＶ网络中的性能比较。（ａ）平均迭代次数的变化曲线；（ｂ）平均干扰度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８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Ｍｅｓｈ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ｄ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ＵＶ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Ｃｕｒｖｅｓｏｆ

ａｖｅｒａ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ｂ）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ｅｇｒｅｅ

　　图７为算法的平均收敛时间随粒子群数目的变

化曲线，其中数据是在主频为３ＧＨｚ的台式机上测

得的数据。可以看出；１）信道数目固定时，随着粒子

群数目的变化，算法的收敛时间基本保持一致，这是

因为随着粒子群数目的增加，相应的迭代次数也减

少，因此收敛时间基本保持一致；２）粒子群数目一定

时，随着信道数目的增加，收敛时间明显下降；３）可

用信道数目一定时，随着角度θ的减小，平均收敛时

间也减小。

图８为该算法在无线 Ｍｅｓｈ网络和无线ＵＶ网

络中的性能比较，其中图８（ａ）为算法的平均迭代次

数随粒子群数目的变化曲线，图８（ｂ）为粒子的平均

干扰度随粒子群数目的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

出：１）无论是对于无线 Ｍｅｓｈ网络还是无线 ＵＶ网

络，随着粒子群数目的增大，平均迭代次数和平均干

扰度呈下降趋势，并且当粒子群数目达到一定数量

图７ 平均收敛时间变化曲线

Ｆｉｇ．７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ｔｉｍｅｓ

时，平均迭代次数和平均干扰度都将趋于平缓；２）当

粒子群数目一定时，无线 ＵＶ网络的迭代次数和干

扰度均小于无线 Ｍｅｓｈ网络，这是因为在无线 Ｍｅｓｈ

网络中，由于其干扰是具有全向性的，即θ较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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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于３６０°，而无线 ＵＶ网络中，由于其覆盖范围为

扇形区域，θ较小，因此无线 Ｍｅｓｈ网络在信道分配

时，冲突矩阵的条件要更严格一些。所以将此算法

应用于与角度相关的无线 ＵＶ网络中，具有收敛速

度快、冲突度小的优势，且保障了无线 ＵＶ网络信

道分配的快速性和准确性。

６　结　　论

针对无线紫外光散射通信中 ＮＬＯＳ传输特点

和信道干扰模型，采用基于粒子群的无线 ＵＶ网络

快速信道分配方法，充分考虑了空间角度对信道冲

突矩阵的影响，实现了一种定向、快速的信道分配新

方法。仿真结果表明，对于无线 ＵＶ网络的信道分

配，平均迭代次数和平均干扰度均随着粒子群数目

的增加而逐渐减小，并将趋于基本不变趋势；信道分

配算法的收敛时间与信道数目和扇形覆盖范围角度

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不同的网络拓扑，选择合适的

信道数目和角度，能更好地降低算法的收敛时间，提

高收敛速度；在相同的参数条件下，无线 ＵＶ网络

的迭代次数和干扰度都将优于无线 Ｍｅｓｈ网络。综

上所述，本文采用的无线 ＵＶ网络信道分配方法具

有收敛速度快、冲突度小的优势，保障了无线 ＵＶ

网络信道分配的快速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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