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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知传感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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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基于协作频谱感知%提出新型感知帧结构%认知节点的频谱感知和数据

传输可以同时进行%通过对感知带宽的优化提升
36(

的吞吐量'研究认知节点时延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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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对

吞吐量的影响%证明最大的吞吐量和最小的传输时延不能同时得到'提出一种高效的迭代算法联合优化感

知带宽和汇聚节点判决门限以使吞吐量达到最大而时延约束也得到满足'仿真结果显示提出的方案能够有

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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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吞吐量%不同的传输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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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对应不同的最优感知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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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数据采集和事件监控提供了

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案%随着无线设备和业务的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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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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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受到严重且不可控制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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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可利用的频谱拥挤且有限$因此将认知无线

电技术应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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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解决频谱短缺引起的

干扰问 题$并 为 数 据 采 集 提 供 高 谱 效 的 解 决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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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传感器网络可以协助实现有效的战场态势

感知$满足作战力量-知己知彼.的要求%认知无线

电是智能的无线通信系统$能够通过学习来感知周

围的环境$并依据环境的改变调整自身的系统参数$

以实现动态频谱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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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有效的频谱感知是

保障主用户和次级用户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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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小阴影和衰落效应的

影响$研究者们提出了多传感器协作频谱感知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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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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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作者在保证检测概率的前提下

优化感知时间*检测门限和符号序列长度使得能量

效率最大%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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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绿色供能认知传感器网

络$通过优化
36(

的感知参数和参与协作的传感器

节点数量$使得
36(

的平均吞吐量最大%

在传统的协作频谱感知帧结构中$认知节点在

感知时隙须中断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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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传输时延可能

会很长$对于时延敏感的应用其
c%6

不能得到保

障%为了实现持续的频谱感知$可以将主用户频带

分为几个子频带$不同的子频带有不同的检测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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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的新型感知帧结构$将主用户带宽

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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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分$一部分用来频谱感知和感知结果报

告$当主用户不存在时另一部分用来为认知节点传

输数据%通过这种方法$认知节点的感知时隙不需

要中断数据传输$其
c%6

可以得到保障%

本文研究基于新型感知帧结构的
36(

吞吐量

优化问题$如果感知带宽越大$感知性能将更好$认

知节点将有更多的传输机会$但随着数据传输带宽

的减小
36(

的吞吐量也将受到影响%为此$需要研

究最佳的带宽分配以提升
36(

的吞吐量%分析吞

吐量关于感知带宽的单峰特性$通过快速高效的算

法得到最优的感知带宽值%实际工作中考虑认知节

点的
c%6

需求$需研究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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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条件下的

36(

的吞吐量优化%分析认知节点传输时延特性$

设定时延约束门限$在保障认知节点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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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

件下联合优化感知带宽和汇聚节点判决门限以最大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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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吞吐量$提出高效的迭代算法解决了相应

的优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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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模型与问题描述

在认知传感器网络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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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认知节点和一个

汇聚节点$假定认知节点知道主用户的传输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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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协作频谱感知帧结构不同$本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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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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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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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相交一次$那么
5

,

(

5

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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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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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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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求函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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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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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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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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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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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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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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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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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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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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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F

!

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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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

%因此在区间
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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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

,上
F

!

Y

8

"是
Y

8

的单

调增函数$在区间
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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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Y

"上
F

!

Y

8

"是
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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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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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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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5

,

(

5

Y

8

[)

的根存在$所以函数
.

!

Y

8

"和

F

!

Y

8

"必定相交%

!

种可能的情形如下&

"

"情形
"

&

.

!

Y

8

"和
F

!

Y

8

"在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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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

,上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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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8

,

!

)

$

3

,上
.

!

Y

8

"的增长速度比

F

!

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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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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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Y

"区间上
.

!

Y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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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8

"$所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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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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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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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8

"有唯一的交点$如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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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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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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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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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Y

"上必有交点$由于在区

间
Y

8

,

!

3

$

Y

"上
.

!

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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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8

的单调增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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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8

"

是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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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调减函数$所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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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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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点$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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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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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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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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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曲线示意图

综上分析$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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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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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唯一的根%因此$

在区间
Y

8

,

!

)

$

Y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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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Y

8

的单峰函数$可使用

_AOCFEA%;

算法求得最优的
Y

8

值%对于条件!

""

"$

由于
>

是整数$很难求得最优的
>

值的解析表达式$

但从
"

搜索到
2

也并不复杂$所以最优的
>

值可通

过搜索得到%

A

!

时延
N

)J

约束下的吞吐量优化

实际中会考虑认知节点的
c%6

需求$本小节研

究时延
c%6

约束下的
36(

的吞吐量优化%针对图

"

所示的帧结构$当发生虚警时$认知节点不传输数

据$此时传输时延为
2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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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成功检测到主用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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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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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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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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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时最优$下面将优化参数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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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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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Y

8

的关系$时延约束条件
7

.

7

-L可以转化为对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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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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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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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为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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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吞吐量$感知

带宽应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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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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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延约束情况下
36(

的吞吐量

提出时延
c%6

约束下的吞吐量优化算法如下&

"

"汇聚节点判决门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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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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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搜索$对

于每 个 门 限 值 利 用
_AOCFEA%;

方 法 计 算 方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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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到的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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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最优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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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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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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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分析

为了评估所提算法性能$本节给出了相应的仿

真结果%仿真参数设置如下&帧长为
,

[!)?O

)参

与协作的认知节点数量为
2[<

)主用户的传输带

宽为
Y [!'Gg")

]

HX

)次 级 链 路 信 噪 比 为

(

8

[!)P_

)认知节点接收到主用户信号的信噪比为

(

[d")P_

$除非另有声明)主用户不存在的概率为

2

[)R>

$除非另有声明%

图
]

!

不同目标检测概率不同感知带

宽下
36(

的吞吐量

在图
]

的仿真中$每个方案中都使用了最优的

>

值%若认知节点的时延约束比较严格!

7

-L较小

时"$

7

0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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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最优感知带宽和选择
Y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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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吞吐

量相同%对于认知节点的时延约束并不严格时!

7

-L

较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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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L

$选择最优感知带宽的吞吐量达到

了峰值$而选择
Y

e

8

的吞吐量值随
7

-L的增加而减

小%若对主用户的保护程度有所减小$

36(

可以获

得更大的吞吐量%

图
G

仿真了不同汇聚节点门限的情况下
36(

吞

吐量随时延约束门限的变化曲线%该仿真中
Y

8

为最

优$为了保护主用户$设置目标检测概率为
U

-L

P

[)?<

%

当传输时延约束门限初始增加时$

36(

的吞吐量随

之增大$说明时延
c%6

约束越宽松
36(

的吞吐量将

越大%但是当传输时延约束门限增加至一定值时$

36(

吞吐量不再变化$由此说明此时最优的感知带

宽为
Y

0

8

$

36(

吞吐量达到了峰值%与-或.准则!

>[

"

"*-与.准则!

>[2

"和-大数.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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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相比$优

化汇聚节点门限提升了
36(

的吞吐量%

图
G

!

不同汇聚节点门限下
36(

吞吐量

和时延约束门限的关系

在不同的
2

值下
36(

吞吐量随传输时延约束

门限的变化曲线如图
*

所示$该仿真中感知带宽
Y

8

和汇聚节点门限
>

已联合优化%从该图中也能够观

察到&当
7

-L增大到一定值时!

7

-L

&

7

0

"$

36(

的吞

吐量达到峰值并保持不变%

2

取值越大$

36(

吞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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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越高$这是由于认知节点有更多的频谱接入机会

可以再利用%不同的
2

值将对应不同的
7

0值$当
2

变大时$

7

0有所减小%

图
*

!

不同
2

值下
36(

吞吐量和时延约束门限的关系

C

!

结语

本文针对认知传感器网络研究了新型协作感知

帧结构$构建了吞吐量优化问题$通过对感知带宽的

优化分配以最大化
36(

的吞吐量%分析了认知节

点传输时延约束对吞吐量的影响$联合优化感知带

宽和汇聚节点判决门限$在满足时延
c%6

需求的前

提下提升了
36(

的吞吐量%提出高效的迭代算法

得到了优化问题的解$并在不同情况下仿真分析了

所提方案的吞吐量性能%仿真结果表明&所提联合

优化方法能够较大程度地提升
36(

的吞吐量$改变

时延
c%6

约束条件需要不同的最优感知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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