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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的超高频
\1IA

网关无法避免由于多种数据同时在一个网关进程中竞争&将会造成网关的冲突&导致任务失败&从而降

低了环境监控信息采集的准确率$为此&设计并实现了基于
09$&"$&

的多通道分布式环境监测系统的超高频
\1IA

网关系统$硬件部分

详细阐述了基于
09$&"$&

的
\1IA

网关设计方法&重点阐述网关终端节点(网关路由节点和网关中心节点的设计方法$软件部分详细阐

述了网关进程之间通信机制的设计和网关任务机制数据结构程序设计方法$实验结果表明&利用文章系统能够避免超高频率
\1IA

网关

在通信过程中的冲突&提高了环境信息采集的准确率%

关键词!多通道分布式$环境监测系统$超高频
\1IA

$网关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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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多通道分布式环境监测系统通常利用无线超高频
\1IA

射

频技术进行监测数据的通信*

$

+

%在使用超高频
\1IA

射频识别

技术进行环境监测数据的采集后&需要将海量的数据的传输过

程中&由于多通道分布式网关系统的传输方向和数据量都具有

较强的随机性&因此会造成网关的冲突*

"

+

%为了避免上述弊

端&需要对多通道分布式环境监测系统的超高频
\1IA

网关协

议进行防冲突设计*

&

+

%超高频
\1IA

网关设计方法已经成为环

境监控领域需要研究的热门课题&受到很多专家的重视*

'

+

%现

阶段&主要的超高频
\1IA

网关防冲突系统主要包括基于网关

特征的防冲突系统*

%

+

(基于数据流方向的网关防冲突设计系统

和基于堵塞数据反馈的网关防冲突系统*

)

+

%其中最常用的是基

于堵塞数据反馈的网关防冲突系统*

+

+

%由于超高频
\1IA

网关

防冲突系统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因此&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成为很多科研单位研究的重点课题*

*(

+

%

C

!

基于
)!C1DC1

的
N/HG

网关硬件部分设计

CEC

!

N/HG

网关终端节点的硬件设计

超高频
\1IA

网关终端节点主要包括
09$&"$&

控制芯片(

板载天线(电源(传感器等部分构成&如图
$

所示%传感器的

主要功能是采集监测区域中的环境信息&并将信息通过射频识

别的通信方式发送到监控中心%在环境监控系统中&由于对于

监测区域的环境指标需要通过不同功能的传感器完成信息的采

集&因此在本文设计的
\1IA

网关终端节点的原理图中只预留

了传感器的接口&但未将传感器的芯片与终端节点相连接%在

实际的应用中&可以根据接入不同功能的传感器&从而实现

\1IA

网关终端节点的不同的功能%

图
$

!

\1IA

网关终端节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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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G

网关路由节点的设计

\1IA

网关路由节点的功能是完成射频信号的接收和发送

功能%由于路由节点需要一定的数据处理功能&因此&在设计

的过程中加入
-@20,[-$"*

位的微处理器&根据中心节点发

送的指令对
\1IA

终端节点进行有效控制%并将反馈的信号发

送到中心节点%路由节点的结构如图
"

所示%

图
"

!

\1IA

路由节点模块

CE1

!

N/HG

网关中心节点的设计

\1IA

网关中心节点的主要作用是实现通信之间的协调&

为了提高网络协调器与以太网的控制性能&在设计的过程中采

用
-\0(

微处理器
D&9"'#

通过
D.$

与通信模块相连%

S7

=

6::

模块的功能是实现信息的无线收发&在上述
-\0

平台&构建

\1IA

网关通信协议&通过
a:T

服务器与万维网进行连接%如

图
&

所示%

图
&

!

\1IA

网关中心节点模块

D

!

基于
KG0Q)J

的
N/HG

网关软件系统设计

DEC

!

总体软件框架设计

在
\1IA

网关软件系统中&每一个网关协议都有独立的

;785̀

操作过程&因此当某一个网关协议进行发生异常时&能

够实现在线故障修复%在本文的软件系统中&需要设计一个核

心功能模块 !

VD0

"&利用它能够实现不同通信系统相连接&

为
\1IA

网关协议屏蔽操作细节&从而提高了
\1IA

网关软件

的可移植性能%以
VD0

模块作为核心的
\1IA

网关软件中的

各个网关协议进程之间的关系如图
'

所示%

图
'

!

\1IA

网关软件系统总体框架

其中&作为
\1IA

网关软件系统核心部分的
VD0

的功能

如下所述'

$

"为所有
\1IA

网关协议模块提供接口信息%

"

"保持一个根据系统接口网关(网关协议的动态网关和

静态网关构成的总的
I.

网关信息数据库%

&

"在所有动态网关协议之间分配网关协议信息%

'

"向
\1IA

网关核心模块提供最新的动态网关信息由于

网关协议的转发%

DED

!

N/HG

网关进程之间通信机制的设计

\1IA

网关中各个进程的地位是不同的&但在全部进程之

间存在一个最重要的进程&即
VD0

进程&它的主要功能是为

其余
\1IA

网关协议进程提供服务&从而保证其余网关协议进

程的顺利进行%

\1IA

网关进程之间的关系如图
%

所示%

图
%

!

\1IA

网关进程协议关系

根据图
%

能够得知&除了
VD0

进程之外&其余全部进程

都与
VD0

进程进行通信%而其余进程彼此之间却不进行通

信%因此&

\1IA

网关协议进程之间的通信过程是一对多的非

对称过程%在
\1IA

网关协议进程中&根据通信的方向的不同

能够将通信的内容划分两种%

$

"

VD0

进程向其余网关协议进程通信&如表
$

所示%

表
$

!

VD0

通信进程

通信进程内容 发生时间

网关全部接口信息 网关协议启动时刻

网关接口的变换信息 网关接口状态变化时刻

特定类型的网关信息 网关协议重新配置时刻

"

"其余网关协议进程向
VD0

进程通信&如表
"

所示%

表
"

!

其它网关协议进程通信

通信进程内容 发生时间

网关协议启动信息 网关协议启动时刻

动态网关信息 接收到新的网关信息时刻

网关协议的重新分配请求
当网关协议需要将获取的特定的网关信息

重新分配到该协议中的时刻

为了能够让所有的网关协议进程与
VD0

的通信过程具有

同样的标准&需要设置一个全部进程之间的通信协议
9-.

&

用于相互之间信息的交换%

9-.

格式的通信协议信息如图
)

所示%

图
)

!

9-.

格式协议信息

各个
\1IA

网关协议在启动时刻&都会自动与
VD0

进程

进行连接&并设置好与上表
$

和表
"

中的指令相应的功能函

数&从而使得全部进程都是标准化进程%

DE1

!

多通道分布式网关任务机制数据结构程序设计

在上述
\1IA

网关协议的软件体系框架中&都有的
\1IA

网关协议都根据同一个
VD0

进程实现%对于多通道分布式环

境监控系统的超高频
\1IA

网关的单个网关协议进程&需要采

用虚拟多任务方式实现网关协议%在虚拟多任务中&主要包括

两种数据结构&第一种是任务结构&第二种是任务管理结构%

在上述数据体系中&每一个网关进程都有一个任务管理进程&

任务管理进程包含各种任务的需要的重要信息&其中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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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设计
#

"+$

!!

#

包括下述
%

个方面'

$

"事件任务序列$

"

"读取任务序列$

&

"

写入任务序列$

'

"读写任务序列的准确序列$

%

"预定任务

序列%

任务管理进程的数据结构在程序上的实现如下所述'

DLJ5ELL4J:?F

/

K?CL:J

2

DLJ5ELL4J:?F

/

G7CLJ:?F

$读取任务序列

DLJ5ELL4J:?F

/

G7CLOJ7L:

$写入任务序列

DLJ5ELL4J:?F

/

G7CLL7K:J

$定时任务序列

DLJ5ELL4J:?F

/

G7CL:R:8L

$预定任务序列

DLJ5ELL4J:?F

/

G7CL585C:

读写任务序列的准确序列

BF

/

C:LJ:?FBF

$读取信息集合

BF

/

C:LOJ7L:BF

$写入信息集合

BF

/

C:L:̀E:

N

LBF

$异常信息集合

58C7

=

8:FG<8

=

?GG<E

$

上述的序列都是多通道分布式环境监控系统的超高频

\1IA

网关虚拟任务调度工作的基础%多通道分布式虚拟任务

的数据结构在程序上的实现如下所示%

多通道分布式虚拟任务数据结构'

DLJ5ELL4J:?F

P8C7

=

8:FE4?JL

HN

:

$.

'

L4J:?FL

HN

:

'

.需要完成的任务的类型

DLJ5ELL4J:?F

'

8:̀L

$.

'

8:̀L

N

<78L:J<BL4:L4J:?F

'

.

DLJ5ELL4J:?F

'N

J:R

'.

'N

J:R7<5C

N

<78L:J<BL4:L4J:?F

'

.

DLJ5ELL4J:?F

/

K?CL:J

$.

'N

<78L:JL<L4:CLJ5ELL4J:?F

/

K?CL:JY

'

.

78L

!

'

B58E

"!

CLJ5ELL4J:?F

'

"$.

'

:R:8LB58EL7<8

'

.完成主要任务的主

函数

b<7F

'

?J

=

$.

'

:R:8L?J

=

5K:8L

'

.任务调解函数的第一个数据

P87<8

2

I8LR?G

$.

'

C:E<8F?J

=

5K:8L<BL4::R:8LY

'

任务调度函数的第二个

数据

I8LBF

$.

'

B7G:F:CEJ7

N

L<J78E?C:<BJ:?F

.

OJ7L:Y

'

.

DLJ5ELL7K:R?GC?8FC

$.

'

J:CL<BL7K:C?8FCR?G5:Y

'

.预定任务时间

5

5

$

\5C?

=

:

/

@J5

$.

I8F:

N

L45C?

=

:78B<Y

'

.

在上述多通道分布式虚拟任务的结构中&最重要的部分主

要有下述几项%

多通道分布式虚拟任务的类型主要分为事件任务(读取信

息任务(写入信息任务和预定任务这
'

种%

事件任务'主要用于事件的调度执行(建立程序连接等$

读取信息任务'需要用于读取环境监控系统的监控信息$

写入任务'主要用于发送环境监控系统的监控信息$

预定任务'主要用于为网关协议提供预设服务$

1

!

实验结果及分析

实验的过程中&利用仿真软件
K?LG?T

简历多通道分布式

环境监测系统的超高频
\1IA

通信的模拟环境%

在多通道分布式
\1IA

通信系统的网关防冲突实验的过程

中&设置环境监控系统采集的环境信息数据量不断增加&利用

传统系统和本文系统进行网关防冲突实验&则多通道公分布式

\1IA

通信系统的网关调度时间能够用图
+

进行描述%

根据图
+

实验结果能够得知&在多通道分布式环境监测系

统的超高频
\1IA

通信的过程中&随着环境监测系统采集的环

境数据量的不断增加&网关中调度任务发生冲突的概率也在逐

图
+

!

不同系统任务调度时间对比

渐提高&导致
\1IA

网关中的任务调度时间也不断增加%而利

用本文系统能够避免上述传统系统的缺陷&从而缩短了网关任

务调度耗费的时间%

将上述实验过程中的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能够得到表
&

中的实验结果%

表
&

!

网关任务调度时间数据表

试验次数 数据数量 传统系统时间.
KC

本文系统时间.
K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利用不同系统进行实验的过程中&超高频
\1IA

网关中出

现冲突的概率能够用图
*

进行描述%

图
*

!

不同系统网关中冲突概率

根据上图实验结果能够得知&利用传统系统进行实验&随

着任务量的逐渐增加&网关冲突的概率也会逐渐增加%而本文

系统则能够保持较强的鲁棒性%针对上述数据进行整理和分

析&能够得到表
'

中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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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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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冲突概率数据表

试验次数 数据数量 传统系统冲突概率. !

X

"本文系统冲突概率. !

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根据上述实验结果能够得知&利用本文系统能够有效降低

超高频
\1IA

网关的冲突的概率&充分体现出本文系统的优

越性%

F

!

结束语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
09$&"$&

的多通道分布式环境监测系

统的超高频
\1IA

网关系统的设计方法%分别从硬件部分和软

件部分进行了详细阐述%硬件部分详细介绍了网关终端节点(

网关路由节点和网关中心节点的设计方法%软件部分详细阐述

了网关进程之间通信机制的设计和网关任务机制数据结构程序

设计方法%实验结果表明&利用本文系统能够避免超频率

\1IA

网关在通信过程中的冲突&从而提高了环境信息采集的

准确率&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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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6.

方法训练误差样本

得到的结果与实际结果都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基于粗糙集的

6.

神经网络输入神经元的个数少于单一
6.

神经网络输入神

经元的个数&因此隐层神经元个数同样少于后者&可以有效的

简化网络结构&缩短训练时间&从而说明了粗糙集
26.

神经网

络进行管道腐蚀程度预测是有效的%

1

!

结语

为了克服神经网络在预测方面的局限性&本文利用粗糙集

理论在处理冗余(不确定和模糊信息方面的优点&将粗糙集理

论与
6.

神经网络算法相结合&利用粗糙集属性约简的重要特

性&去除冗余属性来减少
6.

神经网络输入层神经元个数&从

根本上降低了
6.

神经网络算法进行管道腐蚀程度预测的复杂

程度&提高了预测速度&弥补单一预测方法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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