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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蚁群算法的遥感信息处理负载均衡

任务调度算法研究

赵　斐，陈　昊，白建东，刘　铁
（北京跟踪与通信技术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９４）

摘要：遥感信息服务链动态构建技术是根据用户提出的航天信息需求，以及用户０终端行为感知后形成的主动推送需求，将

遥感信息获取与处理作为一种服务对待，利用服务组合与优化，动态构建服务链，实现网络环境下的信息资源按需聚合与高效协

同，以满足对 “端”的遥感信息支援应用需求；文章首先研究了蚁群算法和模拟退火算法在遥感信息处理计算节点任务上的调度

原理，并分析了上述传统算法在得出最优解之前会出现的问题；基于蚁群算法并结合其他启发式算法的优点，提出了一种基于改

进蚁群算法的负载均衡任务调度算法，完成了遥感信息多任务处理服务链的计算任务分配，提升了天基信息处理系统整体的计算

效率；最后通过仿真实验验证了算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蚁群算法；模拟退火算法；负载均衡；遥感信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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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遥感信息处理服务组合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对用户需

求、遥感信息及其处理服务语义关联的充分准确理解，并

在组合过程中利用这些语义控制处理服务的选择和构成复

杂结构的服务链。遥感信息多任务服务链在线整合是一个

并发执行调度服务与分布处理服务的过程，在多源异构与

时空分布不均衡、网络环境动态多变、处理节点负载不均

衡的服务执行环境中，遥感信息处理调度策略对于系统执

行的整体性能最优至关重要。

自适应负载均衡是指无论系统处于空闲、稳定还是繁

忙状态，负载均衡算法都会自动评估系统的服务能力，进

行合理的资源分配，使整个系统始终保持较好的性能，不

产生饥饿或者过载、宕机。自适应负载均衡有两个主要目

标：保持较短的请求响应时间和较小的请求阻塞概率；负

载均衡算法在可控级别，不占用过多的ＣＰＵ、网络等资源。

自适应负载均衡建立在现有网络结构之上，它提供了一种

廉价有效透明的方法扩展网络设备和服务器的带宽、增加

吞吐量、加强网络数据处理能力、提高网络的灵活性和可

用性，使用自适应负载均衡能够更合理的利用资源，提高

运行性能［１４］。

现有的自适应负载均衡算法主要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类。

静态负载均衡算法以固定的概率分配任务，不考虑服务器

的状态信息，如轮转算法、加权轮转算法等，所以静态负

载均衡算法不适合遥感信息服务链的优化与服务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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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负载均衡算法以服务器的实时负载状态信息来决定任

务的分配，如最小连接法［５７］、加权最小连接法［８１０］等，但

是上述算法考虑的影响输入因子比较少，而且权值无法自

动选择确定，所以对遥感信息服务链的优化也不适合。

本文提出了一种改进蚁群算法 （ＥＸＡＣＯ）的整合负载

自适应分配算法进行遥感信息服务链的优化与服务资源配

置。蚁群算法 （ＡＣＯ，ａｎｔｃｏｌｏｎ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是一种用来

在图中寻找优化路径的随机搜索寻优技术，它由意大利学

者 ＭａｒｃｏＤｏｒｉｇｏ于１９９２年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引入，蚁群算

法在求解多种组合优化问题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如在计

算机技术应用中，它可以作为网络路由控制的工具；在交

通控制中，它成功地解决了车辆调度问题；在图表制作中，

它被用来解决颜色填充问题。而为了使蚁群算法在进行任

务调度时在不陷入局部最优解的前提下尽可能加速收敛，

本文提出了一种改进的蚁群算法，引入模拟退火算法的思

想对原有的蚁群算法做出一定修改：当蚂蚁犽发现了一条最

优路径并形成最优解犡 后，随机交换两个资源所执行的任

务作为扰动，产生一个新解犡，通过模拟退火算法的方式决

定保留最优解犡 还是用新解犡 替换最优解犡；同时将改

进蚁群算法应用于遥感信息服务链处理系统中去，从而实

现遥感信息服务在线协同调度优化执行。

１　蚁群算法

蚁群算法的诞生主要来源于自然界蚂蚁觅食行为。蚂

蚁的视觉十分有限，但却能依靠蚁群中每只蚂蚁在路径上

释放的 “信息素”这种物质在 “黑暗”的外界环境中寻找

到从洞穴通向食物的最短路径。蚂蚁在行走过程中不断地

释放信息素来标识自己的行径，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不断

根据信息素的浓度选择行走的方向，最终到达食物所在的

地方。由于每一只蚂蚁都有着各自不确定的行动路径，这

导致较短路径上爬行的蚂蚁数量会比较长路径上爬行的蚂

蚁数量多，从而使得较短路径上被蚂蚁释放的信息素浓度

越高，后出发的蚂蚁总是趋向于往信息素浓度高的地方爬

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蚂蚁聚集到最短的路径

上去，这种动态的正反馈机制使得蚁群算法具有很好的鲁

棒性。

蚁群算法最早用于解决著名的旅行商问题［１１１２］，该问

题可被描述为：某商人从一座城市出发，途径狀座城市，最

后再回到出发的城市，并且每座城市必须且只能经过一次，

求一种旅行方案使得所需路径最短。该问题的数学描述为：

设狀座城市组成的集合为犆＝｛犮１，犮２，．．．，犮狀｝，每两座城市之

间的道路为犚＝｛狉犻犼狘犮犻，犮犼∈犆｝，犌＝（犆，犚）是一个有向图，

求有向图犌的一条最短汉密尔顿回路
［１３］。

当蚂蚁犽（犽＝１，２，．．．，犿）出发寻找城市之间的最短路

径时，会根据每条邻近路径上的信息素浓度来确定下一步

通过哪条路径前往下一座城市。为了防止蚂蚁重复经过已

到达过的城市，引入禁忌表狋犪犫狌犽（犽＝１，２，．．．，犿）来表示蚂

蚁犽已经经过的城市，集合犪犾犾狅狑犲犱犽 ＝ ｛０，１，．．．，狀－１｝－

狋犪犫狌犽表示蚂蚁犽下一步允许选择的城市，这一约束在自然

界中的蚂蚁身上并不存在。蚂蚁犽根据以下公式选择下一个

到达的城市：

狆
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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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τ犻犼（狋）表示狋时刻在犻犼连接线上残留的信息素的

量，η犻犼表示由城市犻转移到犼的期望程度：η犻犼 ＝
１

犱犻犼
。其中，犱犻犼

表示城市犻和犼之间的距离。

为了防止信息素在路径上的过度积累导致算法提前达

到终止条件而结束，需要不断更新信息素。在τ＋狀时刻，

路径狉犻犼 上的信息素更新依据以下公式：

τ犻犼（狋＋狀）＝ρτ犻犼（狋）＋Δτ犻犼

Δτ犻犼 ＝∑
犿

犽＝１

Δτ
犽
犻犼

　　其中：（１－ρ）表示信息素消散的程度。Δτ
犽
犻犼
表示蚂蚁犽

在本次循环中残留在路径狉犻犼上的信息素含量，Δτ犻犼表示本次

循环中残留在路径狉犻犼 上的信息素含量。

Δτ
犽
犻犼 ＝

犙
犔犽

蚂蚁犽在本次循环中途径狉犻犼
烅

烄

烆０ ｅｌｓｅ

　　其中：犙为常数，犔犽 表示蚂蚁犽在本次循环中途经的总

路程，参数α，β表示蚂蚁在运动中积累的信息和启发式因子

在蚂蚁选择路径时所起的不同作用。初始时刻τ犻犼（０）为常数

犆，并且Δτ犻犼 ＝０。参数犙、犆、α、β、ρ均可以用实验的方式确定

最优的组合。至于算法的停止条件，则可以设定为超过固

定的循环次数或进化趋势不明显。

相较于遗传算法等其他启发式算法，蚁群算法具有以

下特点［１４１６］：

１）鲁棒性强。在算法的运算过程中，如果系统的状态

发生了改变，蚁群算法仍然可以进行自我调整。例如蚁群

当前的路径上出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物，蚁群仍然能够在

一段时间的调整后重新找到新的路径。

２）自组织。蚁群中的蚂蚁在刚开始觅食时随机并且无

序地寻找各自的路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只蚂蚁个体

之间通过信息素的作用开始互相影响，最后趋向于最优化

的路径。

３）可并行。蚁群中每个蚂蚁个体的行为互不干扰，仅

仅通过路径上的信息素进行通信，因此蚁群算法从本质上

具备并行性，易于并行实现以改善算法性能。

４）扩展性强。蚁群算法可以与模拟退火算法等多种启

发式算法结合使用，因此具备多种拓展后的变种蚁群算法。

蚁群算法的基本流程如图１所示。

２　基于改进蚁群算法的遥感信息处理服务负载均

衡任务调度算法

　　用户通过终端发出任务指令以后，需要对用户的任务

需求进行快速地分析处理，来帮助用户高效快速地获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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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蚁群算法流程图

需要的遥感信息产品，而遥感信息服务链动态构建技术即

是来解决这一问题。遥感信息处理服务链是指从终端提出

需求、卫星获取、处理、传输、信息分发到终端的信息节

点构成的一条动态链路。

服务链动态构建包含两方面内容：依据任务的重要性

对单个节点的执行序列动态调整，根据各节点的能力状况

对链路动态调整。满足遥感信息 “按需保障、随时随地保

障”的需求，需要动态构建服务链，包括对卫星、星群的

调度完成数据获取，动态调度链路上计算资源对获取到的

（光学、ＳＡＲ）数据进行处理生成数据产品等。服务链动态

构建技术难点在于遥感信息处理涉及的服务链中星上处理

能力，中间节点计算、存储及处理能力，端群的计算处理

能力，网络节点多，可用能力动态变化，如何高效、快速

完成信息处理。

负载均衡主要是进行合理的资源分配，使整个系统始

终保持较好的性能，不产生饥饿或者过载、宕机。负载均

衡任务调度问题可以被描述为：求一种最优的任务分配策

略，将狀个长度不等的任务犜 ＝ ｛犜１，犜２，．．．，犜狀｝按照某一

策略分配给犿个处理能力不同的服务节点犛＝｛犛１，犛２，．．．，

犛犿｝，并且使狀个任务的总完成时间犆＝ｍａｘ｛犮１，犮２，．．．犮犿｝达

到最短。每一种分配策略都对应着该问题的一个可行解犡，

而具有最小完成时间的分配策略就是该问题的最优解。

蚁群算法适合解决各种离散问题，但是当问题规模较

大时，蚁群算法在实际运用中容易遇到收敛速度慢、易陷

入局部最优解的情况。使用基本的蚁群算法能够较好地解

决任务调度问题，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可以针对特定

的任务调度问题进行一定的策略和算法优化。

本文研究了一种基于改进蚁群算法进行负载调度算法

设计。调度问题除了考虑将总完成时间最低之外，还应顾

及节点之间的负载均衡问题。设犡 为一组任务与节点的对

应规则，则将集群的整体负载均衡度定义为犔犅（犡）＝

∑
狀

犻＝１

１－犢
犃犻
犅（ ）槡 犻

。其中，犃犻表示节点上的任务总量，犅犻表示

节点的综合处理能力，犢为归一化参数，使得０≤犢
犃犻
犅犻
＜１。

节点的综合处理能力可有节点ＣＰＵ能力狆、内存容量狉和磁

盘容量犱 表示，通过为每一项指标设置不同的影响参数，

进行 加 权 运 算 后 可 得 节 点 的 综 合 处 理 能 力 为 犅犻 ＝

犠１狆（犛犻）＋犠２狉（犛犻）＋犠３犱（犛犻）。

因此，将完成任务的时间跨度和节点负载均衡度综合

起来作为衡量指标的目标函数为犉（犡）＝犔犅（犡）犆（犡）。

蚁群算法中的信息素代表了对某一种资源分配方式的

期待。在初始化信息素矩阵时，利用贪心算法的思想找出

处理能力最好的节点，赋予其更多的信息素。使用各节点

的ＣＰＵ能力狆、内存容量狉和磁盘容量犱作为初始信息素。

节点犻的初始信息素可表示为τ犻（０）＝犪
狆犻

狆０
＋犫

狉犻
狉０
＋犮

犱犻
犱０
。其中，（犪＋犫＋犮）＝１，狆０、狉０、犱０ 分别为集群中各节点的

ＣＰＵ能力、内存容量、磁盘容量的均值。犪、犫、犮分别代表上

述不同指标在初始信息素中所占的比重。

为了使蚁群算法在进行任务调度时在不陷入局部最优

解的前提下尽可能加速收敛，引入模拟退火算法的思想对

原有的蚁群算法做出一定修改。

模拟退火算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最早由

Ｓ．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等人于１９８３年提出，是一种通用概率演算

法。模拟退火算法的思想来源于固体退火的场景：当一个

固体被加热到很高的温度后，便进入缓慢的冷却。在其升

温阶段，固体内部的粒子随着温度的不断升高而变得无序，

同时内能也在不断增大；在降温阶段则恰恰相反，固体内

部的粒子会逐渐趋于有序。当冷却时间足够长，冷却过程

中的任一温度下固体都处于热平衡状态。最终固体冷却到

最低温度时其内能也达到最小［１７１９］。自然界总是趋于能量

最低，而分子热运动则趋于破坏这种能量最低的状态。基

于这一理论，通过热平衡状态把内能最小化作为优化目标

的算法就是模拟退火算法［２０］。

在当前状态犻生成状态犼后，如果新的状态犼的内能小

于原状态犻的内能，即犈犼＜犈犻，则将新状态犼作为当前的状

态；否则，依概率犲－
（犈

犼－犈犻）／犽犜。

接受新状态犼，其中犽为玻尔兹曼常数，这一准则称为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准则。

若将温度犜作为控制参数，待优化的目标函数犳作为

内能犈，固体处于某一温度犜狓 下的状态对应一个解狓，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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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固体退火的思想应用于求解优化问题中。通过控制参数犜

的逐渐降低，目标函数犳 也随之降低，直至趋于全局最

小值［２１］。

模拟退火算法的初始参数包括：

１）控制参数犜的初始值犜０，即冷却开始时的温度；

２）控制参数犜的衰减函数，最常见的一种衰减函数为

犜犽＋１＝＜λ犜犽，犽＝０，１，２，…。其中λ为常数，也称为退火系

数，通常其取值范围为 ［０．５，０．９９］；

３）控制参数犜的终止值；

４）马尔科夫链的长度犔，即任一温度犜下的迭代参数。

模拟退火算法的基本流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模拟退火算法流程图

引入模拟退火算法思想当蚂蚁犽发现了一条最优路径并

形成最优解犡 后，随机交换两个资源所执行的任务作为扰

动，产生一个新的解犡，通过模拟退火算法的方式决定保

留最优解犡 还是用新解犡替换最优解犡：若Δ犉 ＝犉（犡）

－犉（犡）＜０，则用新解犡 替换最优解犡
；否则若Δ犉 ＝

犉（犡）－犉（犡）＞０，则在０～１分布上依概率犲
－Δ犉／犜，决定是

否用新解犡 替换最优解犡。其中，犜为退火温度，初始值

为犜０，终止值为犜犲狀犱。退火温度犜按照犜（狋＋１）＝α犜（狋）进行

迭代，其中α为退火系数。退火温度衰减到终止值时结束模

拟退火过程，并依照蚁群算法信息素更新公式利用模拟退

火过程得出的最优解犡 更新路径上信息素，结束本次循

环。当循环执行次数达到蚁群算法的最大迭代次数上限时，

结束整个循环并输出结果。

基于改进蚁群算法的任务调度算法流程如图３所示。

图３　基于改进蚁群算法的负载调度算法流程图

３　仿真实验

为验证基于蚁群算法的整合负载自适应分配算法在遥

感信息多任务服务链在线优化场景中的应用效果，通过云

计算仿真平台，设定贴近遥感信息多任务服务链处理场景

的任务负载、系统资源和调度算法，验证本文提出的基于

蚁群算法的整合负载自适应分配算法的优化效果，并与传

统遥感信息多任务服务调度方法的效果进行比对。

３１　仿真平台介绍

仿真实验是在云计算仿真平台ＣｌｏｕｄＳｉｍ 环境下进行

的。云计算仿真平台ＣｌｏｕｄＳｉｍ是一个基于离散事件的云计

算仿真工具箱。ＣｌｏｕｄＳｉｍ是在网格仿真平台ＧｒｉｄＳｉｍ的基

础上开发的，提供各种异构云计算资源、用户、调度算法

等的模拟与仿真。

基于ＣｌｏｕｄＳｉｍ平台仿真的主要步骤如下：

１）仿真初始化；

２）创建云计算资源和任务；

３）编写任务调度算法；

４）仿真启动；

５）仿真结束，输出任务完成情况，对结果进行分析与

评价。

３２　实验场景设计

基于改进蚁群算法的任务调度算法中的犪，犫，犮分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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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的计算能力、内存和磁盘容量的重要性。一般来说，

任务的执行受ＣＰＵ的处理能力的影响较大，因此将犪，犫，犮

三个参数的值分别设为０．６，０．２，０．２。算法中蚁群算法部

分的信息素挥发系数影响着算法的全局搜索能力和收敛速

度两项指标，综合考虑后将其确定为０．５。参数α与β分别

决定了信息素和匹配因子的重要程度，蚂蚁数量犿 决定迭

代的次数，退火系数λ决定退火的速度。根据经验取参数α

＝１，β＝２，犿＝１０，λ＝０．９５，犜０＝１００００，犜犲狀犱 ＝１０００。

表１　算法各项参数设置

参数 取值

α １

β ２

犿 １０

λ ０．９５

犜０ １００００

犜犲狀犱 １０００

为对比不同算法的任务调度效果，选择轮询算法、遗

传算法和改进蚁群算法进行比较。在仿真开始前，利用

ＣｌｏｕｄＳｉｍＰｌｕｓ创建２０个节点。为模拟真实环境，每个节点

具有的计算能力采用随机生成，分布于１０００至６０００ＭＩＰＳ

之间。根据任务数的不同，随机生成任务长度同样采用随

机的方式生成，分布于５０Ｍ至２００Ｍ之间。根据任务数量

的不同将实验分成五组，五组实验的任务数分别为１００、

２００、３００、４００、５００。为尽量降低随机数据的偶然性对实

验结果的影响，多次进行实验并取平均值作为每组实验的

结果。

表２　ＣｌｏｕｄＳｉｍ属性设置

实体类型 参数 值

虚拟机

ＶＭ数量 ２０

ＭＩＰＳ １０００－６０００

ＶＭＲＡＭ（ＧＢ） ２５６－２０４８

带宽（Ｍｂｐｓ） ５０－２００

ＰＥ数量 １－４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数量 １０

主机数量 ２－６

３３　实验结果及分析

图４为使用不同种算法调度各组任务的总完成时间。

图４　各算法执行不同任务数的总完成时间

图４中横坐标表示每组实验的任务数，纵坐标表示各

组任务在分别不同调度算法下的总完成时间。由图可知，

基于改进遗传算法的调度结果较其他对比算法具有更低的

总完成时间。同时，随着任务数的增多，该算法的优势越

来越显著。

为比较各节点在执行任务中的负载情况，在实验过程中

记录下每个节点运行任务的总长度，针对每个节点计算其负

载的任务总长度与其计算能力的比值。以执行１００个任务时

产生的实验数据为例，将得出的结果绘制如下统计图：

图５　任务数为１００个时各算法的节点负载均衡情况

图５中，以 “■”标记的折线反映了使用轮询算法调

度任务后各节点的负载情况，以 “●”标记的折线反映了

使用遗传算法调度任务后各节点的负载情况，以 “▲”标

记的折线反映了使用改进后的遗传算法调度任务后各节点

的负载情况。由上图可知，轮询算法与蚁群算法在进行任

务调度时由于没有充分考虑节点的负载均衡问题，各节点

的负载水平相差很大，这一点在使用遗传算法后得到了些

许改善，但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使用改进后的蚁群算法

时，各节点的负载程度相对均衡。为定量对比上述算法在

负载均衡方面的表现，可以使用标准差来分析上述数据，

如下公式：

犛犜犇 ＝
１

狀∑
狀

犻＝１

（狓犻－狓）槡
２

　　其中：狓犻是图５中纵坐标的值，狓为狓犻的平均值，狀为节

点个数。使用该公式计算各算法的负载均衡程度犛犜犇ＲＲ ＝

１１３．６６，犛犜犇ＧＡ ＝８２．４９，犛犜犇ＥＸＡＣＯ ＝２０．５６。

分析以上实验结果可以得出，遗传算法和改进的蚁群

算法相较于轮询算法而言，在任务总完成时间和节点负载

均衡性上都有较好的表现。轮询算法由于其简单的策略，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将较长的任务分配给计算能力较弱的节

点的情况，造成任务的堆积，而延长了全部任务的总完成

时间，这样还会造成系统中各节点负载不均衡。遗传算法

相较于轮询算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任务的分配，使得

全部任务的总完成时间减少。基于改进的蚁群算法较好地

避免了蚁群算法容易陷入局部最优解的问题，并且进一步

减少了任务总完成时间。同时，在任务分配时考虑了节点

实际负载情况，使得系统中各节点的负载趋于平衡。实验

结果表明，基于改进蚁群算法的负载调度算法在针对遥感

信息服务链处理调度的场景下具备更优的效果。

４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改进蚁群算法 （ＥＸＡＣＯ）的整合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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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适应分配算法进行遥感信息服务链的优化与服务资源配

置，该算法完成遥感信息多任务处理服务链的计算任务分

配，提升数据处理系统整体的处理效率和负载均衡度，能

够支撑面向遥感信息支援保障的处理服务链动态构建技术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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