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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在行動式隨意網路中(Mobile Ad Hoc 

Network)中有相當多的繞徑通訊協定，如 AODV、
DSR、DSDV等等，不過這些繞徑協定大都並未考
慮到服務品質保證的問題，只提供一個能讓資料從

來源端到目的端的路徑。而本文中，我們提出了在

行動式隨意網路中藉由頻寬預留以提供服務品質

(Quality-of-Service)保證的機制，在媒介存取控制
層中，我們採用了 TDMA頻道模組。我們的方法
是由目的端來選擇頻寬預留所要保留的時槽，藉由

優先選擇擁有最少頻寬的 link 中的時槽，以提高
頻寬預留的成功率，並由收集鄰近主機的時槽使用

狀況來解決hidden-terminal和 expose-terminal的問
題。另外針對[5]中所提的方法做改進，以提高其
頻寬預留的成功率。實驗結果顯示我們所提出的方

法在頻寬預留的成功率上的確高於其他方法。 

關鍵詞：行動式隨意網路(Mobile Ad Hoc Network), 
服務品質(Quality-of-Service), TDMA, 頻寬預留 

一、簡介 
  行動式 Ad hoc無線網路 ( MANET ) 是由一
群配備無線設備而可移動的主機所構成的網路。在

此網路架構中並無集中式的網路管理設備，如：基

地台等，因為每一個行動式主機電波範圍的限制，

當一個封包 ( packet ) 由來源端主機 ( source )要
傳送到目的端主機 ( destination ) 時，必須藉由鄰
近的行動式主機負責幫忙轉送。然而在 MANET
網路中由於主機可以隨意移動，導致網路拓樸 
( topology ) 隨時都可能改變，為了確保資料傳輸
的順利，MANET的繞徑協定( Routing Protocol ) 
必須考量到網路拓樸隨時間改變的情形。到目前為

止，已有大量的 MANET繞徑協定被發表[9][4]。
這些研究成果大多單純探討找尋來源端到目的端

的路徑，及如何維持來源端到目的端的路徑不因網

路拓樸的改變而中斷，提供最有效的資料傳輸路

徑，然而對於資料傳輸的延遲、所需頻寬等相關服

務品質的問題較少做探討。 

  目前在 MANET 上較常考量的服務品質有傳
輸延遲、頻寬、封包遺失率、產出量等，其中以頻

寬方面的研究是較多的。在 MANET 上藉由預留
頻寬來提供服務品質保證大多是架構在特定的媒

介存取控制 ( Media Access Control ) 頻道模式
下，如multi-antenna、TDMA、 CDMA over TDMA
等。multi-antenna媒介存取控制頻道模式是非常昂

貴且理想化的，每一個主機都具有multi-antenna，
使得一個 link 的傳輸都擁有各自的頻率而不干擾
到其相鄰的 link。目前以此頻道模式的研究有[1]。
TDMA 媒介存取控制頻道模式是網路上每一個主
機共用一個頻道，然後以 TDMA的機制來運作，
目前以此頻道模式的研究有 [5]。CDMA-over- 
TDMA 媒介存取控制頻道模式是網路上每一個主
機共用一個頻道然後加上 TDMA的機制，而且每
一台主機都分配一個正交碼，為了避免傳輸的干

擾，每個主機的正交碼與其相鄰兩個 hop之內的主
機都不相同。以此頻道模式的研究有[6][7][8]。 

  在本篇論文中，我們單純採用了 TDMA的頻
道模組，提出一個由目的端主機決定整個路徑頻寬

預留的機制，在我們的方法中也將 hidden-terminal
和 expose-terminal 列入考量，此外我們將[5]所提
的方法做一點改進，以提高其頻寬預留的成功率，

我們將提出的方法和其他方法做模擬比較，結果顯

示我們所提出的方法有較高的成功率，此外我們比

較每個方法中收集鄰近主機時槽使用狀態所送出

的訊息數量。 

  本文主要的架構如下，第二節描述相關的背景

知識和研究；第三節則詳細介紹本篇所提出的頻寬

保留機制。第四節以模擬方式分析我們所提出的演

算法效能。最後是本文的結論。 

二、相關知識與研究 

2.1 相關研究 
  到目前為止，我們可以發現在整條路徑中，時

槽的決定方式可以分為兩種：  

逐段決定 
在尋找由來源端到目的端路徑的過程中，即預

留主機與主機之間傳送封包所需要使用的時槽。屬

於這一類的有[6][7][5]。在[6][7]中是由目前的主機
來決定與前一個主機之間所要使用的時槽，而[5]
中則是由目前的主機來決定與下一個主機之間所

要使用的時槽。這兩種的差別在於前者作法為主機

將本身時槽的使用資訊附加於路徑找尋的封包 
( routing discovery packet ) 中一同傳送給下一個
主機，由下一主機依據其本身時槽的使用狀況和接

收到的前一個主機的時槽使用資訊來做一個比

對，以決定所要使用的時槽；而後者必須平時就要

收集鄰居各主機的時槽使用狀況，才能在收到路徑

找尋封包時能迅速地預留與下一個主機做傳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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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各主機收集鄰近兩個 hop主機的時槽使用狀況 
 
所要使用的時槽。 

Tseng and Shih[5]中提出了收集鄰近兩個 hop
主機的時槽使用資訊和記錄兩個 hop 之內的網路
連接狀態以便選擇用來頻寬預留的時槽。在他們的

方法中，收集來的時槽使用資訊被分成兩個部分：

Send和 Receive，分別存放在 Send Table ( ST ) 和
Receive Table ( RT )，table以矩陣的方式構成，鄰
近兩個 hop之內的主機其時槽若為使用中，則依照
send或 receive，在 Send Table或 Receive Table中
的相關欄位標記，而 H矩陣表示鄰近兩個 hop 內
主機的連接狀況，若主機之間是相鄰一個 hop，在
矩陣中則以 1 表示，否則為∞。如圖 2.1，目前 A
主機正在傳送封包到E主機，A主機使用時槽{1,2}
傳送給 B主機，B主機使用時槽{1,2}接收從主機
A 傳來的封包，並用時槽{3,4}在將封包傳送給 D
主機，D 主機使用時槽{3,4}接收封包，再將封包
利用時槽{5,6}傳給 E主機，因此 A主機的 ST中
[A,1], [A,2], [B,3], [B,4], [D,1], [D,2]標記為 1，表示
正在使用，A主機記錄兩個 hop內主機連接狀況的
H矩陣如圖 2.2所示，其他以此類推。假若有新的
連線要建立，路徑上的主機便會由這些 table中的
資訊找出可以使用的時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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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A主機所記錄兩個 hop內的網路連接狀態 

 
目的端決定 
  在此方法中，當一個連線要求被提出時，由來

源端到目的端之間的各個主機必須將本身時槽的

使用狀況附加在路徑找尋的封包之中，最後封包到

達目的端主機，由目的端主機依據所收集到整個路

徑上各主機的時槽使用狀況決定主機與主機之間

所要使用的時槽。屬於這一類的有[8]。 
  Lin[8] 中 使 用 的 頻 道 模 組 為

CDMA-over-TDMA，一個 link的時槽保留只會影
響到相鄰 link的時槽，所以在 Lin[8]的方法中會優
先選擇對相鄰 link 沒有影響的時槽，之後再隨機
選取那些尚未保留時槽的 link，從中選出對相鄰
link影響最小的時槽，直到每個 link都有保留時槽
為止，其方法稱之為 bottleneck-link-first。 
 
2.2 hidden-terminal 和  expose-terminal
問題 
  在 TDMA的環境下，一個主機無法同時傳送
和接收，必須將其分散在不同的時槽，因此我們將

面 對 兩 個 主 要 的 問 題 ： hidden-terminal 和
expose-terminal。舉例而言，在圖 2.4 的狀況中，
假設 D主機目前正和 E主機利用時槽{6}做傳輸，
此時 C主機想傳送封包給 B主機，會有兩種狀況
產生。若 D為接收端 ( receiver )的話，C使用時
槽{6}傳送封包給 B，將導致在 D主機這邊產生碰
撞的情形，此為 hidden-terminal 的問題；若 D 主
機為傳送端 ( sender )，C主機將不會使用時槽{6}
傳送封包給 B主機，但 C主機若使用時槽{6}來傳
送封包給 B主機並不會干擾 D主機傳 E主機的封
包，就實際上而言時槽{6}是可以使用的，此為
expose- terminal的問題。 
在 Tseng and Shih[5]中收集鄰近兩個 hop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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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hidden-terminal and expose-terminal 

 
機的時槽使用資訊和網路連接狀態除了提供時槽

的選擇外，還可以用來避免 hidden-terminal 和
expose-terminal 問題的發生。接下來我們以圖 2.1
的例子來說明[5]的方法如何應付 hidden-terminal
和 expose-terminal 問題。我們假設 E 主機有封包
要送給 D主機，此時 D主機正在使用時槽{3,4) 接
收由B主機送來的封包，在E主機中除了時槽{5,6}
是用來接收從 D 主機傳來的封包，其餘時槽
{1,2,3,4,7,8}都是未使用的狀態，而且 E 主機可以
藉由查表得知 D主機未使用的時槽有{1,2,7,8}，另
外可以由 H和 RT表格中得知 D主機的鄰居中並
未有任何主機在時槽{1,2,7,8}是 Send狀態，所以 E
主機可以用時槽{1,2,7,8}傳送封包給 D主機，如此
一來 hidden-terminal的問提便不會發生。至於如何
解決 expose-terminal 的問題，假設 C 主機要傳送
封包給 A主機，透過 ST和 RT所記錄的資訊，C
主機可以利用時槽{5,6,7,8}傳送封包，但是 D主機
也正在使用時槽{5,6}傳送封包，一般情況下 C 主
機無法確認 A主機是否可以用時槽{5,6}來接收封
包，因此 C主機會放棄使用時槽{5,6}而選擇時槽
{7,8}，不過現在可以透過 H表格中得知 A主機和
D主機並不相鄰，所以 D主機可以使用時槽{5,6}
傳送封包給 A主機。  
  在本文中，我們也將以收集鄰近主機時槽的使

用狀況來解決 hidden-terminal 和 expose-terminal
的問題。 

三、我們的方法 
  在本文中我們提出了兩種以 TDMA為基礎的
頻寬預留機制，以下將針對此兩種方法做一個詳細

的說明。 

3.1 方法一：Destination Determined Slot 
Reservation(DDSR) 
  在此方法中，我們將路徑上所有主機的時槽使

用狀況集中到目的端，由目的端來決定哪些時槽用

於頻寬預留。 

3.1.1 收集整條路徑上主機的時槽使用狀
況 
  在 Tseng and Shih[5]的方法中採用收集鄰近

兩個 hop內主機的時槽使用資訊，時槽的保留方式
為 hop by hop，而且是由上游主機選擇與其下游主
機傳輸時所要使用的時槽。之所以要收集到兩個

hop 內主機的時槽使用資訊的原因是因為上游主
機必須知道下游主機鄰近主機的時槽使用資訊，避

免 在 選 擇 時 槽 時 產 生 hidden-terminal 和
expose-terminal 的問題，由於收集到鄰近兩個 hop
主機的時槽使用資訊所須送出的訊息數太多，因此

我們希望把兩個 hop降為一個 hop。 
Tseng and Shih[5]的方法中，收集的資訊主要

在於得知鄰近主機的時槽為使用中或未使用，針對

這點我們做一點改變，我們把[5]中上游主機決定
時槽的方法改成由下游主機來決定與其上游主機

傳輸時要用的時槽，每一個主機只收集鄰近一個

hop內主機的時槽使用資訊，這些資訊則用 ST和
RT來存放，雖然下游主機有上游主機的時槽使用
資訊，但並沒有上游主機的鄰近主機的時槽使用資

訊，這些資訊只有上游主機才有，因而下游主機在

決定要保留時槽時，可能導致 hidden-terminal 和
expose-terminal的問題，因此我們的重點在於上游
主機在收集鄰近主機的時槽使用資訊後，依據這些

資訊藉由路徑找尋封包告知下游主機每個時槽所

能扮演的角色為何，這裡的扮演角色是指主機在時

槽 t可以為 Sender, Receiver 或兩者都可以或兩者
都不行，如此一來下游主機便可以依照所獲得的資

訊來決定時槽而且也可以避免 hidden-terminal 和
expose-terminal問題的發生。而我們的方法是由目
的端主機來決定時槽，可以視為由下游主機來決定

與其上游主機之間傳輸所要使用的時槽，只是時槽

的決定權都交給目的端主機，因此我們將採用上述

方法來收集整個路徑上主機的時槽使用資訊。 
在我們的方法中也如[5]中使用了 Send Table

和 Receive Table 來存放收集到的鄰近主機的時槽
資訊，如圖 3.1(a)中所表示目前網路中部分主機的
時槽使用狀況，大寫 ”S” 表示目前此主機在這個
時槽為 Sender，大寫 “R”則為 Receiver。我們以 B
主機來說明，在圖中，B主機一個 hop的鄰居有 A、
C、D，因此 B 主機會收集到 A、C、D 三台主機
的時槽使用狀況，然後以 Send Table 和 Receive 
Table 分別存放鄰近主機的時槽使用狀況，如圖
3.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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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a)網路目前各主機的時槽使用狀態, (b)B
中 ST和 RT所記錄兩個 hop主機的實槽使用狀況 
 
  當收到路徑找尋封包時，主機必須將其在每個

時槽所能扮演的角色資訊附加在封包之中，我們將

角色資訊分成 6種，分別為： 
n S：此時槽正在用來傳送封包中，扮演

Sender的角色。 
n R：此時槽正在用來接收封包中，扮演

Receiver的角色。 
n s：此時槽未使用，可以用來傳送封包，
可以扮演 Sender的角色。 

n r：此時槽未使用，可以用來接收封包，
可以扮演 Receiver的角色。 

n _：此時槽未使用，可以用來傳送或接收
封包，可以扮演 Sender或 Receiver的角
色。 

n X：此時槽雖然是未使用，但無法用來做
任何事。 

我們以圖 3.1(a)的 B主機為例子，B主機的時
槽 1為“S”表示目前 B主機正在使用此時槽且扮演
的角色為 Sender；時槽 2為未使用，但在 ST中發
現 D 主機正利用此時槽在做封包的傳送，而 RT
中並無任何主機用此時槽做接收的動作，因此 B
主機在時槽 2可以為 Sender；時槽 3,4也因 C,A兩
主機在傳送封包，因此 B主機在時槽 3,4也是可以
為 Sender；時槽 5 雖然為未使用，但是可以發現
在 ST中記錄著 A主機在做傳送，RT中記錄著 D
主機在做接收，B 主機在此時槽為 Sender 或
Receiver 都會干擾 D 主機或被 A 主機干擾，所以
B主機的時槽 5是不能使用的；時槽 6的情況則與
時槽 2 相反，因此 B 主機在時槽 6 可以為
Receiver；時槽 7和 8則是兩者都行。最後 B主機
所要附加在路徑找尋封包的時槽使用資訊為{B；
S, s, s, s, X, r,_ ,_ .}。 

3.1.2 時槽的選擇 

  對於整條路徑來說，其頻寬是由主機與主機的

link所串連而成，因此整條路徑的最大頻寬將取決
於擁有頻寬最小的 link， 如圖 3.2 中整個路徑的
最大頻寬為 3。另外在 TDMA 頻道模式中，一台
主機的時槽保留會影響到其相鄰兩個 hop 以內主
機的時槽，如圖 3.3(a)中，A主機和 B主機的時槽
1為未使用，這時 C主機 C和 D主機之間若有資
料要傳輸，不論是 C傳送給 D或 D傳送給 C都能
使用時槽 1來達成，但若如圖 3.3(b)中主機 B使用
時槽 1傳送資料給 A主機，此時 C主機 C和 D主
機之間有資料要傳輸，時槽 1 只能夠用於 C 傳送
給 D，D傳送給 C只能使用其他的時槽。 
 

A C DB
4 63

Max. Bandwidth (A,D) = 3  
圖 3.2：路徑 A到 D的最大頻寬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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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時槽的選擇影響兩個 hop主機的時槽 

 
為了避免最小頻寬的 link 因其他 link 保留時

槽後使得頻寬變少，而導致整條路徑頻寬預留的失

敗，因此在我們方法中優先保留擁有最小頻寬的

link中的時槽，藉此提高頻寬預留的成功率。 
  當路徑找尋封包到達目的端主機時，目的端主

機可由封包中獲得路徑上所有主機的時槽資訊，此

時目的端主機將依照服務品質的頻寬需求來決定

預留的時槽。在此階段中，分成以下四個步驟： 
(1)．計算每一個 link 的中所有時槽的狀況，並統
計每一條 link 的空時槽數，在此的空時槽必
須主機和主機之間可以成為 Send-Receive 的
配對，然後對所有 link 將編號相同的空時槽
作統計。 

(2)．選出擁有最少共通空時槽的 link，由其共通的
空時槽中，依(1)中對編號相同的空時槽的統
計結果，從最少的開始配置 Send-Receive 或
Receive-Send。 

(3)．配置完後，有可能影響到鄰近主機的時槽使
用狀況，因此對(1)的結果做必要的更新。 

(4)．重覆(2)到(3)的步驟，已經選過的 link不選擇，
直到每個 link都選過為止。 
在步驟(1)中計算每一個 link 的中所有時槽的

狀況，其結果有四種情況，我們將這些時槽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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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符號來表示，分別為： 
n 上游主機可以為 Sender，其下游主機可以
為 Receiver，為 Send-Receive配對，時槽
以“1”表示。 

n 上游主機可以為 Receiver，其下游主機可
以為 Sender，為 Receive-Send配對，時槽
以“2”表示。 

n 上述兩者都可以以“0”。 
n 若兩者都不行以“X”表示。 
接下來我們以例子來說明。假設 A 主機和 E

主機要做雙向通訊，而 A 到 E 的路徑為
(A,B,C,D,E)，依照我們的方法，路徑上各主機的
時槽使用資訊會附加在路徑找尋封包之中，如圖

3.4.1(a)中所顯示，E主機由路徑找尋封包所獲得整
條路徑各主機的時槽使用狀況，在收到這些資訊

後，E 主機依上述步驟(1)做進一步的處理，結果
如圖 3.4.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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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主機 E依收集的資訊計算 link的空時槽
數 
 
再來先選出擁有最少共通空時槽的 link 做進

一步的時槽選擇，由步驟(1)的結果，最少的為
Link(C,D)，其共通空時槽數只有 2，分別為時槽 9
和時槽 10。由於是雙向通訊，一個 link 需要使用
2 個時槽，因此時槽 9和 10 會被選擇來做頻寬預
留。由於時槽 9 和 10 都可以為 Send-Receive 或
Receive-Send配對，在此我們將 Link(C,D)的時槽 9
配置為 Send-Receive，而時槽 10為 Receive-Send，
C 主機的時槽 9 為 Send，時槽 10 為 Receive，D
主機的時槽 9 為 Receive，時槽 10 為 send。在配
置完後，必須對影響到的時槽做更新，影響到的時

槽有 B和 E主機的時槽 9,10，更新完後如圖 3.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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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選取 Link(C,D) 
 
  接下來繼續從尚未被選擇過的 link 中選出其
共通空時槽為最少的 link，從圖 3.4.2(b)中可得知
有 Link(,B,C)和 Link(D,E)，因為兩個 link 其共通
空時槽都為 4個，因此我們任意選擇其中一個，在
此我們選擇到的是 Link(D,E)。Link(D,E)中共通空
時槽有 3,4,7,8，依照步驟(2)編號 7,8的時槽在整條
路徑上各只有 1個共通空時槽，因此我們會選擇這
兩個共通空時槽來做為頻寬預留之用，之後再依步

驟(3)後，其結果則為圖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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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3：選取 Link(D,E) 
 

 
接著我們選擇 Link(B,C)，在 Link(B,C)中共通

空時槽有 3,4,5,6，依照步驟 (2)所選擇的會是時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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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如圖 3.4.4。最後只剩 Link(A,B)尚未被選擇，
因此從 Link(A,B)中選擇要保留的共通空時槽，所
選擇的會是時槽 9,10，如圖 3.4.5，至此，整個路
徑的頻寬預留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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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4：選取 Link(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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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5：選取 Link(A,B) 
 
  在目的端將時槽選擇完後必須告知路徑上所

有主機所要使用的時槽，此一訊息我們將其附加在

路徑回覆封包 ( Routing Replay Packet )中，使得路
徑上的主機能夠從此封包中知道所要使用的時

槽。若目的端無法找出滿足頻寬需求所要使用的時

槽，目的端要告知來源端連線失敗，而路徑上的主

機也不做任何時槽保留的動作。 
 

3.2 方法二：Hop-By-Hop 4 (HBH4) 
  此方法是針對[5]中所提出的方法做改進，以
提高時槽的使用率和頻寬預留的成功率。 

3.2.1 問題描述 
  假設 A主機要與 E主機做雙向通訊，其路徑
上所經過的主機為 B,C,D，而 E主機正在使用時槽
(1)做接收時槽(2)做傳送的動作。由[5]的方法 A主
機可得知 B,C 主機的時槽使用狀況，由於此三個
主機的時槽皆未使用，所以 A 主機可以選擇任意
一個時槽用來傳送封包給 B 主機，一個時槽用來
接收 B主機送來的封包。我們假設 A主機選擇時
槽(1)傳送，時槽(2)為接收，如圖 3.5(a)所示，如此
一來，C,D主機之間就無法使用時槽(1,2)來傳送封
包。假若 A主機知道 E主機的時槽使用狀況，則
能夠避免此問題，而使用時槽(1)接收，時槽(2)傳
送，C,D主機彼此之間也就能夠使用時槽(1,2)來傳
送封包，如圖 3.5(b)。 

RS RSA

654321 654321

SR SRB

C

D

SR SRE
(a)

SR SRA

654321 654321

RS RSB

RS RSC

SR SRD

SR SRE
(b)  

圖 3.5：two hop和 four hop 
 
3.2.2 演算法 
  在此方法中，鄰近主機的時槽使用狀況收集方

式跟[5]是一樣的，只是將原來的兩個 hop 增加至
四個 hop，而在時槽的選擇，若有上述狀況則優先
選之，主要目的是增加網路可用頻寬。 

四、模擬評估 
  本節我們以模實驗擬方式，評估我們方法的頻

寬預留成功率，並與其他方法做比較。其他方法有

Tseng and Shih[5] 的 方 法 和 將 Lin[8] 中 由
CDMA-over-TDMA改成純 TDMA的方式。 
我們的模擬環境如下： 

n 模擬區域：1000m x 1000m 
n 主機個數：30台，隨機分部於模擬區域內 
n 傳輸範圍：300m 
n TDMA frame：16 slots 
n 連線需求產生率(traffic load)：以 poisson方式 

產生，mean rate為 1/12000 ~ 1/500 per ms，
每一個成功的連線將持續 180秒後中斷 

n 頻寬需求：單向通訊頻寬需要 1,2,4個 slots，  
雙向通訊頻寬需求 2,4個 slots 

n 模擬時間：100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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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頻寬預留成功率 
 在此實驗中，我們設定頻寬需求分為單向通

訊 1, 2, 和 4個時槽以及雙向通訊 2,和 4個時槽。
圖 4.1.1~4.1.3 為單向通訊的結果，圖 4.1.4~4.1.5
為雙向通訊的結果，從圖中我們可以發現方法一不

論是在單向還是雙向傳輸中其成功率明顯地比

Tseng and Shih[5]和 bottleneck-link-first[8]的方法
要來得高，而方法二在單向傳輸需求 2和 4個時槽
的時後，其成功率大至上跟方法一差不多，而在其

他連線需求的時候其成功率明顯的比方法一要來

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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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單向通訊時槽數需求１個時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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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單向通訊時槽數需求 2個時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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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單向通訊時槽數需求 4個時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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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雙向通訊時槽數需求 2個時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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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雙向通訊時槽數需求 4個時槽 
 
4.2 時槽資訊訊息 
另 外 ， 為 了 解 決 hidden-terminal 和

expose-terminal的問題，必須收集鄰近主機的時槽
使用狀況，對此我們計算這些方法在整個網路所送

出的時槽資訊訊息數，結果如圖 4.2.1所顯示，方
法一只需收集鄰近一個 hop 主機的時槽使用狀
況，所送出的訊息數與網路主機數一樣，與其他方

法比較起來，所需送出的訊息數為最少。而方法二

則收集鄰近四個 hop內主機的時槽使用狀況，所以
數量是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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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收集鄰居資訊所需訊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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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路徑找尋封包的大小 
在我們和 Tseng and Shih[5]的方法中，為了提

供時槽選擇所需的資訊，每個主機都必需將其時槽

資訊附加在路徑找尋封包之中，方法不同所附加進

去的資訊大小也不同，因此我們比較方法一和

Tseng and Shih[5]所附加的資料量大小。 
Tseng and Shih[5]的方法為 hop by hop，由上

游主機選擇與下游主機傳輸要用的時槽，而且在

TDMA 頻道模組中時槽的選擇會影響到鄰近兩個
hop之內主機的時槽，所以一個主機所附加進去的
資訊必須讓兩個 hop內的主機獲得，而在他們的方
法中會將每個主機所選擇的時槽附加在封包之

中，因此封包大小會隨著路徑增加。我們的方法一

是由目的端來決定要保留時槽，路徑找尋封包內所

附加進去的主機時槽資訊是隨著路徑而增加，而每

次增加的大小都是固定的。 
我們計算路徑上所有路徑找尋封包中附加的

時槽資訊量，而且分別以頻寬需求 1 個時槽和 4
個時槽來做比較，Tseng and Shih[5]的方法因為附
加上去的資訊為選擇的時槽，所以當頻寬需求越

大，附加的資料也相對增加，而我們的方法是附加

主機在每個時槽所能扮演的角色資訊，因此所附加

的時槽資訊跟頻寬需求並無任何關連，只跟路徑的

長短有關。結果如圖 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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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附加在路徑找尋封包中的時槽資訊大小 
 

五、結論 
  本文中，我們提出了兩個以 TDMA為基礎的
頻寬預留機制。方法一中我們提出了一個由目的端

決定頻寬預留所要使用的時槽機制，透過優先選擇

擁有最少頻寬的 link 中的時槽，提高了頻寬預留
的成功率，並且收集鄰近一個 hop主機的時槽使用
狀態和得知各個主機在每個時槽所能扮演的角

色，解決了 hidden-terminal和 expose-terminal的問
題，也降低收集資訊所需發出的訊息數。方法二中

我們將 Tseng and Shih[5]中的方法由收集兩個 hop
增加為收集四個 hop之內主機的時槽使用資訊，雖
然增加了收集鄰近主機時槽使用狀況所需發的訊

息數，不過在也增加了頻寬預留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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