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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针对无线传感器网络在结构复杂多变的室内环境应用时, 容易出现的传播损耗估计误差较大 、难以结

合环境变化实现自适应路由优化等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自适应加权的室内能量均衡路由 ( Weight coefficient Adaptive

based Indoor Energy load-balanced Routing, WAIER)算法.WAIER将路由建立过程抽象为典型的多属性决策过程,以主客

观综合赋权法和熵权系数法实现权重系数的确定及自适应动态调整, 并结合传播损耗 、节点能量等信息, 选取最优节

点进行数据转发.实验表明WAIER实现了权重的动态自适应, 使数据流量得到合理分配,在室内环境应用时可有效平

衡网络能量消耗,延长网络生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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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used in complex indoor environment, great propagation loss will be caused and dif-

ficult to optimize routing adaptively when environment changed.Based on these problems, we presented a protocol- Weight coeffi-

cient Adaptive based Indoor Energy load-balanced Routing ( WAIER) .WAIER formulate the routing setup process as the typical

multiple attribut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use objective with subjective weight coefficient method and entropy weight coefficient

method to adjust the weight coefficient.Nodes can choose an optimal node to relay the data by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the

weight coefficient, the propagation loss and the energy of its neighbor nodes.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WAIER make weight

coefficient adaptive dynamically, lead to an appropriate allocation of the data.When used in indoor environment, sensor network

could obtain a much more even energy distribution, accordingly the lifetime of the sensor network will be prolo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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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无线传感网络( WS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是当

前在国际上备受关注的 、涉及多学科高度交叉 、知识高

度集成的前沿热点研究领域[ 1, 2] .随着传感器 、嵌入式

计算 、现代网络及无线通信 、分布式信息处理等技术的

快速发展,智能建筑、建筑节能等领域应用需求的日益

突出,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应用领域逐渐从传统的军事 、

危险环境监测等领域向民用领域转变,应用环境由传统

的野外/室外环境扩展到室内应用环境[ 3] .

这些应用环境的转变对无线传感器网络路由算法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仅仅考虑降低本地节点能耗, 实现

局部能耗降低而忽略全局能量消耗的算法[ 4] ,已经无法

满足在实际应用中的需求.近年来,相关领域研究人员

开始针对能量均衡消耗的问题进行优化,在重点考虑能

耗问题的同时降低“hotspot”的出现几率,延长网络生存

时间.文献[ 5] 参考多个能量属性进行决策,并根据各决

策方案属性值的标准差和平均差,建立各属性的权重向

量.文献[ 6]在节点的多个邻居节点中选择几个优选节

点,作为数据转发的备选节点, 以避免固定节点转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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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能量负载过高.文献[ 7] 中提出了利用邻近的低负载

节点来协助承担高负载节点的转发任务, 在微观区域

中均衡节点能耗.文献[ 8] 以 SINK 为中心将监测区域划

分为许多环形区域,分别进行同一环内部和不同环之

间的能量均衡,最终实现全网能量均衡效果.但这些研

究大都针对无障碍或者少障碍的实验环境而开展,难

以适应结构复杂 、环境多变的建筑室内环境,导致算法

效果欠佳.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自适应加权的室内能

量均衡路由(Weight Coefficient Adaptive based Indoor Ener-

gy load-balanced Routing, WAIER) , 算法对节点间通信的

传播损耗 、邻居节点能量状态等属性进行综合衡量,并

结合属性实时变化采用主客观综合赋权法自适应的确

定实时权重系数, 动态选择综合评价属性最高的邻居

节点进行数据转发,建立能量均衡路由.

2　WAIER能量均衡模型

　　在室内环境中,由于人的频繁活动, 使得环境参数

动态变化.现有能量均衡算法中通常采用简单的主观

权重法,使得权重的设定不能随环境参数变化而动态

改变,难以满足室内环境状态多变的特点.针对这一问

题WAIER采用了主客观综合赋权法,加强了主观权重

法的自适应性,也避免了仅使用客观权重法不能突出

不同属性重要性差异的问题,实现权重随属性的动态

变化,增强算法在室内环境的能量均衡效果.并结合多

种能量相关属性的选取,扩展属性集, 将路由建立过程

抽象为典型的多属性优化问题, 建立了多属性能量均

衡模型如式(1) :

max F=λ· ∑
l

k=1

wk·ujk+( 1-λ)· ∑
l

k =1

w′k·ujk

s.t.

∑
l

k=1
wk =1, ∑

l

k =1
w′k =1,

0 ≤wk ≤1, 0 ≤w′k ≤1,

0 ≤λ≤1, ujk ≥0,

l ≥1, l ∈ N,

( 1)

式(1)中 ujk表征各种评价属性, wk 和 w′k 分别为主

观权重和客观权重, λ为主 、客观权重分配比, l 为评价

属性的数量, 2.1-2.4 节将对这些参数的确定进行分

析.

2.1　归一化属性 ujk

节点 Ni ( i=1, 2…n, n 为节点总数)拥有一个自己

的属性矩阵 A(如式( 2) ) ,其行向量代表邻居节点 Nj( j

=1, 2…m, m为节点 i的邻居节点总数 )的不同评价属

性值 Uj=( Uj1 , Uj2 …Ujl ) ;列向量代表同一评价属性在

不同邻居节点中的取值 (如式( 3) ) .属性集可以包括邻

居节点 Nj的剩余能量,能量势等效益型属性,也可以包

括 Ni 到Nj 的数据传输损耗等成本型属性.由于这些评

价属性之间存在不可公度性和矛盾性, 属性量纲与数

量级互不相同[ 10] ,为了消除这种差异对决策结果的影

响,在建立能量均衡模型时,需对属性矩阵进行规范化

处理.

A=

U1

U2



Um

U11 U12 … U1 l

U21 U22 … U2 l

   

Um1 Um2 … Uml

( 2)

A1=

U11

U21



Um1

, A2=

U12

U22



Um2

, …, Al=

U1 l

U2 l



Uml

( 3)

首先,计算得到第 k 项( k =1, 2, … l )属性的最优

解 U＊k 和负最优解 U
＊
k

U＊k =
max ATk , 　k ∈K1　(对于效益型属性)

min ATk , 　k ∈K 2　(对于成本型属性)

 U＊k =
max ATk , 　k ∈K2　(对于成本型属性)

min ATk , 　k ∈K 1　(对于效益型属性)

( 4)

然后,将各种属性向量,按照式 ( 5)进行归一化处

理,从而得到归一化属性矩阵 B :

ujk =
Ujk - U＊k
U＊k - U

＊
k

( 5)

B =

u 11 u 12 … u1 l

u21 u 22 … u2 l

   

um1 um2 … uml

( 6)

矩阵 B 中的各项属性实现了无量纲化,代入优化

模型式( 1)中参与运算,极大的降低了不同属性间存在

差异性带来的误差.

2.2　客观权重 w′k
WAIER采用了主客观综合赋权法, 综合计算各种

属性的主观权重(静态权重) wk 和客观权重(动态权重)

w′k .在多属性决策中,各属性向量的属性值会存在一定

的属性值差异, 差异越小, 说明该属性数值越接近, 对

决策所起的作用越小, 相应的赋予的权重也应该越小,

反之赋予的权重应该越大,这部分仅受属性值影响的

权重,本文称为客观权重.针对这种属性值差异,WAIER

算法采用熵权系数法衡量属性值的差异程度, 确定客

观权重大小,并结合属性值在系统运行过程中的变化,

实现客观权重的动态自适应.

熵值[ 11] E 是系统不确定性的一种量度,其定义为

E=-∑
m

j=1
pjlogpj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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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熵值 E具有极值性, 当系统处于各种状态概

率为等概率 pj =
1
m
时,熵值 E得到最大值,即

E( p1, p2 , …, pm) ≤E(
1
m
,
1
m
, …,

1
m
) =log( m) =Emax

( 8)

由熵的极值性可知, 当一个属性值在不同方案上

的取值越接近,其熵值越大.反之,属性 k 的熵Ek 越大,

说明该属性在各方案上的取值越接近,这些属性值与

该属性的最优值间的差异程度也就越小, 即越接近最

优值.利用熵的这一特性,将矩阵 B中的属性值经过式

(9)计算,得到邻居节点 Nj中属性 k 的概率pkj

pkj =
ujk

∑
m

j=1

ujk

( 9)

将式(9)代入式( 7),可得到属性 k 的熵值 Ek

E k=- ∑
m

j=1

ujk

∑
m

j=1

ujk
log

ujk

∑
m

j=1

ujk
( 10)

当 ujk =0时,则

ujk

∑
m

j=1
ujk

log
ujk

∑
m

j=1
ujk
=0 ( 11)

然后对 Ek 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相对熵 ek :

ek=
Ek

Emax
k

( 12)

将式(8)代入式( 12)

ek =
Ek

log( m)
( 13)

再通过式(14)将各属性的相对熵进行处理,即可得

到客观权重 w′k

w′k =
1 -ek

l -∑
l

k=1

ek

( 14)

式(14)满足 0≤w′k ≤1, ∑
l

k =1

w′k =1

2.3　主观权重 wk

在进行多属性决策时,决策者通常对不同的属性

有着不同的重视程度, 将这些不同的重视程度用数学

方式表示出来可以形成一个集合 w =( w1 , w2, ……,

wl) , ∑
l

k =1

wk =1.这个集合本文称其为主观权重集,各属

性对应的权重称为对应属性的主观权重.当出现 w =

(0, 0, ……wk =1, ……, 0)时,主观权重部分变为针对属

性 k的单属性决策.

2.4　主 、客观权重分配比λ
式( 1)中的分配比 λ可以看做是针对主观权重和

客观权重之间的权重系数, 他反映的是决策者在主观

权重与客观权重之间的偏好程度.λ=1 时, 式( 1)将完

全以决策者偏好为基础, 成为主观权重路由,称该路由

算法为WAIER-1;λ=0时,式( 1)将仅以各属性的熵作

为基础,优化权重系数, 实现自适应的选取转发节点,

成为客观权重路由.

3　WAIER评价属性的选择

　　在大多数节能路由算法研究中,都以传输能量消

耗作为制定策略的评价属性, 部分算法也引入了节点

当前能量状态使得评价属性更加全面[ 12, 13] ,但这两种

属性都只能反映一跳范围内的节点状态.WAIER在此

基础上引入了邻居节点能量信号衰减势和邻居节点能

量势以扩展属性集,实现对两跳范围节点状态的预测,

通过两跳邻居信息和多种属性参与路由建立, 增强路

由算法的性能[ 14] .

WAIER选择了节点信号衰减度 R 、邻居节点信号

衰减势  R 、节点当前能量 E 和邻居节点能量势 E, 作为

评价属性,参与多属性决策.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假设:

( 1)4种属性是相互效用独立的;( 2) 4 种属性的边际效

用都是线性的, 并且边际效用随 R 、 R 增加而减少, 随

E 、 E 的增加而增加.

定义1　节点信号衰减度 R, R代表的是当节点Ni

向邻居节点 Nj 发送数据时, 发送信号的输出功率 Pint

与信号接收功率 Pr 之间的差值,表示为 R=Pint -Pr.

其中 Pr可由接收信号强度 RSSI计算得到[ 15] , R 为成

本型属性.在建筑室内环境当中, 由于存在大量软 、硬

分隔以及环境状态变化, 室内传播损耗模型难以搭建,

导致常规实验环境中用于衡量节点间数据传播损耗的

节点距离参数
[ 16]
难以实现准确衡量.因此,本文以信号

衰减度 R替代传统算法中的节点距离参数.R 无需以

室内传播损耗模型为基础,避开了室内复杂环境中路

径损耗指数多变 、难以准确估计等问题,以信号衰减度

直接对应能量消耗,更适用于室内应用.但同时 R 的获

取也受到 RSSI在室内环境不稳定的影响,会出现较为

明显的抖动现象.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使用笔者前期研

究中提出的 AIRE算法[ 17] 进行滤波以及结合环境变动

的自适应处理.

AIRE算法对每次通信时获取的 RSSI 值进行处理

后,可以获得一个准确的 RSSI估计值,并且在环境变化

(门窗开关 、家具位移等)造成 RSSI跃变后也能够实现

快速收敛 、准确估计.使得 R具备了数据稳定可靠与自

适应室内环境变化的能力,可以准确反映室内数据传

输的能量消耗.

定义2　邻居节点信号衰减势  R,  R 代表邻居节点
Nj 与其所有邻居(不包括节点 Ni )节点通信的信号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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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均值. R为成本型属性.邻居节点信号衰减势  R 反映

该邻居节点所在区域进行数据通信的平均能耗状况. R

越高反映该邻居节点进行数据传输时能量消耗越大,

反之则进行数据传输时能量消耗越小.因此节点在选

择转发节点时应更趋向于选择  R 更低的节点.

定义 3　节点当前能量 E, E 代表节点的剩余能

量.E为效益型属性.E 越大代表节点剩余能量越多,

反之则能量越少.基于能量均衡的策略, 节点在选择转

发节点时应更趋向于选择 E更高的节点.

定义 4　邻居节点能量势  E,  E 代表邻居节点 Nj

的所有邻居节点的当前能量平均值. E为效益型属性.

邻居节点能量势  E 反映该节点所在区域能量的平

均分布状况. E 越高反映该邻居节点所在区域剩余能

量较大,反之则剩余能量较小.因此节点在选择转发节

点时应更趋向于选择  E 更高的节点.在本文的研究中

将以 R 、 R 、E 、 E 这 4种属性作为路由选择的依据.其

中, R和 E为节点的一跳环境属性,  R 和 E 为节点的两

跳环境属性.针对不同应用环境 、使用者偏好可以对以

上属性进行增减,搭建更加有针对性的属性集.

4　算法实现

　　结合前面提出的能量均衡模型和属性选择策略,

即可实现WAIER,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 1　由 SINK节点发起一次全网初始化广播,

节点 Ni 收到 SINK 的信号后获取 RSSIiniti , 以判断其与

SINK间的通信损耗.广播信号中还将附加根据使用者

偏好确定的主观权重 w =( wR , w R , wE , w E )和权重分配

比 λ.当邻居节点 RSSI
init
j ≥RSSI

init
i 时称为节点 Ni 的“前

向邻居节点” .

步骤 2　所有节点在自己通信范围内广播本节点

RSSI init,并接收其他节点信息,判断自己的前向邻居节

点.将前向节点加入自己的前向邻居节点集合.

步骤 3　完成全网初始化后,节点如需发送数据,

则利用式( 1)进行多属性决策, 在前向邻居节点集合中

选取最优的转发节点.数据包发送前先发送一个控制

包,包中携带该节点的 P int 、 R 、E 、 E ( R 、 E 初始值为 0)

以及转发节点 ID,在通知转发节点准备接收数据的同

时使其他邻居节点实现参数更新.

步骤 4　当节点侦听到控制包后, 记录下 Pint 、 R 、

E 、 E 数值,并计算出对应的 R.实现归一化属性矩阵 B

的属性数据和本节点参数的更新.

步骤 5　结合归一化属性矩阵 B 的更新数据,利

用式( 10) 、( 13) 、( 14) ,实现客观权重 w′=( w′R , w
′
 R , w

′
E,

w′ E )的更新.如果控制包的转发节点为本节点,则等待

接收数据包,然后转到步骤 6;否则返回步骤 3.

步骤 6　节点融合所有需要转发的数据, 并在自
己的前向邻居节点集合中排除已经转发过该数据的所

有节点,然后利用式( 1)进行多属性决策, 选取最优的

转发节点,转发数据.并将本节点 ID加入该数据的已

转发节点集合.返回步骤 3.

5　实验分析

　　本节将对WAIER算法进行实验分析,并与选择最

小传播损耗邻居为转发节点的MTE算法(传播损耗的

计算同样是以 AIRE算法为基础) 、以及λ=1 时的主观

权重算法( WAIER-1)进行效果对比.实验利用硬件节点

(射频芯片为 CC1100)在实验室所在楼层中进行,节点

分布情况和硬件节点如图 1:

根据经验设置实验参数如表 1

表 1　实验相关参数表

实验参数 参数取值

节点数 50个

数据包长度 150bytes

控制包长度 50bytes

区域面积 约 1056平米( X＊Y=32＊33)

节点最大传输距离 约 19米( LOS )

数据传输频率 每隔 1s节点以 20%概率向 SINK节点发送数据

实验次数 各算法分别测试 10次

λ 0.4

W1( R) 0.35

W2( R ) 0.15

W3( E) 0.35

W4( E ) 0.15

α(AIRE) 10

β(AIRE) 50

θ(AIRE) 0.5

　　图 2 ～ 4分别为WAIER、MTE 、WAIER-1算法某次实

验经过 1小时运行后的能量分布状态,表 2 为实验数

据.由于WAIER改进了节点选择转发节点的机制,通过

动态的评价前向邻居节点通信损耗 、能量状况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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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数据转发过程可自适应选择最优的转发节点, 让数

据流由更多的节点共同分担,降低网络能耗的同时使

能耗得以均衡消耗.使得算法剩余能量分布更为均匀,

且总的剩余能量也较多.而MTE仅以能耗作为评判指

标,降低本节点能耗, 导致过多使用楼道中的节点作为

转发节点,无法顾及全网能耗均衡.使得MTE虽然剩余

能量略多于WAIER,但是能量分布很不均衡.WAIER-1

采用主观权重,使得网络参数变化时, 权重却是固定不

变,不能实现权重的自适应优化,导致剩余能量的均衡

性有所下降.使得WAIER-1 剩余能量与WAIER较为接

近,但能量分布的均衡程度低于WAIER.

表 2　实验数据结果

实验算法 剩余能量相对熵 剩余能量均值( %)

WAIER 0.9984 77.12

MTE 0.9723 79.26

WAIER-1 0.9965 76.24

　　图 5 所示为实验的生存时间 (第一个节点死亡时

间)对比,MTE虽然每次都选择能耗最小的节点转发数

据,但忽略被转发节点当前能量等状态, 形成热点区

域,使得部分节点转发数据过多,快速死亡.WAIER-1
由于均衡性稍差, 使其生存时间也略低于 WAIER.

WAIER生存时间更长, 是MTE的 1.93 倍, 是 WAIER-1

的 1.15倍.
通过对实验数据的分析可发现WAIER 以 RSSI数值

代替实际距离,避开了室内环境难以建立能耗模型的问

题,更为直观准确的评估室内节点间的通信消耗, 确保

选择转发节点时能够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保证算法效

果;WAIER 以多种属性评估最优转发节点,使降低能耗
和能耗均衡得以同时保障;以熵为基础调整各属性的客

观权重,使权重可根据环境 、网络参数的变化实现自适
应,适用于环境参数变化相对频繁的室内应用.

6　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了无线传感器网络在室内环境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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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均衡及算法自适应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自适应

加权的室内能量均衡路由———WAIER.算法将路由建立

过程抽象为多属性决策过程,以熵为基础构建出自适

应的权重优化算法,然后结合 4 种本地评价属性,实现

综合评价,选出最优转发节点.WAIER可根据参数的实

时变化, 搭建合理的数据转发通道, 通过实验发现

WAIER能够比MTE和 WAIER-1 更好的实现能耗均衡,

延长网络生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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