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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移动网络的结构稳定算法研究

摘要
本文提出了在有限的感知范围内，

提高二维空间中移动网络的拓扑鲁棒性
和连接鲁棒性的方法．由于移动基站和
网络用户的动态不同步，控制策略被假
定为异步的．在基于封闭区域重新定义
连接的基础上，导出了保持当前网络拓
扑的条件，并设计了两种方法来保证在
提高拓扑和连接鲁棒性的过程中满足该
条件．然后，设计了一种组合方法，给出
了网络拓扑保持完整的充分条件．最后，
通过数值算例验证了所提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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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移动网络满足多个用户的数据需求，一定数量的移动基站可以
按需为移动的用户提供民用和军用的服务［１⁃２］ ．移动基站通常具有有
限的通信范围，这使得网络拓扑变得时变［３］ ．移动基站和数据用户的

动态存在不确定性．基站和用户之间的连接可能会改变，并且网络拓

扑容易受到干扰［１，３⁃７］ ．服务质量（ＱｏＳ）取决于网络拓扑结构的健壮性．
提高移动网络服务质量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文献［８⁃１１］中的一些研究

成果．
节点的移动性给网络服务带来了许多挑战．移动基站改变网络拓

扑结构，对网络服务造成潜在损害［３⁃４］ ．数据路由需要根据网络拓扑结
构的变化进行调整，以达到最小的开销和能量效率［９］，但由于网络拓

扑结构的时变性而导致的消息丢失和延迟，使得任何节点都很难获

得动态网络拓扑结构的可靠知识［８］ ．节点之间的协调是可取的，并用
于调节数据流和认证［１１］ ．为了解决数据路由问题，许多研究者将网络
节点看作智能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１０］ ．这些方法的优点在于它可以

以较低的成本提高网络的鲁棒性和灵活性．
本文从编队的角度出发，研究了提高网络拓扑鲁棒性的运动控

制策略，目标是达到一个特定的网络拓扑，而不是一个特定的位置．相
对距离和方位通常假定至少部分已知［５⁃７，１２⁃１３］ ．势函数［１２，１４⁃１５］可用于处

理软边界，这需要修改硬边界，例如避免碰撞．
弹性编队控制策略［１６］在网络节点出现故障和故障时很有用，但

它们的重点不是网络拓扑．图刚性也是一样，它用于调节代理之间的

距离［１７］，如果达到特定的距离，则需要形成队形．
本文的主要工作概括如下：
１）针对具有一阶特性的基站和动态的网络连接，基于有限通信

范围和封闭区域重新定义基站，并为其设计了一种主动分布式控

制器；
２）针对具有一阶特性的数据用户，设计了一种被动分布式控制

器，以提高用户与网络连接的鲁棒性；
３）提出了一种结合了主动和被动控制器优点的组合分布式控

制器．

１　 系统描述和准备工作

考虑二维空间中的一组移动基站和一组网络用户：　 　 　 　



　 　 ｘｉ（ｋ ＋ １） ＝ ｘｉ（ｋ） ＋ ｕｉ（ｋ） ＋ ε ｉ（ｋ）， （１）
ｚｌ（ｋ ＋ １） ＝ ｚｌ（ｋ） ＋ ｖｌ（ｋ） ＋ ω ｌ（ｋ）， （２）

其中，在二维空间中， ｘｉ（ｋ） ∈Ｒ２ 是移动基站在 ｋ时
刻的位置；ｚｌ（ｋ） ∈ Ｒ２ 是移动网络用户在二维空间

中 ｋ 时刻的位置；ｕｉ（ｋ） ∈ Ｒ２ 和 ｖｌ（ｋ） 是控制输入；
ε ｉ（ｋ） ∈ Ｒ２ 和ω ｌ（ｋ） ∈ Ｒ２ 是干扰输入．干扰输入未

知，满足：
‖ε ｉ（ｋ）‖ ≤ ε －，‖ω ｌ（ｋ）‖ ≤ ω －， （３）

其中， ε － 和 ω － 是已知常数．
移动底座 ｘ１（ｋ），ｘ２（ｋ），… 具有有限的通信范

围 Ｒ１，Ｒ２，…．我们将从单个基站的角度讨论移动基

站之间的联网．如果‖ｘｉ（ｋ） － ｘ ｊ（ｋ）‖≤ Ｒ１，则移动

基站 ｘｉ（ｋ） 可以通过建立定向通信信道连接到基站

ｘ ｊ（ｋ），以接收来自基站 ｘ ｊ（ｋ） 的数据． 基于基站

ｘｉ（ｋ） 的有限通信范围 Ｒ ｉ，我们将 ２Ｄ 空间分成两个

子空间：包含位于通信范围内的点的合集的子空间

Ｅ（ｋ），包含范围之外的点的合集的子空间 Ｅ － （ｋ） ．基
于 ｘ ｊ（ｋ） 的通信范围 Ｒ ｊ，进一步的空间分割将 Ｅ（ｋ）
和 Ｅ － （ｋ）变成更多的子空间．ｎ个移动基站有 ｎ次空

间分割．
从第 ２次分割到第 ｎ次，衍生的子空间可用来定

义基站 ｘｉ（ｋ）到 ｘｉ（ｋ）以外的基站的连接．其他的 ｎ －
１次分割可以定义从其他基站到基站 ｘｉ（ｋ） 的连接．
除了第 ２次分割，给定 ｘ ｊ（ｋ）和 Ｒ ｉ，第 ｎ ＋ １次分割将

衍生子空间转化为更多子空间．进行 ２ｎ － １ 次分割

后，子空间可完全定义移动基站间的有向连接．图 １
给出了 ３个移动基座 ｘ１，ｘ２，ｘ３ 的示例．通信范围分别

为 Ｒ１，Ｒ２ 和 Ｒ３（Ｒ２ ＜ Ｒ１ ＜ Ｒ３） ．可以看出，从基站 ｘ１
的角度分割空间后，包含这 ３ 个基站的子空间分别

被着色．
类似的，网络用户与移动基站的连接也可以通过

子空间重新定义．假设一个网络用户（坐标 ｚｌ（ｋ） ∈
Ｒ２） 连接到一个移动基站 ｘｉ（ｋ）， 则 ‖ｘｉ（ｋ） －
ｚｌ（ｋ）‖≤ Ｒ ｉ ．因此，给定 Ｒ ｉ，２Ｄ空间被分成两个子空

间．ｎ 个基站共有 ｎ 次分割．图 ２中给出了一个网络用

户 ｚ１ 和移动基站 ｘ１，ｘ２ 和 ｘ３ 的示例．
我们使用子空间来重新定义移动基站和网络用

户的连接．可见，只要移动基站或网络用户停留在其

驻留子空间内，其连接就不会改变．另一方面，对于

移动基站之间，如果所有移动基站的连接没有改变，
网络拓扑也不会改变．这两种情况下的子空间都由

不同中心圆的弧包围．因此，我们使用弧包围的封闭

区域来表示子空间：

图 １　 三个移动基站 ｘ１，ｘ２，ｘ３ 的子空间

Ｆｉｇ １　 Ｃｏｌｏｒｅｄ ｓｐａ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ｂａｓｅｓ ｘ１，ｘ２，ｘ３

图 ２　 网络用户 ｚ１ 所在子空间

Ｆｉｇ ２　 Ｃｏｌｏｒｅｄ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 ｕｓｅｒ ｚ１

Ｅ ＝ ｛ｅ１，ｅ２，ｅ３，…｝，
式中，ｅｔ 是一个弧，Ｅ是由弧 ｅ１，ｅ２，ｅ３，…包围的区域．

为了使移动基站和网络用户保持连接不变，它
们必须留在自己驻留的封闭区域内．为此，我们需要

定义点到圆弧的距离：
ｇｉ（ｋ） ＝ λ（ｅｔ，ｘｉ（ｋ）），　 ｈｌ（ｋ） ＝ λ（ｅｔ，ｚｌ（ｋ）），

其中，ｇｉ（ｋ） 是移动基点 ｘｉ（ｋ） 与圆弧上的点之间的

最短距离；ｈｌ（ｋ） 是网络用户 ｚｌ（ｋ） 与圆弧 ｅｔ 上的点

之间的最短距离．然后，我们定义驻留在封闭区域中

的点的逃逸距离：
ｇ －
ｉ （ｋ） ＝ λ（Ｅ，ｘｉ（ｋ）） ＝ φｍｉｎ λ（ｅｔ，ｘｉ（ｋ）），ｅｔ ∈ Ｅ；

ｈ －
ｌ （ｋ） ＝ λ（Ｆ，ｚｌ（ｋ）） ＝ κ ｍｉｎ λ（ ｆ ｔ，ｚｌ（ｋ）），ｆｔ ∈ Ｆ，

其中 Ｅ和 Ｆ是封闭区域．如果 ｘｉ（ｋ）在 Ｅ内，则为 φ ＝
１；如果 ｘｉ（ｋ）在Ｅ外，则为φ ＝－ １；如果 ｘｉ（ｋ）在Ｆ之

内，则为 κ ＝ １；如果 ｚｌ（ｋ） 在 Ｆ 的范围外，则为 κ ＝
－ １；移动基站 ｘｉ（ｋ） 在 Ｅ 中的逃逸距离是 ｇ －

ｉ （ｋ），移
动基 ｚｌ（ｋ） 在 Ｆ 中的逃逸距离是 ｈ －

ｌ （ｋ） ． 逃逸距离

ｇ －
ｉ （ｋ） 和 ｈ －

ｌ （ｋ） 可用于测量驻留封闭区域的连接鲁

棒性．因此，对于封闭区域 Ｅ 内的移动基站 ｘｉ（ｋ） 和

封闭区域 Ｆ 内的网络用户 ｚｌ（ｋ），为了保持它们的连

接，我们应该有：
ｇ －
ｉ （ｋ） ＞ ０，ｈ －

ｌ （ｋ） ＞ ０，ｇ － （ｋ） ＝ ｍｉｎ ｇ －
ｉ （ｋ），

ｈ －（ｋ） ＝ ｍｉｎ ｈ －
ｌ （ｋ） ．

网络拓扑依赖于移动基站的连接．它们的连接

由逃逸距离 ｇ －
ｉ （ｋ） 决定，整个网络拓扑的鲁棒性取

决于 ｇ － （ｋ） ．为了提高拓扑的鲁棒性，理想状态下，我

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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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需要有非递减的 ｇ － （ｋ） ．同样，ｈ －
ｌ （ｋ） 被用来测量

网络用户 ｚｌ 的连接健壮性．理想状态下，为了提高网

络用户的连接鲁棒性，需要有非递减 ｈ －（ｋ） ．

２　 主要结论

２ １　 主动排斥

在本节中，我们将介绍一种控制设计，使移动基

站和网络用户能够主动地提高整体拓扑健壮性和自

身的连接健壮性，移动基站和网络用户可以积极提

高其对网络的连接鲁棒性．提高移动基站的连接鲁

棒性，也能提高网络拓扑的鲁棒性．系统是分布式

的，我们的方法是从单个移动基站和网络用户的角

度出发．假设移动基站 ｘｉ（ｋ） 位于封闭区域 Ｅ 内，网
络用户 ｚｌ（ｋ） 驻留在封闭区域 Ｆ 内．
ｇ －
ｉ （ｋ） ＝ λ（Ｅ，ｘｉ（ｋ）） ＞ ０，ｈ －

ｌ （ｋ）＝ λ（Ｆ，ｚｌ（ｋ）） ＞ ０．
假设圆弧 ｅｉ ∈ Ｅ，圆弧 ｆ ｌ∈ Ｆ，且
λ（ｅｉ，ｘｉ（ｋ）） ＝ ｍｉｎ λ（ｅｔ，ｘｉ（ｋ）），
λ（ ｆ ｌ，ｚｌ（ｋ）） ＝ ｍｉｎ λ（ ｆ ｔ，ｚｌ（ｋ）），

这意味着在属于 Ｅ（或 Ｆ） 的所有弧中，ｅｉ（或 ｆ ｌ） 是

最靠近 ｘｉ（ｋ）（或 ｚｌ（ｋ））的．在弧 ｅｉ 上的所有点中，发
现点 ｐｉ（ｋ）最接近于 ｘｉ（ｋ）；在弧 ｆ ｌ上，我们找到最接

近 ｚｌ（ｋ） 的 ｑｌ（ｋ） 点．我们有：
ｇ －
ｉ （ｋ） ＝ ‖ｐｉ（ｋ） － ｘｉ（ｋ）‖，

ｈ －
ｌ （ｋ） ＝ ‖ｑｌ（ｋ） － ｚｌ（ｋ）‖． （４）

基于（１）和（２），控制器设计如下：
ｕｉ（ｋ） ＝ τ ｉ（ｋ）（ｘｉ（ｋ） － ｐｉ（ｋ）） ／‖ｘｉ（ｋ） － ｐｉ（ｋ）‖，

（５）
ｖｌ（ｋ） ＝ ζ ｌ（ｋ）（ｚｌ（ｋ） － ｑｌ（ｋ）） ／‖ｚｌ（ｋ） － ｑｌ（ｋ）‖，

（６）
其中 τ ｉ（ｋ） 和 ζ ｌ（ｋ） 分别是移动基站和网络用户的

采样周期．
定理 １　 一组移动基 ｘｉ（ｋ），ｉ ＝ １，２，…按照（１）

和（５）运动以提高拓扑健壮性．给定 ｇ － （０） ＞ ε －，如
果 ｇ －

ｉ （ｋ） ＜ ｇ －
ｊ （ｋ）和 τ ｉ（ｋ） ≥３ε

－ ＋ τ ｊ（ｋ），ｇ
－ （ｋ）将

逐渐增加到一个区间，其中‖ｐｉ（ｋ） － ｘ ｊ（ｋ）‖ ＝ Ｒ ｊ ．
证明 　 根据式（３） 和（５），我们有：
‖ｕｉ（ｋ） ＋ ε ｉ（ｋ）‖ ≥ τ ｉ（ｋ） － ε －，

其中，当‖ｕｉ（ｋ） ＋ ε ｉ（ｋ）‖取最小值时，等号（ ＝）成
立．我们可有：

‖ｐｉ（ｋ） － ｘｉ（ｋ ＋ １）‖ － ‖ｐｉ（ｋ） － ｘｉ（ｋ）‖ ≥
　 　 τ ｉ（ｋ） － ε －， （７）

假设 ｐｉ（ｋ） 和 ｐｉ（ｋ － １） 在移动基站 ｘ ｊ（ｋ） 的通信范

围边界处．由于向量 ｕ ｊ（ｋ），ε ｉ（ｋ） 和 ε ｊ（ｋ） 能够决定

ｐｉ（ｋ），我们可得：
‖ｐｉ（ｋ） － ｐｉ（ｋ － １）‖ ≤‖ｕ ｊ（ｋ）‖ ＋

‖ε ｉ（ｋ）‖ ＋ ‖ε ｊ（ｋ）‖ ＝ τ ｊ（ｋ） ＋ ２ε － ． （８）
假设 ｇｉ（ｋ） ＝ ｇ － （ｋ） ．根据（７） 和（８），我们可得：

ｇ －
ｉ （ｋ） － ｇ －

ｉ （ｋ － １） ＝ ‖ｐｉ（ｋ） － ｘｉ（ｋ）‖ －
　 　 ‖ｐｉ（ｋ － １） － ｘｉ（ｋ － １）‖ ＝
　 　 ‖ｐｉ（ｋ） － ｐｉ（ｋ － １） ＋ ｐｉ（ｋ － １） － ｘｉ（ｋ）‖ －
　 　 ‖ｐｉ（ｋ － １） － ｘｉ（ｋ － １）‖≥（‖ｐｉ（ｋ － １） －
　 　 ｘｉ（ｋ）‖ － ‖ｐｉ（ｋ － １） － ｘｉ（ｋ － １）‖） －
　 　 ‖ｐｉ（ｋ） － ｐｉ（ｋ － １）‖ ≥
　 　 τ ｉ（ｋ） － ε － － τ ｊ（ｋ） － ２ε －≥ ０．
假设 ｐｉ（ｋ） 和 ｐｉ（ｋ － １） 在不同移动基站的范围

边界上．这意味着逃逸距离开始在来自不同移动基

座的弧之间切换，ｇ － （ｋ） 将在最小值和次小值之间

振荡．
定理 ２　 一组网络用户 ｚｌ（ｋ），ｌ ＝ １，２，… 按照

（２） 和（６） 运动以提高连接的健壮性，移动基站静

止．给定 ｈ －（０） ＞ ω －，如果 ｈ －
ｌ （ｋ） ＝ ｈ

－（ｋ）和 ζ ｌ（ｋ） ≥
２ω －，ｈ －（ｋ） 将逐渐增加并收敛到一个区间．

证明 　 由（３） 和（６），我们可得：
‖ｖｌ（ｋ） ＋ ω ｌ（ｋ）‖ ≥ ζ ｌ（ｋ） － ω －，

其中当‖ｖｌ（ｋ） ＋ ω ｌ（ｋ）‖取最小值时，等号（ ＝） 成

立．则我们有：
‖ｑｌ（ｋ） － ｚｌ（ｋ ＋ １）‖ － ‖ｑｌ（ｋ） － ｚｌ（ｋ）‖ ≥
　 　 ζ ｌ（ｋ） － ω － ． （９）
假设 ｑｌ（ｋ） 和 ｑｌ（ｋ － １） 在同一移动基站的通信

范围边界处．由于向量 ω ｌ（ｋ） 决定 ｑｌ（ｋ），我们可有，
‖ｑｌ（ｋ） － ｑｌ（ｋ － １）‖≤‖ωｌ（ｋ）‖ ＝ ω － ．

（１０）
假设 ｈｌ（ｋ） ＝ ｈ － （ｋ） ． 根据 （９） 和 （１０）， 我们

可得：
ｈ －（ｋ） － ｈ －（ｋ － １） ＝ ‖ｑｌ（ｋ） － ｚｌ（ｋ）‖ －
　 　 ‖ｑｌ（ｋ － １） － ｚｌ（ｋ － １）‖ ＝
　 　 ‖ｑｌ（ｋ） － ｑｌ（ｋ － １） ＋ ｑｌ（ｋ － １） － ｚｌ（ｋ）‖ －
　 　 ‖ｑｌ（ｋ － １） － ｚｌ（ｋ － １）‖ ≥
　 　 （‖ｑｌ（ｋ － １） － ｚｌ（ｋ）‖ － ‖ｑｌ（ｋ － １） －
　 　 ｚｌ（ｋ － １）‖） － ‖ｑｌ（ｋ） － ｑｌ（ｋ － １）‖ ≥
　 　 ζ ｌ（ｋ） － ω － － ω － ＞ ０．
假设 ｑｌ（ｋ） 和 ｑｌ（ｋ － １） 在不同移动基站的范围

边界上．这意味着逃逸距离开始在来自不同移动基

座的弧之间切换，ｈ －（ｋ） 将在最小值和次小值之间

振荡．
注 １　 定理 １提出了一组移动基站的边界条件，

４２３
于洪君．一种移动网络的结构稳定算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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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获得更健壮的网络拓扑．这样的条件可以保证所

有基站的逃逸距离都不会减少．定理 ２ 在基站不可

移动的假设下，给出了一组网络用户实现更健壮连

接的边界条件．

２ ２　 被动排斥

在本节中，我们将介绍一种控制设计，使移动基

站能够被动地增加其他移动基站和用户的拓扑健壮

性和连接健壮性．设计从个人基础和用户的角度进

行分析．基于（３），控制器设计如下：
ｕ ｊ（ｋ） ＝ － τ ｊ（ｋ） （ｘｉ（ｋ） － ｐｉ（ｋ）） ／‖ｘｉ（ｋ） － ｐｉ（ｋ）‖，

（１１）
ｕ ｊ（ｋ） ＝ － τ ｊ（ｋ） （ｚｌ（ｋ） － ｑｌ（ｋ）） ／‖ｚｌ（ｋ） － ｑｌ（ｋ）‖，

（１２）
其中 τ ｊ（ｋ） 是移动基站和用户的采样周期．由（１１） 可

得，‖ｘｊ（ｋ） － ｐｉ（ｋ）‖ ＝ Ｒｊ，由（１２） 可得，‖ｘｊ（ｋ） －
ｑｌ（ｋ）‖ ＝ Ｒ ｊ ．

定理 ３　 一组移动基站 ｘｉ（ｋ），ｉ ＝ １，２，… 按照

（１）和（１１）运动以提高网络稳定．给定 ｇ －（０） ＞ ε －，
并且在 ｇ －

ｉ （ｋ） ＜ ｇ －
ｊ （ｋ）和 τ ｊ（ｋ） ≥３ε

－ ＋ τ ｉ（ｋ）的情

况下，ｇ － （ｋ） 将一致递增收敛到某个区间， 其中

‖ｐｉ（ｋ） － ｘ ｊ（ｋ）‖ ＝ Ｒ ｊ ．
证明 　 由（３） 和（１１） 我们可得：
‖ｕ ｊ（ｋ） ＋ ε ｊ（ｋ）‖ ≥ τ ｊ（ｋ） － ε －，

当‖ｕ ｊ（ｋ） ＋ ε ｊ（ｋ）‖取最小值时，等号（ ＝） 成立．则
我们有：

‖ｐｉ（ｋ） － ｘｉ（ｋ ＋ １）‖ － ‖ｐｉ（ｋ） － ｘｉ（ｋ）‖ ≥
　 　 τ ｊ（ｋ） － ε － ． （１３）
假设 ｐｉ（ｋ） 和 ｐｉ（ｋ － １） 在移动基站 ｘ ｊ（ｋ） 的通

信范围边界处．已知向量 ｕｉ（ｋ），ε ｉ（ｋ） 和 ε ｊ（ｋ） 能够

决定 ｐｉ（ｋ），我们可有：
‖ｐｉ（ｋ） － ｐｉ（ｋ － １）‖ ≤‖ｕｉ（ｋ）‖ ＋

‖ε ｉ（ｋ）‖ ＋ ‖ε ｊ（ｋ）‖ ＝ τ ｉ（ｋ） ＋ ２ε － ． （１４）
假设 ｇｉ（ｋ） ＝ ｇ － （ｋ），则根据（１３） 和（１４），我们

可以得到：
ｇ －
ｉ （ｋ） － ｇ －

ｉ （ｋ － １） ＝ ‖ｐｉ（ｋ） － ｘｉ（ｋ）‖ －
　 　 ‖ｐｉ（ｋ － １） － ｘｉ（ｋ － １）‖ ＝
　 　 ‖ｐｉ（ｋ） － ｘｉ（ｋ － １） ＋ ｘｉ（ｋ － １） － ｘｉ（ｋ）‖ －
　 　 ‖ｐｉ（ｋ － １） － ｘｉ（ｋ － １）‖ ≥
　 　 （‖ｐｉ（ｋ） － ｘｉ（ｋ － １）‖ － ‖ｐｉ（ｋ － １） －
　 　 ｘｉ（ｋ － １）‖） － ‖ｘｉ（ｋ － １） － ｘｉ（ｋ）‖ ≥
　 　 τ ｊ（ｋ） － ε － － τ ｉ（ｋ） － ２ε － ＞ ０．
假设 ｐｉ（ｋ）和 ｐｉ（ｋ － １）在不同移动基座的范围

边界上．这意味着逃逸距离开始在来自不同移动基

座的弧之间切换，ｇ － （ｋ） 将在最小值和次小值之间

振荡．
定理 ４　 一组移动基站的用户 ｚｌ（ｋ），ｌ ＝ １，２，…

按照（２） 和（１２） 来提高所处网络位置的稳定性，假
设移动基站是静止的．给定 ｈ －（０） ＞ ω －，在 ｈ －

ｌ （ｋ） ＝
ｈ －（ｋ） 和 τ ｊ（ｋ） ≥ ε －的情况下，ｈ －（ｋ） 将递增收敛到

某个区间．
证明 　 由（３） 和（１２），我们可得：
‖ｕ ｊ（ｋ） ＋ ε ｊ（ｋ）‖ ≥ τ ｊ（ｋ） － ε －，

其中当 ‖ｕ ｊ（ｋ） ＋ ε ｊ（ｋ）‖ 取最小值时等号（ ＝） 成

立，我们可得：
‖ｑｌ（ｋ） － ｚｌ（ｋ ＋ １）‖ － ‖ｑｌ（ｋ） － ｚｌ（ｋ）‖ ≥
　 　 τ ｊ（ｋ） － ε － ． （１５）
假设 ｑｌ（ｋ） 和 ｑｌ（ｋ － １） 处在同一移动基站的通

信范围边界处． 假设网络用户的位置静止， 我们

可有：
‖ｚｌ（ｋ） － ｚｌ（ｋ － １）‖ ＝ ０． （１６）
假设 ｈｌ（ｋ） ＝ ｈ － （ｋ），根据（１５） 和（１６），我们

可得：
ｈ －（ｋ） － ｈ －（ｋ － １） ＝ ‖ｑｌ（ｋ） － ｚｌ（ｋ）‖ －
　 　 ‖ｑｌ（ｋ － １） － ｚｌ（ｋ － １）‖ ＝
　 　 ‖ｑｌ（ｋ） － ｚｌ（ｋ － １） ＋ ｚｌ（ｋ － １） － ｚｌ（ｋ）‖ －
　 　 ‖ｑｌ（ｋ － １） － ｚｌ（ｋ － １）‖ ≥
　 　 （‖ｑｌ（ｋ） － ｚｌ（ｋ － １）‖ － ‖ｑｌ（ｋ － １） －
　 　 ｚｌ（ｋ － １）‖） － ‖ｚｌ（ｋ － １） － ｚｌ（ｋ）‖ ≥
　 　 τ ｊ（ｋ） － ε － － ０ ≥ ０．
假设 ｑｌ（ｋ） 和 ｑｌ（ｋ － １） 在不同移动基站的范围

边界上．这意味着逃逸距离开始在来自不同移动基

座的弧之间切换，ｈ －（ｋ） 将在最小值和次小值之间

振荡．
注 ２　 定理 ３给出了一组移动基站之间增加逃

逸距离的边界条件，使得网络拓扑更加健壮．定理 ４
提出了移动基站的边界条件，以提高网络用户的连

接鲁棒性．这是在假定网络用户不是移动用户的情

况下实现的．

２ ３　 组合法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介绍结合主动和被动控

制器的控制设计，并提出渐近稳定的条件．移动基站

采用组合控制器来提高网络拓扑的鲁棒性．基于

（３），（５）和（１１），控制器设计如下：
ｕ ｊ（ｋ） ＝ （１ － σ ｊ（ｋ）） τ ｊ（ｋ） （ｘ ｊ（ｋ） －
　 　 ｐ ｊ（ｋ）） ／‖ｘ ｊ（ｋ） － ｐ ｊ（ｋ）‖ － σ ｊ（ｋ） τ ｊ（ｋ）
　 　 （ｘｉ（ｋ） － ｐｉ（ｋ） ／‖ｘｉ（ｋ） － ｐｉ（ｋ）‖，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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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τ ｊ（ｋ） 为移动基站 ｘ ｊ（ｋ） 的采样周期，σ ｊ（ｋ） 为

主动控制器和被动控制器的控制信号，且 σ ｊ（ｋ） ＝ １
或 ０．

定理 ５　 一组移动基站 ｘｉ（ｋ），ｉ ＝ １，２，… 按（１）
和（１７）运动以提高网络结构稳定．给定 ｇ － （０） ＞ ε －，
在 ｇ －

ｊ （ｋ） ＜ ｇ －
ｉ （ｋ），τ ｊ（ｋ） ＞ ３ε － ＋ τ ｉ（ｋ），ｇ

－
ｉ （ｋ） ＞

ｇ －
ｉ （ｋ），τ ｉ（ｋ） ＞ ３ε － ＋ τ ｊ（ｋ） 的情况下，ｇ － （ｋ） 将逐渐

递增收敛到稳定的区间，且‖ｐｉ（ｋ） － ｘｊ（ｋ）‖ ＝ Ｒｊ ．
证明 　 如果 ｇ －

ｊ （ｋ） ＜ ｇ －
ｉ （ｋ），则证明过程与定

理 １的证明过程类似．如果 ｇ －
ｉ （ｋ） ＞ ｇ －

ｊ （ｋ）则证明过

程与定理 ３的证明过程类似．证明过程的剩余部分被

省略．
注 ３　 通过引入（５）和（１１）的开关信号，提出了

组合控制器（１７）．定理 ５ 给出了控制器的一个边界

条件．与单个控制器相比，组合控制器放松了不等式

边界条件，降低了保守性．

３　 仿真实例

本节中系统由 ５ 个移动基站组成，并设置以下

初始条件：
ｘ１（０） ＝ ［０，０］，ｘ２（０） ＝ ［２５０，０］，
ｘ３（０） ＝ ［４００，０］，ｘ４（０） ＝ ［２００， － ２３０］，
ｘ５（０） ＝ ［４４０， － ２３０］；
Ｒ１ ＝ ２５０ ２５，Ｒ２ ＝ ２５０ ２５，Ｒ３ ＝ ２５０ ２５，
Ｒ４ ＝ ２５０ ２５，Ｒ５ ＝ ２５０ ２５；
τ ｉ（ｋ） ＝ １，ｉ ＝ １，…，５；ε

－ ＝ ０ ０１． （１８）

图 ３　 ５个移动基站在控制器（５）下的轨迹

Ｆｉｇ ３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ｆｉｖｅ ｂａｓｅｓ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５）

为了提高网络拓扑的鲁棒性，在控制器（５）和
（１１）上进行了两次仿真（图 ３—１６）．两个控制器下

的移动基座的轨迹分别如图 ３ 和图 １０ 所示．图 ４—９
显示了控制器（５）下移动基座的逃逸距离曲线（即
ｇ －
ｉ （ｋ），ｉ ＝ １，…，５），图 １１—１６显示了控制器（１１）下

的逃逸距离曲线．在图 ３和图 １０中可以看到，两个控

制器都能够驱动移动基座紧靠其驻留的封闭区域的

中心．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两个控制器的最短逃

逸距离 ｇ － （ｋ） 都能递增收敛到某个区间内．此外，两
个仿真例子中 ｇ － （ｋ） 开始抖动的时间在（５） 下为

ｋ ＝１８，ｇ － （２０） ＝ ３３ ０５， 在 （１１） 下 为 ｋ ＝ ２３，
ｇ － （２３） ＝３３ ３，接近于单个移动基站开始抖动的

时间．

图 ４　 控制器（５）下的 ｇ－１（ｋ）曲线

Ｆｉｇ ４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ｇ－１（ｋ）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５）

图 ５　 控制器（５）下的 ｇ－２（ｋ）曲线

Ｆｉｇ ５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ｇ－２（ｋ）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５）

图 ６　 控制器（５）下的 ｇ－３（ｋ）曲线

Ｆｉｇ ６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ｇ－３（ｋ）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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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控制器（５）下移的 ｇ－４（ｋ）曲线

Ｆｉｇ ７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ｇ－４（ｋ）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５）

图 ８　 控制器（５）下的 ｇ－５（ｋ）曲线

Ｆｉｇ ８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ｇ－５（ｋ）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５）

图 ９　 控制器（５）下的 ｇ－（ｋ）曲线

Ｆｉｇ ９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ｇ－（ｋ）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５）

４　 结论

本文研究了利用编队控制提高网络拓扑鲁棒性

和连接鲁棒性的问题．为了提高网络拓扑和连接的

鲁棒性，提出了一种主动控制器和一种被动控制器，
并给出了它们在采样率上的边界条件，以保证网络

图 １０　 ５个移动基站在控制器（１１）下的轨迹

Ｆｉｇ １０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ｆｉｖｅ ｂａｓｅｓ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１１）

图 １１　 控制器（１１）下的 ｇ－１（ｋ）曲线

Ｆｉｇ １１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ｇ－１（ｋ）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１１）

图 １２　 控制器（１１）下的 ｇ－２（ｋ）曲线

Ｆｉｇ １２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ｇ－２（ｋ）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１１）

拓扑鲁棒性和连接鲁棒性的渐近改善．通过引入开

关信号，使边界条件的保守性得到放松，提出了一种

组合控制器．进一步的工作中，二维控制器和边界条

件可以扩展到三维．此外，即使网络拓扑发生变化，
也可以保持拓扑的连接性．这涉及到对连接健壮性

的评估和在移动基站和网络用户之间进行分布式控

制的协议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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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控制器（１１）下的 ｇ－３（ｋ）曲线

Ｆｉｇ １３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ｇ－３（ｋ）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１１）

图 １４　 控制器（１１）下的 ｇ－４（ｋ）曲线

Ｆｉｇ １４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ｇ－４（ｋ）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１１）

图 １５　 控制器（１１）下的 ｇ－５（ｋ）曲线

Ｆｉｇ １５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ｇ－５（ｋ）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１１）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Ｇａｎｋｈｕｙａｇ Ｇ，Ｓｈｒｅｓｔｈａ Ａ Ｐ，Ｙｏｏ Ｓ Ｊ．Ｒｏｂｕｓｔ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ｒｏｕｔ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ｆｌｙｉｎｇ ａｄ⁃ｈｏ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
ＩＥＥＥ 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１７，５：６４３⁃６５４

［ ２ ］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Ｊ，Ｆｉｎｋ Ｊ，Ｋｕｍａｒ Ｖ，ｅｔ ａｌ．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图 １６　 控制器（１１）下的 ｇ－（ｋ）曲线

Ｆｉｇ １６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ｇ－（ｋ）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１１）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ｒｏｂｏ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Ｊ］．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２０１７，３３（５）：１２４８⁃１２５４

［ ３ ］　 Ｌｉａｎｇ Ｑ Ｋ，Ｍｏｄｉａｎｏ 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 ［ 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Ｍｏｂｉｌｅ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２０１７，１６（９）：２６６８⁃２６８１

［ ４ ］　 Ｓｃｅｌｌａｔｏ Ｓ，Ｌｅｏｎｔｉａｄｉｓ Ｉ，Ｍａｓｃｏｌｏ Ｃ，ｅｔ 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ｅｍ⁃
ｐｏｒａｌ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Ｍｏｂｉｌｅ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２０１３， １２ （ １ ）：
１０５⁃１１７

［ ５ ］　 Ｙｕ Ｈ Ｊ，Ｓｈｉ Ｐ，Ｌｉｍ Ｃ Ｃ．Ｒｏｂｏｔ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ｓｔｅａｌｔｈ
ｍｏｄｅ ｗｉｔｈ ｓｃａｌａｂｌｅ ｔｅａｍ ｓｉｚｅ［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６，８９（１１）：２１５５⁃２１６８

［ ６ ］　 Ｙｕ Ｈ Ｊ，Ｓｈｉ Ｐ，Ｌｉｍ Ｃ Ｃ． Ｓｃａｌａｂｌ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ｓｔｅａｌｔｈ ｗｉｔ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ｒａｎｇｅ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ｂｕ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７，２７（３）：
４１０⁃４３３

［ ７ ］　 Ｙｕ Ｈ Ｊ，Ｓｈｉ Ｐ，Ｌｉｍ Ｃ Ｃ，ｅｔ 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
ｒｏｂｏ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９，９２（１０）：２２２３⁃２２３４

［ ８ ］　 Ａｌｈｏｓａｉｎｙ Ａ，Ｋｕｎｚ Ｔ．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ｇａｉｎｓ ｏｆ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ｆｏｒ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ｄ ｈｏ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２０１６，２３（４）：２５７⁃２７２

［ ９ ］　 Ｋａｒｙａｋａｒｔｅ Ｍ Ｓ， Ｔａｖｉｌｄａｒ Ａ Ｓ， Ｋｈａｎｎａ Ｒ．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ｔｉｃ ｒｏｂｕｓｔ ｒｏｕ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ｏ⁃
ｂｉｌｅ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ｓｅｎｓ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５，８４（１）：７２９⁃７４４

［１０］ 　 Ｚｈａｎｇ Ｈ，Ｗａｎｇ Ｘ，Ｍｅｍａｒｍｏｓｈｒｅｆｉ Ｐ，ｅｔ ａｌ．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ａｎｔ ｃｏｌｏｎｙ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ｒｏｕｔｉｎｇ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ｆｏｒ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ｄ ｈｏ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ＩＥＥＥ 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１７，５：２４１３９⁃２４１６１

［１１］　 Ｚｈａ Ｘ， Ｎｉ Ｗ， Ｚｈｅｎｇ Ｋ Ｆ， ｅｔ 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ｄｅｎｓ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ｗｉｔｈ ｋｅｙ ｐ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Ｊ］．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ｎ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２０１７，１２（１０）：２２６１⁃２２７５

［１２］　 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Ｍａｒｔｉｎｅｚ Ｅ Ｇ，Ｆｅｒｒｅｉｒａ⁃Ｖａｚｑｕｅｚ Ｅ Ｄ，Ｆｅｒｎａｎ⁃
ｄｅｚ⁃Ａｎａｙａ Ｇ，ｅｔ 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ｇｅｎ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 Ｊ］．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２０１７，２０１７：１⁃１３

［１３］　 Ｓｏａｒｅｓ Ｃ，Ｇｏｍｅｓ Ｊ，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Ｂ Ｑ， ｅｔ ａｌ． ＬｏｃＤｙｎ： ｒｏｂｕｓ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ｏｂｉｌｅ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Ｊ］．ＩＥＥ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ｃｅａｎ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７，４２（４）：

８２３
于洪君．一种移动网络的结构稳定算法研究．

ＹＵ Ｈｏｎｇｊｕｎ．Ｆｌｏｃｋ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ｒｏｂｕｓｔ ｍｏｂｉｌ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



１０６３⁃１０７４
［１４］　 Ｄｏ Ｋ Ｄ．Ｂｏｕｎｄ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ｓ ｆｏｒ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ｇ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Ｒａｎｇｅｓ ［ Ｊ］．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００７， ５２ （ ３ ）：
５６９⁃５７６

［１５］　 Ｓａｂａｔｔｉｎｉ Ｌ，Ｓｅｃｃｈｉ Ｃ，Ｆａｎｔｕｚｚｉ Ｃ．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ｉｌｙ ｓｈａｐｅｄ 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ｒｏｂｏｔｓ：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ｃｏ⁃
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ｏｂｏｔｓ，２０１１，３０

（４）：３８５⁃３９７
［１６］　 Ｓａｕｌｎｉｅｒ Ｋ，Ｓａｌｄａｎａ Ｄ，Ｐｒｏｒｏｋ Ａ，ｅｔ ａｌ．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ｆｌｏｃ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ｏｂｉｌｅ ｒｏｂｏｔ ｔｅａｍｓ ［ Ｊ ］． ＩＥＥＥ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７，２（２）：１０３９⁃１０４６

［１７］　 Ｒａｍａｚａｎｉ Ｓ，Ｓｅｌｍｉｃ Ｒ，ｄｅ Ｑｕｅｉｒｏｚ Ｍ．Ｒｉｇｉｄ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ｍｕｌ⁃
ｔｉａｇｅｎｔ ｌａｙｅｒｅｄ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 Ｊ］．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２０１７，４７（８）：１９０２⁃１９１３

Ｆｌｏｃｋ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ｒｏｂｕｓｔ ｍｏｂｉｌ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

ＹＵ Ｈｏｎｇｊｕｎ１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Ｈａｒｂ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ｒｂｉｎ　 １５０００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ｉｔｔｅ⁃
ｒ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ｍｏｂｉｌｅ ｂ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ｕｓｅｒｓ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ａ ２Ｄ ｓｐａ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ｒａｎｇｅｓ．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ｓ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ｔｏ ｂｅ ａ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ｅ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ｂ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
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ｎｃｌｏｓ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ｔｗｏ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Ｔｈｅｎ，ａ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ｄｅｖｉｓ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ｓｕｃｈ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 ｒｅｍａｉｎ ｉｎｔａｃｔ．Ｆｉｎａｌｌｙ，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ａ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ｅｎｃｌｏｓｅｄ ａｒｅａ；ｍｏｂｉｌ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９２３
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２０，１２（３）：３２２⁃３２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１２（３）：３２２⁃３２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