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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匹配信任度机制的移动传感网簇头更新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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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解决移动传感网部署过程中存在的簇头节点更新质量不佳和节点生存率较低等不足,提出了一种基于匹配信任度

机制的移动传感网簇头更新算法。首先,引入K-means算法,利用误差平方根函数来完成网络初始聚类,以快速定位聚类中

心,提升聚类形成速度。随后,综合考虑备选簇头剩余能量、备选簇头与当前簇头的欧氏距离、备选簇头覆盖范围内节点总数

3个因素,设计了基于匹配信任度的簇头更新方法,按权值对各因素进行平均分配,进而将信任度权值最高的节点作为备选簇

头,从而选举出生存质量较高的节点。仿真实验表明,算法具有更高的网络稳定运行时间和簇头节点生存率,以及更低的节

点故障概率。其中,网络稳定运行时间提升了80%以上,簇头节点生存率保持在90%以上,节点故障概率也较低,具有明显的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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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the
 

problems
 

of
 

poor
 

update
 

quality
 

and
 

low
 

survival
 

rate
 

of
 

cluster
 

head
 

nodes
 

in
 

the
 

deployment
 

process
 

of
 

mobile
 

sensor
 

networks,
 

a
 

cluster
 

head
 

update
 

algorithm
 

for
 

mobile
 

sensor
 

networks
 

based
 

on
 

matching
 

trust
 

mechanism
 

is
 

proposed.
 

First,
 

K-means
 

algorithm
 

is
 

introduced
 

to
 

complete
 

the
 

initial
 

clustering
 

of
 

the
 

network
 

by
 

using
 

the
 

square
 

root
 

function
 

of
 

error
 

to
 

quickly
 

locate
 

the
 

cluster
 

center
 

and
 

improve
 

the
 

clustering
 

speed.
 

Then,
 

considering
 

the
 

three
 

factors
 

of
 

the
 

residual
 

energy
 

of
 

the
 

candidate
 

cluster
 

head,
 

the
 

Euclidean
 

distance
 

between
 

the
 

candidate
 

cluster
 

head
 

and
 

the
 

current
 

cluster
 

head,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nodes
 

within
 

the
 

coverage
 

range
 

of
 

the
 

candidate
 

cluster
 

head,
 

a
 

cluster
 

head
 

update
 

method
 

based
 

on
 

matching
 

trust
 

is
 

designed.
 

Each
 

factor
 

is
 

evenly
 

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the
 

weight
 

value,
 

and
 

then
 

the
 

node
 

with
 

the
 

highest
 

trust
 

weight
 

value
 

is
 

used
 

as
 

the
 

candidate
 

cluster
 

head,
 

so
 

as
 

to
 

elect
 

the
 

node
 

with
 

higher
 

survival
 

quality.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algorithm
 

in
 

this
 

paper
 

has
 

higher
 

network
 

stable
 

running
 

time,
 

higher
 

cluster
 

head
 

node
 

survival
 

rate,
 

and
 

lower
 

node
 

failure
 

probability.Among
 

them,
 

the
 

stable
 

running
 

time
 

of
 

the
 

network
 

has
 

been
 

improved
 

by
 

over
 

80%,
 

the
 

survival
 

rate
 

of
 

cluster
 

head
 

nodes
 

has
 

been
 

maintained
 

at
 

over
 

90%,
 

and
 

the
 

probability
 

of
 

node
 

failure
 

is
 

also
 

low,
 

which
 

has
 

obvious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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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移动传感网(mobile
 

sensor
 

network,MSN)作为无线

传感网与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融合产物,正在“中国制造

2025”等国家规划中占据一席之地[1]。该技术采取撒放可

移动传感器的方式进行节点部署,节点在一定空间范围内

自行实现数据采集、汇聚及传输,可广泛运用于诸如环境

监测、新冠肺炎防疫、战术数据链等领域[2]。网络在运行

过程中各节点可基于分簇算法自行实现区域组网并最终

将数据传输至Sink节点(中央控制节点)[3]。由于移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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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网部署环境具有极端特性,发生故障时难以更换传感器

节点,进而导致网络传输出现抖动,拓扑结构遭到破坏[4]。
因此采取一定的措施维护移动传感网网络结构稳定性,降
低传感器节点故障概率,防止因簇头节点失效而导致网络

瘫痪,正在日益成为热门研究领域[5]。
当前,上述问题的研究点主要集中于路由算法、能量

受限算法等方面[6-7]。如Xie等[8]考虑到传统平面路由方

案存在拓扑易遭破坏的特点,提出了一种基于能量优选机

制的移动传感网簇头更新算法,根据业务负载情况对网络

区域进行层次分割,采用多层汇聚方式实现数据中继传

输,降低因簇头失效而出现传输抖动的概率,可适应于各

种复杂部署场景。然而,该算法需要对网络拓扑频繁进行

扫描更迭,在节点移动速率较快时易导致层次结构遭破

坏,数据传输将受到严重影响。Kanellopoulos等[9]引入能

量均衡机制,提出了一种基于主备切换方案的移动传感网

簇头更新算法,在分簇结束后指定网络中能量最佳的节点

作为备用簇头节点,当簇头节点失效时将及时启动节点更

换操作,具有简便易行的特性,部署成本较低。然而,该算

法也存在对移动环境适应能力较差的不足,节点频繁更迭

时亦将出现较为严重的拥塞现象,使得网络传输性能出现

下降。Santosh等[10]提出了一种基于双源备份机制的移动

物联网簇头更新算法,其利用临近区域内簇头节点具有相

似特性,采取基于节点属性的索引建模实现对簇头节点的

热备份,规避因簇内节点竞争而导致能耗过载的现象,可适

应移动传感网超宽带传输的部署场景。然而,该算法在分

簇结束后即需要频繁进行簇头节点间备份及切换操作,簇
头节点能量消耗水平较高,节点处于移动状态时易发生较

为频繁的簇头节点更换事件,使得该算法的稳定性较差。
针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匹配信

任度机制的移动传感网簇头更新算法。考虑到当前研究

中存在的簇内竞争现象,采用合 K-means方案和误差平

方根指标选取具有能量最优的节点作为簇头节点,能够较

好地适应超宽带传输场景。随后,为达到及时更新簇头节

点目的,将数值最高的信任值权值对应的节点作为备选簇

头节点,从而降低了簇头节点失效概率,更好地适应拓扑

频繁更迭的场景。最后,采用NS2仿真实验环境,证明了

所提算法的性能。

1 移动传感网网络模型概述

考虑到移动传感网分布区域为矩形,节点具有随机游

走特性[11],如图1所示。网络节点分为簇头节点(cluster
 

head,CH)、簇内节点(cluster
 

member,CM)及Sink节点,
其中,簇头节点负责收集簇内节点汇聚的信息并通过其他

簇头节点传输至Sink节点,簇内节点采用周期收集机制

对覆盖区域内数据进行采样并传输至簇头节点,Sink节点

为基站节点,在接收数据的同时负责全网拓扑维护工作,

Sink节点可采取无线方式对簇头节点和簇内节点进行远

程供电。

图1 移动传感网示意图

此外,考虑到移动传感网部署过程中存在节点随机布

撒特性,本文对网络模型做出如下假设。

1)簇内节点具有多样性特点。簇内节点在布撒完毕

后,可以被选举为簇头节点,也可以持续承担数据采集

工作。

2)Sink节点兼备网络管理及电池角色。Sink节点作

为基站节点,可通过远程方式对簇头节点和簇内节点进行

供电,但Sink节点承担能量供给工作时将不会影响自身

持续进行的网络数据收集及网络路由维护角色。全网

Sink节点个数为1个。

3)节点不可被人工更换。簇内节点和簇头节点在发

生故障时,将不可通过人工方式进行更换,出现能量受限

现象时仅能通过Sink节点接收能量,当仅当能量恢复至

可进行数据采集及传输程度时将恢复相应角色。期间,簇
头节点将被其余簇头节点或自身簇成员节点所更换,簇成

员节点出现能量受限时将直接进入休眠状态。
此外,簇头节点在汇聚簇成员节点所传数据及接收

Sink节点指令过程中将发挥核心作用,因此需要采取有力

机制应对簇头节点失效情形,特别是在网络区域分割过程

中应设法对簇头节点进行动态备份,以便网络能够随时应

对簇头节点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能量受限现象。

2 本文移动传感网簇头更新算法设计

分析可知,网络区域分割的过程也是簇头节点被选举

的过程,网络区域分割完毕后,应及时采取备份机制或选

取机制对簇头节点进行动态更新,以便降低因簇头节点更

换失效而出现网络拥塞现象。鉴于此,本文算法由基于欧

氏聚类机制的区域分割和基于匹配信任度的簇头更迭两

个部分构成。

2.1 基于欧氏聚类的区域分割
不失一般性,进一步设定各节点分布满足随机均匀分

布,这是由于实践中移动传感网业务具有集中特性,但用

户特征具有随机特性所致。簇头节点和簇成员节点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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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Sink节点感知自身位置,簇头节点与簇成员节点的

位置信息均可通过Sink节点予以共享。不过,由于节点

处于频繁更迭状态,Sink节点获取的坐标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单纯采用广播方式更新坐标也将带来严重的网络冗

余风险。因此,本文设计了基于欧氏聚类的区域分割。
首先,基于网络节点与Sink节点位置,计算相应的欧

氏距离。由于移动传感网一般为平面网络,因而坐标具有

二维特点,考虑到欧氏距离数据难以直接通过计算方式获

取,本文使用误差平方根(square
 

root
 

of
 

error,SRE)作为

欧氏聚类目标函数,引入 K-means算法对形成网络聚

类[12],相应的SRE公式如下:

SRE =∑
n

j=1
∑
y∈Kj

euc(Kj -y)2 (1)

式中:n表示网络聚类的序号;euc表示欧氏距离;y 表示

待分类节点的坐标;Kj 表示采用K-means算法形成的网

络聚类中心。
对式(1)求解Kj 的位置,由该聚类中心将覆盖范围内

的节点接纳为簇成员节点后,即可完成区域划分过程。因

此,对SRE进行微分:

dSRE
dKj

=

d∑
n

j=1
∑
y∈Kj

euc(Kj -y)2

dKj

(2)

对式(2)微分取0,并化简可得:

∑
y∈Kj

(Kj -Yj)=0 (3)

式中:Yj 可由如下公式获得:

Yj =∑y (4)

对式(3)进一步化简可得:

Kj =
1
n ∑j=1,2,…,n

yj (5)

由式(5)可知,聚类中心即为各簇成员节点的几何中

心,因此在进行区域分割过程中,首先根据K-means算法

确定网络聚类数量,将距离聚类中心距离最近的节点设置

为簇头节点后,其余节点将自身数据传输至该簇头节点,
至此完成了对网络区域的分割。

步 骤 1)根 据 K-means算 法 确 定 网 络 聚 类 数 量

C_num,计算各聚类的中心坐标,如图2所示。
步骤2)根据式(1)计算SRE,遍历网络节点并按SRE

值将各节点纳入步骤1)所确定的聚类。
步骤3)网络节点遍历完毕后,再次根据 K-means算

法重新更新网络聚类数量C_num,转步骤2)继续更新

聚类。
步骤4)当仅当C_num 大小不再发生变化时,选取区

域内能量最佳的节点作为簇头节点,并将剩余节点进行能

量排序,选取能量次佳的节点作为备用簇头节点,至此区

域分割结束。
上述分割过程中,节点能量可通过初始化过程遍历获

取,实践中诸如车联网节点可通过节点电池与Sink节点

图2 基于欧氏聚类机制的区域分割过程

周期性会话获取。由于簇头节点能够掌握聚类内部数据

流并执行拓扑变动功能,且簇头节点承载了簇间传输中继

效果,因此簇头选举过程也是区域分割过程。区域分割过

程中需要对全部的簇头节点及其掌控的簇内节点予以初

始化处理,因而通过欧氏聚类能够在快速遍历网络节点的

前提下,迅速通过计算SRE值的方式对网络节点实现能

量排序,从中筛选出性能最好的两个节点依次作为簇头节

点和备选簇头节点,从而实现对区域的快速分割。此外,
簇头节点失效时能够迅速在新区域形成之前实现对既往

区域拓扑结构的有效维护,以降低网络失效概率,可提升

网络运行质量。

2.2 基于匹配信任度的簇头更迭
若一个节点具有较高的剩余能量,且能够以较高的欧

氏距离覆盖更多的节点,那么Sink节点对其信任程度将

会更高,会以较高的概率将其设置为簇头节点。因此,完
成基于欧氏聚类机制的区域分割后,可将由聚类中能量最

优节点承担簇头节点的功能,能量次优节点承担簇头节点

的备份。不过,由于移动传感网簇头节点需要承担更多的

数据汇聚功能,单纯选取能量次佳节点作为备用簇头存在

一定的服务不确定性。此外,备用簇头除需要满足能量要

求外,也需要考虑与成员节点间的欧氏距离以及其覆盖范

围内节点总数。备用簇头节点与其余成员节点间距离过

长,则能量消耗亦将呈现加剧态势;备用簇头节点覆盖范

围内节点总数过少,则说明该备用节点将存在较高概率难

以同其余聚类内的簇头节点进行数据交互。因此,本文针

对备用簇头节点选取问题,设计了基于匹配信任度的簇头

更迭,其中,信任度权值(matching
 

trust,MT)由备选簇头

剩余能量、备选簇头与当前簇头的欧氏距离、备选簇头覆

盖范围内节点总数3部分构成,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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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信任度权值构成

考虑到备选簇头剩余能量、备选簇头与当前簇头的欧

氏距离、备选簇头覆盖范围内节点总数3个因素,本文将

这3个因素占据的比重均设置为1/3,因此构建等值评估

公式,用以量化信任度权值MT:

MT =
1
3Elast+

1
3

1
euc(CH)+

1
3Num(CH)(6)

式中:Elast表示备选簇头节点剩余能量;euc(CH)表示

备选簇头节点与当前簇头的欧氏距离;Num(CH)表示

备选簇头传输链路节点总数。

1)备选簇头节点剩余能量。表示在区域分割完成后,
与簇头节点有数据交互关系的簇成员节点可用能量值。

备选簇头节点剩余能量作为信任度权值的重要构成

因子之一,应给予重点关注。节点传输数据时能量消耗

Etran 主要由如下模型所决定:

Etran =Esend(B,ecu)+Erecv(B,ecu) (7)
式中:B 表示备选簇头节点传输带宽;ecu 表示备选簇头

节点与簇头之间的欧氏距离;Esend(B,ecu)表示备选簇头

节点发送数据的能耗;Erecv(B,ecu)表示备选簇头节点接

收数据的能耗。

Esend(B,ecu)可由如下模型唯一决定:

Esend(B,ecu)=BP+BP0ecu2, ecu<R (8)

Esend(B,ecu)=BP+BP0ecu4, ecu≥R (9)
式中:P 表示备选簇头节点启动功率,该功率表示传输单

位带宽所需要的启动功率;P0 表示备选簇头节点发射功

率;R 表示备选簇头节点最大传输距离。
备选簇头节点接收数据的能耗Erecv(B,ecu)可由如

下公式唯一决定:

Erecv(B,ecu)=BP (10)
不妨设备选簇头节点初始能量为E,则备选簇头节点

剩余能量Elast 可由如下公式唯一决定:

Elast =E-Esend(B,ecu)-Erecv(B,ecu) (11)
考虑到备选簇头节点应该以较高的能量承担网络传

输任务,当剩余能量低于一定数值时将无法稳定传输网络

数据,因此,本文规定备选簇头节点剩余能量小于初始能

量2/3时将被剔除出备选簇头序列。
由于备选簇头节点数量一般不会超过簇内节点总数,

这是由于移动传感网在簇头失效时将不会主动将新节点

纳入旧聚类。因此,本文算法判定某节点是否有资格被选

取为簇头节点的判定方式ΔE 如下:

ΔE =1, Elast≥
2
3E (12)

ΔE =0, Elast<
2
3E (13)

甄选备用簇头节点时,当仅当某节点ΔE 为1时,方
有资格进入备用簇头节点的待选序列。

2)备选簇头节点与当前簇头的欧氏距离。参照 K-
means算法可直接求得备选簇头节点与当前簇头的欧氏

距离euc(CH),不过,由于备选簇头节点已经位于某聚类

之中,因此欧氏距离euc(CH)为:

euc(CH)= (x0-xch)2+(y0-ych)2 (14)
式中:(x0,y0)表示备选簇头节点的坐标;(xch,ych)表示

当前簇头节点的坐标。
显然,备选簇头节点与当前簇头节点间欧氏距离越短,

说明备选簇头节点与当前簇头节点的拓扑相似性也就越

高,进行节点切换过程时发生链路抖动的概率也将越低。

3)备选簇头传输链路节点总数。备选簇头节点传输

链路总数表示该节点路由表覆盖范围,由于移动传感网节

点均需要通过簇头节点进行数据传输,而某节点在被选取

成为簇头节点前,在簇内传输路径均为1条。因此,若备

选簇头节点传输链路节点总数越多,说明该节点与其余聚

类内簇头节点的交互程度也就越高,因而具有更高的价值

被选为簇头节点。
综上所述,基于匹配信任度的簇头更迭过程如下:
步骤(1)按式(6)构建信任度权值。
步骤(2)对簇成员节点,逐个按式(12)检测其剩余能

量值,当仅当该节点满足式(12)时方被选入备选簇头节点

集合Ω,如图4所示。

图4 基于匹配信任度的簇头更迭

步骤(3)从备选簇头节点集合Ω 中,逐项获取备选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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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节点与当前簇头的欧氏距离euc(CH)及传输链路节点

总数Num(CH),代入式(6)计算信任度权值。
步骤(4)选取信任度权值最高的节点作为备选簇头,

流程结束。
采用信任度方式实现簇头更新时,首先基于能量方式

对备选簇头进行集合化处理,结合欧氏距离和传输链路节

点总数两个指标设计信任度权值,选取权值最高的节点作

为簇头节点。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快速更新簇头节点,进而

降低网络节点故障发生概率。

3 仿真实验

为便于对比本文算法性能,设置 NS2作为仿真实验

环境[13]。仿真实验环境部署在 Win11操作系统宿主机平

台,内存16
 

G,CPU主频1.024
 

GHZ。传感节点采取随机

布撒模式,移动速度可设定;网络部署区域为矩形,大小为

10
 

240
 

m×10
 

240
 

m;其余仿真参数如表1所示。为突出

所提算法的优势,将常用的基于优化簇头选举的 WSN分

簇路由协议[14](optimized
 

cluster
 

head
 

election,OCHE)和
基于多因素的能量优化分簇路由算法[15](energy

 

opti-
mized

 

clustering
 

routing
 

algorithm
 

based
 

on
 

multi
 

factors,

EO-MF)作为对照组。测试指标选取为网络稳定运行时

间、网络节点故障率、簇头节点生存率,其仿真结果对比如

表2~4所示。

表1 仿真参数

参数 数值

网络部署区域 1
 

024
 

m×1
 

024
 

m
节点布撒模型 可移动,速率不低于1

 

m/s
节点通信方式 5

 

G
节点通信距离(最大) 20

 

m
信道环境 高斯/莱斯平稳噪声信道

节点个数 不低于10/100
 

m2

节点传输率 不低于4.096
 

Mbps
网络运行时间 不低于20

 

min

表2 主要仿真结果对比(低速条件) (min)

仿真结果
本文

算法

OCHE
算法

EO-MF
算法

网络稳定运行时间(最低) 99.7 88.1 92.4
网络稳定运行时间(最高) 694 387 446

簇头节点全部失效发生时间 189 162.7 141

表3 主要仿真结果对比(高速条件) (min)

仿真结果
本文

算法

OCHE
算法

EO-MF
算法

网络稳定运行时间(最低) 107 87 92
网络稳定运行时间(最高) 197 152 119

簇头节点全部失效发生时间 180 132 111

表4 主要仿真结果对比(节点密度不同) (%)

仿真结果
本文
算法

OCHE
算法

EO-MF
算法

高密度条件节点故障率 ~8 ~15 ~25
低密度条件节点故障率 ~6 ~14 ~18

图5 网络稳定运行时间测试结果

3.1 网络稳定运行时间测试
图5所示分别为本文算法与 OCHE算法及EO-MF

算法网络稳定运行时间的测试结果。由图5可知,本文算

法具有更高的网络稳定运行时间。这是由于本文算法在

网络区域分割过程中采用聚类方案,反复针对形成的聚类

进行优化筛选,所形成的簇头-簇成员结构较为稳固。此

外,本文算法针对簇头节点更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传输瘫

痪现象,通过节点剩余能量、欧氏距离等多因素构建了信

任度权值,可兼顾能量、链路、节点稳定等多变量对网络传

输抖动的抑制效果,因而网络运行较为稳定,具有较高的

网络稳定运行时间,较 OCHE算法提升了70%以上,较
EO-MF算法也提升了58%以上。OCHE算法主要通过

节点初始能量和剩余能量、全网的初始能量和剩余能量、
节点到基站的距离等因子进行簇头筛选,未对簇头与备选

簇头之间的网络距离因素进行评估,因而所选簇头节点稳

定性较差,易导致网络出现大面积瘫痪现象。EO-MF算

法主要依据节点的相对剩余能量、相对中心度、相对密度

选出最优簇头,更换过程依赖于节点能耗单一指标,被选

节点有较高概率处于簇头节点覆盖范围之外,因而容易发

生数据频繁重传输现象,导致网络稳定运行性能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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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网络节点故障率测试
 

图6所示分别为本文算法与 OCHE算法及EO-MF
算法网络节点故障率性能测试结果。由图6可知,本文算

法具有更低的网络节点故障率。这是由于本文算法针对

传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网络瘫痪现象,采取 K-means算

法优选聚类中心并筛选具有能量最佳特点的节点作为簇

头节点。此外,针对簇头节点失效现象,同时选取能量、链
路、节点稳定等多变量构建信任度权值,可有效消除传输

过程中出现的能量受限、链路抖动、簇头更换失败等因素,
因而网络节点性能稳定,故障率亦较低,在节点密度较低

时本文算法网络节点故障率低于10%,在节点密度较高

时也保持在8%左右,优势明显。OCHE算法针对簇头节

点可能发生的失效现象,仅采取调整备选节点集合Gnode
值更新时间的方式进行周期管理,未通过调整链路及拓扑

距离等方式进一步优化备选簇头节点质量,容易因簇头节

点崩溃而导致网络节点出现大面积瘫痪,因而该算法的网

络节点故障率要高于本文算法。EO-MF算法主要依托节

点能耗与通信链路质量建立线性规划模型,虽然可在一定

程度上改善簇头节点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抖动现象,不过该

算法主要依赖单一因素更换簇头节点,更换过程存在一定

的盲目性,因而网络分区运行稳定性较差,使得该算法网

络节点故障率较高。

图6 网络节点故障率测试结果

3.3 簇头节点生存率测试
图7所示分别为本文算法与 OCHE算法及EO-MF

算法在簇头节点生存率性能测试结果。由图7可知,本文

算法在较长时间内均维持较高的簇头节点生存率。这是

由于本文算法在区域分割伊始即通过聚类模型优选簇头

节点,所选取簇头具有较高能量及拓扑分布质量。此外,
本文算法鉴于单一因素进行簇头节点选举过程存在的不

足,设计了基于能量、链路、节点稳定等多变量的信任度权

值评估模式,可在较广范围内进一步选取较高质量的被选

节点用以更换簇头,因而簇头节点生存质量较高,使得本

文算法具有较高水平的簇头节点生存率。OCHE算法主

要针对簇头数目的不稳定、稳定期和半数节点期过短、网
络运作有效轮数少等问题,采取调整调整备选节点集合

Gnode值更新时间的方式更新簇头节点,未对备选簇头节

点进行优化筛查,因而所选取的簇头节点易因拓扑位置分

布不合理而出现传输拥塞现象,使得节点生存质量不高,
最终导致簇头节点生存率较低,簇头节点生存率将以较快

速度收敛于0。EO-MF算法虽然采取线性规划模型兼顾

节点能耗与通信链路,可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簇头节点出现

崩溃的概率,然而由于该算法在簇头节点更新方面单纯依

赖能量因素进行更换操作,难以同时兼顾诸如欧氏距离等

制约因素,使得该算法选取的簇头节点性能不高,其生存

率亦要低于本文算法。

图7 簇头节点生存率测试

4 结 论

为解决移动传感网部署过程中存在的区域分割性能

较低、簇头节点存活质量较差及节点失效概率较高等不

足,提出了一种基于匹配信任度机制的移动传感网簇头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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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算法。算法主要由基于欧氏聚类机制的区域分割和基

于匹配信任度的簇头更迭两部分构成,可优化网络初始过

程中的分割质量,筛选具有优越性能的节点作为簇头节

点,采取多维度参数甄选备用簇头节点,显著提高簇头节

点存活质量,降低网络因簇头节点失效而导致的传输瘫痪

现象。
下一步,将针对本文算法在立体传感网部署环境中难

以进行拓扑预测的不足,拟通过二分图算法提高网络初始

过程中的拓扑形成效率,增强算法对高拓扑漂移场景的适

应能力,扩大算法在实际场合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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