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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线激光通信融合了光纤通信与微波通信的优点，但是激光的直线传输限制了无线激光通信的应
用范围。
紫外光非直视传输弥补了无线激光通信的不足，可以采用自组织网络扩大其覆盖范围，因而具有潜在
的应用前景。
《紫外光自组织网络理论》详细分析了紫外光自组织网络的信道特性，对紫外光通信覆盖范围进行了
分析计算。
在分析经典通信协议的基础上，对MAC层协议及其公平性、路由协议等进行了讨论，构建了适用于紫
外光非直视通信的基本构架。
对书中提出的通信协议进行了详细分析，书末给出了计算机仿真的关键程序，以便读者学习和理解。
　　《紫外光自组织网络理论》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网络等相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的教
学用书，也可作为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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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环境。
蚂蚁所在的环境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其中存在障碍物、别的蚂蚁以及信息素。
信息素有两种，一种是找到食物的蚂蚁洒下的食物信息素，另一种是找到蚁穴的蚂蚁洒下的蚁穴信息
素。
每个蚂蚁都仅仅能感知其范围内的环境信息，并且环境中的信息素以一定的速度消失。
　　（3）觅食规则。
在每只蚂蚁能感知的范围内寻找是否有食物，如果有就直接过去，否则看是否有信息素，并且比较在
能感知的范围内哪一点的信息素最多，这样，它就朝信息素多的地方走，并且允许每只蚂蚁以一个小
概率犯错误，从而并不是往信息素最多的点移动。
蚂蚁找蚁穴的规则和上面一样，只不过此时它对蚁穴的信息素做出反应，而对食物信息素没反应。
　　（4）移动规则。
每只蚂蚁都朝向信息素最多的方向移动，当周围没有信息素指引的时候，蚂蚁会按照自己原来运动的
方向惯性的运动下去，并且在运动的方向有一个随机的小扰动。
为了防止蚂蚁原地转圈，它会记住最近刚走过的哪些点，如果发现要走的下一点已经在最近走过了，
它就会尽量避开。
　　（5）避障规则。
如果蚂蚁要移动的方向有障碍物挡住，如果有信息素指引的话，它会按照觅食的规则行为，否则会随
机的选择一个方向前行。
　　（6）播撒信息素规则。
每只蚂蚁在刚找到食物或者蚁穴时散发的信息素最多，并随着它走远的距离，播撒的信息素越来越少
。
　　蚂蚁个体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根据这几条规则每只蚂蚁都能和环境发生交互，通过信息
素这个纽带，把各个蚂蚁之间关联起来。
例如，当一只蚂蚁找到了食物时，它并不是直接地告诉其他蚂蚁存在食物的地点，而是向环境播撒信
息素，当其他的蚂蚁经过附近的时候，就会因感觉到信息素，然后根据信息素的指引找到食物。
　　当没有蚂蚁找到食物时，环境中不存在有用的信息素，蚂蚁能够相对有效的找到食物要归功于蚂
蚁的移动规则。
首先，它要尽量保持某种惯性，这样使得蚂蚁尽量向前方移动（开始时这个前方是随机固定的一个方
向），而不是原地无谓的打转。
其次，蚂蚁要有一定的随机性，虽然有了固定的方向，但也不能像粒子一样一直直线运动下去，而是
有一个随机的干扰。
这样就使得蚂蚁运动起来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在尽量保持原来方向的基础上，又有新的试探，尤其当
碰到障碍物时它会立即改变方向，这可以看成一种选择的过程，也就是环境中的障碍物让蚂蚁的某个
方向正确，而其他方向则不对。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单个蚂蚁在复杂的诸如迷宫的地图中仍然能找到隐蔽得很好的食物。
当然，在有一只蚂蚁找到了食物时，其他蚂蚁就能沿着信息素很快找到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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