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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阶段，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对于生活中网络传输速率和传输稳定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

此这对中国网络通信行业提出了更大的要求，现阶段分布式的无线传感器网络通信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利用，该技术在

应用过程中具有非常多的应用优势，可以充分地满足当前居民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论文针对分布式无线传感器，网络通信协

议展开了相关的分析，对最近的一些研究成果进行了简单介绍。

Abstract: At presen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residents for life network 
transmission rate and transmission stability requirements are more and more high, so this puts forward greater requirements for 

China’s network communication industry, at the present stage of distributed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communication has been widely 

promoted and utilized, the technology has many application advantages, can fully meet the needs of the current resident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paper	for	distributed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communication	protocol,	briefly	introduced	some	recent	research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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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通过相关市场调查，可以发现无线传感器网络已经占据

了中国市场的大半壁江山，这也是中国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

产物，而且该技术凭借自身独特的优势，已经深受中国居民

的喜爱，并且在中国很多行业中也得到了更好的发挥。该技

术在进行数据传输和处理，以及通讯过程中存在着非常大的

优势，不仅可以作为民用技术，而且在中国工业以及军事领

域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且随着科学技术不断的发展，未

来该技术的应用范围还会在不断地拓宽。

2 对无线传感器网络的介绍
无线网络传感器的应用过程中，充分实现了自动化以及

智能化的管理方式，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分布式的无线传

感器网络可以利用自身的微型传感器，对所属辖区内进行检

测，这在极大程度上提高了工作的效率。该技术在具体的应

用过程中是采取多节点的分布方式，这种方式对于中国传输

网络的构架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可以在最大程度上缩短信息

传播的路径，提高信息传播的效率，同时，在传输过程中，

采取多条对等的传输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息失真和

丢失的现象，并且虽然各个部分都是相互连接的，但是在具

体工作过程中，都是可以进行独立工作的，同时还可以将分

布式无线传感器网络连接到互联网当中，通过借助互联网技

术，对所属辖区内进行有效的管控 [1]。因此，该技术具体的

应用过程中具备着非常大的优势。首先多点式分布的布局可

以在最大程度上扩大传输的规模，在空间地理检测过程中，

可以跨越地理位置的限制。同时各个分布节点之间的计算能



104

工程技术研究·第 3 卷·第 10 期·2021 年 10 月

力以及吞处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并且可以受到终端最

基础的控制，因此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不用担心信息传递速

率过慢或者信息丢失等情况的出现。但是节点式的分布方式

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由于节点数量过多，所以在日常的维护

和运用过程中，就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维护，

而且这些节点还极容易受到自然因素以及人为因素的损害

也很容易导致结构不稳定等情况的发生，这些都是中国分布

式无线传感器网络在未来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

目前有一些专家已经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相关的研究，也提出

了一些具体的解决办法，但是通过相关时间发现这些方法都

不能很好地解决节点损坏的问题，因此，在传输精确性方面，

仍然有着一定的限制。仍然需要中国网络通信专家的不断

努力。

3 通讯协议及其研究成果分析

3.1 物理层通讯协议分析
在无线传感器的网络布局当中，会采用物理层的协议，

其中主要涉及无线传感器网络的传输介质频段的选择以及

如何进行调试，再借制选择过程中，一定要选择合适的介

质，否则就会影响传播的精准度和传的效率。目前所使用的

一些介质主要包括无线电、红外线和光波这三种类型。每种

传播介质都有自身的优势，具体来说，无线电传播的效率会

比其他两种更高，因此。无线电的传播也是在物理层通讯协

议中应用最多的一种传播方式 [2]。但是在一些特殊行业的发

展过程中，有一些其他的要求，所以大多采用红外线传输或

者光波传输的方式，这两种方式在传播过程中不需要有特别

复杂的传播程序和制作过程，因此对于一些接收器方面也没

有无线电传播，接收器的要求高，在具体数据传输过程中，

对于能量的损耗也是非常小的，适用于一些环境相对来说比

较恶劣的地区进行信息传播。目前光通讯主要是在一些激光

三极管通讯过程中得以推广和应用。由此可见，在物理层通

讯协议中，对于传输介质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可

以根据自身的需求以及周围客观环境的限制，选择相应的传

输介质。

3.2 LEACH 通讯协议分析
该协议在无线传感器网络通信过程中，经常会采用一种

簇头选举的策略进行传输，一般情况下，该过程分为以下几

个方面：首先是簇头的选举成型稳定状态以及数据的融合。

在选举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到传感器节点的设置以及相应

的数量。由于每个传感器节点对于能量都是有所消耗的，因

此还要充分考虑到能量消耗以及能量存储方面的问题。通过

相应的分析技术，对选举过程中的预值进行相应的计算和设

定，如此一来，就可以对每个节点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所需

要耗费的能量进行预估和排序，在排序完成以后，一般来说

都会选择剩余能量，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节点作为簇头，这样

就可以很好地解决由于能量供应不足而出现的重大网络传

输安全问题。其次，在成型阶段，选择簇头的过程中，是与

选举阶段相反的，往往选择分布节点中能量消耗最小的节点

作为簇节点。因此，在不同阶段选择的过程中，一定要明确

选择的要求，避免出现簇头选择失误的情况。最后在簇头的

选择过程中还要考虑到距离这一元素，如果选择距离比较远

的节点作为簇头那么就需要耗费大量的能量进行数据的传

播，因此一般情况下还要结合距离近这一要求来选择相应的

节点 [3]。在簇头选择完成以后要对整个模式进行优化，在优

化的过程中，要特别关注节点的使用寿命，只有充分地保证

节点的使用寿命，才能保证该模式可以长时间运行。通常情

况下都会对节点的使用寿命进行预估，一般会采用实验的方

式，对空闲状态下以及工作状态下节点的能量损耗情况进行

调查，然后根据具体调查结果进行，估计这种估计方式的准

确性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但估计完成以后，根据相应的数

字对该模式进行优化，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该模式发挥其

应有的效能，提高网络传输的质量和效率。

3.3 传输层协议
目前中国对于传输控制的研究，大多数都会分析恢复机

制，但是很多分析都是错误的。由于中间节点在数据传输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旦出现检测或恢复的错误，那么

就会使数据在每一条传输过程中都进行错误的检查，这样避

免了在以后工作过程中错误累积程度的加深，要可以预留出

更多的时间，让没有发出去的数据进行再一次的发送。这种

方式在数据传输数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可以很好地平衡中间节点之间缓存信息的数量可以在很大

程度上降低错误率。

4 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该技术在中国的应用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而且给我国各行各业都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但是由于目前

网络通信协议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限制，再加上该技术在具

体的应用过程中，由于各方原因，也存在着一些缺点，所以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该技术的发展，因此，该行业的专家

仍然需要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创新，笔者相信未来中国无线

传感器网络的应用会更加广泛，技术会更加的先进，将会对

人类的生产和历史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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