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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和汽车的普及，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日趋严峻，
行车安全已成为全世界最为关注的的公共安全问题之一。现在人们的
生活越来越离不开汽车，人们对车辆的增值服务应用也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因此，车载自组织网络的概念应运而生。车载自组织网络是将
移动自组织网络技术应用在交通道路上，通过车辆与车辆、车辆与路
边单元（RSU）的相互通信来构成统一的无线通信网络。
　　车载网络采用 IEEE802.11p 作为底层协议来保证通信的可靠性。
IEEE802.11p 协议是从 IEEE802.11 协议基础上修改而来的协议 , 针对
高速移动环境中车辆与车辆、车辆与路边单元之间的通信而提出的一
种解决方案。IEEE1609.4 标准作为 IEEE802.11p 的延伸，信道由同步
间隔组成，每个同步间隔分为控制信道间隔和服务信道间隔。在控制
信道间隔上交换安全信息和控制信息，在服务信道间隔上进行服务信
息的交换。车载网络中，车辆的高速移动性导致网络拓扑变化快。通
过分簇方法，将网络按照一定的规则划分成不同的簇，每个簇都会选
择一个簇头，并对其所在的簇进行管理。但是这种分簇方法，车辆节
点难免会产生碰撞问题。本论文针对基于IEEE1609.4标准的分簇网络，
提出一种解决两簇时隙碰撞问题的方法。

2　帧结构

　　IEEE1609.4 标准将信道分成同步间隔，每个同步间隔包含一个控
制信道间隔以及一个服务信道间隔。由于我们使用 TDMA 方案，所
有的车辆节点控制信道上都能获得时隙，每个簇成员（CM）接入一
个时隙，簇头（CH）接入一个时隙，簇头通过接入的时隙广播对簇
的管理信息，广播安全信息以及对业务信道接入时隙的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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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帧结构

　　如图 1 所示，本论文将控制信道的最后一个时隙作为协作时隙。
沿着车辆行驶的方向，簇头会选出一个位置稳定在簇内的前端的车辆
节点作为协作节点，并将协作时隙分配给它。也就是说，该协作节点
在一个控制信道间隔上接入两个时隙。通过协作节点接入的协作时隙
来解决两簇时隙碰撞问题。

3　时隙碰撞解决方法

　　如图 2 所示通信场景，假设 CM1 是簇头 1 选择的协作节点，簇 1
（C1）与簇 2（C2）相互靠近时，如图 3，两簇解决时隙碰撞问题的
具体过程如下：（1）CM1 在协作时隙上广播 C1 的时隙表，在这个时
隙时所有节点必须切换到控制信道上来侦听该时隙；（2）当 CM6 收
到 C1 的时隙表后，将 C1 时隙表转发给 CH2，并告知协作节点已经收

图 2　通信场景 图 3　碰撞避免过程

到时隙表；如果簇内其余成员也收到 C1 的时隙表后收到 CM6 转发的
C1的时隙表，自动删除C1的时隙表；（3）CH2接收到CM6转发的C1
的时隙表后，修改碰撞时隙后，将新的时隙表广播给簇成员，簇成员按
照新的时隙表接入时隙；（4）CM6接收到CH2的新的时隙表后，按照新的
时隙表找到自己的时隙接入后，并转发该时隙表给CM1；（5）CM1接收到
CM6转发的C2的时隙表后，转发给簇头，并释放接入的协作时隙。

4　结语

　　本论文在 IEEE1609.4 标准的分簇网络下，提出一种解决两簇时
隙碰撞问题的方法。簇头选择出一个协作节点，由协作节点接入到控
制信道最后一个时隙并发送所在簇的时隙表来消除簇间时隙碰撞。但
是本论文只是提出一个方法，如何将该方法运用到协议中是我们未来
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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