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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基于移动 Agent的分布式通信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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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移动 Agent链接寻址分布式通信算法，通过分析通信位移延迟问题，对消息传递的寻 

址、消息排队的过程设置，实现了移动 Agent的高速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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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 obile Agent-Based Algorithm for Distributed Communication 

TIAN Zhuo 

(Information and Teaching Management Center，Jil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8，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a Mobile Agent-based algorithm for distributed communication link addressing，offset 

by proposed communication delays，the addressing of message passing，message queuing process set up tO achieve a 

high-speed communications Mobile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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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移动智能体(mobile Agent)是当前分布计算中 

的人工智能接口领域．网络中共享的硬件和软件资 

源通过不同的移动智能体，处于共同的网络协议下， 

完成信息的通信．其中通信高效是否直接影响到整 

个移动智能体系统的性能． 

2 移动 Agent 

移动智能体(mobile Agent)是一个可信赖_1]的 

系统，利用网络上不同节点进行主动通信．它主要包 

括下面几个特点： 

(1)随时应用性．随时应用性指的是在任何时 

间、任何地点，只要用户发出请求，移动 Agent系统 

根据系统指令，立即执行命令操作． 

(2)系统 自检性．系统 自检性是指当系统在进 

行网络通信之前，先对移动Agent系统自身的硬件 

和软件进行检测，一旦发生问题，利用移动 Agent 

系统 自体提供的 Auto Recovery系统进行修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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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系统通信的安全． 

(3)可靠性．可靠性是指系统存在 error的情况 

下，移动 Agent系统连续工作的能力．高可靠性系 

统能够连续工作很长的时间而不会中断 ． 

3 移动 Agent通信位移延迟 

如图 1所示，当 mal向 leaderl上的 ma2发送 

消息，可是传输数据的进程中，ma2从 leader1转到 

了 leader2，因此，当消息到达 leaderl时，leaderl置 

为空，这种通信过程中目标Agent发生位移的变化 

称作通信位移延迟． 

一  l 

卜 ／ 

I leader1 
l 

图 1 通信位移延迟 

解决通信位移延迟问题现在多采用目标中转寻 

址方式，设置一个中转区，将无用的信息保存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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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当提交指令时在赋值给目标 Agent．这种方法对 

于信息流量_3]小的时候的效果不错，但是如果网络 

中有很多移动 Agent节点的系统来说，由于数据很 

多，需要网络速度更快，同时没有一个统一的网络标 

准，所以目标中转寻址方式并不适用． 

文中提出一种新的链接寻址分布式通信算法， 

来解决上述问题． 

4 链接寻址分布式通信算法 

4．1 链接寻址分布式通信算法的通信过程 

Ma2从“本体”t2移动到 t3；ma2到达 t3以后， 

向其 base报告新位置；发送方mal将要发送的消息 

发送给当前位置的 interface；interface通知接收方 

ma2的 baselbase通知 ma2到 t1收信息；ma2连接 

t1的interface并取回信息．发送方将消息_4]发送给 

本地的 interface以后，接收方不用确定，直接去执 

行其他操作．如图 2所示． 

图 2 链接寻址分布式通信算法的通信过程 

4．2 分布式通信算法中消息传递的寻址 

消息传递的寻址即发送者要把其消息送给谁， 

接受者从谁那里接受消息，可以采用直接或者间接 

的寻址方式．对于直接寻址，对一个 Agent对象直 

接命名就可以，名字必须以字母、数字或者下划线作 

为开头的任意变量或者表达式．如果 sender和 ac— 

cepter互相定义名称，那么直接命名的方法称作是 

对称法．在非对称方法中，仅 sengder找 accepter，这 

种情况下，sender要与所有 accepter互相接触．间接 

命名通常要定义一个中转站，称为信箱L5]，sender把 

消息送给它，accepter负责接收消息，在实际应用 

中，信箱就是中转站．信箱等同于一个值，当然它的 

数据类型可以使任意． 

4．3 分布式通信算法中关于消息队列的顺序 

算法中消息都保存在移动 Agent网络通信核 

心进程中．当在一个队列中添加一个 Agent消息的 

时候，队列尾部会出发一个 messgefeel事件，判断 

消息是否满足队列人门条件，如果判断值为 true，那 

么可以进入队列尾部，否则被过滤掉． 

同时，当一个 Agent消息即将从消息队列中发 

出的时候，队列指针的指向将进行调整，所有的指针 

向前或向后移动，保证队列没有空 位置． 

4．4 分布式通信过程的算法实现 

(1)下面的代码段用于读取消息 

Str read
—
info(str info，type t，buffer *max- 

length) 

{ 

Dim r as integer 

Dim q as integer 

q—len(info)--len(maxlength) 

if(r—instr(r，maxlenth，t，0))then 

read
_

info—O 

else 

read_ info~-send(maxlength) 

end if 

) 

第一个参数 info表示从 Agent中读取的消息， 

第二个参数 t表示从 Agent中读取的消息类型，第 

三个参数 maxlength指的是缓冲区最大的数据范 

围．当 r取值为 true，读取消息终值取为0；当r取值 

为 false，取缓冲区最大字节数． 

(2)下面的代码用于发送消息 

Str send_info(str info，buffer*maxlength) 

{ 

Dim r as integer 

if(r—instrreverse(r，maxlenth，1))then 

send
_
info= 0 

else 

send
_
info=msgb(maxlength) 

end if 

) 

第一个参数 info表示给 Agent中发送的消息， 

第二个参数 maxlength指的是缓冲区最大的数据范 

围．当r取值为 true，发送消息终值取为 0；当r取值 

为 false，发送缓冲区中的所有数据． 

5 算法分析 

本算法中，仅在 Agent移动过程时发送者发送 

的的消息会被转发，移动 Agent静止时的消息完全 

是移动代理之间的直接通信，降低了带宽的占用，减 

少了通讯[ ]的延迟，移动 Agent的协议是使两个消 

息队列间能经常相互通信，利用链接地址的分布通 

(下转第 72页) 



72 微电子学与计算机 2012正 

给出了一种利用神经网络对局部运动模糊图像的模 

糊区域的识别方法，该方法在提取局部运动模糊图 

像的模糊区域时，不受背景区域的影响，能很好地提 

取出局部运动模糊图像处于不同背景情况下的模糊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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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是避免了数据的通信延迟，值得注意的是移动 A— 

gent分布式算法可以使用对象实现数据共享 ，两 

个进程可以通过调用对给定对象的操作间接地相互 
通信，同时可以实现其他数据的进程的同步． [4] 

6 结束语 [5] 

本文通过分析在移动 Agent中的通信位移延 

迟问题，对消息传递的寻址、消息排队的顺序的研 

究，提出了一种基于移动 Agent链接寻址分布式通 

信算法，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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