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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创新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了机会移动网络在随机路点模型 (Random Way-Point model ) 下能量效率和接触机

会之间的折衷。首先提出了一种理论模型去研究基于随机路点模型的接触探测过程，分别得到

了单点探测概率和双点探测概率的表达式。然后，基于提出的理论模型，分析了在不同情况下

能量效率和有效接触总数之间的折衷。 

（2）研究了机会移动网络中占空比模式下的邻居发现过程，并且为占空比机会移动网络中的邻

居发现过程设计了一种能量有效的自适应工作机制。提出的自适应工作机制使用节点间过去的

接触历史记录去预测节点间未来的接触信息，从而在每个周期内自适应地配置网络中每个节点

的工作机制。 

（3）研究了占空比机会移动网络中占空比操作对数据转发的影响，并且为占空比机会移动网络

设计了一种能量有效的数据转发策略。该策略考虑了节点间的接触频率和接触时长，并且设法

将数据包沿着可以最大化占空比模式下数据传递概率的路径转发。 

（4）研究了机会移动网络中自私环境下的数据分发问题，并且提出了一种适用于自私机会移动

网络的基于激励驱动的发布 /订阅数据分发机制。该机制采用 “针锋相对 ” (Tit-For-Tat, 

简称为 TFT ) 机制来激励网络中的节点互相合作。同时，该机制也提出了一种新颖的数据交换

协议来实现两节点接触过程中的数据交换，目的是最大化节点缓存中储存的数据的效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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