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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基于量子遗传算法的认知无线电频谱分配算法，通过仿真比较了本文算法与颜色敏感图论着色频谱分

配算法的性能 +结果表明基于量子遗传算法的频谱分配算法性能明显优于颜色敏感图论着色算法，它能更好地实

现网络效益最大化；当用户数和频带数较少时，量子遗传算法在进化代数很少时就能找到理想最优解，而颜色敏感

图论着色算法所得到的解与理想最优解偏差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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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联系人 + ./0123：321456276849:!"’; <=0

! ; 引 言

无线频谱是一种宝贵的自然资源 +美国联邦通

信委 员 会（>8?8@13 A=00B42<1C2=45 A=002552=4，简 称

>AA）的研究报告［!］表明，当前采用的固定频谱分配

政策导致部分频段拥挤不堪，而其他频段使用率则

极为低下 +为了缓解无线频谱资源短缺、频谱利用率

不均的局面，人们提出了使用认知无线电技术的动

态频谱共享机制，允许认知无线电用户（也称次用

户）使用主用户当前未使用的频谱空穴，从而提高频

谱利用率［"］+
认知无线电通过感知外部无线环境、智能调整

无线 电 参 数 并 不 断 学 习 来 最 佳 满 足 外 部 环 境 需

求［$］，期望实现高可靠性的通信并最大化频谱利用

率［"］+本文着眼于研究频谱空穴检测完成后，空闲频

谱资源在次用户间的分配问题 +针对中心式或分布

式的网络体系结构、协作式或非协作式的频谱分配

行为、共存式或覆盖式的频谱接入技术［(］，人们提出

了不同的动态频谱分配方法，主要包括博弈论［*—)］、

拍卖理论［&］、议价机制［,］、图论着色［!%—!"］等 + 文献

［!%，!!］提出了一种认知无线电频谱分配模型和基

于图论着色理论的频谱分配算法，文献［!"］则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并行着色频谱分配算法 +本文在

讨论这种频谱分配模型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全新的

基于量子遗传算法（DB14CB0 9848C2< 139=@2C60，简称

EFG）的频谱分配方法，通过仿真对基于 EFG 的频

谱分配算法和基于图论着色理论的分配算法性能进

行了比较，仿真结果验证了本文所提算法的高效性

和优越性 +

" ; 量子遗传算法

量子遗传算法［$，!$—!’］是量子计算和遗传算法相

结合的产物，其关键步骤包括染色体编码、种群测

量、种群更新等 +

$%&% 染色体编码方式

在 EFG 中，染色体编码采用量子位来实现 + 量

子位与经典位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可以落在 H %〉和 H !〉

之外的线性组合态，其状态通常表示为

!〉I" %〉J# !〉， （!）

其中，"和#分别表示状态 H %〉和状态 H !〉的概率幅 +
对量子位测量时得到 % 的概率为 H" H "，得到 ! 的概

率为 H#H " +"和#需要满足归一化条件

H" H " J H# H " I ! + （"）

设一个染色体包含 ! 位量子位，则其编码形式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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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 # !"! ! " $ %，! $ %，"，⋯，" & 采用量子位编

码后，’() 中染色体种群可以表示为 !（ #）$｛"#
%，

"#
"，⋯，"#

$｝，其中 # 表示进化代数，% 表示种群规模

（种群大小），"#
&（ & $ %，"，⋯，%）表示第 # 代种群中

第 & 个染色体，它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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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群测量

测量将改变量子位的状态，使其从 ! +〉和 ! %〉的

叠加态塌缩到与观测结果相应的特定状态 & 对种群

!（#）中的各个个体实施一次测量，将得到一组状

态 #（ #）& #（ #）是一组二进制解，#（ #）$｛$#
%，$#

"，

⋯，$#
$｝，其中每一个二进制解 $#

&（ & $ %，"，⋯，%）均

是由长度为 " 的二进制串组成，并且 $#
& 中第 ! 位的

取值通过 "#
& 中第 ! 位量子位的概率 !!#

&! ! "（ ! $ %，"，

⋯，"）确定，即随机产生一个［+，%］之间的数，比较其

与 !!#
&! ! " 的大小，如果它小于 !!#

&! ! "，则 $#
& 中相应位

取值为“+”，否则取值为“%”&适应度评价针对 #（ #）

进行，而不是 !（#）&

!"#" 种群更新

初始 化 种 群 时，"+
& 中 的!+

&! 和"
+
&! 均 初 始 化 为

!%, "，表示在初始搜索时所有状态均以相同的概率

进行叠加 & ’() 中使用量子门实现种群的进化 & 本

文中使用的量子旋转门的更新操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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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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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染 色 体 & 第 ! 个 量 子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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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后的形式，#&! 表示量子旋转门的旋转角 &

本文采用如下调整策略：#&! $!#&!·’（!&! ，"&! ），其中

!#&!和 ’（!&! ，"&! ）分别代表旋转的角度和方向，具体

取值与文献［5］中一致 &该调整策略将待调整个体当

前的测量值的适应度 (（ $& ）与已保存的最优解的适

应度 (（%）进行比较，如果 (（ $& ）6 (（ %），则调整个

体 & 中相应位的量子位（该位测量值 $&!（二进制串

$& 的第 ! 位）与最优解相应位的值 )! 不相等），使得

概率幅对
!&!

"
( )

&!

向着有利于 $&! 出现的方向演化；反

之，则调整量子位使得概率幅对
!&!

"
( )

&!

向着有利于 )!

出现的方向演化 &

!"$" %&’ 基本流程

’() 基本流程图如图 % 所示 & 算法终止条件一

般以是否达到最大进化代数 * 作为衡量标准 &随着

进化的进行，种群的解逐渐向最优解收敛 &

图 % ’() 基本流程

57 基于 ’() 的认知无线电频谱分配

#"(" 认知无线电频谱分配模型

认知无线电频谱分配模型［%%］由可用频谱矩阵、

效益矩阵、干扰矩阵和无干扰分配矩阵描述 & 假定

+ 为次用户数，各个次用户分别用标号 +，%，⋯，+
1 % 表示，, 为认知无线电可用频带数，频带间相互

正交，各个频带分别用 +，%，⋯，, 1 % 表示 &
可用频谱矩阵是指在某个空间、某个时间主用

户不占用的频谱 &由于主用户地理位置、发射功率等

参数的不同，临近次用户对主用户频谱的可用性可

能不同 &例如对于某可用频带 -（+"-",），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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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发射功率覆盖范围以外的次用户可以使用该频

带，而在覆盖范围以内的次用户不能使用该频带 !频
谱对于次用户是否空闲用可用频谱矩阵 ! 表示：!
"｛!"，# # !"，#!｛$，%｝｝$ & %，!"，# " % 表示用户 " 可以

使用频带 #，!"，# " $ 表示用户 " 不能使用频带 # !
不同的次用户采用的发射功率、空时特性、调制

技术等有所不同，在不同的频谱上具有不同的传输

效益 ! 用户获得的效益用效益矩阵 " 表示：" "
｛&"，#｝$ & %，&"，# 表示用户 " 在频带 # 上获得的效

益，如频谱利用率、最大流量等 !
对于某一个可用频带，不同的次用户都可能使

用该频带，这样用户之间可能会产生干扰 !用户之间

的干扰用干扰矩阵 # 表示：# "｛’"，(，# # ’"，(，#!｛$，

%｝｝$ & $ & %，’"，(，# " % 表示用户 " 和用户 ( 同时使用

频带 # 时会产生干扰，’"，(，# " $ 则表示不会产生干

扰 !当 " " ( 时，’"，"，# " % ’ !"，# ! 实际应用中，由于

认知无线电系统进行频谱分配的时间相对于频谱环

境变化的时间很短，因此假定用户地理位置、可用频

谱资源等是静态的，即矩阵 !，"，# 在一个分配周

期内维持不变 !
无干扰分配矩阵 $ "｛)"，# # )"，#!｛$，%｝｝$ & %，

)"，# " % 表示频带 # 已经分配给用户 "，)"，# " $ 表

示频带 # 没有分配给用户 " !无干扰分配必须满足

# 定义的如下无干扰约束条件：

)"，# ( )(，# " %，’"，(，# " %，

#$" "，( ) $，$" # ) % ! （*）

给定某一无干扰频谱分配，用户由此获得的总

效益 用 效 益 向 量 表 示：% " ｛!" " $
%’%

# " $
)"，# ·

&"，#｝$&%，其中!" 表示用户 " 获得的总效益 !认知无

线电频谱分配目标即最大化网络效益 *（%），令

!（!，#）$，% 表示无干扰频谱分配矩阵集合，则频谱

分配可表示为如下所示的优化问题：

$% " +,- .+/
$!!（!，#）$，%

*（%）， （0）

其中 $% 为最优的无干扰频谱分配矩阵 ! 本文中，

*（%）"$
$’%

" " $!" ，即最大化整个网络的效益总和 !

!"#" 基于 $%& 的频谱分配算法

本文提出的基于 123 的频谱分配算法中，每一

条染色体测量后的二进制串表示一种可能的频谱分

配 !由于与可用频谱矩阵 ! 中值为 $ 的元素位置相

对应的无干扰频谱分配矩阵 $ 中的元素值必定为

$，若将 $ 中所有元素均用量子位表示，将使染色体

中包含大量冗余，所以本文仅对与 ! 中值为 % 的元

素位置对应的 $ 中的元素进行量子位编码，故染色

体中量子位个数等于 ! 中值为 % 的元素个数 !图 4
给出了 $ " 5，% " * 时的染色体测量值结构示例，

若 $ 中所有元素均用一个量子位进行编码，则所需

量子位数为 6$，由于 $ 需要满足 ! 的约束限制，仅

将加下划线的元素映射为量子位，则量子位数仅为

7 !初始种群中概率幅均初始化为 &%8 4，随着进化的

进行根据（5）式不断更新，图 % 中 &+ "［$，%，%，$，%，

%，$，%，$］为初始种群中第 + 个染色体的测量值 ! 对

染色体测量值进行适应度评价时需要将其映射为

$，本文直接将测量值的每一位按行逐个填充到与

! 中值为 % 的元素位置相对应的 $ 的元素，如图 4
中箭头所示，由此得到了一种频谱分配 !

图 4 染色体测量值结构示例

量子位测量值取 $ 或 % 由概率幅决定，并不一

定满足（*）式定义的无干扰约束条件 !本文对量子位

染色体测量值进行如下无干扰约束处理：对任意频

带 #（$"# ) %），寻找满足 ’"，(，# " % 的所有 " 和

(，检查 $ 中第 # 列第 " 行和第 # 列第 ( 行元素对

应的量子位测量值是否均为 %，若是，随机将其中一

位置 $，另一位保持不变 ! 经以上处理后，染色体测

量值满足无干扰约束，因此测量值代表了一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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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频谱分配 !
衡量染色体测量值性能的适应度函数与目标函

数相对应，由于频谱分配所要实现的目标是最大化

网络效益 !（!），故本文直接将 !（!）作为适应度

函数 !随着进化的进行，种群中个体测量值适应度不

断增加，达到最大迭代次数时，算法终止，此时将

"（"）保存的解映射为 # 的形式，即得到了最佳的

频谱分配 !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的基于 "#$ 的频谱分配算

法的流程如下：

%）给定可用频谱矩阵 $ & ｛#$，% ’ #$，% !｛(，

%｝｝&)’，效益矩阵 " & ｛($，%｝&)’ 和干扰矩阵 % &
｛)$，*，% ’ )$，*，% !｛(，%｝｝&) &)’，确定种群规模 +，确

定染色体量子位数 # & "
&

$ & %
"
’

% & %
#$，%，记录 $ 中值为 %

的元素对应的 $ 与%，即令 $% &｛（$，%）’ #$，% & %｝

且使 $% 中元素按照 $ 递增、% 递增方式排列，$% 中

元素个数为 # !
*）令 " & (，初始化种群 &（ "）&｛’"

%，’"
*，⋯，

’"
+｝!

+）对 &（ "）中的每个个体实施一次测量，得到

一组状态（染色体测量值）(（"）&｛)"
%，)"

*，⋯，)"
+｝!

,）将 )"
,（ , & %，*，⋯，+）的第 - 位映射为 .$，%，

其中（$，%）为 $% 中第 - 个元素（ - & %，*，⋯，#）；对

所有 %（(#% - ’），寻找满足 )$，*，% & % 的所有 $
和 *，检查 # 中第 % 列第 $ 行和第 % 列第 * 行元素

对应的两位测量值是否均为 %，若是，随机将其中一

位设置为 (，另一位保持不变 !
.）对 (（"）进行适应度评价，将 (（ "）中最优解

保存至"（"）!
/）如果达到最大进化次数，算法终止，将 "（ "）

中保存的二进制串映射为 # 的形式，即得到了最佳

的频谱分配；否则，继续 !
0）" & " 1 %!
2）对种群 &（" 3 %）实施一次测量，得到一组状

态 (（"）&｛)"
%，)"

*，⋯，)"
+｝!

4）将 )"
,（ , & %，*，⋯，+）的第 - 位映射为 .$，%，

其中（$，%）为 $% 中第 - 个元素（ - & %，*，⋯，#）；对

所有 %（(#% - ’），寻找满足 )$，*，% & % 的所有 $
和 *，检查 # 中第 % 列第 $ 行和第 % 列第 * 行元素

对应的两位测量值是否均为 %，若是，随机将其中一

位置 (，另一位保持不变 !

%(）运用适应度函数对 (（"）进行适应度评价 !
%%）将 (（ "）和 "（ " 3 %）中的最优解保存至

"（"）!
%*）使 用 量 子 旋 转 门 对 种 群 进 行 更 新，得 到

&（"），转至 /）!

, 5 性能仿真及结果分析

针对 +5% 节所述频谱分配模型，目前研究人员

主要采用图论着色理论来解决，并且将相应算法称

为颜 色 敏 感 图 论 着 色 算 法（ 67879 :;<:=>=?; @9ABC
67879=<@，简称 DE#D）［%(—%*］! 本文仿真中对基于 "#$
的频谱分配算法和 DE#D 算法性能进行了 比 较 !
"#$ 参数取值为 + & *(，F;8>A 在 (5%!至 (5((.!间

动态变化（随进化代数线性递减），最大进化代数为

.( !图 + 给出了当 & & *(，’ & ** 时不同的初始条件

下的实验结果，不同实验中 "，$，% 不同，同一次实

验中 DE#D 算法和本文提出的基于 "#$ 的频谱分配

算法所采用的 "，$，% 相同，"，$，% 根据文献［%%］

附录"提供的伪码仿真产生 ! 从图中可以看出，.(
次实验中基于 "#$ 的频谱分配算法所得到的网络

效益多数明显大于 DE#D 获得的网络效益，仅有少

数点较为接近，说明了基于 "#$ 的频谱分配算法的

有效性和优越性 !

图 + "#$ 和 DE#D 性能比较

图 , 给出了 ’ & +( 时平均效益随次用户数 &
的变化曲线，平均效益等于网络效益除以 & !由图 +
可知，随着 & 的增加，平均效益呈递减趋势 ! 基于

"#$的 频 谱 分 配 算 法 所 得 到 的 平 均 效 益 均 大 于

DE#D!图 . 给出了 & & %. 时平均效益随可用频谱数

’ 的变化曲线 !随着频带数 ’ 的增加，平均效益呈

%/+%* 期 赵知劲等：基于量子遗传算法的认知无线电频谱分配



递增趋势，基于 !"# 的频谱分配算法所得到的平均

效益均大于 $%"$ 获得的平均效益，进一步验证了

基于 !"# 的频谱分配算法的有效性 &

图 ’ ! 变化时算法性能

图 ( " 变化时算法性能

表 ) 给出了基于 !"# 的频谱分配算法和 $%"$
算法得到的网络效益与理想最优值的比较，理想最

优值由穷举搜索得到［))］，!"#*) 表示进化 ) 代后

!"# 获得的结果，!"#*+ 表示进化 + 代后 !"# 获得

的结果，!"#*), 表示进化 ), 代后 !"# 获得的结

果 &实验中 ! 与 " 相等，对每一个 ! 分别进行 ),,
次实验，记录每次实验的相对误差 &若某次实验算法

得到的网络效益最优值为 #,，理想最优值为 #-./，

则相对误差为 ) 0 #, 1#-./，最终获得的相对误差由

),, 次实验平均得到 &由于寻优空间随着 ! 的增加

呈指数增长，为保证穷举搜索计算复杂度的可行性，

本文仅对 ! 取值为 ’，(，2 时的算法性能进行了比

较 &从表中可以看出，!"# 进化 ), 代后均能找到理

想最优解，在进化一代后与理想最优解已非常接近，

而 $%"$ 所得结果与理想最优值的相对误差较大，

说明了基于 !"# 的频谱分配算法的高效性 &

表 ) 与理想最优值比较

相对误差
!

’ ( 2

!"#*) ,3,+)4 ,3,++( ,3,((5

!"#*+ ,3,,+4 ,3,))6 ,3,+(,

!"#*), , , ,

$%"$ ,3,,’( ,3,,25 ,3,,67

( 3 结 论

如何合理有效地分配次用户所需的频谱是实现

动态频谱接入的关键技术 &认知无线电频谱分配模

型可以表示为一个优化问题 &本文使用 !"# 求解该

优化问题，提出了全新的基于 !"# 的认知无线电频

谱分配方法，并与颜色敏感图论着色算法进行了性

能比较 &仿真结果表明基于 !"# 的算法能更好地实

现网络效益的最大化，较小进化次数下就能找到理

想最优解，验证了本文所提方法的有效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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