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年  第 19卷 第  3 期                                                           计  算 机  系 统  应 用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研究开发 87 

一种改进的移动 Agent 通信模型① 
黄成伟  贾宇波  蔡  浩 (浙江理工大学 信电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 移动 Agent 系统的通信问题是阻碍其广泛应用于实践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通过对已有的移动 Agent
系统通信机制的研究与分析，提出了一种改进的移动 Agent 通信参考模型。该参考模型分别从移动

Agent 命名与定位、移动 Agent 通信安全和移动 Agent 通信失效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在某种程度上解

决了移动 Agent 的通信问题，并提高了移动 Agent 通信安全性。最后，对未来的工作做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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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proved Communication Model for Mobile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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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cation is one of the biggest obstacl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mobile agent system. After analyzing 

the communication problems, this paper presents an improved communication model for mobile agent. It is 
performed based on the framework concerning three major areas: the naming and locating scheme of mobile 
agent, the security of mobile agent communicat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failure of mobile agent. The 
proposed model solves communication problems in some degree, and improves the safety of mobile agent. 
At last, future work i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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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多 Agent 系统 [1]已经

成为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Agent 技术被广泛应用

于许多领域诸如网格计算、普适计算、语义 Web 和电

子商务等。随着网络技术与分布式技术的不断发展，

可以让智能 Agent 在 Internet 上自主移动并执行，以

完成用户指定的任务，这就是移动 Agent 的最初构想。

可以说移动 Agent 是 Agent 技术与分布式技术相结

合的产物，它是 Internet 发展的必然趋势。 
移动 Agent 的概念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由

General Magic 公 开发 中 心 在 推出 商 业 系 统

Telescript[2]时提出的。简单地说，移动 Agent 是一

个能够在运行过程中自主的从一台主机迁移到另一台

主机，并可与其它 Agent 或资源交互的程序[3]。与传

统的分布式技术相比，它具有很多优点，移动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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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通过将服务请求 Agent 动态地移到服务器端执

行，使得此 Agent 较少依赖网络传输这一中间环节而

直接面对要访问的服务器资源，从而避免了大量数据

的网络传送，降低了系统对网络带宽的依赖，克服网

络延迟。移动 Agent 不需要统一调度，由用户创建的

Agent 可以异步地在不同节点上运行，等任务完成后

再将结果传送给用户[4]。移动 Agent 具有动态自适应

性，它可以感知运行环境，并且对变化自主、快速地

做出反应，使整个系统始终保持在最优状态。此外它

还具有自治性、健壮性和容错性等特性。 
由于移动 Agent 的众多优点，其理论已经被应用

于电子商务、分布式计算、信息检索等领域。然而，

随着移动 Agent 技术的推广，移动 Agent 通信机制

显得日益重要，它是限制移动 Agent 技术广泛应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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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现有通信机制还不够完善，

因此，提出一种完善的通信模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的第 1节阐述了移动 Agent 通信常见的解决

方案及其缺点和不足，并介绍了最近国内外的一些相

关的研究工作，第 2、3 和 4 节分别针对第 1 节中分

析的三个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从而形成了一

个改进的通信模型，最后，第 5 节给出本文的结论和

对未来作了展望。 
 
1  问题分析与相关工作 
1.1 问题分析  

在传统的分布式计算环境中，计算实体一旦被创

建，它们的位置便固定下来，发送方只需得到接收方

的当前位置即可始终与之通信。但是在基于移动

Agent 的系统中，由于移动 Agent 的移动性，移动

Agent 的位置经常改变，因此移动 Agent 之间进行通

信需要考虑的问题有： 
(1) 移动 Agent 的命名与定位问题。在分布式环

境下移动 Agent 命名的一致性，如何才能让其它移动

Agent 知道这一变化，实现移动 Agent 按名寻址。 
(2) 移动 Agent 的通信安全问题。当移动 Agent

之间传输数据时，如何保证通信数据的安全性。 
(3) 移动 Agent 的通信失效问题[5]。当移动 Agent

迁移时，如何处理正在发送给移动 Agent 的消息。 
1.2 相关工作  

针对移动 Agent 通信问题，现有的通信机制实现

方法主要有广播机制[6]、消息转发机制[7]、基于 HOME
的寻址机制[8]和基于邮箱的通信机制[9]。广播机制基本

思想是消息从根节点开始发送，按照某种规则遍历网

络中的所有结点。 Murphy [6] 曾论证过，仅仅通过简

单的广播是无法实现 Agent 消息的可靠传输的。消息

转发机制实现起来也较简单，并支持消息的发送和

Agent 迁移的异步运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消息

发送的可靠性，但若移动 Agent 迁移很频繁，就会存

在消息追击现象。基于 Home 的寻址机制的基本思想

是消息先发送到 Home 主机上，Home 主机根据其记

录的移动 Agent 的当前所在主机地址将消息转发目标

Agent，这种机制实现简单，且迁移和消息发送的开

销不大，缺点在于对 Home 有依赖性、不支持消息发

送和 Agent 迁移的异步运行、Home 瓶颈问题和消息

的不可靠传输问题。基于邮箱的通信机制，由于邮箱

是根据需要而决定是否随其 Agent 迁移，使得这种机

制较为灵活，另外信箱的迁移率相对 Agent 的迁移率

小得多,但同时也增加了系统的额外负担。 
此外，文献[10]中提出了一种基于消息重发的可靠

通信机制来解决因 Agent 迁移或网络故障产生的消息

丢失问题，算法采用类似于 TCP 协议中的滑动窗口机

制，当消息得不到确认时进行重发，重发几次后仍得不

到确认则认为目标 Agent 已经迁移，将消息交给服务

器转发。但是，算法仍无法避免多次重发和转发的可能，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消息发送和Agent迁移之间的矛盾。 
通过对现有移动 Agent 通信机制的缺点与不足的

研究，本文在原有的算法和思想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

种改进的移动 Agent 通信模型，该模型分别从移动

Agent 的命名与定位问题、移动 Agent 的通信安全问

题和移动Agent的通信失效问题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2  移动Agent的命名与定位 

对于移动 Agent 命名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是提供

基于主机的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的名字解析机制来对

Agent 进行命名，然后使用域名解析系统来实现名字

的解析 ,这种命名方式对静态对象的命名和名字解析

非常有效。然而，对于移动 Agent，它的位置在不断

的发生变化，因此，名字需要同步的改变以反映其最

新的位置，这就使对 Agent 定位变得非常复杂，此外，

把所有的名字解析工作交给一部分主机来完成，容易

造成瓶颈，一旦名字解析服务器发生崩溃，那么所有

的通信将无法进行。因此，采用全局的、与位置无关

的命名方法移动对 Agent 进行统一命名。 
在参考 Mogent 系统 [5]的命名方式的基础上，本

文提出了一种改进的移动 Agent 命名机制，有效的保

证了移动 Agent 在迁移过程中与位置无关。其数据结

构如表 1 所示： 
表 1  移动 Agent 数据结构 

源主机 ID AgentID 源主机 Agent系统类型 

目标主机 ID ID 目标主机Agent 系统类型 

该数据结构采用两层命名规范，第一层为逻辑层，

移动 Agent 的源主机 ID(移动 Agent 产生地)可由源主

机 IP 地址和端口号组成，AgentID 是源主机为移动

Agent 分配的一个标识 ID，源主机 ID 和 AgentID 联

合组成全球唯一，源主机 Agent 系统类型为其使用的

Agent 系统类型及版本，以保证其兼容性和可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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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为物理层，目标主机 ID(移动 Agent 迁移地)可
由目标主机 IP 地址和端口号组成，ID 是由目标主机为

移动 Agent 分配的标识 ID，目标主机的 Agent 系统

类型字段保存了目标主机上的 Agent 系统类型及版

本，每当移动 Agent 迁移到一个目标主机时，其物理

层的各字段都需要发生相应的变化。 
 
 
 
 
 

图 1  移动 Agent 寻址 
 

移动Agent命名的逻辑层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始终保

持不变，保证了移动Agent 位置的透明性，程序员只需

要知道移动 Agent 的逻辑名，然后根据逻辑名影射到其

物理名，从而可以解析出当前移动 Agent 的所在位置。 
 
3  移动Agent的通信安全 

为了保证移动 Agent 在通信过程中数据和运行状

态安全，需要一种高效的并行加密算法，该模型采用

PED 加密算法，保证移动 Agent 在通信过程中的安全

性，并证实了该加密算法的可行性。 
3.1 PED 算法简介  

PED 算法 [11]可以防止未经授权的主机窃听信道

上迁移的移动 Agent 数据和运行状态，PED 可以分配 
52 个随机字母(26 个小写和 26 个大写 )，并提供了

8.07×1067种不同的符号，其通用的加密和解密模式

通常由四元组表示，M={T，C，K，l},其中 T 表示明

文，C 表示密文，K 表示键值，l 表示级别。 
2.1.1 加密 

定义 1.  假设源数据文件 T 表示为 T=Z90，其

中 Z 是指包含 90 个元素的域空间，ti∈T，其中 ti 表

示可能由 26 个大写字母或小写字母，0-9 的 10 个数

字和 28 个特殊字符(包括空格)组成的明文。 
定义 2.  假设键值空间表示为：K=P 52

52
 
  

,  i∈

K,表示键值是根据 Pseudo 随机数函数  i=Rnd(si ) 
得到的。 

定义 3.  密文 C 是由 52 个元素组成(C=Z52)，
且 ci 是 C 中的元素，即 ci∈C，基于这个定义，那么

初始的信息文本可以表示为：  

 
 (1) 

 
其中 li 表示级数，PK 表示公钥，

( )i

i

le x 表示加密

函数，它可以表示成如下： 
 

 (2) 
 

2.1.2 解密 
根据上一节的加密算法(1-3 的表达式)，密文的

解密过程可以表示为如下： 
 

 (3) 
 
其中 ( ) i

i

ld x 是解码函数，它可表示为： 
 

 (4) 
 
在解密函数中，同时也要用到表达式(3)中的赋值

表。此外，PED 加密函数能够把密文分解中若干个数

据报文，从而可以抵制频繁的分析攻击。 
3.2 通信安全  

移动 Agent 在迁移和通信过程中最大的安全威胁

在于保护其代码和状态被篡改。为了提高通信中的安

全性，通常使用加密机制和认证机制，该模型使用 PED
算法实现加密机制和认证机制，大量提高了 Agent 在

迁移和运行过程中的可靠性。 
 
 
 
 
 

 
 

 
图 2  移动 Agent 迁移加密与认证机制 

 
从上图中可以知道，首先由源主机根据 Pseudo

随机数函数生成的键值 1 ，使用 PED ( )
1

lie Ai 函数加密

创建好的移动 Agent，同时第一个键值 1 发送到主机

A 上，获取认证后，移动 Agent 迁移到主机 A 上，主

机 A 根据接收的键值通过公钥管理函数 PKA 解密，解


[ ( )] [ ( )] [ ( )]     ( 0)1 1

( )                                          ( 0)

l l li i ie t e t e l ii i ii i ici PK l ii i

  


   
  

1 1
( ) { ( ( ( ( ( ( ))))))}

l l lie t a a a ti i i i ii
  


 


( )            ( >0 )

1 ( )         ( 0 )

lid c iiiti P K s ii


  

 1 1 1 2 1( ) ( ( ( ( ( ( )))))  
li ld c a a a ci i i 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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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成功后移动 Agent 执行相关操作。 
当移动 Agent 在主机 A 上执行完相关操作后，它需

要迁移到主机 B 上运行，因此，主机 A 则会根据Pseudo
随机数函数生成的键值 2 ，并发送到主机 B 上，分别

使用 1 和 2 来加密当前移动 Agent 的状态和代码，同

时，把键值 2 发送到主机 B 上，主机 B 获得认证后，

通过主机 A加密后的移动 Agent 迁移到主机 B。由于主

机 B 并不知道的 1 值，所以他并不能解密移动Agent，
因此，主机 B 会发送校验和函数 CS(Ai)和 2 的值到源

主机(为了提高安全性，发送前使用主机 B 生成的键值

3 进行加密传输，生成报文M)。源主机接收到报文 M
后，把它与初始的报文进行比较，如果相同，则表示认

证通过，便把 1 的值发送给主机 B，授权其可以运行，

如果不相同，则可能是移动 Agent 在传输过程中受到攻

击或是受到来自主机 A 的恶意攻击。 
 
4  移动Agent的通信失效问题 

通信失效问题是指在特定条件约束下的信件不能

或不能及时到达接收者的一种现象。通信失效从本质

上来看是因为在路由信件和实际信件传输过程中，目

标 Agent 发生了物理位置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随机

的、不可预料的。基于 Home 的转发机制 [8]具有较好

的健壮性和可扩展性，而且实现了分布式处理，但在

移动 Agent 生命周期内必须保证 Home 的长久连接，

而且每次迁移和定位移动 Agent 都要与 Home 通信，

延迟较大，此外，当 Home 向 Agent 发送信息时，

Agent 正好移动到其他节点，这时就会发生通信失效，

因而它也不能保证消息能够正确发送给目标 Agent。
本文提出了一种改进的基于 Home 通信机制，在传统

的算法上构建了一个消息转发组件，有效地防止了通

信失效问题。 
 
 
 
 
 
 
 
 
 

图 3  改进的 Home 通信机制 

如图 3 所示，首先把需要发送的消息发送给源主

机，源主机根据信息表查找出当前移动 Agent 的所在

主机位置(主机 1)，然后，消息通过 2 发送到主机 1
中的消息转发组件，如果 Agent 还在主机 1 上，则把

消息发送给 Agent 处理，如果 Agent 已经迁移到其

他主机上(主机 2)，则通过消息转发组件把消息发送上

主机 2 上给 Agent 处理，从而有效地防止了通信失效

问题。 
 
5  总结与展望 

移动 Agent 的通信问题一直是限制移动 Agent 系
统被广泛应用的主要因素之一，现有移动 Agent 的通

信机制理论体系还不够成熟，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

步的研究。本文在分析移动 Agent 的命名与定位、移

动 Agent 通信安全和移动 Agent 通信失效的各自的特

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改进的移动 Agent 通信参考

模型，在某种程度解决了移动 Agent 通信问题，提高

了移动 Agent 之间通信的安全性。但仍然在某些方面

存在不足之处，比如，移动 Agent 的命名时增加物理

层数据段和架构一个消息转发组件会给系统带来额外

的负担，随着新一代硬件技术的不断改进，特别是芯片

处理速度的不断提升，资源消耗问题能够得以解决。 
在基于 Home通信机制上增加消息转发组件在某

种程度上防止了通信失效问题 ,在本文设计的移动

Agent 的两层命名规范的特性的基础上，详细设计消

息转发组件的数据结构并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

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此外，移动 Agent 安全性问题[12]

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随着移动 Agent 理论体系的不

断完善，其应用会得到更广泛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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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续 1) 
 7 9 11 

1 (7.66,1.33)/0.74 (9.30,1.18)/0.35 (11.01,1.15)/0.15 

3 (7.52,3.32)/0.61 (9.12,3.75)/0.76 (11.18,3.15)/0.23 

5 (7.97,5.78)/1.24 (9.78,5.17)/0.80 (11.94,5.02)/0.94 

7 (7.13,6.38)/0.63 (9.25,6.83)/0.30 (11.89,6.70)/0.94 

9 (7.74,8.44)/0.86 (9.83,8.65)/0.90 (11.30,8.18)/0.87 

11 (7.58,10.74)/0.63 (9.57,10.97)/0.57 (11.04,10.32)/0.68 

 
3  总结 

针对基于 RSS的指纹定位系统在实际应用中难以

达到理想的定位精度的问题，本文通过研究实际环境

中的测试数据，将 TOA 技术应用于指纹定位系统，对

最近邻居算法进行了修正，消除了实际环境中偶然的

信号突变对于定位的不利影响，具有较高的精度和很

好的稳定性。实验结果表明，在足够的参考点分布下，

我们的基于 TOA 技术的指纹定位系统已经达到一定

的定位精度，可以较好地满足一般的应用需求，具有

一定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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