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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完成了CAN网络的时间分析（同构网络）

m充分分析和精确分析（基于忙周期理论）

m单个CAN以及网关互连CAN

m异构分布式系统中能耗约束下的DAG调度算法研究

m完成一篇小论文（待投）

当前进度



CAN网络时间分析

计算公式：

测试用例实验结果：

这个结果还有继续优化的空间（和真实的WCRT相比
还是悲观了），但怎么优化是个难题。



m问题描述：异构分布式系统中的并行应用，给定能耗(Egiven(G))约束下，让

调度长度(SL(G))最短。

m该问题此前的研究是采用一种预分配的机制，给待分配的任务分配该任务

在所有处理器上运行的最低能耗值，以保证最终的能耗不超过给定的总能

耗约束。

m缺陷：高优先级任务获得较多能量，低优先级任务获得较少能耗，在给定

的总能量较少时，调度结果很悲观。

DAG调度



m应用模型：DAG
m任务优先级：向上排序值确定（Upward rank value）

m能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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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

m idea：均衡分配系统给定的能量，并且保证应用的总能耗不超过给定的约束
值。

m应用的能耗约束转化成任务的能耗约束

m根据任务的最早结束时间（EFT）为任务选择相应的处理器进行调度，实
现最终的调度长度最小化。



实验结果对比（例子）

前面的任务以最大功耗运行来
降低调度长度，后面的任务由
于能耗不够，在最低功耗运行。
（贪心算法）
(E=80.9939，SL=129.366)

修改后的能耗分配更加均衡，
结果也得到改善。
(E=74.6252，SL=84.0330)



FFT和GE实验

不同能耗约束下的调度长度

不同应用规模下的调度长度 ESECC在任何情况下都比
MSLECC要好。
在给定的能量比较少时，
或者应用的规模比较大时，
ESECC的优势更加明显。



m完成一篇小论文，待投。

m下阶段找第二个创新点（还是能耗相关的DAG调度问题，考虑能耗约束下

的费用最小化研究）。

小结以及下一步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