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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的發展，使

得現實生活中各種智能物件(Smart Object)之

間能夠相互溝通，透過網際網路的應用，以及

不同類型的感測器(Sensor)與物件的結合，可促

進多元化的應用程序發展，如智慧城市、智慧

健康照護和智慧居家等。物聯網的運用，讓使

用者可遠端操控生活中的各種物件，享受物聯

網帶來的服務。然而，大量資訊的流通都透過

物聯網相連結時，為了提供大量的使用者對物

聯網不同應用程序的服務需求，雲端運算環境

的結合將是物聯網發展的一個重要環境。因

此，本研究提出在服務導向物聯網下建構服務

需求處理作業，透過雲端運算環境進行大量服

務需求處理，提升物聯網應用之系統服務效能

和提供差異化服務，滿足大量使用者對物聯網

的服務需求。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物聯網、服務導向架構、CPU 排班演

算法、排程演算法。 

 

Abstract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the smart objects can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in the real world. Through the 

internet and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sensors, IoT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pplications, such as intelligent city, intelligent 

healthcare and smart home. In the IoT, it is 

convenience to enjoy the service of remotely to 

operate the things in the life. However, all the 

information is interconnecting in the IoT, how to 

provide the services of IoT, the combination of 

cloud computing is very importan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oT. Thus, the service 

management operating processes of IoTSoA 

(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s underlying IoT) 

is constructed in the study that can enhanc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of the IoT’s application, to 

provide differentiated services and meet the 

needs of users. 

Keywords: Internet of Things, 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 Cloud Computing, Scheduling. 

 

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物聯網最早源自於 RFID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的概念，並於 1999 年由 Kevin 

Ashton 所提出[1]，而後於 2005 年由國際電信

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正

式提出物聯網的概念[7]，使得物聯網的發展不

再侷限於 RFID 的技術範圍。物聯網企圖將全

世界連結成一個虛擬可循址的網路，透過網際

網路的結合，能夠將現實世界中的物件相互連

接，形成一個虛擬的網路世界[4,9,14]。物聯網

的概念，使得人與物件之間，甚至物件與物件

之間能夠相互進行溝通，透過網際網路與各種

不同無線通訊感測網路的結合運用，如 RIFD、

Zigbee 、 WiFi 及 UMTS(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等，這些物件能夠

遠距離進行操作及資料交換。在物聯網的環境

中，透過各種感測器與物件的結合，能夠賦與

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的物件具有運算能力、判斷

能力及環境監測能力等，使得普及運算環境

(Ubiquitous Computing)來臨，讓人們的生活變

得更智慧化。 

物聯網的概念可促進多元化的應用程序發

展，如防災監測、智慧城市、智慧健康照護和

智慧居家等。透過物聯網的應用服務端，運用

大量的智慧設備及網際網路的結合，人們可以

遠端享受物聯網所帶來的便利性[4]。然而，當

多元化的應用程序透過物聯網整合在一起並

提供服務時，不同應用程序之間的使用者所發

出的服務需求，將為物聯網帶來大量的服務工

作需求。此外，各種應用程序之間的服務需求

工作不一。以防災監測為例，如颱風監測應用



程序可提供風速偵測服務、降雨量偵測等服

務；而土石流監測應用程序則提供降雨量監測

服務、土石鬆動監測等服務。這些不同應用程

序之間的服務需求工作可能互為異質或同

質。且當大量的服務需求同時流入物聯網時，

若未有一個良好的機制及環境來進行大量服

務需求的處理，大量且複雜的服務需求工作將

可能影響物聯網相關應用程序的服務品質，使

得使用者在享受物聯網的服務受到影響。 

因此，本研究在服務導向物聯網下提出服

務需求管理作業。研究中將運用雲端運算環境

進行大量服務需求處理，及針對不同應用程序

的服務需求工作提供不同的排程，使大量且異

質的服務需求工作能夠在雲端運算環境中被

有效率的處理，藉以提供應用程序端使用者所

需要的服務，避免工作受到壅塞。 

本文第 2 節為文獻探討，將說明雲端運

算、CPU 排班演算法及排程演算法；第 3 節說

明本研究所使用的以服務為導向之物聯網架

構；第 4 節為本研究所提出的服務需求管理作

業；第 5 節為範例說明；最後一節則是結論及

未來的工作。 

 

2.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節將說明雲端運算、CPU 排班演算法及

排程演算法 

 

2.1 雲端運算雲端運算雲端運算雲端運算 

 
雲端運算利用了分散式系統(Distributed 

System)的特性，藉由網際網路的使用，透過匯

集不同效能的電腦，使得多台低成本的電腦能

夠進行大量的運算工作處理，來達到如同超級

電腦的處理能力。雲端運算採用叢集式(Cluster)

的運算使各個區域的電腦能夠相互運用，以形

成分散式的運算[5]。雲端運算可藉由叢集式架

構分配適當的節點來服務使用者或應用程序

的需求，以提供多元化的服務需求，如儲存空

間、運算能力或其他服務等。此外，雲端運算

運用了資源虛擬化及動態可擴充資源的技

術，將使得雲端運算環境中的資源能更有效的

被運用[5,12]，讓公用運算的概念能夠讓企業按

需求租賃所需的資源，即時滿足企業的需求。 

在雲端運算的服務中，主要可區分為三大

項[10,12]，分別為軟體即服務(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平台即服務(PaaS，Platform as a 

Service)、及基礎設施即服務(IaaS，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軟體即服務可提供軟硬體資源，

形成多租戶的平台，讓雲端使用者只需連上網

際網路，不需耗費額外的硬體設施成本，只需

要透過租賃的方式，即可享受到軟體的服務。

平台即服務可提供雲端使用者在網際網路上

開發各種應用軟體所需的系統軟體和環境，使

用者只需運用網際網路連上雲端，即可享受開

發系統的服務。基礎設施即服務可提供各種硬

體設施的租賃，讓雲端使用者無須耗費建置硬

體設備的時間及成本，高靈活與可擴充性的方

式，讓使用者只需依據本身需求，向雲端供應

商租賃硬體設備即可。 

整體而言，雲端運算不是一種新興的運算

方式，而是以分散式運算的概念為基礎延伸而

來[5,8,12]，雲端運算描述了一種基於網際網路

及資訊技術所提供的新型服務、使用和交付模

式，通常涉及透過網際網路來提供動態易擴充

功能，而且經常是虛擬化的資源[8,10,15]。典

型的雲端運算供應商能夠提供通用的網路應

用服務，讓使用者可以透過瀏覽器等軟體或者

其他 Web 服務來存取儲存在伺服器上的應用

程序和資料[11][13]。 

在物聯網環境下導入雲端運算平台，利用

分散式系統的特性建立和超級電腦一樣的運

算能力，並且運用公用運算的概念，讓企業依

據實際的需求向雲端供應商租賃計算能力、儲

存空間和網路流量服務等。整體而言，雲端運

算提供網路上的資源來執行使用者端的需

求，以提升資料處理的速度，使企業經由雲端

運算平台處理物聯網所帶來的海量資料並快

速建立出物聯網資料處理的環境。因此，本研

究將運用雲端運算環境的特性建立物聯網的

基礎架構。 

 

2.2 CPU 排班演算法排班演算法排班演算法排班演算法 

 
CPU 排班演算法為運用在單一處理器中

的排班計算，在單一處理器的佇列中同時具有

多個不同的程序需要被執行時，因此將挑選一

個合適的程序將任務執行。在 CPU 執行程序

中，當具有高優先權的任務進入時，為了使高

優先權的任務快速被執行，在執行序之間存在

著可搶先(Preemptive)的機制，使得高優先權任

務可即時取得 CPU 的運算服務，並且將執行中

的任務轉變為等待的狀態。而不可搶先

(Non-preemptive)的機制，使得工作一旦進入

CPU 執行序中被服務，直到工作完成之後，才

能繼續服務新的工作。在本小節中，將針對常



用的 CPU 排班演算法進行說明[1]。 

 

FCFS(First Come First Served)：：：：先進先出排

班演算法是根據程序的抵達時間作為排序的

順序且具有不可搶先的特性，越早抵達的程序

將會優先的進行排班。因此，執行時間較短的

程序可能受到執行時間較長的程序所影響，而

造成程序的等待時間(Waiting Time)較長。 

 

Round-Robin(RR)：：：：RR 排班演算法為一種公

平性的排班演算法，以輪巡式的方式，使每個

程序能公平地獲得固定服務額度而被執行。然

而在公平性的原則下，RR 無法提供差異化的

服務。且當服務額度設定過高時，其效能將趨

近於 FCFS；若設定過低，將導致任務交換次

數過高，影響排班作業。 

 

SJF(Shortest Job First)：：：：SJF 排班演算法短程

序優先排班演算法為一種非公平性的排班演

算法，程序在 CPU 執行時，以最短完成時間作

為排序順序，程序的執行完成時間越小越優先

被執行，而具有相同完成時間的程序，則依照

先進先出排班演算法進行排序。短程序優先排

班演算法的好處，是讓程序之間的等待時間不

會過長，能夠獲得較小的平均等待時間。然而

短程序優先排班演算法是以高優先權程序優

先執行，與優先權排班演算法一樣為非公平性

的排班方式，最大的問題可能造成程序產生飢

餓的問題。此外當較大的程序需要被優先執行

時，短程序優先排班演算法無法彈性的調度程

序。 

 

E-SJF(Enhanced SJF)：：：：E-SJF 排班演算法是

SJF 排班演算法的改良，由王淑卿等學者所提

出[1]，為了解決 SJF 排班演算法所造成的長程

序執行時間被延遲過久的問題。E-SJF 以最長

程序的執行時間複雜度為門檻值做為搶先排

班的依據，當已被執行的程序的總和時間超出

門檻值，運用搶先機制讓最長執行時間的程序

得以執行，減少等待時間過久的問題。然而

E-SJF 排班演算法無法彈性的針對程序需求彈

性調度其執行順序，雖能減少長程序的延遲時

間，但無法即時讓需要被執行的程序優先執

行。為能適用於物聯網的程序排班，在本研究

中，提出 WE-SJF(Weight Enhanced SJF)排班演

算法進行 E-SJF 排班演算法的改良。 

 

2.3 排程演算法排程演算法排程演算法排程演算法 

多程序的工作處理中，工作的處理速度間

接影響對使用者的服務，為了提高系統執行的

效率，透過排程演算法能使資源被有效的運

用，因此選擇適合的排程演算法，將影響系統

執行的效能[6]。在本小節中，將針對常用的排

程演算法進行說明。 

 

Min-Min：：：：Min-Min 排程演算法在預先規劃的

計算成本內，針對每一個未被執行工作的排

程，建立最小的工作完成時間，並分派工作至

可提供最小完成時間的節點中服務，可使工作

與節點皆獲得最小的工作完成時間，因此稱之

為 Min-Min 排程演算法。 

 

Max-Min：：：：Max-Min 排程演算法則在預先規劃

的計算成本內，針對每一個未被執行工作的排

程，建立最小的工作完成時間，而後挑選工作

於最大完成時間的節點中接受服務，因此稱之

為 Max-Min 排程演算法。由於 Max-Min 排程

演算法為挑選最大的完成時間之工作節點優

先進行服務，以致無法獲得較低的工作完成時

間。 

 

3. 以服務為導向之物聯網架構以服務為導向之物聯網架構以服務為導向之物聯網架構以服務為導向之物聯網架構 
 

在王順生等學者的研究中提出「在物聯網

建構以服務為導向之架構 (SoA underlying 

IoT)」稱為 IoTSoA。IoTSoA 將物聯網分成四

大層級，分別為感測層、中繼管理層、雲端管

理層及應用服務層，如圖 1 所示[2]。 

 

 
圖圖圖圖 1 IoTSoA [2] 

 

IoTSoA 最底層為感測層，主要的工作為

收集各種感測資料，以提供應用端多元化的應

用服務。這些感測資料的蒐集，將依據不同的

感測器的功能而不同，如溫度、濕度、位置。

而由於一般感測器的能力通常有所限制，如儲

存、運算處理能力、傳輸能力、及電源等。因

此，在感測器能力有限的情況下，為了傳輸且

蒐集物聯網中龐大的感測資料，單靠感測器是



無法負荷這項工作，所以在感測層所蒐集的資

料，將持續傳輸到 Sink 端，透過各地區的 Sink

端，作為資料傳輸的中繼站。 

IoTSoA 的第二層為中繼管理層。中繼管理

層是由位於各個不同區域的 Sink 端所構成，其

持續接收來自感測層的資料，將感測資料進行

資料彙集、壓縮及儲存，並將感測層的資料傳

輸至雲端管理層中。 

IoTSoA 的第三層為雲端管理層。雲端管

理層的作業主要區分為兩項，第一項為持續接

收來自中繼管理層的感測資料，並針對來自不

同地區 Sink 端的感測資料進行相對應的資料

處理機制，以及匯集資料至雲端管理層中進行

儲存。第二項則根據不同使用者所發出的服務

需求，將相對應的感測資料轉化為各種服務送

至應用程序中，使得物聯網能夠提供多元化的

應用程序服務給使用者。在本研究中，將探討

在物聯網中，為了轉化大量的物聯網資料並提

供服務給使用者，當雲端管理層收到大量的服

務需求工作時，將能夠針對不同應用程序及服

務種類，使雲端節點能夠服務物聯網中大量且

可能為異質的服務需求工作，使後續的應用服

務層能正常且提出足夠服務品質的執行。 

IoTSoA 的第四層為應用服務層。將根據不

同使用者的需求，發展出各種物聯網的應用，

以滿足使用者的需求。當大量的使用者透過應

用端提出不同的服務需求時，應用程序將提取

雲端管理層中所儲存的感測資訊，以提供使用

者相對應的資訊服務。 

 

4. 在在在在服務為導向物聯網架構下之服服務為導向物聯網架構下之服服務為導向物聯網架構下之服服務為導向物聯網架構下之服

務需求管理作業務需求管理作業務需求管理作業務需求管理作業 
 

由於物聯網中大量的使用者發出的服務需

求若同時間在物聯網上流通時，如果未有一個

能容忍大量服務需求處理的環境，及有效率進

行服務需求工作處理，將可能造成工作處理的

壅塞。為了能在物聯網上快速地提供來自應用

端使用者的服務需求，因此本研究在 IoTSoA

的架構，於雲端管理層中運用雲端運算的平行

運算特性，藉由本研究所提出物聯網服務需求

管理作業，以因應來自物聯網中不同應用程序

之間的使用者需求，使物聯網能夠有效率地服

務大量的使用者，以減少服務需求工作處理的

壅塞。此外，研究中更考量使用者間可能具有

不同的服務品質，因此針對不同工作提供差異

化的服務機制。服務需求管理作業分為五個元

件，分別為應用程序服務分類代理人、應用程

序服務佇列、服務需求雲端資源代理人和服務

管理雲端節點選派代理人。服務需求管理作業

執行流程如圖 2 所示。以下小節將分別介紹服

務需求管理作業中的各部分。 

 

4.1 應用程序服務分類代理人應用程序服務分類代理人應用程序服務分類代理人應用程序服務分類代理人 

 

應用程序服務分類代理人的主要工作，為

針對各種來自不同應用程序的服務需求進行

分類。在本研究中，來自各種應用程序端的服

務需求，透過網際網路享受物聯網服務時，其

服務的內容將依據各個應用程序有所不同，如

土石流防災監測、颱風防災監測和火災防災監

測等。為了避免物聯網在服務多元化的應用程

序時，大量的服務需求造成阻塞，且能夠服務

各個應用程序的異質工作，因此透過雲端運算

環境的平行運算特性，運用應用程序服務分類

代理人先將服務需求依其工作性質進行區分。 

換言之，在物聯網環境中當大量服務需求

發送到雲端時，為了處理的來自不同應用程序

的服務需求，物聯網在處理服務需求時，首先

透過應用程序服務分類代理人依據不同來源

的應用程序服務需求，而分派到各個應用程序

服務佇列。接著，運用雲端的平行運算特性，

使得來自多元化應用程序的大量異質任務能

夠分類到相對應的應用程序佇列中進行排班。 

 

4.2 應用程序服務佇列應用程序服務佇列應用程序服務佇列應用程序服務佇列 

 

應用程序服務佇列是由多元化的應用程

序所組成，為了能夠有效率的執行物聯網中的

服務需求工作及進行工作的排班，透過設置各

個不同的應用程序服務佇列，使得服務需求工

作能夠在屬於自己的應用程序服務佇列進行

排班，簡化異質工作的複雜性。 

在本研究的應用程序服務佇列中，為了提

供物聯網使用者差異化的服務，當大量的服務

需求進入時，考量使用者之間不同等級的服務

機制，使得各應用程序可依條件設置工作處理

的優先權規則，例如有付費的使用者，具有較

高優先權以取得物聯網服務；或使用者在滿足

特定條件的情況下，能夠獲得較快速度的物聯

網服務等。因此，使用者將依據不同的權限進

行任務排班，以提供差異化的處理速度，滿足

使用者的不同權限之需求。 

 



 

 
圖 2 服務需求管理作業執行流程 

 

為了因應不同權限的需求，且能夠大量服

務物聯網任務，本研究提出 WE-SJF(Weight 

Enhanced SJF)排班演算法以進行工作的排

班。利用 WE-SJF 排班演算法的權重區分特

性，使任務能夠依據不同的應用而區分等級，

WE-SJF 針對等級越高的任務優先進行排班，

而當任務的 Weight 值相同時，將具有 SJF 排班

演算法的特性，使得任務獲得較小的任務等待

時間(Waiting Time)。其中，Weight 的設定將根

據不同應用程序而設定改變。 

以下為 WE-SJF 排班演算法的計算過程：

初始 Weight 值則設置為 1。WE-SJF 排班演算

法，可分為 7 個步驟：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1]：：：： 將佇列中的任務，分別依據各自的

Weight 值進行排序，使任務的排班

能依據 Weight 值由高至低排班。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2]：：：：根據 Weight 值的不同輪循將各個等

級 Weight 值中的等待任務執行時間

由小到大排序。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3]：：：： 挑選佇列中最長的任務執行需求，

設為最大容忍執行門檻值。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4]：：：： 依據[步驟 2]之排序，挑選任務執行

需求最小的任務執行排班。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5]：：：： 將輸出之任務依據已輸出的任務執

行需求累計至輸出門檻值。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6]：：：： 

(1) 當累積的輸出門檻值超出最大容忍

執行門檻值時，將佇列區中最長執行

需求的任務搶先排班輸出。 

(2) 重新挑選最長任務執行需求設為最

大的容忍執行門檻值。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7]：：：：重複執行[步驟 1]至[步驟 7]，直到佇

列的任務分派完畢。 

 

4.3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需求雲端資源代理人需求雲端資源代理人需求雲端資源代理人需求雲端資源代理人 

服務需求雲端資源代理人的主要工作為

蒐集各雲端節點的工作負載情形，以及制定應

用服務的服務需求處理群集表。為了能夠服務

大量的物聯網服務需求，因此運用雲端運算的

分散式運算特性，藉由使用大量雲端節點，來



進行大量工作的服務。考量在雲端節點中，工

作的等待時間越高，表示該節點可能已經負載

過多的工作程序或正在執行需求較大的工

作，將可能影響工作處理的服務品質。且雲端

運算節點在執行服務需求工作時，可能根據不

同的服務需求而提供不同的工作處理機制，如

土石流防災監測應用可提供降雨量資料查詢

服務、淺勢溪流查詢服務、土石流警戒地區查

詢服務等；而颱風防災監測應用可提供降雨量

資料查詢服務、風速資料查詢服務、颱風路徑

查詢服務等。在上述的應用程序服務中，不同

應用程序之間可能具有相同類型的服務工

作，如降雨量資料查詢服務。而本研究則以服

務需求工作類型的不同而虛擬分群雲端叢

集，藉由多個不同的群集設置，讓來自不同應

用程序的服務需求工作，能夠分派到符合該筆

工作可被進行處理的雲端節點中進行服務。換

言之，在雲端群集配置上，將依據各種應用程

序中的服務需求工作類型，而設置不同的虛擬

群集。 

因此，本研究將建立服務需求處理群集

表，如表 1 所示為例。考量不同應用程序之間

可能提供相同的服務，因此建立其服務群集的

關係。此外考量雲端運算單一節點可能因負載

量過高而造成任務的延遲，因此建立服務處理

雲端節點負載量表。服務管理雲端節點選派代

理人可透過服務處理雲端節點負載量表，使工

作能夠轉換至其它叢集節點進行服務，讓雲端

節點能夠處理大量的服務需求工作。 

 

表表表表 1 服務需求處理群集範例服務需求處理群集範例服務需求處理群集範例服務需求處理群集範例 

應用 

程序 

可提供 

服務工作 

工作可被 

服務群集 

降雨量查詢 叢集 R 土石流 

防災監測 淺勢溪流查詢 叢集 W 

風速查詢 叢集 Y 颱風 

防災監測 降雨量查詢 叢集 R 

 

4.4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管理管理管理管理雲端雲端雲端雲端節點選派節點選派節點選派節點選派代理人代理人代理人代理人 

當大量的服務需求工作需要分派雲端環

境的各個節點進行處理時，本研究透過服務管

理雲端節點選派代理人將工作選派到合適的

節點中進行服務，使大量的服務需求能夠有效

率地被雲端節點服務。本研究運用 Min-Min 排

程演算法的特性，將目前未排程的工作，分別

建立最小的工作完成時間，並將工作分派給最

小工作完成時間的節點處理，而得到較小的工

作等待時間。 

本研究所使用的Min-Min排程演算法包含

三個步驟：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1]：：：：各服務管理雲端節點選派代理人計算

目前等待執行的工作，在各個叢集雲端節點所

需的工作完成時間。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2]：：：：挑選於雲端節點，執行工作所需最短

完成時間的節點，將工作分派至該節點中服

務，並等待正在執行中的工作結束。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3]：：：：重複執行[步驟 1]至[步驟 3]，直到佇

列中的工作執行完畢。 

 

5. 範範範範例說明例說明例說明例說明 
 

在本節中將以在 IoTSoA 架構中的「防災

監測服務」實際應用為例，說明本研究所提出

的服務需求管理作業確實能夠有效率的進行

大量服務需求工作處理，及提供多元化應用程

序服物給使用者。以下實例為服務需求管理作

業的執行過程四步驟。 

 

【【【【步驟一步驟一步驟一步驟一】：】：】：】：應用程序服務分類代理人 

假設分別收到土石流監測應用程序(DFM)

和颱風監測(TM)應用程序的服務需求。應用程

序服務分類代理人將任務分類至相對的應用

程序中進行任務排班，表 2 為服務需求任務分

類結果。服務需求的種類可區分為 a、b、c、d、

e，分別表示 a 為降雨量資料查詢、b 為淺勢溪

流資料查詢、c 為土石流警戒地區查詢、d 為風

速資料查詢和 e 為氣壓資料查詢。 

雲端管理層所收到的服務需求任務都各

具有 Weight 值，而 Weight 值的變化將影響任

務執行順序。在實際應用時，可依據不同應用

的程序需求而設置變化條件，而本研究以土石

流防災監測為例，將判斷使用者的所在位置是

不是位於土石流發生次數較高的區域而給予

較高的 Weight 值。 

 

表表表表 2 服務需求任務分類結果服務需求任務分類結果服務需求任務分類結果服務需求任務分類結果 

土石流防災監測 

應用佇列 

颱風防災監測 

應用佇列 

DFMS1-a TMS1-d 

DFMS1-b TMS1-a 

DFMS2-a TMS2-d 

DFMS3-a TMS1-e 

DFMS1-c TMS3-d 

DFMS4-a TMS2-a 

DFMS2-c TMS2-e 

 



【【【【步驟二步驟二步驟二步驟二】：】：】：】：應用程序服務佇列 

運用 WE-SJF 排班演算法在各應用程序服

務物佇列中進行排班計算，以土石流防災監測

為例進行排班。表 3 為土石流防災監測佇列中

任務的執行需求時間。表 4 為土石流防災監測

佇列排班結果。 

 

表表表表 3 土石流任務的執行需求時間土石流任務的執行需求時間土石流任務的執行需求時間土石流任務的執行需求時間 

任務 執行需求時間 Weight 

DFMS1-a 56 2 

DFMS1-b 89 1 

DFMS2-a 100 1 

DFMS3-a 80 2 

DFMS1-c 72 1 

DFMS4-a 38 1 

DFMS2-c 18 2 

 

表表表表 4 土石流防災監測佇列排班結果土石流防災監測佇列排班結果土石流防災監測佇列排班結果土石流防災監測佇列排班結果 

執行順序 執行需求時間 Weight 

1 DFMS2-c 2 

2 DFMS1-a 2 

3 DFMS3-a 2 

4 DFMS4-a 1 

5 DFMS1-c 1 

6 DFMS2-a 1 

7 DFMS1-b 1 

 

【【【【步驟三步驟三步驟三步驟三】：】：】：】：服務管理雲端節點選派代理人 

各個應用程序的服務管理雲端節點選派

代理人，運用 Min-Min 排程演算法進行工作分

派，並對照服務需求處理群集表，依據服務的

種類將工作分派到對應群集中進行處理，本研

究以土石流監測應用程序的 a 類型工作為例進

行工作分派。表 5 為服務需求處理群集，依據

服務需求工作的類型而虛擬分群雲端叢集，使

得工作將分派到特定的群集中進行服務需求

工作處理。表 6、表 7、表 8 為土石流服務需

求工作分派至 SA 叢集中，3 個叢集節點工作

分派前所需的工作完成時間。 

經由 Min-Min 排程演算法的計算，將分派

工作至節點中能夠獲得最短的工作完成時間

進行工作處理。因此 a 類型的服務需求工作的

總完成時間為 35。 

 

【【【【步驟四步驟四步驟四步驟四】：】：】：】：服務管理雲端節點選派代理人 

服務需求雲端資源代理人將更新各個叢

集的負載情形，以提供各雲端節點應用選派代

理人最新的節點負載狀況。表 10 為 SA 群集中

的各叢集節點負載狀況。 

 

 

表表表表 5 服務需求處理群集表服務需求處理群集表服務需求處理群集表服務需求處理群集表 

服務管理 

雲端節點 

選派代理人 

工

作

類

型 

工作 

可被服務 

之群集 

各群集中 

的叢集 

a SA SA1, SA2, … 

b SB SB1, SB2, … 
土石流監測 

選派代理人 

c SC SC1, SC2, … 

a SA SA1, SA2, … 

d SD SD1, SD2, … 
颱風監測選

派代理人 

e SE SE1, SE2, … 

… … … … 

 

表表表表 6 SA1 叢集工作分派前所需的完成時間叢集工作分派前所需的完成時間叢集工作分派前所需的完成時間叢集工作分派前所需的完成時間 

節點 

工作 
SA1-1 SA1-2 SA1-3 SA1-4 

DFMS1-a 48 54 64 41 

DFMS3-a 32 33 104 82 

DFMS4-a 49 12 71 70 

DFMS2-a 23 37 87 103 

TMS1-a 57 59 56 42 

TMS2-a 15 43 16 93 

 

表表表表 7 SA2叢集工作分派前所需的完成時間叢集工作分派前所需的完成時間叢集工作分派前所需的完成時間叢集工作分派前所需的完成時間 

節點 

工作 
SA2-1 SA2-2 SA2-3 SA2-4 

DFMS1-a 81 27 72 64 

DFMS3-a 10 40 72 76 

DFMS4-a 75 67 83 29 

DFMS2-a 25 100 83 64 

TMS1-a 64 61 47 69 

TMS2-a 97 95 21 19 

 

表表表表 8 SA3叢集工作分派前所需的完成時間叢集工作分派前所需的完成時間叢集工作分派前所需的完成時間叢集工作分派前所需的完成時間 

節點 

工作 
SA3-1 SA3-2 SA3-3 SA3-4 

DFMS1-a 57 85 19 64 

DFMS3-a 38 27 83 96 

DFMS4-a 93 48 97 89 

DFMS2-a 97 108 95 42 

TMS1-a 18 85 79 51 

TMS2-a 78 46 75 59 

 

 

 



表表表表 9 土石流監測選派代理人工土石流監測選派代理人工土石流監測選派代理人工土石流監測選派代理人工作作作作排程結果排程結果排程結果排程結果 

任務 節點 Min-Time 

DFMS3-a SA2-1 10 

DFMS4-a SA1-2 12 

TMS2-a SA1-1 15 

TMS1-a SA3-1 18 

DFMS1-a SA3-3 19 

DFMS2-a SA2-1 35 

 

表表表表 10 SA 群集中各叢集節點的負載狀況群集中各叢集節點的負載狀況群集中各叢集節點的負載狀況群集中各叢集節點的負載狀況 

   叢集(i) 

節點(j) 
SA1 A2 A3 A4 

1 +15 +35 +18  

2 +12    

3   +19  

4     

 

6. 結論及未來工作結論及未來工作結論及未來工作結論及未來工作 
 

在物聯網的環境下，運用了大量的感測資

料發展出多元化的應用程序，讓使用者透過網

際網路即可遠端享受物聯網所帶來的便利服

務。然而當這些來自多元化的應用程序使用

者，在同一時間向物聯網發出服務需求時，如

何因應物聯網中大量且異質的服務需求，並維

持物聯網的服務品質及提供差異化服務，為本

研究考量的重點。 

因此本研究在以服務為導向物聯網架構

(IoTSoA)下提出服務需求管理作業，達到下列

4 項目的：1)運用雲端環境的分散式計算運算

特性，使大量的服務需求工作能夠被平行處

理；2)在應用程序服務佇列中進行工作排班，

提供工作差異化服務；3)在服務管理雲端節點

選派代理人中進行工作排程及分派，使異質服

務需求工作能夠有效率且分派到合適的節點

中進行處理；4)在物聯網以服務為導向架構下

能夠提供多元化的應用程序服務給使用者。 

在未來的研究中，將在服務導向物聯網架

構下探討在雲端管理層中，針對各種應用程序

服務提供更適合的資料服務排程演算法，使每

個子服務應用節點佇列能夠更有效率地進行

任務的排程，並且加入更多的排程因子，如節

點的工作能力與影響工作處理的因子，甚至更

將考慮節點間的負載平衡，使得物聯網能夠更

有效率地處理大量服務需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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