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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工业和信息化部成立，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成为我国政府的
既定方针。
信息通信行业扮演着关键的支撑和引导作用，“两化”融合对通信网络的安全性、可靠性、服务质量
等提出了更高要求。
　　电信行业进行了大规模的、全局性的重组后，形成了三足鼎立局面，进入了全业务运营时代—
—3G时代。
随着全面竞争时代的到来，通信企业提供的业务种类和规模正快速增加，对运营商网络传送承载能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多重播放等新兴宽带数据业务、企事业单位的以太网专线和L2VPN业务、普通宽带用户的接入量和速
率的提升，是推动传送网转型的三个主要驱动力。
　　业务类型的变化决定了网络的演进方式。
目前，我国运营商的城域网现状是SDH／MSTP、以太网交换机、路由器等多个网络分别承载不同业
务、各自维护的局面，难以满足多业务统一承载和降低运营成本的发展需求。
面对行业剧变后的全新挑战和机遇，城域网需要采用灵活、高效和低成本的分组传送平台来实现全业
务统一承载和网络融合，分组传送网（PTN）技术由此应运而生。
　　PTN技术保持了传统SDH传送网的优点：良好的网络扩展性、丰富的操作维护（OAM）、快速的
保护倒换、利用网管系统建立连接等；同时增加了适应数据业务的特性：分组交换、统计复用、采用
面向连接的标签交换、分组QoS机制、灵活动态的控制面。
这些优势是传统以太网和增强以太网技术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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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PIN是全IP环境下产生的面向IP的分组化传送新技术。
本书在简要介绍了分组传送网PIN的概念、原理、组网技术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PIN设备功能和网
络性能的测试方法。
全书共分6章。
第1章简要介绍了PIN的定义、体系架构、关键技术和实现方案；第2章详细介绍了PIN设备的功能、标
签处理能力和保护功能及测试；第3章详细介绍了PIN的业务承载技术和测试；第4章在分析PIN的QoS
功能原理的基础上，介绍了QoS的测试技术；第5章介绍了PIN的OAM技术原理和测试方法；第6章介
绍了PIN的频率同步和时间同步技术以及测试方法。
　　本书以实验室测试和现网测试工作为基础，在内容上力求理清技术原理，探求新技术测试方案，
在叙述时力求深入浅出，可供从事传送网、城域网、无线接入网传输维护和运营管理人员参考，也可
作为全业务接入、宽带运营、大客户业务提供的运营管理人员的培训教材，以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
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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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3．3控制平面　　分组传送网的控制平面由提供路由和信令等特定功能的一组控制元件组
成，并由一个信令网络支撑。
控制平面元件之间的互操作性以及元件之间通信需要的信息流可通过接口获得。
控制平面的主要功能包括：通过信令支持建立、拆除和维护端到端连接的能力；通过选路为连接选择
合适的路由；网络发生故障时，执行保护和恢复功能；自动发现邻接关系和链路信息，发布链路状态
（例如可用容量以及故障等）信息以支持连接建立、拆除和恢复。
控制平面结构不应限制连接控制的实现方式，如集中的或全分布的。
　　控制平面采用ASON／GMPLS或GELS等技术。
数据通信网（DCN）是为网络提供管理信息和控制消息的传送通道。
　　在将来的业务模式由TDM+数据业务逐渐向全数据业务演进的较长一段时期内，传送网络将由电
路传送网络（PDH、SDH、WDM和OTN）和分组传送网络共同构成。
对新兴的电路／分组混合传送网络的运行、管理、生存性、控制和管理与传统电路传送网络相同。
电路／分组传送网络具有一个通用的管理平面、控制平面、生存性技术和OAM工具，如图1．8所示。
这4个通用模块位于两个基本的转发实体（分组转发和电路转发）之上，每个转发实体具有其特定的
帧格式、封装格式以及转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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