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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IP网络可生存性技术》从快速自愈路由、安全路由、多路径传输、快速故障检测、虚拟网构建及自
愈5个方面介绍了IP网络可生存性技术。
首先为读者介绍了IP网络可生存性研究技术的背景和发展现状；随后介绍了目前快速自愈路由中最为
有效的多下一跳路由技术，以及支持多下一跳路由技术的并行传输技术和网络故障的快速检测技术；
然后介绍了目前下一代网络技术中能够有效提高网络可生存性的虚拟网构建技术及其对应的自愈技术
；最后介绍了安全路由技术，并详细介绍了距离矢量路由协议和域间路由协议的安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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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目前，网络虚拟化的主要研究工作仍集中在如何构建虚拟网这一方面，并发展出了
众多成熟的研究成果。
若能把经典的构建算法直接应用于抗毁问题的研究，这将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众所周知，大部分虚拟网的构建问题都是NP完全（NP—complete）问题。
众多的启发式算法和线性规划方法的出现，解决了此类问题的高计算复杂性。
文献中所提出的算法是虚拟网映射算法的先驱，这两种算法只考虑虚拟链路的带宽需求这一个限制条
件，并且假设所有的虚拟节点在底层物理网络中的位置都已经预先确定。
在文献中，作者提出了经典的两阶段映射算法：先将虚拟节点映射到物理节点，再利用最短路径算法
找出用于承载虚拟链路的最佳的物理路径。
文献提出的算法是对经典的两阶段映射算法的一次重大改进，该算法利用解决多商品流问题的思想，
允许将一条虚拟链路映射到多条物理路径，打破了虚拟链路到物理路径只能进行一对一映射的固定模
式，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物理链路资源的利用率。
文献提出的混合整数规划的策略是利用启发式算法和线性规划方法相结合思想，找出一个满足特定限
制条件的虚拟网映射。
同时，这种方法也是对经典两阶段映射算法的一次改进。
文献中的算法利用子图同构这一思想，实现了虚拟节点和虚拟链路的同时映射，颠覆了必须通过两个
阶段来进行虚拟网映射的传统观念。
 同时，带有特殊拓扑结构的虚拟网的映射问题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此类问题也同样被证明为NP完
全问题。
文献分别提出了一种在服务覆盖网（SON：service overlay network）寻找多播树（multicast tree）的算法
。
文献在寻找SON中的多播树时，考虑到两方面的因素：网络带宽的限制和物理网络的负载，目的是降
低网络拥塞和波动。
文献在构建多播树时考虑到了3个要素：覆盖网代理服务器的位置，覆盖网链路的选择，以及链路带
宽的限制。
此外，DVBMA，DPDVB和CHAINS等一些考虑到多播延时的算法，基于延迟和延迟变化范围这两方
面的限制条件，也提出了在SON中寻找该类型多播树的有效方案。
 然而，到目前为止，建立虚拟网的同时保证其抗毁性的研究，以及网络服务中断时的快速自愈方法还
很难被找到。
幸运的是，可以借鉴一些在光网络（optical network）中如何对抗节点或链路发生故障时的相关工作。
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光网络中所常用的OSRP（optical signaling and routing protoc01）协议可以让光网
络中的所有节点主动地和其他节点交换信息。
如果网络中的某些节点或者链路发生故障，相关的节点会向网络中的其他所有节点广播发生故障的消
息。
一旦其他节点接收到该消息，这些节点会重新计算自身到网络中其他所有节点的最佳路由，并及时更
新路由表来保持网络中路由信息的一致性。
 5.5.3虚拟网自愈技术小结 总的来说，现存的虚拟网映射方案，无论是用于解决常规拓扑结构的映射，
还是用于解决特殊拓扑结构的映射，都只是局限于纯粹的虚拟网映射问题和网络资源分配问题，并没
有考虑到网络服务的保护和网络故障的恢复，下面介绍一种虚拟网的快速愈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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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IP网络可生存性技术内容属IP网络可生存性技术前沿技术。
内容全面，深入。
迎合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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