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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未来的信息通信网络正朝着技术融合、业务融合、网络融合的方向发展，其中IP网络和电信网络的融
合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以程控交换系统为代表的电路交换技术已经越来越显现出与后来涌
现出来的大量新技术融合的艰难；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以集中、快速提供增值业务为主要
特征的智能网技术由于存在业务开发和执行环境的封闭性、系统实现依附于具体的承载网络以及业务
客户化能力低等许多固有技术缺陷，已经很难继续满足公众对电信增值业务的新需求。
在这种背景下，作为适应网络融合与开放趋势的下一代网络（NGN：Next GenerationNetwork）以及支
持网络资源能力开放的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技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并且正在
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电信网的原理、格局和文化。
下一代网络是建立在分组交换技术基础上，采用分层、开放的体系结构，容纳多种形式的信息，方便
实现语音、视频、图像和数据等多种媒体业务的开放、融合的网络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下一代网络纵向涵盖了网络的业务（应用）层、控制层、传输层、接入层，甚至终
端层面的各种下一代技术，也横向包括了固定网、移动网、互联网等各类网络体系的下一代技术。
尽管下一代网络中所包括的下一代技术繁多，但其主要技术特征应该归结为网络各层之间采用开放的
协议或API接口，从而打破传统电信网封闭的格局，支持多种异构网络的融合。
更为准确地说，下一代网络体系通过将业务与呼叫控制分离、呼叫控制与承载控制分离来实现相对独
立的分层结构，使得上层业务的实现与底层接入的异构网络无关，从而真正为独立的业务开放商、独
立的业务提供商，甚至独立的业务运营商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因此，相对于以流量传输为目的的所谓Traffic Driyen的传统网络体系架构来说，下一代网络已被业界
称为Service Driven的网络体系架构，其主要原理特征来源于网络控制层的核心技术软交换和应用业务
层的核心技术应用服务器以及推动网络资源能力开放的API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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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融合与开放的下一代网络丛书》系统地描述了作者在国家973计划、国家863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研究中，对下一代网络原理的分析和理解以及对课题研究成果的
归纳和总结。
本书在前几册的介绍基础之上，力争从下一代网络通信协议角度对下一代网络进行深入的阐述。
为此，本书对通信网络，特别是下一代网络的体系结构及相关的通信协议位置与作用进行了全面的总
结。
同时，选取SIP、MGCP／H．248、BICC、SIGTRAN四类下一代网络中的核心信令协议进行了深入分
析，通过对信令协议的历史发展(设计目的与目标)、信令协议的核心设计思想(结构模型与功能模型)
、信令协议的处理过程(基本语义与处理规则)、信令协议的具体内容(基本语法规则)、信令协议在网
络中的协作流程(基本时序规则)的研究，对各个信令协议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在分析过程中始终贯彻协议的历史与现实观点，协议的设计与实现观点和协议的设备与网络观点，为
下一代网络中的信令协议分析与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方法与思路。
本书在第2章概述了信令协议的基本概念及各种通信网络与通信协议的关系，并在后继章节中分信令
协议进行了完整详细的分析，从而组成相对完整、独立于其他分册的内容。
    本套丛书可以作为高等院校通信与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等专业研究生的教材或
参考书，也可作为从事下一代网络研究、设计、开发、运营和管理工作的高级技术人员的培训参考用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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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进行的电信业务分类显然并不适合进行电信系统的协议分析。
ISDN业务分类虽然更符合电信网络的结构特点，但是ISDN毕竟只是针对传统电路交换网络，并不完
全适合下一代网络的业务分析。
根据下一代网络分组交换、层次化结构的特点，下一代网络业务可以划分为承载业务、基础电信业务
、补充／智能业务、增值业务。
承载业务与ISDN类似，承载业务是网络向用户提供的一种低层信息转移能力，是单纯的信息传送业务
，由下一代网络的核心传送层提供。
基于下一代网络分组交换的特点，承载业务将主要基于分组交换方式提供。
承载业务的目的是为了完成信息的透明传送，承载业务将使用OSI模型中1～3层的功能。
承载业务分为电路交换方式的承载业务和分组交换方式的承载业务两大类。
与下一代网络体系结构对比可以看到，承载业务一般可以由下一代网络的传送平面提供，因此，承载
业务一般使用传送平面所能提供的各种传送控制协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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