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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业务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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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Pv6业务技术在以IPv6为核心的下一代互联网中是关键因素之一，本文着重阐递了IPv6业务相关的关键 

技术、过渡期 IPv6业务相关的服务器、IPv6特 色业务。对存在的问题进行 了分析 ，并对 IPv6业务相关的发展给予 了展 

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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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下一代 IPv6网络是一个基于业务驱动的网络，业务是下 
一 代IPv6网络的重点[1 ]。未来的网络带宽将不断提高，如果 

没有相应的业务支持，将造成网络资源的浪费。相反更多的业 

务，将会使最终用户直接受益，进而能够更好地留住老客户， 

吸引新用户，以望繁荣网络市场、推动网络的发展。为此IPv6 

业务技术的研究尤其重要。 

2 IPv6业务相关的核心技术 

2．1 IPv6服务质量技术 

2．1．1 流标签的语义及使用 一个流是指从一个特定 

的源地址到特定的目的地址(单播或组播地址)发送的一组数 

据包，并且源节点希望中间的路由器对流进行特殊的处理。特 

殊处理的属性可通过控制协议传到路由器，如资源预留协议， 

或者通过流数据包本身所携带的信息传到路由器，如逐跳选 

项。流标签由流的源节点指定，必须从 1到 0xFFFFF(十六进 

制)范围内(伪)随机并且唯一地选择，以使流标签的任何一比 

特都能作为路由器中哈希表的键值，用于查找流对应的状态 

所有属于同一个流的数据包发送时必须具有相同的源地 

址、目的地址和流标签。沿着流路径建立的流处理状态的最大 

生存周期必须在状态建立机制中说明，例如资源预留协议或 

建立流的逐跳选项。源节点不允许在任何流处理状态的最大 

生存周期内把该流标签分配给新的流，因为在使用流标签前， 

可能状态已经建立起来了。 

当一个节点重启时(例如死机后的恢复运行)，必须小心 

使用流标签，因为该流标签有可能在前面的仍处于最大生存 

周期内的流中使用。这可以通过在静态存储上记录流标签的 

使用情况来实现，从而在死机恢复后仍然保存该信息，或者避 

免在任何先前可能建立的流的最大生存周期过期之前使用任 

何流标签。如果节点的最小重启时间已知，实际重启时间可以 

从等待分配流标签所需的时间中推算得到。 

2．1．2 流标签相关问题 改变流标签带来的后果有时 

比无 QoS保证更为严重，如造成窃取服务攻击和拒绝服务攻 

击等，所以安全非常重要[3 ]。 

由于安全会加密某些字段 (如端口、协议类型等)，在 

IPSec隧道模式下还会加密流标签，给流的分类带来了困难。 

有时还会有防火墙过滤的问题出现。 

至于流标签的具体使用，从减少内存机制方面出发，需要 

使用 5元组或者 6元组的M—F分类，这样可以减少分类规则 

的类型及数量；从提高分类速度的角度出发，则需要尽量减少 

对IPv6头的检查，在 draft—conta—ipv6一flow—label-02．txt中提 

供了一些方法。 

在 socket接口方面，也需要提供对流标签、业务类型的 

访问函数，在draft—itojun-ipv6一flowlabel—api一01．txt中定义了 

IPV6一AUTOFLOWLABEL属性，用于 setsockopt函数。在 

draft—itojun—ipv6一tclass—api一03．txt中则定义了 IPV6一TCLA— 

SS。 

另外如果在 RSVP中利用 IPv6流标签，必须重新定义 

FILTER—SPEC和 SENDER—TEMPLATE对象，以让其既 

包含 IPv6流标签，又包含源端口。 

2．2 移动IPv8及安全 

张云勇 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下一代网络与软交换、IPv6。张智江 博士后，教授级高工，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与通信网络、网络安全·刘 

韵洁 教授级高工，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与通信网络．李国杰 教授，博导，院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网络．李忠诚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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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移动IPv6的认证 移动 IPv6 rs]业务的使用需要 

Internet提供支持移动 IP的 AAA服务，即移动用户的认证、 

授权和计费服务。当MN移动到外地网络时，MN需要对外 

地代理或接入设备进行认证，以确定对方的有效性，外地代理 

也需要对MN进行身份认证，以防止其非法攻击。授权和计 

费主要涉及MN在外地网络上的资源的使用权和使用情况。 

目前 IETF已出台协议草案来支持移动 IP的 AAA服务 

(RFC 2977和 draft—ietf-aaa—diameter—mobileip一08．txt)。 

AAA是英文 Authentication、Authorization和 Account— 

ing的缩写，分别表示鉴别、授权和记账。鉴别的任务是验明主 

体的身份；授权是决定是否给予访问权限或级别的过程；记账 

的功能是记录资源的使用情况。AAA在网络管理和网络安全 

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简化了网络用户的鉴别和授权管 

理；加强了网络安全；并且通过记账确保网络资源和服务被合 

理使用。 

逐跳的安全关联需要通信路径上每个节点均支持 AAA 

服务，实现代价较大，所以实际应用中一般采用基于代理的 

AAA体系，AAA代理服务器可以充当归属和外地两个管理 

域的代理角色，这两个域与代理均有安全关联，代理能够安全 

地为两个域中继AAA消息。当移动节点在外地网络时，向本 

地 AAA服务器请求 AAA服务，本地 AAA服务器通过 

AAA代理与归属网络中的AAA服务器建立联系，为移动节 

点提供 AAA服务。 

2．2．2 基于 Diameter的认证 及计 费 IETF的 AAA 

工作组致力于网络访问中鉴定、认证和计费的需求开发，需求 

来自NASREQ、移动IP、ROAMOPS工作组和 TIA45．6。这 

个AAA工作组主要是在Diameter提议的基础上，开发IETF 

的标准协议。 

在众多 AAA协议中，目前最普遍采用的是 RADIUS 

(Remote Authentication Dial—In User Service)协 议 

(RFC2138)。但是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各种新的需 

求不断出现以及网络设备变得越来越复杂，RADIUS等旧的 

AAA协议已经不能满足要求了，这些要求主要是：(1)故障恢 

复；(2)传送级安全：IPSec，TLS；(3)支持可靠性：超时或丢失 

的重传机制等；(4)支持代理转发消息；(5)服务器端发起的消 

息；(6)审计；(7)支持协议转换：在不同的AAA协议问转换。 

Diameter协议(draft—ietf—aaa—diameter)是在 RADIUS协 

议之后发展起来的，主要弥补 RADIUS的不足．并且可以与 

NASREQ、ROAMOPS和移动 IPv4／IPv6一起应用。Diame— 

ter协议不但支持以上要求的功能，另外它还支持以下特性 

(1)功能协商机制：与对方协商共同支持的功能；(2)对方发现 

和配置：通过 DNS等找到对方实体，并进行配置；(3)支持漫 

游：Diameter在协议说明中明确有对漫游的支持。Diameter 

框架结构包括一个基本协议和一些扩展协议(如安全性、 

NASREQ、移动IPv6和计费等)。服务的通用功能在基本协 

议中实现，而与应用有关的功能在扩展机制中实现。在针对 

MIPv6扩展了的Diameter协议中，Diameter服务器可以对移 

动节点上的移动IPv6服务进行鉴别、授权和收集计费信息。 

移动 IP工作组最近已经改变了工作重点，重点研究管理 

域间的移动性，这解决了应用移动性协议的蜂窝发送者的需 

求；并扩展了 Diameter基本协议，Diameter服务器可以对移 

动节点上的移动 IP服务进行鉴定、认证和收集计费信息。结 

合基本协议的域间功能，这个扩展允许移动节点从其他服务 

提供者获得服务。Diameter计费扩展用在外地和归属代理 

上，向Diameter服务器传输有用信息。 

2．2．3 DHcPv6与AAA的结合 IPv6节点(客户端) 

可向归属AAA提交认证材料，以便对归属网络进行访问。然 

而在IPv4中，路 由器和 DHCP(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1)不一定能处理这种功能，如果由IPv6路由器进行这 

些访问控制，效率将会更加合理，也可能作为执行 DHCPv6 

延迟功能的一部分。 

DHCPv6服务器和路 由器可以与 AAA服务器联合使 

用，决定客户端的认证材料是否有效。通过邻居缓存中的控制 

条目的设备，路由器能执行这样的网络访问控制。如果没有有 

效的认证材料，路由器就不会把数据包转发到这个设备，而且 

这样的设备也不能访问(或者只是有限访问)相邻的其他网络 

链路 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新设备在认证完成之前，才不会滥 

用网络连接。 

2．5 IPv6开发接口技术 

USAGI提供 IPv6开发接口，通过使用 getaddrinfo解析 

网络地址，通过使用getnameinfo解析主机地址，可使程序不 

依赖于特定的协议。 

WinSock2．2支持 IPv6，编制 IPv6程 序 时，需 包 含 

tpipv6．h头文件。PF—UNSPEC可以接受IPv4和IPv6报文， 

而 PF—INET6只支持 IPv6协议。 

Java 1．4．1中实现 了下列规 范：RFC2373：IPv6 Ad． 

dressing Architecture、RFC 2553：BasicSocket Interface Ex— 

tensions for IPv6、RFC 2732：Format for Literal IPv6 Ad． 

dresses in URLs。在双栈情况下，缺省优先支持 IPv6，但可以 

通过设置 java．net．preferlPv4Stack=true来使得优先支持 

IPv4。DNS查询 缺省优先 支持 IPv4，但可通过 设置 ja． 

va，net．preferIPv6Addresses=true来使得优先支持 IPv6。另 

外，Java中还增加了 InetAddress的两个子类：Inet4Address 

和Inet6Address，分别代表V4和V6地址。为了支持 IPv6多 

播，增加了 以下类 和函数：Networhlnterface getNetwork— 

Interface()、setNetworklnterface(Networklnterface netIf)、 

joinGroup (SocketAddress mcastaddr， Networklnterface 

netIf)、leaveGroup(SDc A rP mcastaddr，Networklnter- 

ce netlf)。 

目前，某些厂商(如Sun)的RPC也支持 IPv6，以后还将 

支持基于 IPv6的TLI和CORBA 

5 过渡期 IPv6业务相关的服务器 

5．1 IPv6域名系统 

虽然 IPv6协议将取代 IPv4的互联网协议，但有许多部 

分仍然继承了现行IPv4的优点，如域名系统 DNS。IPv6网络 

中的DNS同样非常重要，一些IPv6的新特性和DNS的支持 

密不可分。 

IPv6网络中的DNS与IPv4的DNS在体系结构上是一 

致的，都是采用树型结构的域名空间。虽然 IPv4协议与 IPv6 

协议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需要单独两套 

DNS体系，相反在 DNS的体系和域名空间上两者是一致的， 

IPv4和IPv6共同拥有统一的域名空间。在IPv4到IPv6的过 

渡阶段，域名可以同时对应于多个IPv4和IPv6的地址。随着 

IPv6网络的普及，IPv6地址将逐渐取代 IPv4地址。 

可聚集全局单播地址[6]是 目前主要应用的 IPv6地址，因 

IPv6可聚集全局单播地址是在全局范围内使用的地址，必须 

进行层次划分及地址聚集。IPv6地址的层次性在 DNS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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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地址链技术可以得到很好的支持。 

3．1．1 正向解析 IPv4的地址正向解析的资源记录是 

“A”，而 IPv6地址 的正向解析 目前 有两种资源记录，即 

“AAAA”和“A6”记录。其中“AAAA”较早提出，它是对 IPv4 

协议“A”录的简单扩展，由于IP地址由32位扩展到 128位， 

扩大了 4倍，所以资源记录 由“A”扩大成 4个“A”。但 

“AAAA”用来表示域名和 IPv6地址的对应关系，并不支持地 

址的层次性。“A6”是在RFC2874基础上提出，A6记录类型 

为 38，它是把一个IPv6地址与多个“A6”记录建立联系，每个 

“A6”记录都只包含了 IPv6地址的一部分，结合后拼装成一 

个完整的IPv6地址。“A6”记录支持一些“AAAA”所不具备 

的新特性，如地址聚集，地址重编号等。 

3．1．2 反向解析 IPv6反向解析的记录和IPv4一样， 

是“PTR”，但地址表示形式有两种。一种是用“．”分隔的半字 

节 16进制数字格式(Nibble Format)，低位地址在前，高位地 

址在后，域后缀是“IP6．INT”。另一种是二进制串(Bit—string) 

格式，以“＼[”开头，16进制地址(无分隔符，高位在前，低位在 

后)居中，地址后加“]”，域后缀是“IP6．ARPA．”。半字节 16 

进制数字格式与“AAAA”对应，是对 IPv4的简单扩展。二进 

制串格式与“A6”记录对应，地址也像“A6”一样，可以分成多 

级地址链表示，每一级的授权用“DNAME”记录。和“A6”一 

样，二进制串格式也支持地址层次特性。 

反向解析也称为指针检索，根据 IP地址来确定主机名。 

为了给反向解析创建名字空间，在 IP6．INT域中，IPv6地址 

中所有的32位十六进制数字都逆序分隔表示。 

以地址链形式表示的IPv6地址体现了地址的层次性，支 

持地址聚集和地址更改。但是，由于一次完整的地址解析要分 

成多个步骤进行，需要按照地址的分配层次关系到不同的 

DNS服务器进行查询，并且所有的查询都成功才能得到完整 

的解析结果。这势必会延长解析时间，出错的机会也增加。因 

此，在技术方面IPv6协议需要进一步改进DNS地址链功能， 

提高域名解析的速度才能为用户提供理想的服务。 

3．1．3 IPv6中的即插即用与 DNS IPv6协议支持地 

址自动配置，这是一种即插即用的机制，在没有任何人工干预 

的情况下，IPv6网络接口可以获得链路局部地址、站点局部 

地址和全局地址等，并且可以防止地址重复。IPv6节点通过 

地址自动配置得到 IPv6地址和网关地址。但是，地址自动配 

置中不包括 DNS服务器的自动配置。如何自动发现提供解析 

服务的DNS服务器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DNS服务器 

自动发现的解决方法可以分为“无状态”和“有状态”两类。 

在无状态的方式下，需要为子网内部的DNS服务器配置 

站点范围内的任播地址。要进行自动配置的节点以该任播地 

址为目的地址发送服务器发现请求，询问DNS服务器地址、 

域名和搜索路径等 DNS信息。这个请求到达距离最近 的 

DNS服务器，服务器根据请求，回答 DNS服务器单播地址、 

域名和搜索路径等 DNS信息。节点根据服务器的应答配置本 

机 DNS信息，以后的 DNS请求就直接用单播地址发送给 

DNS服务器。 

另外，也可以不用站点范围内的任播地址，而采用站点范 

围内的多播地址或链路多播地址等。还可以一直用站点范围 

内的任播地址作为 DNS服务器的地址，所有的DNS解析请 

求都发送给这个任播地址。距离最近的DNS服务器负责解析 

这个请求，得到解析结果后把结果返回请求节点，而不像上述 

做法是把 DNS服务器单播地址、域名和搜索路径等 DNS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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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告诉节点。从网络扩展性，安全性，实用性等多方面综合考 

虑，第一种采用站点范围内的任播地址作为DNS服务器地址 

的方式相对较好。 

在有状态的DNS服务器发现方式下，是通过类似DHCP 

这样的服务器把 DNS服务器地址、域名和搜索路径等 DNS 

信息告诉节点的。当然，这样做需要额外的服务器。 

3．1．4 IPv6过渡阶段的DNS 在 IPv4到 IPv6的过渡 

过程中，作为Internet基础架构的DNS服务也要支持这种网 

络协议的升级和转换，当然这也要有一个过渡方法，而不是一 

下子全面改成 IPv6的DNS系统。IPv4和IPv6的DNS记录 

格式等方面有所不同，为了实现 IPv4网络和IPv6网络之间 

的 DNS查询和响应，可以采用应用层网关 DNS—ALG结合 

NAT—PT的方法，在IPv4和 IPv6网络之间起到一个翻译 

的作用。例如，IPv4的地址域名映射使用“A”记录，而IPv6使 

用“AAAA”或“A6”记录。那么，IPv4的节点发送到IPv6网络 

的DNS查询请求是“A”记录，DNS—ALG就把“A”改写成 

“AAAA”，并发送给 IPv6网络中的DNS服务器。当服务器的 

回答到达DNS—ALG时，DNS—ALG修改回答，把“AAAA”改 

为“A”，把 IPv6地址改成DNS—ALG地址池中的IPv4转换地 

址，把这个 IPv4转换地址和IPv6地址之间的映射关系通知 

NAT—PT，并把这个 IPv4转换地址作为解析结果返回IPv4 

主机。IPv4主机就以这个IPv4转换地址作为目的地址与实 

际的IPv6主机通过 NAT—PT通信。 

对于采用双协议栈方式的过渡方法，在 DNS服务器中同 

时存在“A”记录和“AAAA”(或“A6”)记录。由于节点既可以 

处理 IPv4协议，也可以处理 IPv6协议，因此无需类似 DNS 

ALG的转换设备。无论 DNS服务器 回答“A”记录还是 

“AAAA”记录，都可以进行通信。 

5．2 IPv6网络管理系统 

3．2．1 IPv6相关MIB 目前 IPv6 MIB包含 6个表项： 

·ipv6IfTable，为IPv6接口表，包含设备所有的IPv6接 

口情况。 

·ipv6IfStatsTable，包含 IPv6接口的流量统计情况。 
· ipv6AddrPrefixTable，为 IPv6地址前缀表项，反映设 

备IPv6接口相关的地址前缀。 

· ipv6AddrTable，含有关 IPv6接口的地址信息。 

·ipv6RouteTable，为IPv6路由表项，IPv6单播传送地 

址决定网络包的转发。 
· ipv6NetToMediaTable，为 IPv6地址翻译表项，用来 

将网络地址翻译成物理地址。 

另外 TCP、UDP、ICMP等都增加了相应的IPv6 MIB。 

3．2．2 IPv6网络管理系统 SNMP没有定义传输 SN— 

MP PDU的方式，并且 SNMP PDU与网络无关，因此在IPv6 

环境下实现SNMP是完全可能的。 

但对IPv6网的管理和测试与对 IPv4网的管理和测试有 

很大区别，IPv4网着重网络的生存能力和信息传送的公平 

性，IPv6网也关心网络的生存能力和信息传送的公平性，但 

更看重网络的可管理性、可维护性、网络提供的端到端服务质 

量(QoS)和承载多业务能力。另外 IPv6环境下，某些网络管 

理功能的实现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使用邻居发现代替ARP功 

能，使用扩展的ICMP协议来运载邻居发现报文等。IPv6地 

址 自动配置特性对网络管理也提出了要求，再有 IPv6也为 

SNMP提供了新的安全保障，IPv6设备也需要安全管理，因 

而，它比IPv4网络的要求也更复杂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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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网络综合管理的范围包含所有网络路由设备、交换 

设备；根据 ITU—T和 TMF等相关标准以及电信行业规范， 

管理的层次包括基本的网元管理、网络管理、业务管理以及事 

务管理等不同方面。 

网络管理模式大体上分为三种：远端应急管理系统、带外 

管理、带内管理。在进行网管平台的建设时，充分考虑到扩展 

性。目前国内外大规模网络运营商趋向于在网络建设中尽量 

把网管数据与业务数据分开，为网管数据建立独立通道，以保 

证重要的管理数据、敏感的统计信息、敏感和占用带宽的实时 

计费信息的安全、可靠传输。有助于提高网管的效率与可靠 

性，也有利于提高网管数据的安全性。 

IPv6环境下，SNMP性能也发生了变化，由于IPv6报头 

长度的变化，SNMP报文数据量增加，特别是在取单个 MIB 

值时，增长达27％，随着每次所取MIB值的增加，两者差别减 

小。 

4 IPv6特色业务 

IPv6网络形成以后，要想迅速促进其发展，必须在其网 

络之上形成大量业务，一方面可以将 IPv4网络业务引入进 

来，另一方面还应研究 IPv6的特色业务，如视频业务，移动 

IP业务、Peer—to—Peer(P2P)业务等。 

4．1 杀手应用——IP电信网 

IP电信网的需求只有 IPv6的承载才能完全满足，IPv6 

具有优异的端到端服务能力；IPv6有充分的地址空间，多级 

分层结构，地址规划便利；IPv6有充分的流标识空间，有利用 

发展更好的服务质量机制；IP电信网是一个增值业务网络， 

营运方式有一定差异，相比传统的数据网，采用 IPv6在维护 

性和收益方面要好很多。 

4．2 杀手应用——在线游戏 

游戏业是一个很大的产业，仅美国的游戏市场就达到了 

100亿美元。在线游戏又是游戏业的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 

在线游戏需要把分散在不同地域的用户连接起来，并保 

证安全、隐私和计费的需要。由于缺少足够的IP地址，IPv4 

的网络无法满足在线游戏 P2P的需求。 

在线游戏必须支持固定和移动两种网络接入方式。采用 

基于IPv6的游戏终端主要是和游戏服务器进行交互，几乎不 

需要访问原来大量的IPv4的服务器，这也非常符合 IPv6网 

络早期的“相互连接的孤岛”的架构。 

4．5 IPv6在 5G中的应用 

IPv4地址空间不足，限制了网络和用户数 目的发展； 

NAT技术破坏了网络端到端的特性，缺少固定地址、永远在 

线机制，限制了移动 IP、IP电话、Push业务的发展；移动网络 

向IPv6承载过渡是必然趋势。 

3G网络的部署不仅为用户提供了更加高速的无线连接， 

也为用户接入到互联网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接入手段。IPv6的 

采用，不仅满足了未来移动设备对IP地址空间的需求，也让 

移动终端更易于配置管理(自动配置)；而用户对基于 IP的应 

用业务的使用也更为安全方便。 

早在 1997年，IPv6就被引入到 GsM／GPRS标准中。 

2001年 5月，在 3GPP Release5中，IPv6则被确立为 3G多媒 

体业务子系统(IMS)中惟一支持的IP协议版本。 

另一方面，IETF作为互联网协议的标准化组织，也积极 

推动 IPv6在 3GPP中的应用。与 IPv6相关的标准化研究工 

作在 IETF的多个工作组展开，如 A从 工作组、IPv6工作 

组、ROHC工作组等。 

移动用户对基于 IP灵活多样的、低成本的应用业务的需 

求，推动了传统电路交换网络运营商着手部署基于 IP技术的 

包交换网络，从而拉开了两种网络融合的序幕。 

4．3．1 基于IPv6的3G数据传输网络 3G网络由用 

户终端(UE)、接入网(UTRAN)和骨干网构成，骨干网内主 

要有服务 GPRS节点(SGSN)和网关 GPRS节点(GGSN)两 

种。SGSN承担认证授权以及移动性管理等功能；GGSN则连 

接其他网络与内部网络，并承担着收集计费信息的功能。 

这样，接入的移动终端与 GGSN之间建立了基于 IPv4 

或 IPv6的数据包协议上下文(PDP Context)，而从移动终端 

发出的IP数据包，由GGSN路由，经由用户指定的 GGSN上 

的接入点(APN)，访问目标网络。对于用户使用其他终端设 

备，经由移动终端访问目标网络。 

4．3．2 3G网络中对移动终端IPv6地址的分配 与一 

般的IPv6节点地址配置一样，在 3G网络中，移动节点的地 

址配置也有两种方式：有状态的和无状态的自动配置。在 3G 

网络中，GGSN的每一个接入点(APN)都可以单独指定地址 

配置方式。其中无状态的地址自动配置方式与一般的IPv6节 

点不同。地址配置的协议过程如下： 

(1)移动终端发起激活PDP上下文请求，指定PDP类型 

为IPv6； 

(2)SGSN接收到请求，发起建立 PDP上下文请求； 

(3)GGSN收到请求，为移动终端分配接口标识以及地址 

前缀，然后将信息封装在建立 PDP上下文的响应中，发回给 

SGSN； 

(4)SGSN将响应信息封装在激活 PDP上下文认可中， 

发回给移动终端； 

(5)移动终端得到地址配置信息，然后可以按照配置发起 

路由器请求； 

(6)GGSN发送路由器广播给移动终端。 

经过以上过程，移动终端利用路由器广播信息，与先前收 

到的接口标识组成IPv6地址。而且，由移动终端发出的IPv6 

数据 包，则被 3G网络中的节点直接转发到 GGSN，再 由 

GGSN路由到目标网络。 

4．4 智能终端和家庭网络 

IPv6非常适合拥有巨大数量各种细小设备的网络，将在 

连接由各种简单装置的超大型网络中运行良好，这些简单设 

备不仅仅是手机和掌上电脑／PDA，还可是标签机、家用电器、 

信用卡、水电表等。 

IPv6的特长是可以无限制地为网络终端提供上网所必 

不可缺的IP地址，使家用游戏机及电视等接入网络。这样一 

来，同一个家庭内不光个人电脑而且电子微波炉、空调等所有 

家电都可拥有一个 IP地址接入因特网。 

e3gbbal目前推出了上网家电及 PDA的IPv6协议堆栈 

(Protocol Stack)“e3一IPv6”。另外 ~ITRON 4．0版和 vx— 

Works版IPv6堆栈协议的开发也基本完成。此外还有公司在 

开发面向嵌入式终端的Lmux版本。 

4．5 SIP和 IPv6的结合 

SIP是IETF提出的在IP网络上进行多媒体通信的应用 

层控制协议，可用于建立、修改、终结多媒体会话和呼叫。SIP 

协议采用基于文本格式的客户一服务器方式，以文本的形式表 

示消息的语法、语义和编码，客户机发起请求，服务器进行响 

应。SIP独立于低层协议——TCP或 UDP，而采用自己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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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层可靠性机制来保证消息的可靠传送。有关 SIP协议的详 

细内容可参见IETF RFC3372，该规范已经定义了对 IPv6的 

支持 SIP与IPv6的结合一方面消除了NAT转换带来的效 

率低下问题，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安全性。SIP与 IPv6的结合， 

将为下一代网络的融合奠定基础。 

4．6 杀手应用——组播业务 

组播是一种允许一个或多个发送者(组播源)发送同一报 

文到多个接收者的技术。组播源将一份报文发送到特定组播 

地址，组播地址不同于单播地址，它并不特定属于某单个主 

机，而是属于一组主机。一个组播地址表示～个群组，需要接 

收组播报文者加入这个群组。这样，无论有多少个组播报文接 

收者，整个网络中任何一条链路只传送单一的报文，大大节省 

了带宽。未来可开展基于组播的业务，如视频点播等。 

4．7 具有服务质量保证的语音及其视频业务 

如何利用IPv6新的服务质量机制，开展一些语音及视频 

业务，也是研究的一个重点。 

4．8 安全电子交易业务 

在IPv6中，IPSec是必须得到支持，这就为开展一些对安 

全性要求较高的业务提供了保障。 

4 9 其他相关应用 

如IPv6在软交换、ENUM 中的应用等。 

小结 目前在日本，已开展了Internet Car(智能运输系 

统)应用，Sony还在进行一些实验，如网络HDD VCR、远程医 

疗诊断和 IPv6 Town等。目前韩国，ETRI已经开发了 IPv6 

多播视频会议、视频流业务，NCA已经开发了 VolPv6，另外 

开展了一些宽带 Internet业务，如在线网络游戏、网络银行、 

网络教学、实时 VOD等。6TALK 目前正在开发 IPv4／IPv6 

过渡技术，6ANTS在开发网络 自动配置技术，6NEAT在开 

发IPv6应用。目前台湾HiNet开展了大量的 IPv6多媒体业 

务，如 VOD、TV、娱乐等。另外还进行～些实验，如在 IPv6网 

络上进行远程科学Grid的建立，ITRI也基于IPv6进行 SIP／ 

Enum的实验。这些都为IPv6业务的探索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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