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算机科学1997Vo1．24N9．4 

，
一  智能网体系及其独立能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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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网，如公用交换 电话网(PsTN)．公用分组 

交换数据网(PSPDN)和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等， 

{I言不断地了解用户对业务的{I言求，并且据此迅速地 

向用户提供新业务．但是基于传统网络技术和结构 

的新业务推出是通过对每一十网络节点(交换机)怍 

相应的软、硬件补充和修改来达到的，不仅费时、耗 

资、加大了网络节点的负载，而且{I言依靠设备制造商 

来开发 ，设计和制地。另外，一些适应现代化信息社 

会发展{I言要的复杂业务，如虚拟专用网(VPN)、通用 

十人通信(uPT)和先进的免费电话(FHP、被叫付 

费)等 ，在现有的 PSTN甚至 ISDN上都堆以提供。 

因此．为了能更快地满足市场{I言求，通信 网{I言要 

采用更灵活的网络结构，通过犏程快速，经济地提供 

各种新业务，智能网(IN)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体系。 

本文将从 IN概念、IN 业务和能力、IN结构和接口 

三十方面对 IN体系与其如何达到业务独立、田络独 

立和设备制造商独立的能力进行论述。 

一

、IN概念 

智能田是一十由ITU_T定义的 应用于通信网 

的体系结构概念，目的是满足通信业务提供者 快 

速，有效，不同程度地满足现有和潜在市场对业务的 

{I言求 以及。提高田络业务运营和管理的质量，降低 

费用 要求 ．也就是说，在通信网中使用 IN体系能 

使电信公司更快速，经济，有效地引人，运营和管理 

各种通信业务． 

1．IN 目标 

为了实现上述 目的， 体 系必缅达到这样的目 

标t①应能应用于所有通信网，包括固定网(PS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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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PDN和 ISDN)、移动网、专用网和宽带网(异步传 

送方式 ATM 和同步传送方式 STM)。IN业务从传 

统的话音和数据承载业务拓宽到更宽的范围，包括 

信息业务、宽带和多媒体承载业务。@应能使业务提 

供者自己定义业务，不依赣于设备制造商的特定业 

务开发．达到业务独立。③应能使网络经营者在网络 

中分配网络功能和资源，有效地管理网络．不依赖于 

设备制造商的特定网络开发，达到网络独立。④应能 

使设备制造商有能力开发网络物理设备，不依赣于 

特定设备制造商和所采用的技术，达到设备制造商 

独立。@应从现有通信网和 ITU—T建议开始应用。 

@应发展并且反映出 IN实施中的经验、新技术的出 

现和市场的发展。 

2 I 标 准化 

ITU_T于1988年开始 IN国际标准化的研究， 

考虑到 IN 目标，特别是通信 田和 IN 都是发展的， 

IN标准化采用阶段式标准化的方法，即1虐步标准化 

有关 IN的 nU_T建议，每十阶段 i的建议称为能 

力组 i(IN CS-i)建议，即q 12ix系列建议，x表示读 

标准的具体方面。目前，ITu_T已通过适用于所有 

CS的总建 议(Q．120x系列建议)和 IN CS-1建议 

(Q．12Ix系列建议 )． 

3IN特征 

为了达到 IN 目标 ，实现业务独立、网络独立和 

设备制造商独立，ITU 定义了具有以下特征的 IN 

体系。①广琵使用信息处理技术和田络资番【。②通过 

模块化，标准化和可重用的网络功能生成和实施业 

务。③网络功能能在物理实体中灵活地分配。④通过 

独立于业务的接口实现网络功能闻的标准化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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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业务提供者能通过网络功能的组台获得业务组威 

过程。@业务用户(Subscriber)能控制用户所规定的 

业务属性。⑦业务使用者(User)能控制使用者所规 

定的业务属性。⑧业务逻辑的标准化管理。 

IN概念模型 

m J 为 TN体系的研究 设计和描述开发了 

方法或工具，诙工具称为 IN概念模型(INCM)(图 

1)。INCM 由四个平面组成．每一个平面是 Ⅲ 体系 

在不同层次上的抽象．或者说在不同方面所提供的 

能力。 

图 1 IN 概 念模 型 

①业务平面(SvcP)：IN面向业务视圉。从业务 

提供者和使用者的角度描述 了业务和业务特征 

(SIC)，不包含业务在 网络中实施的任何信息f表示 

出每一种业务由一个或多个业务特征组合而成。 

②总功能平面(GFP)：业务宴施所需的 lN抽象 

功能模块视图 。从业务设计者的角度将整个网络视 

为与业务独立的单个功能平台，描述了独立于业务、 

可重用的网络功能模块，称为 独立于业 务积木块 

(Sm)、基本呼叫处理(BCP)、ECP与 SIB之间的起 

始点(POI)和返回点(POR)以及总业务逻辑(GSL)， 

不考虑 SIB在网络中如何分布}表示出SvcP中每一 

个业务特征由GFP中GSL和包括ECP在内的多个 

Sm 组台而成。 

③分布功能平面(DFP)：IN 功能视圉。从网络 

设计者和提供者的角度描述了功能实体 (FE)、功能 

实体动作(FEA)和功能实体之间的关系(信宴流)， 

不考虑 FE在网中如何物理实现‘表示出每个 FE可 

以完成各种 FEA．而各个 FEA由一个或多个元件 

功能(EF)完成}GFP中每一个 SIB由 DFP申一串 

FEA完成，并且在不同 FE的 FEA间形成信息流 

( )．以配台不同 FEA 间的协调动作}GFP中每一 

个GSI 可以转换成 DFP中一个或多个分布业务逻 

辑 (I)sL)。 

④物理平面(PHP)：IN物理视图。从网络运营 

者和设备制造商的角度描述了物理实体(PE)和物 

理实体之间的接 口( 议)；表示出每一个 PE由一 

个或多个 FE构成．DFP中 FE间的关系在 PHP中 

规定为一种接 Ll( 议)(P)，DSL可以动态地加载 

到 PE中 。 

概括地说．INCM 是 向用户提供的业务特征 

出发，导出产生这种业务特征在网络方面应具有的 

功能，抽象出模仿网络功能的功能模块 ，这些功能模 

块与网络所提供的 IN业务不直接相关，但IN业务 

可以由这些功能模块像搭积术似地搭起来，然后再 

导出实现这些功能网络应具有的功能实体和物理实 

体 

INCM 也是理解、舟析和实现 IN 体系的工具。 

ITU_T在定义 IN CS-1中采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 

的方法应用了 INCM：①自下而上；用能发展到目标 

IN体系的功能结构和物理结构模型化现有网络的 

能力，这符合 IN从现有网络发展起来的目标。@自 

上而下(业务驱动)：识别一组 IN CS一1业务和业务 

特征 ，然后向下驱动这些业务特征通过 INCM．识别 

出一组能产生这些 IN CS一1业务特征的独立于业务 

的能力，而这组能力能发展到 目标 能力组，然后 

证实这组能力能由通过自下而上方拄定义的功能结 

构和物理结构来支持。 

二 、IN业务和能力 

IN业务是在基本业务上增加某些业务特色或 

特征而形成的补充业务，这些业务特征是业务的基 

本单元．也是网络向用户提供的业务能力。因此 

业务由一个或几个业务特征组成，可以根据需要选 

择其它业务特征来加强某种业务，也可以通过增强 

网络的能力来支持新的业 务特征，从而支持更复杂 

的新业务。 

IN CS-1给出了25种 IN 目标业务和38种 IN 目 

标业务特征．以及每个业务由哪几种业务特征组成 

的关 系． 体 系本 身不包 含 业务的标准化， 

ITu玎 另外为其标准化，例如 nU-T uPT业务的 

标准化正在制定之中． 

分析 了业务特征之后，抽象出一组能生成这些 

业务特征的 IN 功能模块 sm，sm 是标准化 、可重 

用、独立于业务、全网范围的网络能力。一个业务特 

征是由一个或几个 SIB组台来提供的，总业务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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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L规定了SIB之间的排列次序噩相互间的关系， 

基本呼口 处理 BCP的两个触发点；起始点 P()I和返 

回点 FOR，是 BCP至 GSL的接口，或者说是 BCP 

和 GSL的相互作用点，因此 BCP、PoI、POR、多个 

SIB和 GSL构成一个业务特征 (图2)。 

曰墨 ／ 

图2 IN业务特征 

IN CS-1给出了支持 IN CS-1目标 业务和 

CS-1目标业务特征的13种 sⅢ．但未 涉及这些 sIB 

用于定义业务特征的业务设计和业务生成过程，即 

未给出这些SIB是如何构成38种 目标业务特征 

的，这些 SIB也可定义超过 IN CS-1范围的新业务 

特征和业务．IN CS-1中 SIB的使用主要用来识别和 

定义 IN cs一1的网络功能模 块，然后为规范化 IN 

CS-1的功能实体和信直流服务． 

由此可知， 体系的设计思想之一是提供一些 

独立于业务、标准化、模块化、可重用 的基本网络功 

能，作为积木块来构成各种业务，从而可以方便地规 

范和设计各种新业务．由此达到业务独立。 

三、IN结构和接口 

1．功能结构 

GFP中 SIB的整体网络功能视图到 D】FP中分 

解为一组相互作用的能力，或者说这些功能模块 

SIB在具体实现时是由功能实体FE来体现，每一个 

Sm 由一个或几个 FE中的功能实体动作FEA来实 

现．形斌的信息流在不同的 FE之间交换消息． 

也即．在 GFP中网络功能用 SIB来描述，而在 

DFP中是进一步描述这些网络功能 SIB是如何具 

体实现的，是用一串 FE的功能实体动作 FEA和不 

同FE的 FEA间形成的信息流来描述的．而这些 

FE构成具有 IN体系的通信网网络功能结构(图3)。 

①呼叫控制代理功能(CCAF)，提供用户接人， 

是用户和呼叫控制功能间的接口。 

圆呼叫控制功能(CCF)；即呼叫处理，提供呼叫 

／崔接处理和控制． 

@业务交换功能(SSF)，识剐需要 业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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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呼叫，并且与呼叫处理(CCF)和业务翌辑(SCF) 

通信 

④业务控制功能(SCF)，包台需要 业务处理 

的呼叫所需求的业务逻辑和处理能力，并且与 SSF、 

SDF、SRF接口和通信 。 

业务蕾理层擞 电竺皇F 
。

-，：：一@ 

一 一 一 生务拉．I羌幕 业务管理兰末 一 秉羲莲接拉村 

— — 非IN呼叫控 

圈3 网络功能结构 

⑤业务数据功能(sDF)：包古用户和网络数据， 

是scF和 IN业务处理时实时存取的。 

⑥专用资源功能 (SRF) 为 IN业务提供专用资 

源(如 DTMF双音多频数字接收器、音发生器、协议 

转换等)．提供端用户与 IN通信。 

⑦业务生成环境功能(SCEF)：规范、开发、注宴 

和蒯试 新业务．并将结果输人到 SMF中，输出结 

果输人到 SMF中，输出结果包括业务逻辑、业务管 

理逻辑、业务数据样板和业务触发信息等。 

⑧业务管理代理功能 (sMAF)：提供业务管理 

者和 sMF间的接口，允许业务管理者通过 SMF管 

理他们的业务。 

⑧业务管理功能 (SMF)：开发、提供，执行 IN 

业务的业务管理。 

在 IN CS-1中，分布功能平面中的功能实体侧 

重在业务控制层次和业务变换层次．即侧重在智能 

网的呼口 ／业务逻辑处理方面，智能网呼叫／业务逻 

辑处理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 SSF／CCF中的呼叫和连 

接处理，二是 SCF中的业务 逻辑执行 ，并且使用 

SRF和 sDF中的支撑资源和数据。IN CS-1说明了 

功能实体呼叫／业务逻辑处理模型(SSF／CCF模型、 

SCF模型、SRF模型和SDF模型)，目的是提供一个 

工具．模拟一个呼叫去描述功能实体间的功能分配 

和功能实体间的关系t 

CCAF接收用户的呼叫建立／业务请求，并且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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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传 递 给 SSF／CCFISSF／CCF在 处 理 寓请 求 的过 

程中，能检出事件(如措机、业务特征操作)．然后产 

生一个业务逻辑请求的调用 ．谩业务逻辑请求可以 

提供在 SCF中由业务逻辑程序 SLP所支持的业务 

特征 ，或由 SSF，cCF本身所支持的非 IN业务特 

征 如果 SSF／CCF判断该事件应由SCF处理时，则 

向 SCF报告 ．然后 SCF请求相应的 SLP．并且与 

SSF／CCF相互通信．最终向用户提供相应的 业 

务 同时 SCF可以请求SSF／CCF完成某些呼叫和 

连接处理功能 ．请求 SSF／CCF使用 SRF中的资源， 

请求SDF完成有美的业务数据处理功能。 

INCS-I还给出了INCS一1 13种 sIB和 BCP这 

一 SIB所涉及的功能实体 (SSF／CCF、SCF、SRF和 

SDF)、所要求的信息流和功能实体动作。 

由此可知 · 体系的设计思想之二是在业务j虫 

立的前提下．即 业务的提供和网络的开发没有直 

接关系，改变现有开发一种业务需对网络重新开发 

的传统方式的莳提下，通过网络运营者开发网络功 

能·在网络中增加相应的设备，在增强网络功能的基 

础上·不断地开发新业务以适应社会对通信的需求． 

而不嵌鞍于设备制造商来进行网络功能的开发．从 

而达到网络独立。 

— — 侍避筑 ⋯ f理和控材 。 必要FE 
⋯ ⋯ ⋯

怙牛(直内部置信协讧) ⋯ 任连 FE 

图4 网络物理结构 

2．袖理结构 

物理平面描述了各十物理实体和物理实体之间 

的接 口，DFP中的功能实体和关系是如何映射到物 

理实体和接口的．而这些物理实体构成具有 体系 

的通信网物理结构 ．图4是具有 IN体系的通信网物 

理结构的一种配置。 

①业务交换点(SSP)：包含SSF和 CCF，提供到 

其它网络元件的中心交换，信夸和承载接口。 

②业务节点(SN)：SSF／CCF、SCF、SDF和 SRF 

紧密组台在 SN中．SN可以整制 IN业务，并且参与 

用户之间的信息变换。 

@网络接人点(NAP)，仅含 CCF．具有确定某 

个呼叫需要 业务处理的能力，并且将 谩 业务 

传送至 sSP进行处理。 

④智能外设( )：实现 SRF，提供支持用户和网 

络交互的专用资源。 

@ 附加设备 (AD)：功能上相 当于 SCP，但 AD 

与 SSP之间用高速接口直接相连。 

@业务交换整制点(SSCP) 是 SCP和 SSP组 

合而成的一个单独节点，含必要 SSF／CCF、SCF和 

SDF．任选 SRF、CCAF。 

⑦业务整制点(SCP)：含SCF和 SDF．具有处理 

IN业务的业务逻辑程序 SLP和用于提供 IN业务 

的数据。 

@业务数据点(SDP) 提供 SDF．古用户和网络 

数据。 

@业务生成环境点(scEP)，支持 SCEF．具 有 

业务规范、开发、证实和测试的能力。 

@ 业务管 理点 (SMP) 提供 SMF．SCEF和 

SMAF可以任 选。 

@业务管理接人点(sMAP)t实现 AF，提供 

业务管理系统功毙的人机接口． 

一 个 FE须完全地在一十物理实体内实施 ．不 

同的 FE能在相同或不同的物理实体中实施．DFP 

中定义的信息流在物理平面中实旖是通过标准的基 

于 ( sl应用层结构的协议 ．称为智能 网应用协议 

(INAP)。FE的关系映射到物理实体间的接 口关系， 

接口使用现有的低层协议如信令系统 No．7(SS7)、 

ISDN基本速率接口BRI和一次群速率接口PRI来 

运载支持 业务的应用层协议印 AP的消息 。 

在 CS一1中 FE之 间的关 系 有 ssF 、 

SCF—sDF和 SCF—SRF，映射垂 物理实体之间的接口 

关系有 SCP—SSP、A SsP、IP-SSP、SN-SsP、SCP一 

、AI)_ 、SCP~]DP和用户接 口．这些接 口为了承 

载 所需的应用层消息，在 IN CS-1阶段使用的低 

层协议(基本协议)有，SCP-SSP接口是 sS7 sccP／ 

MTP上的 TCAP~ D．SSP接口是 TCAP．也可使用 

·55· 

园园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其它 的标 准 议 )IP—SsP接 口是 IsDN BRI、PRI或 

ss7；sN—SSP接 口是 ISDN BRI和 PRIIscP—IP接 

口是 Ss7 rrP上 的 TCAPIA IP接 口是 

TCAP．也可使用其它的标准 议，scP—SDP接口是 

SS7 9：cP／MTP上的 TACP。 

INAP在 IN c l阶段支持 SSF、SCF、SDF和 

SRF到物理实体的任意映射， AP定义了 议体 

系结构(图5)、物理 议栈方案例子，规定了单相关 

整制功能／多相关控制功能(SACF／MAcF)的规则、 

实体间传送的操作(与 DFP中的信息流相对应)和 

每一十实体所采取的动作，其物理 议栈方案例子 

示出在 SS7环境中是如何支持 AP的．SS7 议体 

系如图6所示。 

应用娃理 应用处理 

a)草十相互作月 b)多方配音相互作用 

SACF：单相关控制功船)MACF一多相关控制功 

鲍)SAO一单相关对象)ASE一应用业务单元)T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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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5 INAP协议悼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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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IN体系的设计思想之三是通过使所 

增加的设备，在统一 定的接口点及接口点的要求 

下与销售厂商和所采用的技术无关，从而达到设备 

制谴商独立。 

综上所述，IN体系的总设计思想是在现有的通 

信回基础上叠加一十 No．7信夸网和一个数据库为 

用户提供各种 IN业务(目7)。 

———’r————一  

业务管理和生成层 

业务变换层 

． — ． ． ． ． ． ．  - ．．．．．．．．．．．一  

图7 矾 基本原理 

结束语 以上对 体系及其如何达到业务独 

立、网络独立和设备制造商独立的能力进行了详细 

论述．目前， 体系的深^研究主要在业务管理和 

生威方面。 标准化工作集中在 IN CS-2建议和精 

细的IN Cs_l建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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