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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analyzes and compares t}te two programmes to realiae ATM technology in tradi- 

tional LAN ：LAN emulation ＆ IP OVER ATM ，arLalyzes the bottleneck problems commonly exist in 

both programmes／and provides two strategies for congestio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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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域网仿真 

为仿真传 统局域网，ATM 论坛提 出在 ATM 网 E 

构造虚拟 局域 网的模型 ，其标准是 LuNI(局域 网仿真 

用户网络接 口)。局域网仿真提供了一十“转换层”，为 

那 些期 待 无连 接服 务 数据 传送 的 罔 络应 用屏 蔽 了 

ATM 连 接的复杂性 ，使传统局域 网终 端无需修改软 

硬件就可 以利用 ATM 网络的各种优点 ，局域 网仿真 

从数据链路层的 MAC子层接 入 ATM 网络 ，实现传 

统 LAN与 ATM 网以及传统 LAN 间的 网桥 级互诖 ， 

因此 ，LAN仿真叉称为 MAC OVER ATM。仿真局域 

网由局域 网仿真客户 LEC、局域 网仿 真服 务器 LES、 

广播 服务器 BUS、局域 网仿真 配置服 务器 LECS组 

成 ，局域 网防真客户的主要功能是在主机上仿真传统 

局域网的舟质访问控制子层(MAC){局 域网仿真服务 

器实现 MAC地址和 ATM 地址的相 互转换 ；广播 服 

务器是仿真 局域网广播功能和实现未知蛳发送∞服务 

器 j局域网仿真配置服每器提 供和管理仿真局域网结 

构 t为 LEC提供其所在的仿真结构的 LES的 ATM 地 

址 。 

2．IP oVER ATM  

在 ATM 网上构造 IP子网(IP OVER ATM)的关 

键 问题就是如何利用 ATM 网提供 的虚连接 传输 IP 

报文 ，与局域网仿真相 比，IPOVER ATbl在主机上不 

需要 局域 网仿真模 块，但 需要 IP OVER ATM 模块， 

它包括 ATM 地址解析服务器、TP路由器、IP主机等 

三类节点 

IP OVER ATM 传送 过程主要完成地址解折和数 

据包封装两十功能 如图 】所示 当路 由器 A 的 LAN 

端 口收到 LAN1的一十 IP包时 ，它通过查看自己的路 

由表得知是否需经过 ATM 网转发至路 由器 B，如果 

人人工 智能方法 t进一步 减少交互 ，碱 轻管理 者的 负 

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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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要 路 由 器 A 便 向 ARP服 务 器 请 求 踣 由 器 B 的 

A rM 地址 ．ARP服务器根据路 由器 A发来的路 由器 

B的 lr地址 ．从 ATM 的 ARP表获 哿路 由器 B的 

ATM 地 址 ，传送 给 路由 器 A 此 后 ．路 由器 A 启动 

ATM 信令建立与路由器 B的虚连接 ．并将 IP包封装 

成 A1 M 信元 ，沿此虚连接发 路由器 B 路由器 B收 

到 ATM 信元后 ．将其水封戍 1P数据包传给 LAN2的 

高晨实体 实现了两个 IP成员的通信。 

图 1 IPOVER ATM 系统 

s．拥挤控制技术的探索 

前文的两种方案 ．丹别利用不同的地址解析方 法 

不同的报文封装方法 ，与传 统局域同不同的互联方法， 

都实现 了利用 ATM 技术掏造局域 网．怛它们都面临 

拥挤控制 问题 ．在局域丽仿真技术中 ．由于每个 LEC 

均与 BUS建立虚连接 ．无论是广播业务还是 对 业 

务 ，都 用到 BUS 因此 BUS成为瓶颈 而逻辑 IP于网 

的通信也需要外部路 由器的舟^．外部路由器将成为 

通信的瓶颈 ， 下我们来探讨两种可适 用于 ATM 局 

域 网的拥挤控制策略 。 

5 1 动态分配缓冲器 

最佳服务必须允许 站点动态地竞争 取得一系列 

共享的带宽 ，在 802局域阿中，共享媒体提供共享带宽 

并提 交给 MAC于层 仲裁 ．在 ATM 局域 网变换 系统 

中，我们可 把每 个输出端口看做一十共享的带宽 ，不 

用 分别考虑它们各 自的交 换能力 ．图 2就是动态和静 

态分配缓冲器的 比较。很明显，乙的分配方案必须要丢 

弃从虚拟通道 A来的信元 ，其实为虚拟通道 B预分配 

的缓冲器却未充分利用 而甲的丹配方案成功地解决 

了这一问题 。谈到这里 ，似乎静态分配就完全不可行 

了，其实不然 ，在网络发展的根长一段时间内，就是依 

靠缓冲器的预分配来解 决拥挤的 它充分保证 了用户 

的平等性 ，只不过 ATM 对预分配 怍了改进 ．预分配的 

方式改为动态，某个虚拟道通所能获得的带 宽在 网络 

运作 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从其它未被 完全 利用 

的虚拟通道 中暂借 ．也可 从事先为更高级 需求而预 

留的带宽中获得好处 

5 2 EPD和 PPD技术 

当动志分配缓冲器在 些情形下有效地阻止了拥 

挤出现后 ．每 条虚拟通道 还是可能出现拥挤 t下面介 

绍 一种 从全局连结效果来看非常优秀的簧略 

EPD(Early Packet Lhscard)提前丢弃分组是要求 

当被使用的缓冲区数 日超过一个初蛄 闽值时 r交换器 

丢掉每十新到的第，个信元，而继续接收其它 已经进 

入 交换器的分组的信兀 ．每个分组的最后一十信元并 

不丢 弃，因为在 ATM 局域中通常由它提供下一 十丹 

组 的开始信息 ，这种 丢弃方式一直持续到可用的实际 

缓坤区使用数量重新恢复到韧始阎值 以下 -但可能先 

发生的情况是阐值的当前值要先上升一段时间 

受阻的通信量 未用的缓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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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动态分自 缓冲区 己 静态分酉己缓冲区 

图 2 缓冲区间的动态和静态分配图 

这种技术与从所有的虚拟通道上艟机地丢弃分 组 

相 比至少 有 下两十 好处：第一 ：EPD保 留一定的缓 

冲区为 已到达 的分组中剩余的信元继续服务 ，这样这 

些分组的信元被丢弃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第二 ，阻止 

了任何不完整 的分组进入链路 ．从全 局看也就阻止 了 

网络资源的浪费。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更糟的情况 ，当缓 冲器的使 用 

溢出井导致一 十信元必须被无情地丢弃t即使 它属于 

一 十 已进 入 交换 器分 组 的 剩 余 部 分 PPD(Partial 

Packet Discard)局部分组丢弃技术的策略是尽可能地 

把这种丢弃限制在某一个虚拟通道上 ，并且选 择 已占 

用缓冲器最少的丹组所剩下的信元作为丢弃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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