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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In this paper．1,re Bnalyze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 of three—networks W e 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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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networks into one This is important to extensively adopt and establish direct——exchanged singl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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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所 谓“三网合一”是 指原先设计 运营的传统 电信 

网、计算机用(主要是指因特网)和有线电视网正趋向 

于相互渗透 和相互融合 ；相应的三类不同的业务、市场 

和产业 也正在相互渗透和 相互融台 ，最终将形成～十 

平 台三种业务之格局。随着计算机技术 、通信技术、网 

络技术、有线 电视技术及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 ．尤其 

在 lnternet的推动下，信息与网络进入了高潮，信息交 

换与网络传辅的规模客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有线 

传输从电缆向光纤发展；无线通信从话音走向数据 用 

户对信息业务 的需求多样化和综合化以及用户终端 向 

智能化方 向发展等 ．都对信息传车蛊网络的技 术及服务 

质量等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种 网络走 向融合是必然 

趋势 

2 现状与发展趋势 

目前的每一种通信 网都是 为某种专 门业 务而设计 

的 ．其传输速率和特性各不相同，这些网络拄往不能再 

适应其 他用途 虽然某些业 务(如数据通 信业 务)在几 

个 不周的 网络 中都能同时 存在 ，但 不同 网络 中的 (数 

据 )终端却互不兼容 ，其间的互通只有通过网络的特殊 

信关设备来实现。这种业务专门化的同络已不能适应 

社会的发展和用户的需求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 ，必须从 

根本上改变网络之问的隔离状况，使 多卿融合成一十 

单一的 网络 以提供各种不同类型的业务 ，实现完全的 

开放系统互联 ，使其发展成为能适应性质各异 的多媒 

体通信嘲。 

三阿融合在概念上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和层面 

去观 察和分析 ，这将涉及技术融合 、业 务融台、市场融 

合 、行业融合、终端 融合 、网络融合乃至 行业管制和政 

策方 面的融合等 。所谓 三网融合实际是 一种广义 的社 

会化 的说法 ，目前主要指高层业 务应用的融合 ．表现为 

技术上趋 向一致 ．网络层上可以实觋互联互通 ．业务层 

上互 相渗透和交 叉，应 用层上 使用统一的 TCP／IP通 

信协议。统一的TCPlip协议的普遍采用，使得各种以 

lP为基础的业务都能在不 同的网上实现互通 。TCP／ 

IP协议不仅 已经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通信协议 而且人 

类首次有 了统～的为 三大网都能接受的通 信协议 ．从 

技术上为三网融合奠定了最坚实的联 网基础 。 

5 局域网融合实现方案 

】)智 能快 速 以太“三 罔台 一 解 决 方 案 

关键商务应用对网络提出了智能化的要求。客户 

希望网络的各个构成都具有自恢复功能，以尽其所能 

地减少故障时间。智能化I碍络解决方案 能够支持关键 

商务应用 。 

智能 以太解决方 案涵 盖两 大技术 ：边缘 交换技术 

和 中 心 路 由 技 术 如 图 1所 示 为 一 典 型 案 例 ． 

BayStack450和 Accelar8100交换机作为园 区网边缘设 

备 ．A~cetar 1000路 由交 换机 作 为 网络核 心 ，Accelar 

700服务器交换机 负责服 务器群 

通过这个 可扩展的 以太体系架构，从 用于配 线问 

的高 密度 10／100／1000交按 机到 网络核 心的三层 Ac— 

celar路由交换机 ，构成 一个第三层交换 局域 网解决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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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arl000基 于 ASIC技术处理 IP交换的先进 

体系结构 ．具有7Mbps的高速交换性能和 1 SGbps的高 

速背板带宽，支持企业网目前和未来的各种端到端应 

用 Bay Stack 450／350提供24个lo／100Base—T第二层 

高 密度变 换端 口，支持 多种高 速 端 口：1OOBase TX／ 

FX、1000Base SX，易于 升 级 和 带 宽扩 展 。其中 ，Bay 

Stack 450还提供准叠扩展 ，实现SMbps的第二层交换 

性能和25Gbps的高速背板带宽。 

图1 智能快速以太“三 网舍一 ”解决方案 

Accelar支持802．1Q虚拟网标睦 ，具有 基于端 口、 

基于协议、基于 IP子网和基于 MAC地址的多种虚 网 

划分，用户可以依据实际情况 ，按照 业务性质 ，灵活可 

靠地划分各种 VI AN，做到安垒访问。 

本网络在满足基本 数据短信和 交换功能的同时 ， 

支持桌面视频等业务。Accelar系列提供深层 IP过滤 ， 

支持 IEEE8O2 1P流 量优先级划分 ．如 Accelarli00可 

支持8个优先级队列 ，加上优先策略 管理技术 ，以类似 

于 ATM 的方式实现以太网的 QoS支持，可 以将对时 

延敏感的数据定为高优先级来保证先于其它普通效据 

传输 ，从而保证桌面视频等多媒体应用，实现企业网的 

“三网合一 ”。 

该局 域网棵决方案运用了多级可靠技术 ： 

1)Link．Safe技术。为 LAN 主干交 换机之 间的远 

程物理连接提供冗余 。 

2)多链路骨干技术 (MLT：Multi+Link Trunk— 

ing)。对 网络系统性能和可靠性提供强大的支持 ，使得 

用 户可以充分 享用网络带宽 ，支持包括文 本、图形、声 

音 、多媒体在内的多种端到端应用。 

3)CPU 及 电源的冗 余备份也 充分保证 了核心 

模块的可靠运作 

2)LAN—LAN“三 日告 一 ”解 决 方 童 

传统 的局域 网服务方式单一 ，无法对不同 的业务 

分配不同 的带宽 ，其共享带宽式的包交 换拄术具有延 

迟长 、处理复杂的特点 。应运 而生的 ATM 解决方 案， 

在主干 网络采用先进的 ATM 技术 ，在下级交换 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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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采用“ATM+快速以太 +交换式以太 网”相结合的 

应用方式 ，为最终用户提供丰富的业务 和灵活的连接 

方式 ，典型的 ATM 解冼方案如图2所示。在网络棱心 ， 

中心交换机采用 多级连接 ，实现 负载均衡 ，提供高性 

能、高吞吐量的 网络主干。在访 问层 ．采用 LAN／ATM 

交换机 Centiltion50／1130．具有强 大的交换能 力，支持 

以 太 网、令 牌 环 、ATM 等．系 统 交 换 能 力 可 达 到 

10Gbps 

图2 LAN—ATM 三网台一”解冼方案 

对终端用户，网络可以提供多种多样的连接方式 ： 

1)对于高性能要求的用户或服务 器，可 以直接连 

到二级交换子系统 Centi[1ion的155Mbps、100Mbps的 

端 口上 ，独享高带宽 ； 

2)对于较高性能要求或者较 大规 模的工作组 ，如 

信 息中心、证 券交 易中心等 ，可以配 置小型 的 LAN／ 

ATM 交 换 Centilllon50，为 用 户 提 供 155Mbps的 

ATM，100Mpbs／10Mbps的灵活以太连接； 

3)对 于规模 居 中的工作 组 ，配置 工 作组交 换机 

BayStack450T，BayStack350T，组 成交 换式 工作 组系 

统 ，为用户提供10OMbps／10Mbps的交换式连接； 

4)对 于规 模 较 小 的工 作 组 ，配置 BayStack100- 

BaseT／l0BaseT集线器 ，组 成共享式工作组系统，为用 

户提供 10Mbps或lOMbps的连 接； 

在图2中 ，中心交换机采 用全对称多处理器的硬件 

体系结构 ，避免 了采用集中式 处理结构所引起的单点 

失效故障 ，实现处理 器冗 余，共 同分担 VLAN连接方 

面的连接 处理 。VLAN 可 以灵活划分 ，各个 VLAN之 

间的连接 可以通过模块 化路 由器 BLN 实现 ，BLN可 

实 现 高达 33万 包 每 秽 的 卓越 处 理 能 力，同 时支 持 

ATM 接 口模块 。这样就 充分发挥 了 ATM 技 术的优 

势。 

4 实现方案评价 

通过成熟的局域 网 三网合一”解决方案，用 户可 

以实现在专 线、公共或专用帧 中继 网络 和 ATM 等单 
一 链路上各类语音、传真 、视频、IP和传统数据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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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的高效 一体化传输 ．从而降低成本 ，提高性能 。目 

前电信磐端的智能化 数字化 、多媒体化已成为发展方 

向．国外的一些高智能电话机已可同时处理声音、数 

据 、例像 ．如英 国技术伙伴公司与另一家公司合作研制 

出具有浏览 Internet功能的数字式移动电活，装上特 

定的软件后 r能方便地浏览 lnternet上的文本信息；双 

向有线电视必然 要求其 电视终端设 备走向 智能化 ，使 

电视 机 具 备交 互 功 能 和处 理 文 本 和 数 据 的 功 能 ， 

WehTV 和机 顶盒将成为时 尚；在计 算机上安装 一定 

的设备后，接收电视信号、进行传真、语音通信、图形图 

像通信也已成为现 实；具有类似功能的个 人效字助理 

(PDA)装置也已研制成功。由此可知 ，具备显示多种媒 

体 的网络通 信终 端也将随着技术的发展 、用户的需求 

而逐步走向融台。 

当然管理维护“台一”的网络 ．有待于进～步的研 

究。 

结束语 社会对信息的需求使得信息服务已成为 

2l世纪的重点 课题 。信息化已将计算 机、电信、电视融 

台 为一个不可分 割的整体 ．三网融合是必然的发展趋 

势。若采用宽带 IP骨干网技术(包括垒国、省内宽带 

IP广域网和市内宽带 IP城域网)。可以以非常低廉的 

价 格提供宽带 多媒件业奇服务 ，这将 大大促进 我国信 

息化的进程 。同时宽带接入网的 出现 不仅 解丧了现有 

接人网的“瓶颈 限制．而且使得通信网珞向宽带数字 

化 的过墟成为可能。 

信息化推动技术发展 ．大 目标就是实现 电信、计算 

机 和电视三种技术、业务、市场、行业 、网络和终端 的融 

台。而三网本身也将通过不周途径向融合的可持续发 

展的全业务网方 向演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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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使分散的分布式系统中各个组件对 Qos概念的 

定义有统一的认识，使得建立后的分布式系统各组件 

不会存在牛头不对马嘴的现象 所 以通 过 Qos分类学 

标识 ，我们对不 同的 Qos参数进行分类 ，分布式 系统 

各个 元件建 立统 一 的尺 度 ，而具 体到 各个组 件实现 

Q0s保证时 ，先要进行 Qos映射(QoS mappir~g)，在统 
一 的 Qos尺度与本身的 QoS尺度进行转换 ，具体实施 

Qos保证 ，所以建立统一的 Q0s分类十分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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