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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半呼叫的 SSF模型 

任立勇 张 瑜 卢显良 

(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 成都 610054) 

摘 要 在半呼叫模型中，要很好地协调业务控制功能SCF和呼叫控制功能CCF，始终是业务交换功能SSF的难点。 

本文提出一个SSF模型的建立方案。该模型以单点控制为核心，独立区分上下两层功能单元的命令，灵活满足独立 

业务的需求，解决多业务的冲突问题，并实现多业务的触发。建立触发检出表 EDP、事件检出表 TDP和业务冲突表 

CDP是实现上述功能的重要手段 ，并结合了会话功能SESSION实现业务的映射，从而建立一个高效的SSF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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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ICC agreement which planted in backbone network iS Bearer-Independent-Call—Control protoco1．This 

agreement is used for distinguishing the call controlling function (CCF)and service controlling function(SCF)，used 

the“partly calls model”． Nevertheless，it is difficult to harmonizing the SCF and CCF by service switch function 

(SSF)．The main body of this paper brings forward a SSF mode1．That model is centering on single detection point 

controlling．distinguishing the orders from SCF and CCF，supplying the service needs，solving the conflicting problem 

and triggering the services．The EDP table，TDP table and the CDP table are the ways for actualizing those ideals．All 

of them combined with the SESSION have built a high-effect SSF mode1． 

Keywords Partly calls model，SSF，CSA，DP 

1 引言 

在电路域 中建立一个呼叫，必然需要经历两个过程(或者 

说两个层次)：信令层的连接建立和媒体层的连接建立，而且 

信令层的连接建立一定早于媒体层连接的建立。完成这两个 

连接建立的控制单元分别称为呼叫控制单元和媒体控制单 

元。同时，呼叫过程中可能涉及一些呼叫业务，所以呼叫过程 

中还存在一个业务逻辑单元。 

本文将从智能网的两大基本标准“业务实现与业务承载 

分离、业务控制与呼叫控制分离”人手介绍了半呼叫模型的逻 

辑结构、SCF和 CCF的功能单元，接着对 SSF的功能进行了 

研究，最后提出了本文的SSF模型。 

整个模型的建立分为两个主要的方 向，由业务控制层下 

把命令发到呼叫控制层和由呼叫控制层上发命令到业务控制 

层。通过对SSF功能的研究，模型围绕业务触发点DP的控 

制，即 EDP表、TDP表的创建、维护和实现进行分析；当同一 

BCSM多次触发业务后 ，对新业务的处理方式即 CDP表的创 

建、维护和实现进行描述；为 了维护 SCF和 CCF的相互独 

立，设计了相关数据的存放、使用；设计多业务同时触发后，各 

个业务的独立管理的模型。 

最后通过真实环境的测试，说明按照此思路的设计，本模 

型能很好地完成对“半呼叫”模型的支持，证实了本文的SSF 

模型设计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2 半呼叫模型概述 

半呼叫模型试图实现业务控制和呼叫控制的分离，解决 

一 个呼叫中信令层连接的建立，并触发媒体层连接和完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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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交互。半呼叫模型首先从两个层面对现实世界中的呼叫 

过程进行抽象： 

(1)主叫端或者被叫端在呼叫过程中所经历的若干状态 

层面抽象出基本呼叫状态模型 BCSM(图1)。BCSM对呼叫 

过程中的状态进行抽象描述，它包含 了呼叫连接过程中状态 

及事件的变迁。BCSM根据发端和终端的不同分为 O_BCSM 

和T_BCSM。它们之间相互独立，通过信令进行相互影响。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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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BCSM 的半呼叫模型 

在 BCSM 中引入了呼叫点 PIC的概念 ，即用 PIC表示为 

完成业务逻辑功能所需进行的处理。每个呼叫过程可以从逻 

辑上分为多个 PIC点。PIC点可以对入口事件根据其当前状 

态进行处理，同时对处理过程中收到的消息进行相应处理，之 

后根据不同的处理结果产生对应的出口事件。主叫端有 11 

个PIC点，分别是：“初始”、“始呼鉴权”、“收集信息”、“分析信 

息”、“路由选择”、“呼出鉴权”、“发起呼叫”、“震铃”、“建立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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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呼叫悬置”、“异常”。被叫端有 8个 PIC点，分别是 ：“仞 

始”、“呼入鉴权”、“路由选择”、“发起呼叫”、“震铃”、“建立呼 

叫”、“呼叫悬置”、“异常”。在每个 PIC点的入 口处设立检测 

点 DP。DP是一些可以通过静态和动态配置的事件触发点， 

可以对入口事件进行判断，并对满足触发条件的事件进行上 

报。同时，DP根据配置属性的不 同而采取相应的处理机制， 

即：或只是上报事件 ，不等待 SCF发送指令；或上报后暂停呼 

叫连接处理，等待SCF的指令。SCF根据DP的上报事件，可 

以了解呼叫状态．也可以发送相应指令对呼叫连接进行控制。 

(2)从主叫端或者被叫端在整个呼叫过程中连通性的变 

化抽象出引脚 LEG、连接点 CP、呼叫段 CS和呼叫段关联 

CSA，也就是连接视图 CV。SSF所看到的 CCF是数量众多 

的LEG，SSF的工作就是要找到主叫LEG和被叫 LEG，然后 

把它们连接起来 ，连接的方式就是把两条 LEG同时连接到一 

个连接点 CP上。同时 CCF认为不同的 CS之间并不是彼此 

独立的，在特定条件下它们可以关联起来形成 CSA。 

SCF描述整个网络完整的呼叫过程，也就是描述 CVS的 

状态变迁过程，共有 14个状态。把所有状态串连起来就形成 

了状态迁移图。SCF根据 CVS状态迁移图运用 INAP接口， 

形成不同的状态迁移，完成不同的补充业务。 

业务交换功能是连接 SCF和 CCF的“桥梁”，描述 CSA 

的CS和 LEG的连接拓扑结构、处理 CCF上报 DP事件、实 

现呼叫过程中的业务触发和业务冲突防止，以及为后续的业 

务控制提供会话和 EDP表机制。对特殊资源进行请求 的时 

候，通过对特殊资源功能 SRF发出请求 。 

3 SSF模型设计 

通过对 SCF和 CCF功能的研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区 

别和联系，本文建立以下的 SSF模型。模型以独立的 TOPO 

和 DPHANDI ER两大模块区分并处理 SCF和 CCF向下向 

上的命令，对公有的属性集中在 SESS10N模块中处理。本模 

型的中心思想是以单点控制为核心(同一 DP点的控制权只 

属于一个业务)。以 EDP表、TDP表和 CDP表为手段 ，完成 

对单业务的触发、业务的控制、多业务的冲突、多业务的触发 

问题的解决。根据 EDP／TDP／CDP表的属性分别放在 SES— 

S10N和 DPHANDLER子模块中管理。另外，对外消息的分 

发统一到独立的功能模块 IH(Interface Handier)(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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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SSF的模型内部结构 

IH：各资源的创建及销毁者，外部消息分发接口。 

SESSION：每个业务实例 SLI(SCF侧的一个具体业务) 

的映射，CSCV／EDP表的所有者。 

CSCV：维护 CS的上下对应视图，保持 CS的状态迁移关 

系，是一个状态机。 

EDP表：一个动态的表数据，事件检出点表。 

TOPO：对 SCF关注DP点跳转的控制，并保存CCF侧的 

CVS图。 

DPHANDLER：DP点消息上报单元，TDP的所有者。 

TDP表 ：一个静态的表数据，触发检出点表。 

CDP表：一个静态的表数据，冲突检出点表。 

DP上报流程：DP事件产生后 ，上报给 DPHANDLER， 

DPHANDLER顺序检查 TDP和 CDP表。如果两个表都满 

足对应的触发条件 ，则上报给 SESSION，并给 DP点相应的命 

令。SESSION通过判断 CS的状态，并对 比 EDP的数据，在 

满足条件的情况下上报 DP信息给 SCF。 

SCF下发事件：一个事件 发送到 SESSION。SESSION 

首先判断CS的状态，在合理的情况下，修改CVS图，然后发 

送命令给TOPO。T0PO分析命令后，将信令上发送到 BC 

SM，让 DP迁移状态、特殊 资源请求发送给专用资源功能 

SRF。 

以下将对 SSF子模型的具体功能和原理进行描述。 

(1)EDP表、TDP表、CDP表 

EDP表和 TDP表是从半呼叫模型中 DP点的四个类型分 

离而来。DP的配置是为了通知SLI遇到了DP，从而使 SLI可 

以影响随后的呼叫处理。如果 DP没有配置，则 SSF／CCF继续 

原来的呼叫处理而不涉及到 SCF。DP点有以下类型： 

a)触发检出点一请求(TDP_R)； 

b)触发检出点一通知(TDP N)； 

c)事件检出点一请求(EDP_R)； 

d)事件检出点一通知(EDP N)。 

EDP表保存了 SI I呼叫中相应 DP点的动态关注状态。 

EDP表的配置如下：SCF下放“配置 EDP表”命令并动态添 

加到表中，并且每个 EDP表 的信息是配置在对应 LEG上面 

的。如果 LEG不存在 了，则 删除其对 应 的 EDP表信息。 

EDP表的运用如下：DP点上报信息后，在 SESSION部分检 

测 EDP表。如果是 EDP-R，则让对应 DP点悬置在当前状态 

不迁移；如果是 EDP-N，让 DP点按照默认 DP迁移流程运 

行。EDP表的创建如下 ：IH创建 SESSION时，SESSION 自 

动创建了一个空的 EDP表，其实就是一个空的容器(表 1)。 

表 1 EDP表 

字段 说明 

DP号 主叫端和被叫端统一编号共 19个 

类型 是 EDP—R或者 EDP—N 

LEG号 此表配置所在腿的腿号 

触发条件 这条腿出发 DP点的上报条件 

EDP表相关命令 ： 

ARMEDP：由SCF下发配置一组表的命令，由四个字段 

和成一个唯一的表项。 

DISARMEDP：由SCF下发的清空 EDP表命令。 

EDPRREPORT：EDP-R的上报命令，每个表项成功上报 

后删除。 

EDPNREP0RT：EDDN的上报命令 ，每个表项成功上报 

后删除。 

EDP表体现了一种“关系”。当遇到一个配置的 DP，并 

且满足 DP标准，则 SSF可以通过“关系”传递信息流。如果 

SCF通过这个“关系”可以影响呼叫处理 ，则认为这个“关系” 

是“控制”关系；如果 SCF通过这个“关系”不能影响呼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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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则认为这个“关系”是一个“监视”关系。当对应 LEG所存 

在 BCSM 的 EDP-R数目 N≥1时 ，是一种“控制”关系，否则 

当 EDP-N数目N≥1是一种“监视”关系。 

TDP表是主要作用于补充业务初始触发的。TDP表的 

配置如下：从网管侧读得静态信息，信息加载后就不会改变。 

TDP表 的运 用 如下：当 DP上 报后 ，DPHANDLER检 查 

TDP，如果对应的DP点在 TDP表中有相应的表项 ，则触发 

对其应业务。TDP表的创建如下：在一个呼叫建立起来后， 

就马上创建 TDP表，其实就是一个空的容器(表 2)。 

表 2 TDP表 

字段 说明 

DP号 主叫端和被叫端统一编号共 19个 

类型 TDP-R或者 TDP-N 

优先级 多个 DP点上报后的优先选择 

触发条件 DP上报的条件 

补充业务号 对应的补充业务 

TDP表相关命令： 

ARMTDP：由网管侧一次性导入所有数据。 

SELDCTEDP：根据 DP点的上报，查询表项。 

TDPRPROCESS：TDP-R处理函数。 

TDPNPROCESS：TDP-N处理函数。 

由于一个 DP在同一个呼叫中可能被配置为一个 TDP 

和／或 一个 EDP，因此 BCSM 应该在 DP处理期间应用下面 
一 组规则以保证单点控制： 

规则 1：对于任何 DP，一个规定的触发条件一次只能触 

发一个业务逻辑程序实例 SLI。 

规则 2：对于任何 DP，处理通知 EDP-N和 TDP-N具有 

高于处理请求 EDP-R和 TDP-R的优先级。如果多个通知存 

在，当所有的通知都被处理完时，才处理 EDP—R和 TDP—R。 

规则 3：如果一个 DP同时被配置为 EDP和 TDP，由于 

EDP是在一个已经存在的 SSF-SCF关系中配置的，EDP处 

理的优先级高于 TDP处理的优先级。 

规则 4：如果一个 DP同时被配置为 EDP—R和 TDP—R，则 

EDP—R先处理；EDP-R处理的结果是结束控制关系，则允许 

TDP—R处理(表3，参看中国智能网设备业务交换点 SSP技 

术规范)。 

袁 3 EDP／TDP处理的组合 

流称 TDP类型 EDP类型 存在的关系 处理 

1 未配置 未配置 不介意 继续 

2 TD R 未配置 不存在 启动 DP请求 

3a TDP_R 未配置 控制 继续(忽略 TDP) 

3b TDP—R 未配置 监视 启动DP请求 

单向 DP通知， 4 TDP_N 未配置 不介意 

启动检视关系。 

CDP表是实现上图 EDP／TDP处理的组合，它的存在从 

根本上避免了不可并发的业务、不可嵌套 的业务出现和实现 

单点控制。 

CDP的相关命令 ： 

GETRESULT：获得存在的关系。 

GETPROCESS：分别调用相应的处理，可以直接从 EDP 

或者TDP表调用接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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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上JHA DLER 

一 旦触发呼叫，IH 立刻建立 DPHANDLER，并把 TDP 

和 CDP表建立好。处理 DP点的上报，根据 CDP表中的数 

据，按照上述规则把DP的信息上报给SESSION，同时维护两 

个表 TDP和 CDP。 

(3)SESS10N 

SESSION是和一个具体的业务实例对应的功能单元。 

当补充业务触发后，IH会自动建立 SESSION，并自动构件一 

个包含一条主动 LEG和一条被动 LEG的 CS。这里的 LEG 

不用维护状态信息，CS在空闲状态。SESSION要保存 CS的 

状态，由 CSCV类的状态机模式来维护(图 2)。 

图 2 CS的状态 

SESS10N维护 CCF侧的 CVS图和 SCF侧的 CVS图， 

同时保存两套 CS号和 LEG号并维护 EDP表。每一个 SES- 

S10N和一个 SLI对应。当CCF侧同一个 BGSM有多个业务 

触发后，在SCF侧不加区分，看作是两个独立的BCSM~而在 

SESSION，则要把SCF侧和CCF侧的连接正确对应起来，这 

样就把多业务并行问题解决了。此模型根据系统的性能可以 

同时触发多个 SESS10N，也就是多个 SLI并行处理(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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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SESSION映射图 

(4)TOPO 

T0P0是完成解释 SCF下放命令 ，并让 DP按照业务的 

需求跳转的功能单元，并保存了CCF所看到的CVS图，由类 

CS保存。T0P0在呼叫刚开始建立时初始化，初始的时候保 

存一个 CS，并有两条在虚态下的 LEG(注意：在 TOPO中 CS 

不用再保留状态)。以SCF下发的“事件”中的断腿命令为例 

子DISLEG：SESSION判断CS状态等信息，下发断脚消息给 

TOPO。根据 CS2规范的规定 ，TOPO下发 CA)TOPIC命令 

让没有进入“中间呼叫点”的 DP点进入。如果已经进入，保 

持状态不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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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只是对最简单情况进行一下仿真演示 。由于加解密 

的速度非常快，因此在实际应用 中，规则半径通常要取 r>10 

以上，以达到实用的安全强度。 

4．2 安全性分析 

安全性分析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研究明文或密文改变一 

位后密文和明文的变化。通常采用改变一位明文编码后最终 

密文的改变结果与原来 的加密结果进行比较 ，如果相同则用 
“

一 ”表示 ，不同则用“#”表示。表 6～7给出在相同明文 中的 

相同扰乱引起的误差传播过程的比较。 

表6 耦合单触发元胞自动机中的误差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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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耦合双触发元胞 自动误差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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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6～7可以看出，这种方法可以大大提高对密文的扰 

乱程度，只要几步就可以使误差扩展到整个密文，避免密文中 

的相似性问题，从而能够抵抗差分分析方法攻击。 

在加密和解密过程中，密钥采用 CA系统本身，当半径 r 

一 4时，密钥空间达 2 ⋯ ×2 ⋯ ≈1．16×10”。在相同的规 

则半径下，远远大于 目前所见文献中提到的本类方法的密钥 

空间_l 。而且密钥空间随着规则半径 r的增大呈指数增长。 

因为 CA的并行特性 ，其加解密速度较快，在实际应用中，规 

则半径应选取 r>10，蛮力攻击变得不可能 ，系统在计算上是 

安全的。对同一明文加密，由于每次引入不同的随机数，因此 

每次得到的密文是不同的，但是解密后得到的明文却是相同 

的，很难得到唯一的明文密文对，因而可以抵抗已知明文和已 

知密文的攻击。 

结论 本研究基于元胞 自动机之间状态演化的互动性 ， 

以及触发元胞状态值与规则半径对演化状态的支配性，构造 

出耦合双触发元胞自动机的加密系统。解决了通常触发元胞 

自动机的加密算法中误差传播小而且是单向的相似性问题 ， 

同时大大提高密钥空间。分析表明，这样不仅具有抵抗穷举 

法的蛮力攻击和已知明文、已知密文的攻击的能力，同时具有 

抵抗差分分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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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SF模型测试 

本模型的建立从理论上实现了灵活业务和基本呼叫的分 

离，并且以简约的模型使业务控制效率不会在 SSF这一层受 

到制约。在试验 中，以此模型建立 SSF，作为以高级业务功能 

为代表 的 ACP和以基本业务为代表的 BcP的中间层，形成 

ACP-SSF-BCP的整体模型，成功地完成了各项补充业务，在 

呼叫效率上也达到了试验的目的。下面的图例说 明了实现的 

补充业务中消耗在 SSF这一层所需要花费的微秒值(图4)。 

点控制为核心，以上下两条命令流程为建立模型基础，清晰简 

约地解决了 SSF所面临的多种问题，并 以 TDP表的方式解 

决了单业务的触发问题，以 EDP表的方式解决了业务的控制 

问题，以 CDP表的方式解决了多业务的冲突问题 ，最后以 

SESSION为子模块的设计解决 了多业务的并发 问题 。经过 

实践的证明，这样的 SSF模型是一种合理的、可靠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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