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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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