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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grated Services lnternet is the trend of Internet，and the Quality of Services(Q0S)is 

the key To support the quality of service of integrated serv~es，routing must select qos to be its 

foundation This paper computes t~,vo types of Integrated Services Imernet architecture，and empha— 

sizes to introduce lntServ，then discusses the quality of services strategy and QoS routing policy 

providing the quality of services for the integrated services in lnternet．After that we discuss the 

flow control technology related to QoS routing，in the end we indicate the future research work 

Keywords Integrated Services lnternet．1ntServ architecture．Quality of Services，QoS routing． 

Flow control 

1 概述 

lnternet正朝提供练合业务的方 向发展。综合 

业务包括实时和非实时的数据、视频 ．音频等形式的 

业务，同时也包括有线和无线 及移动等接人方式 

基于 IP的音频和视频等业务 ，如 1P电话和 1P会议 

电视，以其低廉的费用、随处可接人性等优点越来越 

引人注 目t在电信业务中所占的比重正越来越大。 

服务质量 qos是衡量通信网络的主要指标。1n— 

ternet的 QoS主要包括网络的吞吐量 、时延及时延 

抖动、差错率 、分组丢失率、安全及费用等 但 Inter— 

net最初主要提供非实时 的数据业务 ，对实时业务 

的 支持 不够 。目前 的 lPv4提供 的 只是 “best—effort 

(尽力传输)”服务，不能从根本上保证各种宴时业务 

的服务质量要求 

lnternet工程任务小组(IETF)提出了综合业务 

Internet概念和体系，希望通过相关技术在 [nternet 

上传输练舍业务。我们认为练合业务 Internet应保 

证 QoS，它必须提供完善的服务质量 QoS体系 ，并 

改善相关的流量控制、路由交换、网络安全等技术， 

其中基于 QoS的路 由将是练合业 务 Internet得以 

实现的关键。 

2 综合业务 Internet的体系结构模型 

目前为提供综合业务．IETF提 出了两种典型 

的体系结构模型 ：lntServ体系模型和 DiffServ体系 

模型。都采用了 (1oS策略 ，对综合业 务进行不 同的 

划分。lntservS是 Integrated Services的简 写，DJff- 

Serv是 Differentiated Services的简写。 

DiffServ模型体系 中，边沿路 由器 将业务 分组 

流分类 ．设置 1P包的 ToS字段或 由该体系提 出的 

DS字段 (两位 )，中心路 由器据此来管理实现 Inter— 

net的 CoS(Class of Services) 它采用的输入输出队 

列 分别是 CBQ(~tass—based queuing)和 PFQ(per— 

flow queuing／ 它将练舍 业务分为三 种 ：尽 力传输 

的、流量可控的和流量输出保证的，从策略和应用上 

保证了网络的吞吐量 ，但并不保证端到端的时延 从 

速十角度来说 ，DiffServ体系不是真正的练合 业务 

Internet体系。lntServ体系采用相应的策略和技术 

保证 网络的吞吐量 和业 务的 时延，从 而保证 了 1n． 

ternet综合业 务的服 务质 量。这是一 种真 正意义上 

的综合业务 Internet lntServ体系结构包括业务模 

型和实现模型 

2 1 IntServ业务模型 

IP流是综合业务 Internet的传输单位 ，是指从 
一 十源站到一十 目的站点(可 是单播地址或多播 

地址／的包含 QoS要求的 lP分组流 IP流可分为两 

种 ：单独 IP流和集体 IP滤 

对单独 IP流，分 为两大类：实时应用业务和弹 

性应用业务 实时业务将超时的分组丢弃，而弹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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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业务不丢弃超时的分组。实时应用业务中最重要 

的一种是 回放应用模型 。根据 时延大小和 回放质量 

(保真度)实时业务又分为容忍应用和非容 忍应用两 

类．分别对应时延预攫l模型业务和时延保证的模型 

业务。弹性应用业务并非对时延不敏感，它边等待边 

处理到来的分组 ．这类业务依赖于平均时延。这类业 

务的模型是“尽力传输”。 

对集体漶 ．实行资源t带宽 )共享 ，称为可控链接 

共享 ．包括多宴体链接共享 、多协议链接共享和多业 

务共享等三种形式 。这种业务模型可扩展为层次模 

型 。 

综上所述，lntServ业务模型包括这样四种业务 

模 型：时延可预测业务模型；时延保证的业务模型 ； 

可控链接共享业务模型；尽力传输业务模型 

2 2 inlServ参考实现模型 

参考实现模型叉分 主机和路由器参考模型 。图1 

是 路由器的参考实现模型。主机的参考实现模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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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路由器参考实现模型 

体和路由器相似，只是多了一个应用部分。在此不做 

详细介绍 l路 由器参考实现模型框 图包括如 下四个 

部分： 

·分组调度器：队列和时钟管理、流量预怙、流量 

监管； 

·分类器 ：业务流分组分类 ； 

·接纳控制(Admissic~xx ControD：新业务流的接 

纳控制 ； 

· 预 留建 立协 议 ：预 留资源 以保 证 业务 流 的 

QoS。 

5 QoS路由 

s l QoS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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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业务具有持续 时间长、突发性强 的特 

点．同时 ～个 用 户可有 多 个连 接 为 保 证 网络 的 

QoS，必颓解挟好业务的持续时间 蹇发性和速率之 

阀的关系，根据业务的性质和要求建立相应的业务 

模型 

QoS策略一般采用对业务流分类 ．用不同的业 

务模型适配用户的业务 ．通过用户和网络协商 ．实现 

网络资源 的有效分配和最佳使用 ．同时保证端到端 

通 信的 Qos要求 。Qos参数 模 型典型 的有 TSpec 

(traffic specification)和 FlowSpe~(flow specifica 

tion)两种。 

QoS模型包括三个部分： 
·范围：确定 QoS的使 用范围。分为端到端级和 

中间传转 级 QoS，端 到端级 QoS是 指主机之间 的 

QoS，中间传输级是指路由器之间的QoS。 
·控制横型 主要描述 QoS的粒度、持续时间和 

本地 Qos需求控翩等 
·传辖参数：表示质量的参数 ，主要包括分组丢 

失率、可用带宽、时延和抖动、最大分组大小、网络吞 

吐量等．这些特征参数从业务的特征出发．摈弃具体 

的隅络结构 ．支持通用性和互操作性 ，可包容 已有和 

将有的业务。 

综台业务 laternet对业务的分类并不完善也不 

全面 ，它仅提出了一种指导 性的方法。对综台业务 

lnternet业务的分类将 以科学的 QoS模 型为基础。 

在设 计 综合 业 务 Internet的 Q。S时 ．可 以 参 考 

ATM 的 QoS。对提 出的四种 业务建立相应 的业务 

模型 ．如尽 力传翰业务对应 ATM 的 ABR业务t时 

延保证业务对应 ATM 的CBR业务等 。 

8．2 Qos路由 

QoS路由就是基于服务质量的路由，即 IP ijfc的 

路Eh Eh网络可用资源状况和它本身的QoS要求来 

决定 。QoS路 由应满足灵活的路 由选择方法 t资源的 

最 佳 利用 ，网络阻 塞时 的性 能体 面下 降 (graceful 

degradation)。根据一条链路或节点是否有足够满足 

lP流 Qos需求的资源来决定是否接纳该 IP流．这 

种以 IP流为基础的接纳控制称为 FAc。 

目前 的 [rtte~p．et只支 持 “best—effort(尽 力传 

输)”一种业务 ．路由协议 OSPF、RIP等采用最短路 

径算法。路 由优化设计的标准是管理权限或路 由器 

跳数，对非最小消耗因素考虑太少 。 

我们坚持 QoS路由和网结资源分配相结合。网 

络资源分配包括动态分配形式 和预 留形式等 。目前 

关注的焦点是预 留资源形式 t如 RSVP协议 。RS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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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信令方式建立通 信连接 ，以网络资源状况和 IP 

流 QoS为基础 。 

但 QoS路 由和资源预留有本质的区别 资源预 

留提供 申请 和预留资源的机制，但它雨能决定将一 

条有 足够资源 的路径 蛤符 合条件 的 lP流 相反 ． 

QoS路 由能决定路径 ，但它雨能顶留需要的资源 两 

者结合可 实现路 由和资源的精确控制 ，但遮 以另 

外的计算和建立连接时问为代价 。 

QoS路由的关键是其计 算标准 ，也就是路 由计 

算所需的参数和方法 ，这将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点。 

参数的选择需代表网络的属性 ，如剩余带宽、时延和 

抖 动等 参数选择需支持综合业 务的 QoS类别。路 

由计算可采用多个参数的结合，但参数不能太多、太 

复杂 ，计算周期不能太短，否则需占用太多的网络资 

源和 CPU 计算时间，导致不实用。一种方法 是根据 

具体链路或节点上计算参 数的重要性 ，将这些 参数 

按顺序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层次结构的计算标准。例 

如首先根据最重要的参数资源带宽 ，采用最短路径 

算法计算 出一个路 径集合，而后再根据第二重要参 

数时延求出满足条件 的子集 ．如此下去 ，得到 最佳 

QoS路 由． 

QoS路 由将包括 内部路 由协议和外部路 由协 

议 ，同时将支持多播路 由，显然 多播路 由将更复杂。 

根据网 络的资源状 况和业务类 型来确定业 务流路 

径 ，每一结点应有针对不同业务类型的路 由转发机 

制 一种方法是将路由计算和转发交换分开 ，提升路 

由器的处理能力。Q0s路由有以下几个特点 ； 
·根据业务类别预留资源，寻找支持资源预留的 

路由； 

·新业务流进入时 ，在不能影响 已有业务性能的 

情况下 ，寻找有足够资源的路由； 
·路由失败时的 自适应 ：当某条路径 出现故障时 

需进行路 由重找 ； 

，路径变化时的 自适 应：路径变化时，为保证业 

务流的 QoS需要重新分配资源 。 

但是由于资源预留的特点 ，路由失败和变化将 

产生较 大的时延抖动甚至无法重新寻找新路径 ，导 

致业务的服务质量受到影响 ．固此在研究资源预 留 

的同时，我们还将研究其他的资源分配方 案如理 想 

的动态分配资源方案。 

4 流量控制 

路 由和流量控制是紧密相关的。通过对通信 网 

络 中终端和结点路由器的缓冲区队列管理来实现 ， 

通过 各种策略如流量成型 、接纳控制 、队列管理和拥 

塞控制等对缓冲区动态有效最佳地管 理，设计缓冲 

区的结构(包括队列或其他形式的缓冲区结构)及相 

应的控制策略以实现对流量的最优控 制 其 中流量 

成型和接纳控制处于网络的边沿 。 

流量成型较典型的方法是漏桶方法，平 滑赛发 

业务 一种新的令牌桶{Token Bucket)的思想是只 

要桶中有足够多的令牌就允许业务流继续以特定的 

峰值突发速率经过漏桶 ．选种模型更适合突发性强 

持续时问长的 Internet业务流 事实上 ，在流量成型 

的过程 中，可根据业务的 QoS参数 ，设置调 整业务 

的速率 ，遗对网络的拥塞控制也是有益的。 

接纳控制是在保证现有网络的 QoS不受影响 

的条件 下由主机或路 由器决定接 受或拒绝新业务 

流 资源预 留协议 RSVP是 一种典型 的接纳控制方 

法。在资源预 留建立阶段，源端发 出资源预留请求 ， 

包括业务流的突发长度和所需带 宽等 信息 它为端 

到端的通信在沿途各结点(包括构成 IP网络的终端 

主机和路 由器 )预 留所需带宽 ，从而保证端到端通信 

的实时性 。但实现上 ，它将改变现有 |nternet网络的 

结构，硬件 和软件变动较大 ．需要较大投资 同时现 

有的带宽预留方 法不适应嗣络的大规模扩展 

综合业务 |nternet的队列管理采 用称为 WFQ 

(Weighted—Fair—Queuing，权 衡公平 队列)及其改进 

方案，根据特定的共享方式分配带宽 ，它采用了分组 

调 度方案 ，根据分组 在源 端所加的权重(对应优先 

级 )确定分组 的离去时间。 

分组丢弃以缓减网络负荷是典型的网络拥塞控 

制方 法。什么时候丢弃分组、丢弃什么分组是关键 

丢弃一个分组将降低 总的 QoS，当网络拥塞出现或 

QoS不能保证时 ，一种思想是丢 弃趴列 中高 级别业 

务 所有分组 ，牺 牲该业 务 保证 网 络其他业 务的 

QoS．保证网络的吞吐量。因此选择将丢弃的分组和 

选择一个业务流源是一样的。 

5 今后的工作 

提供练合业务服务和综合接入方式的综合业务 

Internet是 Internet的发展趋势 。但服务质量保证是 

Internet通 信 发展 的关 键。找们 将 参 考 ATM 的 

QoS，深入研究综合业务 Internet的 Q0S体系结构 

同时找们将结合优化 的资源分配方案 ，实现流量的 

优化控制和保证综合业务 Internet服 务质量的 QoS 

路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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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誊 

扎 
斗 

6 

节点 n 置为 True．然后依次计算使 P(Q--True)的 

相依节点的概率即可 推理 网络同其它概率模型相 

比有很多优 点、推理网络能够将其它许多概率模型 

映射到 网络 中、并能够采 用多种捡索形式 和由其它 

知识源得到的统计数据或经验数据 硅}行综台检索 

—  

度的提高 但随着 电子图书馆的 出现和 由 Iaternet 

普及所导致的信息爆炸 ．对信息检索技术特别是对 

基于网络的大容量文本信息检索技术的要求越来越 

高．因此还需对信息检索技术做更进一步的探索t特 

别是在分布式信息检索 、信 息提取、检索标准 、相关 

反馈等多个方面的进行深入的研究。 

】 

网络 2 

网络 3 

图3 推理网络 
5 

结束语 以上介绍的是几种较为成熟且得到广 

泛应用的文本信息的检索方法 ．信息检索技术的研 6 

究已经经历几十年的历史．检索模型不断完善 ．检索 7 

技术研究也获得了巨大的进展 ，实际应用中的检索 

效率和查垒率、准确度等技术指标也都得到 了大幅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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