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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IP的无线网络移动性管理研究与 OPNET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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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移动性管理的问题，简要介绍了SIP的特点以及它对终端移动性的支持。详细讨论了如何利用OPNET 

建立 SIP切换流程模型，通过仿真结果分析验证了SIP对移动性的支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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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ounter the problem of mobility management，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SIP and 

the support for terminal mobility．W e discussed in detail how to use OPNET to establish SIP handoff process model and 

by analyzing the simulation results verified the SIP support ability for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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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异构网络不断融合和全 IP网络的逐渐实现，移动性 

管理已经成为无线网络随遇接人的关键问题。移动性管理包 

括个人移动性、终端移动性、业务移动性和会话移动性『】]。针 

对不同的移动性管理，一些移动性支持方案被陆续提出：移动 

IP的提出支持了网络层的移动性，但是其三角路由和隧道封 

装技术增加了额外的信令开销，在实时性传输业务上产生难 

以容忍的时延问题。而 MSOCKS和 TCP MIGRATE方案的 

提出支持了传输层的移动性，前者与移动 IP三角路由机制相 

似，因而缩小了移动性支持的范围；而后者基于 TCP连接而 

对移动应用较多的 UDP不适用[2]。基于 sIP的应用层移动 

性支持方案的提出，能够有效解决移动范围小、传输时延大等 

移动性管理问题。 

1 SIP简介和对无线网络移动性支持 

1．1 SIP简介 

2001年 ，IETF在 RFC3261中提出了基于 IP网络的应用 

层信令协议——会话发起协议，即 SIPE 。因采用 了地址分 

离、注册和地址绑定、呼叫重定向、目标动态更新等机制，使得 

SIP本身具有 良好 的移动性支持能力。SIP已被 3GPP采纳 

作为 IP多媒体子系统(IMS)的会话控制信令协议，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和发展空间。 

1．2 SIP对无线网络移动性的支持 

SIP对于个人移动性、终端移动性、服务移动性和会话移 

动性具有 良好的支持能力。本文的研究 E1的主要是讨论 SIP 

对终端移动性的支持。终端移动性是指终端可以在改变接入 

点的情况下 ，保持对 IP网络的接人能力。而 SIP对终端移动 

性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应用层上，当终端在发起会话或已经建 

立会话过程中发生接人点改变，其仍能保持会话可达和会话 

持续进行。因此，SIP对终端移动性的支持可以分为呼叫前 

移动性(Pre-Call mobility)和呼叫中移动性(Mid-Call mobili— 

ty)[4。。 

1．2．1 呼叫前移动性(Pre-Call mobility) 

呼叫前移动性流程如图 1所示，移动主机(MH)在发起 

或接收一个呼叫前已经移动到拜访网络，MH通过 DHCP过 

程获得一个新的接入点 IP地址 ，通过向家乡网络注册服务器 

注册或者重新注册，将新的IP地址等相关信息报告给网络。 

当通信主机(CH)向 MH的家乡网络发送呼叫请求时，重定 

向服务器(Redirect Server)提供 MH最新地址进行响应，CH 

再向MH所在的拜访网络发送呼叫请求，完成寻呼过程。 

① SIP RE—INV 

图 1 呼叫前移动性 ：注册 流程 

1．2．2 呼叫中移动性(Mid-Call mobility) 

呼叫中移动性流程如图 2所示，MH在家乡网络已经与 

CH建立了会话，当 MH移动到拜访网络时，MH向 CH直接 

发送 Re-INVITE请求 ，该请求包含了 MH通过 DHCP过程 

获得的新的 IP地址 ，此后会话能够重新定向到 MH新的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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