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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以 OpenFlow 为代表的多匹配域包分类规则的出现，匹配域数量的不断增加、流表宽度的不断增大以

及流表规模的不断膨胀，大大增加了硬件存储的压力。为提高现有三态内容可寻此存储器(TCAM)资源利用率，该

文提出一种基于规则集特征分析的匹配域裁剪模型 Field Trimmer。一方面基于对规则集中匹配域的逻辑关系分析，

实现匹配域的合并, 从而减少匹配域的数量；另一方面基于对规则集统计规律的分析，实现匹配域的裁剪，使用部

分匹配域来达到整体的匹配效果。实验结果表明，相比于其他方案，该方案在较小的时间复杂度下，能够进一步节

省 OpenFlow 流表的 TCAM 存储空间需求 50%左右；对于常见的包分类规则集，该方案所需的储存空间能够节省

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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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mergence of multi-field packet classification such as OpenFlow,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match fields, continuous growth in bit-width of entries and ever growing scale of rule set all bring much pressure on 

the storage space in hardware. To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of the existing Ternary Content Addressable Memory 

(TCAM) resources, a match field reduction scheme Field Trimmer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rule feature. 

On the one hand, with the analysis of logical relationships among different match fields, some fields can be merged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match fields.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analysis of statistical features in a rule set, some 

of the match fields are picked up to achieve the classification function of the whole set. Experiment result shows 

that with less algorithm complexity, the proposed scheme can save around 50% storage space in the rule set of 

OpenFlow compared to the best prior art, and about 40% storage space in the popular 5-tuple packet classification 

rule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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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网络功能中，路由选择、防火墙、访问控

制列表、流量调度等技术都依赖于包分类技术的实

现。随着当前软件定义网络 [1](Software-Defined 
Networking, SDN)等新技术的兴起，上层应用对于

数据平面的数据细粒度管控需求进一步提升，使包

分类的规则集规模不断增大，维度不断增加。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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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Flow[2]就是通过增加匹配域的数量来实现对数

据平面数据流细粒度的管控(OpenFlow v1.3 规定了

40 个匹配域字段，并规定交换机必须支持其中的 13
个匹配域)。 

目前，基于包分类技术对于匹配速度的要求、

对前缀匹配和范围匹配的需求(例如 IP 地址的匹配

和端口号范围的匹配)，三态内容可寻址存储器

(Ternary Content Addressable Memory, TCAM)被
广泛应用于包分类技术的实现上。然而，由于

TCAM 功耗大、成本高，其存储规模受到了极大的

限制；同时，规则集的储存方式不当，也会明显增

加对 TCAM 表项的占用，例如，对于端口号范围的

储存，最坏情况下一个范围需要 30 条 TCAM 表项，

而考虑源端口号和目的端口号共存的情况下，最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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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将需要 900 条表项[3]， 这类问题称之为范围

扩张问题。目前的包分类技术按照实现方法划分，

主要有基于RAM的算法实现方案和基于TCAM的

硬件实现方案。不同的实现模式主要涉及的优化问

题包括：端口号范围扩张问题、表项合并问题和表

项更新问题。 
基于 RAM 的算法实现方案，主要通过多维空

间切割、决策树优化和哈希等方法进行。在参考文

献[4]的方案中，将整体的规则集视为一个多维空间，

通过对多维空间以一定的算法进行划分，最终实现

优化的规则表达方式，从而减少了存储表项，算法

的复杂度较高。依赖决策树实现的查表方案主要围

绕决策树节点的剪枝合并问题展开，其难点在于算

法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的权衡问题。文献[5]提
出了一种能够根据不同场景在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

杂度灵活切换的场景，但随着匹配域的增加，依赖

于决策树实现的匹配算法很难真正解决空间复杂度

问题。文献[6]提出了基于哈希算法的查表模式，能

够在大部分情况下实现快速查表，但是难以在最坏

情况下保证线速查表。 
由于 TCAM 在包分类实现中的广泛应用，基于

TCAM 的硬件实现方案存在着广泛的研究基础。对

于范围扩张问题，在实际的编码方案上，DIPRE[3]

和 SRGE[7]分别通过硬件预编码的方式，将端口号范

围字段重新编码，使其编码格式在 TCAM 中更加适

合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范围扩张问题。LIC[8]

设计了一种利用 TCAM 表项中多余 bit 来对扩张问

题比较严重的端口号范围单独编码的实现方案，能

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范围扩张问题。然而这种方案

依赖于对规则库的预先分析并提取特征，并且对硬

件支持具有较高的依赖性。文献[9,10]在对 TCAM
中不同表项的数学特征进行分析后，提出了基于数

值特征的表项合并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TCAM 表项的使用量。文献 [11-13]提出了基于

TCAM 的新型硬件匹配流水线结构，改变了单一

TCAM 一次匹配的模式，以索引值传递的方式实现

了 TCAM 的分级匹配查找，减少了多匹配域组合引

起的表项扩张问题。然而，这类方案的实现基于协

议树的分析实现，多匹配域下计算复杂度较高。文

献[14]提出了基于多级分层的规则预压缩方案减少

了 TCAM 的存储空间要求，但是实现方案转为复

杂。文献[15]提出了基于特定硬件架构的范围匹配实

现方案，通过两条 TCAM 流水线实现了端口号范围

的匹配,缓解了范围扩张问题。文献[16,17]立足于对

规则集的特征分析，提出了使用少数匹配域或数位

完成匹配过程的方案，理论上能够实现较高的压缩

效果，但计算复杂度过高，近似算法的性能偏离较

大。文献[18]根据 OpenFlow 多域之间的逻辑关系将

流表划分为子流表进行查表，但是压缩后对于硬件

资源的节约效果并没有很理想。文献[19]设计了基于

FPGA 的 TCAM 与处理方案，需要硬件预处理较

多。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以 OpenFlow 协议

为代表的多匹配域规则集的压缩方案。通过对

OpenFlow 等规则集特征的分析，本文提出了匹配

域合并裁剪模型 Field Trimmer，主要在以下几个方

面做出了贡献：建立了以 OpenFlow 协议为例的匹

配域逻辑关系分析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实现匹配

域合并，减少在匹配过程中冗余的匹配域信息，进

而缩减了表项宽度；建立特定匹配域的裁剪算法，

在不影响匹配结果的情况下，减少匹配域的使用，

从而进一步减少 TCAM 资源的消耗。 

2  模型描述 

通过对 OpenFlow 支持的多种匹配域分析发

现，许多匹配域之前存在着明确的逻辑关系，使匹

配域之间具有强相关性(详细内容参考第 3.1 节)。这
种特性的存在，使表项宽度所能确定的信息范围包

含了很大的冗余。同时，由于实际的规则集规模有

限，过多的匹配域对于数据包分类的功能实现上也

存在一定的冗余(详细内容参考第 3.2 节)。本文主要

从匹配域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匹配域的统计特征两方

面建立压缩模型。 
现将本文中出现的主要变量定义描述如下：对

于一个具有N 条规则的包分类规则集 χ , 1 2, , ,F F  

mF 表示其所包含的m 个匹配域。χ中的规则定义为

R ，其中，第 i 条规则定义为 iR (1 i N≤ ≤ )，而 iR

中的第 j 个匹配域 jF (1 j m≤ ≤ )取值定义为 ( )jf i 。

对于不同的匹配域， ( )jf i 可以是精确数值、前缀(IP
地址)或者整数范围(端口号)。χ中规则的位宽定义

为 ( )W χ 。 
2.1 基于逻辑关系的匹配域合并 

以 OpenFlow 为代表的多匹配域包分类规则由

于单一表项宽度过大，影响了表项规模的可扩展性。

OpenFlow v1.3 中所规定的交换机必须支持的 13 个

匹配域中，不同的匹配域并不是完全独立取值。本

文将不同匹配域之间的逻辑关系主要分为 3 类。 
定义 1 对立关系：对于两个匹配域 iF 和 jF ，若

一个数据包的包头域不可能同时包含域 iF 和域 jF

的相应取值，则称域 iF 和域 jF 是对立关系。相应地， 
,i jF F 称为一个对立关系对 OP ，表示为 ,i jF F ∈  

OP 。例如，TCP 源端口地址和 UDP 源端口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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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_SRC, UDP_SRC>构成一个对立关系对

OP 。 
定义 2  依赖关系：对于两个匹配域 iF 和 jF ，

若一个数据包头中的 jF 存在当且仅当 iF 存在，则称

域 jF 对于域 iF 是依赖关系。相应地， ,i jF F 称为一

个依赖关系对 CP ，表示为 ,i j CF F P∈ 。例如，IPv6
的源地址对于 IPv6 的目的地址之间属于依赖关系。 

定义 3  演进关系：对于两个匹配域 iF 和 jF ，

若 jF 在协议内容上是 iF 演进，则称域 iF 和域 jF 是演

进关系。相应地， ,i jF F 称为一个演进关系对 EP 。

演进关系的典型代表是 IPv4 协议和 IPv6 协议。 
对于 OpenFlow v1.3 中规定的交换机所必须支

持的 13 个域(IN_PORT, ETH_DST, ETH_SRC，

ETH_TYPE, IP_PROTO, IPV4_SRC, IPV4_ 
DST, IPV6_SRC, IPV6_DST, TCP_SRC, 
TCP_DST, UDP_SRC, UDP_DST)，以上 3 种关

系如关系矩阵Π所示(13 个匹配域在矩阵中的顺序

如上所述)：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C C

C C

C C

C E O

C O E

E O C

O E C

C O O

C O O

O O C

O O C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Π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于对立关系对 ,i j OF F P∈ ，假设 iF 的位宽为

il , jF 的位宽为 jl 。交换机解析电路在解析数据包过

程中，通过对协议的识别，能够区分数据包的 OP 中

实际存在的匹配域 iF 或 jF 。将原本 il 位宽的 iF 和 jl

位宽的 jF 合并为一个匹配域 ,i jF ，合并后位宽为 

( ), max , flagi j i jl l l= +            (1) 

其中，增加的 flag 标志位是用以区分合并域的取值

来源，对于典型的两个匹配域 ,i j OF F P∈ ，只需 1 

bit 即可。标志位由解析电路赋值，例如，0 代表合

并域中实际值为 iF ，1 代表 jF 。对 OP 中两个匹配域

的合并，并不影响实际数据包匹配结果。对于一次

OP 的匹配域合并，TCAM 中所需的表项宽度减少了

,( 1)i j i jl l l+ − − bit。 

对于演进关系对，典型代表是 IPv4地址和 IPv6

地址。在 IPv6 协议[20]中，源地址和目的地址位宽由

IPv4 的 32 位扩展为 128 位，并且在相关的功能控

制上，IPv6 也对 IPv4 进行了功能扩展。因此，IPv6

在功能上包含了 IPv4，在实际使用中，可以通过从

IPv4向 IPv6的转换，从而节省 IPv4地址位宽。RFC 

6052[21]中明确的 IPv4 向 IPv6 地址转换协议如图 1。 

IPv4 协议向 IPv6 协议转换过程中，只需要考

虑源地址和目的地址之间的转换。而通过选取特定

的转换方案和在 IPv6 地址中的明确特定 IPv4 前缀

后缀，可以避免引起地址冲突。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对立关系对 OP 和演

进关系对 EP 的提取合并，可以实现基于逻辑关系的

匹配域合并，能够使表项宽度缩减，并且减少了流

表中匹配域的数量。匹配域的减少为进一步实现匹

配域裁剪减少了计算复杂度，提高了匹配域裁剪的

实现效率。 
2.2 基于统计特征的匹配域裁剪 

以图 2 中的规则集为例，图 2 中的规则集共有

1F ~ 3F 3 个匹配域，由 1R ~ 4R 4 条规则组成。对于 

 

图 1  RFC 6052 提出的 IPv4 向 IPv6 地址转换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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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匹配域裁剪示意图 

一个数据包头，匹配域 1F 可确认包头是否符合 3R 或

4R ，而再借助 3F ，即可进一步确认包头是否符合 1R

或 2R 。因此，将匹配域 2F 裁剪，仅靠匹配域 1F 和 3F

就可完成对整个规则集中 4 条规则的区分。例如，

对于包头 (1, 3, 4)P = ，由 1F 和 3F 可初步判断该包头

匹配 1R 。对于整体规则集，在初步判断出包头所匹

配的规则后，还需要对匹配结果进行假阳性验证。

例如，对于包头 (1,5, 4)P' = ，由 1F 和 3F 可初步判断

该包头匹配 1R ，而进一步验证后，P' 并不满足 2F 的

取值。 
定义 4  规则独立性：对于规则集χ中的一条

规则 iR ，若对于任意规则 ( )jR i jχ∈ ≠ ，有 i jR R∩  
= ∅，则称 iR 在χ中具有独立性。相应地，由相互

独立的规则组成的规则集成为独立规则集。 
匹配域裁剪要求所操作的规则集具有整体独立

性，否则在假阳性验证过程中，会出现多种验证可

能，极大增加验证的复杂性。 
表 1 的算法 1 给出了对于整体规则集，提取最

大独立规则集的算法。算法 1 通过遍历整个规则集，

将与规则集中与其他规则没有冲突的规则提取存入

独立规则集 IG 中，最后将剩下的每组相互冲突的子

集中选择优先级最低的规则加入 IG ，剩下的规则存

入独立集补集 DG 中。其中，最大独立规则集的求解，

本质上是求解最大独立集(Maximal Independent 
Set, MIS)问题，该问题为图论中的一类 NP 难问题。

算法1中综合考虑硬件支持方案和TCAM中的查表

特性，将求解最大独立规则集的算法简化为图的连

通子图求解，保证了功能正确性的同时，将算法的

时间复杂度减少到了 2( )O kN 。 
由算法 1 得到的独立规则子集 IG 后，开始运行

匹配域裁剪算法，对匹配域的数量进行裁剪。其中，

裁剪过程的域裁剪数量从 1 开始递增，对于每一个

域裁剪数量，搜索各种裁剪方案，直至对于某一裁

剪数量无可行解。 

定义 5  匹配域保留标记向量S ：定义 m 维向

量S 为匹配域保留标记向量，其中， [ ] 1i =S 表示匹

配域 iF 保留， [ ] 0i =S 表示匹配域 iF 被裁减，| |S 表

示向量S 中取值为 1 的分量个数。对于规则集χ，

由S 确定被裁减的匹配域后，剩下的匹配域组成规

则集表示为χS ，相应地，χS 中的规则表示为RS 。 

表 1 独立规则集搜索算法 

算法 1 独立规则集搜索算法 

输入： χ , N, m  

输出：独立规则集 IG ，独立集补集 DG  

for i = 1 to N 

for j = (i+1) to N 

if i jR R∩ ≠ ∅  

add ,i jR R  to DG ;  

break; 

  add iR  to IG ; 

for every maximal connected subgraph in DG  

pick the rule xR with the least priority in χ ; 

    add xR to IG ; 

    remove xR from DG ; 

return IG , DG ; 

 
表 2的算法 2给出了匹配域裁剪算法执行步骤。

算法 2 中主要有 3 层循环，其中最外层循环确定保

留的匹配域数量，对匹配域数量从 1 到 m 进行遍历；

第 2 层循环在选择特定的匹配域数量 i 前提下，进

行匹配域组合的选取，共有 i
mC 次循环；最内层循环

遍历每条规则，确定特定的匹配域组合下能否实现

规则的区分。其中，每次有符合条件的匹配域组合

后，与当前匹配域组合相比较，保留匹配域最少的

方案。该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 3( )O m N 。 
算法 2 对于独立规则集划分，其首要目标是涵

盖所有独立规则集中的规则。对于部分规则集，其

不同匹配域取值之间相对的关联性较弱，因此规则 

表 2 匹配域裁剪算法 

算法 2 匹配域裁剪算法 

输入： IG , m 

输出：匹配域保留标记S  

InitializeS with value 1; 

temp ( )W W χ= ;  //默认初始状态包含所有匹配域 

for i = 1 to m 

  update_flag = 0; 

for each tempS whose temp| | i=S  //遍历所有匹配域组合  

    for each two rule temp temp temp,a bR R χ∈S S S (a b≠ ) 

      if temp temp
a bR R∩ ≠ ∅S S  //若当前组合满足区分度要求，跳

出当前循环 

        break; 

    if ( )W χS < tempW  //在符合区分度的组合中选择规则位宽

最小组合  

      S = tempS ;  //若当前匹配域组合比原组合更优，则更新

组合方案 

      updata_flag=1; 

  if updata_flag==0 

    returnS ; 

retur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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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优先的裁剪算法并不能取得较好的裁剪效果。

对于小部分规则，将其包含在规则集之外能够明显

提高匹配域裁剪的效果。表 3 的算法 3 给出了改进

的匹配域裁剪算法，通过设定裁剪后能覆盖的规则

数占总数的比例β 作为阈值，即相对于算法 2 中的

最内层循环，算法 3 不要求当前匹配域组合能够区

分左右规则，只需能够区分占总数的比例 β 的规则

数即可。 

表 3 改进的匹配域裁剪算法 

算法 3 改进的匹配域裁剪算法 

输入： IG , m, β  

输出：匹配域保留标记S  

InitializeS with all ones; 

temp ( )W W χ= ; 

for i = 1 to m 

  update_flag = 0; //若无更新，说明算法结束 

  for each tempS whose temp| | i=S  

    collision_count = 0; 

    for each two rule temp temp temp,a bR R χ∈S S S (a b≠ ) 

      if temp temp
a bR R∩ ≠ ∅S S  

        collision_count = collision_count +1; 

      if collision_count> | | (1 )IG β−i //冲突规则过多则抛弃

当前组合 

        Break; 

    if ( )W χS < tempW    

      S = tempS ; 

      updata_flag=1; 

  if updata_flag==0 

    returnS ; 

returnS ; 

 

3  硬件架构 

本文提出的基于匹配域裁剪的流表压缩方案主

要分为按照逻辑关系进行的匹配域合并和基于统计

关系的匹配域裁剪。总体硬件实现方案如图 3 所示。

控制器在下发流表之前，流表数据经过中间层进行

处理(主要运行第 3 节的相关算法)，将匹配域的合

并规则下发到匹配域合并电路相关部分，同时将流

表下发到相关 TCAM 部分。其中，匹配域预处理电

路按照上层配置的匹配域合并方案设计，负责执行

相应匹配域合并操作，从而改变包头域宽度，缩减

包头域中实际的匹配域数量。匹配域预处理电路可

以由 FPGA、网络处理器等硬件来实现，并且需要

结合相应 RAM1 储存信息，用以提取特定匹配域合 

 

图 3  Field Trimmer 硬件架构 

并时所需信息(例如 IPv4向 IPv6地址映射时的前缀

码)。包头域经过匹配域合并处理后，送往 TCAM
进行查表匹配操作。其中，TCAM 主要分为两部分，

N-TCAM 表项宽度较小，存储经过匹配域裁剪后的

流表；W-TCAM 表项宽度为原始流表位宽，主要

存储算法 1 中独立集补集 DG 中的未经裁剪的流表。

表项同时送往 N-TCAM 和 W-TCAM 进行查表后，

N-TCAM 的匹配结果通过查询 RAM2 中储存的裁

剪信息进行假阳性验证。针对可能会出现的两个

TCAM 都有匹配结果的情况，根据算法 1 的独立集

提取规则，N-TCAM 和 W-TCAM 中的规则有交集

时，W-TCAM 中的表项优先级高于 N-TCAM。优

先判决电路根据两部分 TCAM 的优先级提取最优

匹配结果进行输出。 
由于常见TCAM表项宽度为 36 bit, 72 bit, 144 

bit, 288 bit 等，经过匹配域合并和裁剪后，N-TCAM
所需表项宽度相对于原始表项宽度可大幅减小，所

选 TCAM 芯片的表项宽度可以减小一半以上。因

此，相比于没有裁剪的 TCAM 储存方案，在相同的

芯片储存空间下，N-TCAM 可存储更多表项。 

4  实验和评估 

本文的实验部分主要针对两类规则集进行压缩

效果验证。由于 OpenFlow 目前没有公开的大规模

应用场景，因此无法获得大规模 OpenFlow 流表进

行试验。本文根据国家宽带网络与应用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的小规模 OpenFlow v1.1 测试流表和根据

ClassBench[22]产生的规则集进行仿真，其中算法运

行环境硬件配置为 Intel Core i7-4790 3.6 GHz 处理

器，8G 内存；算法运行于 Matlab 2012a, Win7 操

作系统。 
基于以上实验环境，在规则数 N=5000 的情况

下，本文对不同的阈值参数 β 的压缩效果进行了评

估。图 4 反映了不同阈值参数β 下本文方案的压缩

效果。由图 4 可以看出，在β =0.95 的条件下，压

缩效果最好。考虑到整体 OpenFlow 规则集统计特

征固定，而取样规则满足随机抽取的原则，因此认

为规则数为5000时的不同阈值参数β 的压缩效果变

化规律能反映出整体环境中 β 对压缩效果影响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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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阈值参数 β 选择下的压缩效果对比 

化规律，因此得到结论在当前精度下，β 取值 0.95
时能获得最优压缩效果。实际应用中，可根据工程

具体需求调整β 取值精度，达到最优效果。 

图 5 给出了压缩后所需储存空间与压缩前所需

储存空间的对比。其中，Field Trimmer 方案分别给

出了β =0.99 和 0.95 时的压缩效果。β =0.99 是独

立规则子集所占规则总数的近似比例。由图 5 结果

显示可以看出，在取最优参数条件下，本文方案所

能实现的 压缩后储 存空间只 有原始空 间的

20%~30%，是 H-SOFT 实现方案所需 TCAM 存储 

 

图 5 Field Trimmer(图中简称 FT)与 H-SOFT 对 OpenFlow 

流表的储存空间优化性能对比( β 分别取值 0.95 和 0.99) 

空间的一半左右。 

基于逻辑关系的匹配域合并和基于统计特征的

匹配域裁剪都需要按照图 3 硬件架构所示在数据平

面之上进行预处理，即算法 1、算法 2 和算法 3 需

要一定的运算开销。图 6 显示了本节所述实验环境

下 H-SOFT 和 Field Trimmer(FT)的算法运行时间

对比。由图可以看出，Field Trimmer 的算法运行时

间略高于 H-SOFT，二者的算法运行时间随着流表 

规模增长的速度近似。 

 

图 6 不同表象规模的算法运行时间对比(以 β =0.99 为例) 

为了进一步测试本文方案对于不同规则集的压

缩性能，采用了 ClassBench 产生的多种类型的规则

集进行了测试。表 4 给出了本文模型对于ClassBench

产生的 12 中不同规则集的压缩效果。 

由表 4 可以看出，对于部分规则集，其匹配域

可裁剪性较强，β =0.95 时，acl1 只需一个匹配域

即可完成包分类功能；而部分规则集其可裁剪性较

弱，β =0.85 时，仍需两个匹配域共 64 bit 长度完

成匹配。总体来说，在阈值参数β 设置 0.9 左右时，

Field Trimmer 对于所有规则集都有明显的压缩效 

表 4 基于 ClassBench 的不同规则集下 Field Trimmer 压缩效果 

所需匹配域数量 (所需 bit 位宽) 
规则集名称 规则数量 

β =1 β =0.95 β =0.9 β =0.85 

acl1  9768 4(96) 2(64) 1(32) 1(32) 

acl2  9065 5(108) 3(80) 2(64) 1(32) 

acl3  9961 4(96) 2(64) 2(64) 1(32) 

acl4  9832 4(96) 3(80) 2(64) 2(64) 

acl5  9854 4(96) 4(96) 2(64) 2(64) 

fw1  9164 5(108) 3(80) 2(64) 2(48) 

fw2  9463 4(96) 3(80) 2(64) 2(48) 

fw3  9172 5(108) 3(80) 2(64) 2(48) 

fw4  9114 5(108) 3(80) 2(64) 2(48) 

fw5  9032 5(108) 3(80) 2(64) 2(48) 

ipc1  9961 4(96) 3(80) 2(64) 2(48) 

ipc2 10000 4(96) 2(64) 2(48)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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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此时绝大部分规则储存在 N-TCAM 中，因此，

通过适当的参数选择，Field Trimmer 在应用于常见

五元组包分类规则集时，也能明显节约 TCAM 的资

源消耗。 

5  结束语 

本文针对以 OpenFlow 为代表的多匹配域包分

类规则集提出了一种基于匹配域合并裁剪的优化存

储方案。本文方案首先分析多匹配域之间的逻辑关

系，通过提取特定的逻辑关系为基础进行匹配域的

合并，从而减少表项的匹配域数量；通过对整体规

则集特征的分析，对匹配域进行裁剪，裁剪过后以

部分匹配域完成匹配功能，从而进一步减少了表项

宽度。本文方案在较低的算法复杂度代价下，实现

了较好的压缩效果。同时，由于本文压缩方案的实

现效果依赖于规则集的特征分析，本文给出了调整

参数，方便根据不同的规则集选择最合适的压缩方

案。仿真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 Field 

Trimmer 方案对于 OpenFlow 的流表所需存储空间

比 H-SOFT 进一步节省 50%左右；而对于常见的访

问控制列表、防火墙等包分类规则集，Field 

Trimmer 也能够节省 40%以上的 TCAM 存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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