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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综合接入技术研究 的 目的在刁 研究能适应从业务综合走向网络融合发展方向的多业 务棍

合接人系统
,

同时探索具有实用意义的幕于分组化环境和业务分类条件下的接入段带宽分配方
案和策略

,

使其能够共享且高效利用整个接入网带宽 口一 ‘ ,

并保证实时业 务的 , 浦衍
·

需求
。 “

综合接入
”

的含 义是指接入系统支持多形态 的用 户 、
卜务接入

” ,

, ,

尸入 , , , , ,

皿 等
,

并按照公平
、

竞争
、

合理
、

高效的原则共享接入段带宽
。

一种实用化的综合业务接入系统逻辑结构如图 所示 该系统最小配段为 局端 远

端 也可扩展为 局端 十 、 远端 了 三
。

组网形态支持环形拓扑结构
,

也支持树形拓扑结

构
。

图中远端和局端 调度 单元是综合接入系统基于 自治域内部标签分组 ‘ 汕 加飞 ,

的输入输出核心处理单元
,

主要功能是完成系统内部传输带宽的动态分配
、

分组的

调度和 系统网管 的通道管理 传输网络是指系统内部光传输通道
,

速率支持 肠
,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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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家

“

驴 重大科研项 口
“

实用化综合接入系统研究与开发
” 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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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播业务缓冲队列
, 一 , 为混合输人输出缓冲队列

。

木地业务 工二粼女
广播业务 吓一今

转发业务 达一 今 压
’

少夕
一

之
一 「

光传输按日

一今 一 ,

一一 』 ,
了 〕

图 工 工 数据调度流向示意图

每个端 口 的 数据均按业务类型和不同的优先级形成 , 了, 三 个缓存队列阵
,

同
·

队

列按 原则占用传输带宽
。

队列阵带宽分配结构如图 所示
。

按照基于优先级的时间片轮询式调度策略 , 一

二 , , 一 〔〔 , , , , 一 ,、 , 〕 〔

本地业务接入模块从用户接 口 板读入 包
,

并根据 的包类别指示将 ’
一

和
一

类包分别存入 和
, 一

类包则按包 长的不同分别存入 ,

, ,

中
,

形成本地上行业务 调度缓存区
一

对于转发 业务和
’ ‘

播

业务
,

同样依据 包类别
、

包长指示
,

将分组包分别写入不同的队列
,

形成转发业务缓存区

和广播业务缓存区 输出调度器 、 〔山 ,如
,

按照基于优先级的 参数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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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列 。

人优先级
一

『

达至数据端 口
,

限制相应的用 户端 口 、

务发生速率
,

从而实现全局的带宽动态管理
。

丢包和端
口 流虽抑制原则是 阵剑

保证
一

业 务
, 一

业 务有足够的传 乡带宽 系统配 段时此两类业 务不超 出系

统承载能力

保证数据接 口 卜 业务 的预约或租用带宽
,

控制新增长预约 业 务

其余
一

业务按
一 。 玛坝 允许接入

。

对
几

下行 业务
,

首先按 类型和数据分组的 长度信息形成
一

缓冲队列
,

再分别

按 口的节点号和广播状态指示判断落地业务
、

转发业务或广播业务
,

分别形成
一 ,

又
,

多队列缓冲区
,

然后对落地业务按板号
、

端 口 号分发
,

转发和
、 ‘

播业务同 匕行处理 此

外
,

下行业务的分发
、

分类等处理的轮询和 调度界
一

法同上行处理
。

此外
,

对于 类 的短包
,

在实时流里和丢包统 计的墓础 上
,

在保证 ’ , 、一 厂

价
一

无丢包的情况下
,

可以通过软件动态增加带宽
,

以 充分提高带宽利川率
,

同时保 正 亏音业 务的

之
。

参数 自适应 调度算法

最基本的调度算法是时 可片轮询 调度 ,
、一 、 、

、一 、、
、

川川
一 , 、 , 、 , 、

山 , 哄
·

它的实现

逻辑和 制作简单
。

但当轮询到 民数据包 韶
一 ,

时
,

会造成话音数据传输延迟
,

形

响话音质堡
。

其次是采用基于优先级的时间片轮询调度
,

这种调度算法尽管能充分保证语音业

务不会丢包并且传输延迟小
,

但是 数据业务得到的带宽小
,

特别是当语音业 务的流址不是很

大
,

主要是数据业务时
,

系统会在话音队列的轮询上浪费时间
,

造成带宽的不必要浪 费

因此笔者对上述算法进行了修正
,

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优先级的参数 自适应轮 句调度算法
。

该算法的基本原理是
将缓冲队列的充盈程度分为

“

忙
”

和
“

闲
”

两种状态 对
几

数据业务
,

当缓冲队列 的剩

余容量不够容纳两个 长 分组的状态定义为
“

忙
”

状态
,

否则为
“

闲
”

状态 对
二 二

〕 一

和
一

类
、
忆务缓冲队歹, 非空即为

“

忙
”

状态
,

否贝, 为
“

闲
”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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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计算 , 吠初佑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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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种新的基于优先级的参数自适应轮询调度算法流程图

测试结果分析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

作者在研发过程中对不同的 调度算法进行了 电路分组业务传

送时延
、

数据分组业务丢包统计等参数的对比实验和测试
,

结果如表 卜 表 所示 数据采用

包方式
,

表示按总流量 的 速率发送数据
,

测试设备

等
。

从表 的结果可见
,

采用基于优先级的参数 自适应轮询调度算法的话音 。 务时延特性明显

优于采用时间片轮询调度算法
,

时延与包长成正 比例增长
。

从表 的结果可见
,

采用基 犷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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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参数 自适应轮询调度算法的丢包性能明显优于采 基于优先级的时间 片轮 州周度劝
一

法
,

丢

包率随着流里的增加而增大
,

随着包 长的增大而减小 同一流里下
。

这是因为流 里增大对系统

搜 川 〕 《川川

〔川川 《川川

注 ①国家数字交换技术系统工程研究中心 自测 ② 一 二题 专家测 试组测试

结束语

从前面的讨论可以得出
,

基
一 二

的综合接入 系统的 调度和 动态带宽分配的实现是从

个方面来得到保障的 丢包统计和控制机制
、

包类别分拣
、

业务优先级别和 调度算法
。

调

度的 日的是实现对各端 口 缓冲队列的 管理
,

资源公平共享
,

刁浅少包丢 失概率
,

保证带宽的

最大利用度
。

本文提出的
“

基于优先级的参数 自适应轮询 调度算法
”

在 一 年度国家
“

计划通信技术主题的垂大课题
“

实川化综合接入 系统研究与 「发
” 一 一 一 一 一

项 日中得到 了应用和验证
。

结果表明
,

在多业务
、

宽频带 , 、 酌‘卜率
、

全动态的要求和

前提下
,

该调度算法能有效地保证系统时延
、

丢包率
、

抖动等 指标
。

此外
,

基于系统内部标签包 的接入和传输方式
,

使得接入网的馈线段
、

配线段
、

以及 自

治系统内部 局端至远端 的用户载荷数据无须进行其它任何形式的信元转换
,

直接以 叮

的形式进入骨 干网
,

这对于加快作为 网络通信
“

最后
一

公坐
”

的接入 网技术 句宽带 化转移的

进程无疑其有十分爪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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