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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一般特征。SMP为网状网络共享资源提供了一种方式，用于在网络出现一个或多个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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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联）是从事电信和信息通信技术（ICT）领域工作的联合国专门机构。国

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是国际电联的常设机构，负责研究技术、操作和资费问题，并

且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电信标准化，发表有关上述研究项目的建议书。 

每四年一届的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确定 ITU-T 各研究组的研究课题，再由各研究组制定

有关这些课题的建议书。 

WTSA 第 1 号决议规定了批准建议书须遵循的程序。 

属 ITU-T 研究范围的某些信息技术领域的必要标准，是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

会(IEC)合作制定的。 

 

 

 

 

注 

本建议书为简要起见而使用的“主管部门”一词，既指电信主管部门，又指经认可的运营机

构。 

遵守本建议书的规定是以自愿为基础的，但建议书可能包含某些强制性条款(以确保例如互操作

性或适用性等)，只有满足所有强制性条款的规定，才能达到遵守建议书的目的。“应该”或“必

须”等其他一些强制性用语及其否定形式被用于表达特定要求。使用此类用语不表示要求任何一方

遵守本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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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保护交换 – 共用网状保护 

1 范围 

本建议书概述了不依赖控制面的、面向连接层网络共用网状保护（SMP）机制的一般特

征。该机制的目标是网状网络架构，能够进一步提高保护资源的利用效率。这一基于路径的

保护方式的主要特点是进行资源的预先计算和预先分配，以便最快地实现恢复。在针对具体

技术的建议书中将确定针对技术的共用网状保护机制。 

本版建议书提供SMP的架构框架。 

2 参考文献 

下列ITU-T建议书和其他参考文献的条款，在本建议书中的引用而构成本建议书的条

款。在出版时，所指出的版本是有效的。所有的建议书和其他参考文献均会得到修订，本建

议书的使用者应查证是否有可能使用下列建议书或其他参考文献的最新版本。当前有效的

ITU-T建议书清单定期出版。本建议书引用的文件自成一体时不具备建议书的地位。 

[ITU-T G.780]  ITU-T G.780/Y.1351建议书（2010年）– 同步数字序列（SDH）网络的术

语和定义。 

[ITU-T G.805]  ITU-T G.805建议书（2000年）– 传输网通用功能架构。 

[ITU-T G.806]  ITU-T G.806建议书（2006年）– 传输设备的特性 – 描述方法和一般功

能。 

[ITU-T G.808.1] ITU-T G.808.1建议书（2010年）– 一般保护交换 – 线性和子网保护。 

[ITU-T G.870]  ITU-T G.870/Y.1352建议书（2010年）– 光传输网络的术语和定义。 

3.1 其他地方定义的术语 

本建议书采用下列在其他地方定义的术语： 

3.1.1 与行动相关的术语 

3.1.1.1 交换[ITU-T G.870] 

3.1.2 与构成成份相关的术语 

3.1.2.1 桥接[ITU-T G.870] 

3.1.2.2 选择器[ITU-T G.870] 

3.1.2.3 中间节点[ITU-T G.870] 

3.1.3 与故障状况相关的术语 

3.1.3.1 信号劣化（SD）[ITU-T G.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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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 信号失效（SF）[ITU-T G.805] 

3.1.4 与架构相关的术语 

3.1.4.1 m:n（保护）架构[ITU-T G.870] 

3.1.5 与操作相关的术语 

3.1.5.1 可恢复式（保护）操作[ITU-T G.870] 

3.1.6 与信号相关的术语 

3.1.6.1 流量信号[ITU-T G.870] 

3.1.6.2 正常流量信号[ITU-T G.870] 

3.1.6.3 额外流量信号[ITU-T G.870] 

3.1.7 与交换相关的术语 

3.1.7.1 双向（保护）交换[ITU-T G.780] 

3.1.7.2 单向（保护）交换[ITU-T G.780] 

3.1.8 与传送实体相关的术语 

3.1.8.1 链接[ITU-T G.805] 

3.1.8.2 传送实体[ITU-T G.870] 

3.1.8.3 保护传送实体[ITU-T G.870] 

3.1.8.4 工作传送实体[ITU-T G.870] 

3.1.9 保护[ITU-T G.870] 

3.1.10 恢复[ITU-T G.870] 

3.1.11 交换事件[ITU-T G.870] 

3.2 本建议书定义的术语 

本建议书定义了下列术语： 

3.2.1 保护段：保护传送实体上两个SMP节点之间的链路。 

3.2.2 共用网状保护：共用网状保护（SMP）架构涉及网状网络中的多个正常流量信号，

其中每一个信号都拥有一个相应的工作传送实体以及一个或多个保护传送实体。在SMP中，

保护资源有两个或更多保护传送实体共用，其中在任何时间点上只有一个保护传送实体可以

使用共用保护资源。 

3.2.3 共用保护段：两个SMP节点之间的链路，该链路上的带宽资源由多个保护传送实体

共用。 

4 缩写词和首字母缩略语 

本建议书采用下列缩写词及首字母缩略语： 

APS  自动保护交换 

NUT  不可强占的非保护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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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N  光传输网络 

P  保护 

SD  信号劣化 

SDH  同步数字序列 

SF  信号失效 

SMP  共用网状保护 

W  工作 

5 惯例 

无。 

6 概述 

6.1 网状拓扑 

网状传送网络系指网络中每一个节点均至少由两条链路互连的网络，上述链路的远程端

点在不同节点上（见图1中的示例A）。应当指出，尽管总体传送网络可能不包含满足上述

标准的节点（见图1示例b)中左侧的两个节点），但这种节点不被视为被定义为网状传送网

的组成部分。完全网状拓扑系指网络中的每一节点均直接与其它一个节点相连接（见图1中

的示例c)）。 

             
a)                                                  b)                                              c)  

1-a：网状网示例 

1-b：仅有一部分是网状形式的网络示例 

1-c：完全网状网示例 

图1 – 网状网示例 

多数网状传送网络仅是部分为网状形式（如图1中的示例a)），这种网络中一些节点是

呈完全网状形式，其它的则与一个或多个节点、但不是所有节点相连接（即，最大数量低于

节点 – 1的总数）。尽管在出现故障时，完全网状网拓扑能够提供最高的网络续存程度，但

其传送资源备份程度也最高。多数网状传送网络仅是部分呈网状形式，因此通常而言，需要

有跨越能力的中间节点来实现一个节点与其它所有节点之间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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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容量效率方面的考虑 

网状网络架构所固有的保护资源的更多共用由于消除了专用保护资源而实现了网络成本

的下降。按照所提供的服务等级，也可以根据运营商所要求的“保证保护”程度和容量效率

来设计这种架构。可用多种不同方法衡量网状网络架构中的容量效率，包括采用 [b-

BLTJ.1999]方法： 

i) 根据特定网络容量、点对点需求和每一需求的工作路径而得到保护的小部分需求； 

ii) 根据特定的点对点需求和每一需求的工作路径，为提供100%保护所需的网络容量； 

iii) 根据特定点对点需要和提供100%保护要求所需的工作和保护路径的总网络容量。 

第一种方法要求在现有网络中根据链路容量限制情况，为尽可能多的需求找到保护路

径。该方法不同于后两种方法，它假设正在进行的容量规划是为确保所有需求都得到100%

的保护。 

应当指出，至少在某一点时，所需的网络资源优化程度会与所提供的“得到保证的保

护”程度呈反比（导致链路容量不足）。在容量有限的现实情况下，需要有能力对需求排定

轻重缓急，并确保具有高可用性要求的需求总能得到保护路径。 

本建议书聚焦于在考虑到特定网络容量的情况下，实现最大可能保护，包括排定需求轻

重缓急的机制，以确保具有高可用性要求的需求能够得到保护路径。 

7 SMP架构类型 

7.1 SMP架构概述 

可将SMP用于完全网状传送网络或部分网状传送网络中，其中包括但不限于长途和城域

网。取决于网络节点之间的互连程度，与备选的1:1保护机制相比，SMP保护大大改善了网

络资源利用情况。 

SMP架构涉及多个正常流量信号，其中每一信号均与一个工作传送体以及一个或多个保

护传送实体相关联。SMP架构以m:1保护为基础（其中m可能大于或等于1）。 

在m:1 SMP架构中，每一工作传送实体都由m个保护传送实体保护。该架构中，当提供

一个m保护传送实体时，就可以使工作传送实体得到保护。 

每一保护传送实体都由一个或多个保护段构成。每一保护段的带宽可由多个保护传送实

体共同。为了防止网络失效中断受保护的正常流量信号，建议共享保护资源的所有工作传送

实体之间相互脱节。 

保护段的共用带宽应能够支持相应的最大保护传送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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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保护资源和有关保护传送实体的信息是通过控制或管理面板预先配置的，预先配置程序的详细

描述不属于本建议书的范围。基于控制面板的“共用”网状恢复机制也不属于本建议书的范围。 

图2所示为简单m:1 SMP架构示例，其中有两个工作传送实体 –  W1（A-B）和W2（E-

F）。该示例中的保护传送实体的配置如下： 

• W1有两个保护传送实体P1（A-C-D-B）和P1'（A-G-H-B）； 

• W2有一个保护传送实体P2（E-C-D-F）。 

如果发现W2失效，则相应的保护传送实体P2将被激活，以传送流量。由于保护段PS3的

带宽全部由P2占用，因此，保护传送实体P1不具备为工作传送实体W1提供保护的能力，但

可利用另一个保护传送实体P1'来保护工作传送实体W1。 

A B

C D

E F

W1

W2

P1

P2

PS1 PS2

PS3

PS4 PS5

G H

PS6 PS7

PS8P1'

 

图2 – m:1 SMP架构示例 

图3所示为简单m:1 SMP架构示例，其中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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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W1

W2

P1

P2

PS1 PS2

PS3

PS4 PS5

 

图3 – 1:1 SMP架构示例 

7.1.1 用于电路交换网络的SMP 

在电路交换网络（如SDH/OTN）中，当保护段由多个保护传送实体共用时，保护传送

实体的中间节点的交叉连接无法预先建立。在此情况下，当发现受保护工作实体失效时，中

间节点需要为保护传送实体建立交叉连接。 

每一工作传送实体的端点都应具备监测功能，以监测工作传送实体的状况。被发现的信

号失效/信号劣化（SF/SD）状况将促发保护交换程序。与此同时，保护传送实体的各节点也

应具有监测功能，以监测每一保护段资源的状况。保护传送实体保护段中的最差状况将通知

各端点。如果保护传送实体状况比工作传送实体状况更差，则所有端点都应防止正常流量信

号交换至保护传送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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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 A

节点 A

节点 B

节点 B

节点  C

节点  C

节点  D

节点  D

节点 E

节点  E

节点 F

节点 F

工作 1

工作 1

工作 2

工作 2

交叉连接控制器

交叉连接控制器

保护段

保护段

PS1

PS1

PS2

PS2

PS3

PS3

PS4

PS4

PS5

PS5

a) SMP带有预先建立的交叉连接的电路交换网络

 

b) 不带预先建立的交叉连接的电路交换网络SMP 

图4 – 电路交换网络SMP示例 

图4所示为电路交换网络SMP。保护传送实体中间结点的交叉连接不是预先建立的。如

图4的b)框图所示，在发现失效前，可能没有分配链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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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端点（如节点A/B、节点E/F）将监督工作1（W1）和工作2（W2）的状况。两个保护

传送实体（即P1和P2）将监督每一端点的状况。 

当发现工作传送实体W1受损或失效，且如果提供保护传送实体状况，则节C需要在收到

APS信号时，建立PS1与PS3之间的交叉连接，节点D则需要建立PS3与PS2之间的交叉连接，

以激活保护传送实体P1。对于图4 b)框图所示情况，应建立PS1、PS3和PS2之间的链路连

接。 

注 – 为了简单起见，图4具体描绘电路交换网络的1:1 SMP架构，可将该示例予以拓展，以具体描述

m:1 SMP架构，后者的一个工作传送实体有多个保护传送实体。 

7.1.2 分组网络SMP 

在分组交换网络中，可以预先确立共享共用保护段带宽的不同保护传送实体。在正常情

况下 – 正常流量信号通过工作传送实体传送 – 只有APS和OAM数据包通过保护传送实体传

送。共同保护段带宽的分配方法应该是能够对其保护传送实体共用保护段的工作传送实体予

以保护。 

每一工作传送实体的所有端点都应具有监测功能，以监测工作传送实体的状况。发现的

SF/SD状态将触发保护交换程序。由于保护传送实体是预先建立的，因此也可在各端点处监

测保护传送实体的状况。 

节点 A 节点 B

节点  C 节点  D

节点 E 节点 F

工作 1

工作 2

桥接和选择功能 保护段

PS1 PS2

PS3

PS4 PS5

保护 2

保护 1

 

图5 – 分组交换网络SMP示例 

图5所示为分组交换网络1:1 SMP架构。PS3由两个分别通过A-C-D-B和E-C-D-F确立的保

护传送实体共用。两对端点– 节点A和B对及节点E和F对将分别监测工作1和保护1以及工作2

和保护2的状态。当发现一个工作传送实体受损或失效、且如果确定将提供其相应保护传送

实体，则其正常流量信号必须从工作传送实体交换为保护传送实体。在中间节点（C和D）

中，没有必要建立交叉连接，因为这些已经事先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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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为简单起见，图5具体说明分组网络的1:1 SMP架构，可将该示例予以拓展，以具体说明m:1 SMP

架构，其中一个工作传送实体拥有多个保护传送实体。 

8 交换类型 

如[ITU-T G.808.1]所确定，SMP机制支持双向交换类型。 

对于双向SMP而言，保护传送实体两端的选择器和桥接器都得到运行。此外，中间节点

的双向交叉连接（如果没有事先建立）也被激活。 

9 操作类型 

如[ITU-T G.808.1]所确定，SMP机制仅支持可恢复性操作。 

10 非强占的未保护流量（NUT）和额外流量 

SMP机制支持非强占的未保护流量（NUT）。 

此处NUT是一般性的，这意味着，这一流量类别不使用任何保护资源，因此在其路径出

现失效时也不能受到保护，但是可从网络中将其丢弃，以方便保护其它流量。 

额外流量需要得到进一步研究。 

11 自动交换 

需要进一步研究。 

12 强占原则 

对于SMP，强占原则适用于这样的情形，即，当多个保护传送实体竞争同一共用资源

时。 

为了解决竞争问题，应考虑两类信息： 

• 强占优先顺序：为每一个保护传送实体都分配一种事先配置的强占优先权。 

• 请求类型优先权：触发保护事件（失效状况和外部命令）的相对优先权。这种优先

权的分配有待进一步研究。 

保护传送实体上的所有节点都必须将这两种优先权予以考虑。 

1) 当具有不同强占优先权的多个保护传送实体之间竞争资源时，具有较高强占优先权

的保护传送实体占用资源。 

2) 当拥有相同强占优先权的多个保护传送实体之间竞争资源时，具有较高请求类型优

先权的保护传送实体占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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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拥有相同强占和请求类型优先权的多个保护传送实体之间竞争资源，则可使用

其传送实体身份（ID）来解决竞争问题。 

13 路径状况监测 

可使用[ITU-T G.808.1]所述的、用于现有线性保护机制的类似方法，监测工作传送实体

状况。具体监测方法取决于技术。 

根据下层网络传送技术，可能无法事先建立保护传送实体。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保护

端点上保护传送实体的端到端状况的直接监测，因此，每一保护段都需要通知保护传送实体

各端点其状况如何。 

如果可以预先建立保护传送实体，则可使用[ITU-T G.808.1]确定的、用于现有线性保护

方案的类似保护方法监测前者的状况。具体监测方法取决于技术。 

每一个保护段都需要通知保护传送实体各端点其资源可用情况。该通知的目的是减少不

必要保护交换请求出现的可能性，如若不然，请求如果触及到不可用保护资源，将是失败请

求。 

14 自动保护交换（APS）协议 

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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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目标 

（本附件是本建议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A.1 需方便于针对具体技术的建议书规定的核心结构/格式实现后向兼容。 

A.2 不得影响现有针对具体技术的线性和环状APS保护机制和通信信道使用（即，与现有

APS规范共存）。 

A.3 需方便任何并连或鸟巢状保护部署方案的运营商内部/运营商之间应用的使用。 

A.4 需方便在域间边界的、基于ASON保护/恢复和SMP保护的共存。 

A.5 需能够支持保护一个或多个点对点双向正常流量信号从SMP域的流入到流出。 

A.6 不得要求共用同一保护资源的多个工作传送实体具有相同端点。 

A.7 需能够监测工作传送实体状况，以实现SMP保护交换触发（如SF、SD）。 

A.8 需监测沿保护传送实体的共用保护资源的可用性。 

A.9 需能够支持将沿保护传送实体的共用保护资源可用性信息通知使用这些资源的工作

传送实体的端点。 

A.10 需包含支持在网络节点间沟通信息，以进行保护交换。在端点之间进行编码和通信

信道的信息取决于具体技术。 

A.11 需能够以确定方式从失效网络中恢复正常流量信号。例如，保护交换需在有限（可

控）时间内完成 – 如针对具体技术的建议书所要求。 

A.12 需包含对发现协议失效机制的支持。 

A.13 需包含发现SMP域流入和流出节点配值不一致性机制的支持。 

A.14 需能够支持多层鸟巢状保护（无论是SMP，亦或是诸如SNC保护的其它方案）。为

实现这一点，需支持方便保护活动协调的机制（如拖延定时器）。 

A.15 需提供避免保护交换倒换的机制（如等待恢复定时器）。 

A.16 需支持节点之间的多重链路，方便实现链路节点多样性，同时应在SMP保护域内的

链路和节点数量方面具有可伸缩性。 

A.17 需提供资源竞争解决机制，以便在具有同等优先权的一个以上工作传送实体共用保

护资源时仅允许一个工作传送实体占用保护资源（上述情况由网络拓扑和资源限制

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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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8 需能够支持这样的能力，即，为可以共用保护资源的最大工作传送实体数量设定上

线（取决于具体技术）。 

A.19 需支持这样的能力，即，为可以分配给保护传送实体的那部分链路资源设定上限。  

A.20 需方便保护传送实体标识符、所需带宽以及电路SMP的配置（可能通过管理或控制

面板进行），同时方便进行TS分配，以确保保护交换程序的正常运行。 

A.21 需支持优先权的分配，以支持具有较高优先权的传送实体强占被优先权较低传送实

体占用的共用保护资源的要求。 

A.22 需仅支持可恢复性操作类型。 

A.23 需仅支持双向交换类型。 

A.24 需能够支持源自网络运营商外部的指令。 

A.25 需能够支持保护一种以上失效，包括同时出现和/或涉及共用资源失效的失效。 

A.26 需能够实现由SMP域一端或两端（可能同时）启动的保护交换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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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 

 

SMP情形 

（本附录不构成本建议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本附录提供SMP的典型情形。 

敬请注意，本附录不会具体说明所有情形。 

I.1 简单SMP情形 

图I.1具体说明简单情形。A-B路径上的工作连接W1受到A-P-Q-B路径上的P1保护连接的

保护，沿C-D路径的另一个工作连接W2受沿C-P-Q-D路径的另一个保护连接P2的保护。保护

连接P1和P2可共用一些公共资源（即，保护链路P-Q可由P1和P2共用），因为W1和W2之间

相互脱节。 

G.808.3(12)_FI.1

A
W1

P1

B

QP

C D

P2

W2

 

图I.1 – 简单SMP情形 

I.2 网状网中的SMP 

图I.2中的更加一般性的网状网用于描述各种不同SMP情形。 

G.808.3(12)_FI.2

C

B A

D

P4

W4

P2

W2

P1

W1

E F

G

H

P3

W3

P6

W6

P5

W5

 

图I.2 –SMP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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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2中的网状网显示出六个工作路径（W1、W2、W3、W4、W5和W6）及其保护路径

（P1、P2、P3、P4、P5和P6），具体由表I.1总结。 

表I.1 – 总结 

颜色 工作路径 保护路径 

绿色（W1、P1） C-H H-A-B-C 

红色（W2、P2） D-G G-H-A- B-C-D 

蓝色（W3、P3） A-B B-C-D-E-F-G-H-A 

橙色（W4、P4） B- A-D B-C-D 

粉色（W5、P5） H-E H-G-F-E 

紫色（W6、P6） B-G B-C-D-E-F-G 

W3、W4和W6具有相同的端点节点B。W2和W4具有相同的端点节点D。W2和W6具有

相同的端点节点G。W1和W5具有相同的端点节点H。节点A是W4的中间节点，但也是W3的

端点节点。 

注 – 每种情形之间都相互分离。 

情形1 

简单SMP情形是两条保护路径共用公共资源。 

 

颜色 工作路径 保护路径 

绿色（W1、P1） C-H H-A-B-C 

红色（W2、P2） D-G G-H-A- B-C-D 

在图I.2中，沿C-H链路的工作路径W1受沿H-A-B-C段的保护路径P1的保护，沿D-G链路

的工作路径W2受沿G-H-A- B-C-D段的另一个保护路径P2的保护。P1和P2可共用一些公共资

源（即，保护段H-A-B-C）。 

情形2 

端口或链路可以拥有一些用于工作路径的资源以及用于保护路径的其它资源。 

 

颜色 工作路径 保护路径 

绿色（W1、P1） C-H H-A-B-C 

红色（W2、P2） D-G G-H-A- B-C-D 

蓝色（W3、P3） A-B B-C-D-E-F-G-H-A 

橙色（W4、P4） B- A-D B-C-D 

如图I.3所示，链路A-B既包含W3/W4工作流量，也包含由P1/P2使用的保护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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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808.3(12)_FI.3

链路 A-B

 

图I.3 –链路A-B细节 

情形3 

在链路上有多个保护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共同链路的工作路径在保护方面依然可

以使用相同的保护链路，前提是对其对应保护链路分配不同资源。 

 

颜色 工作路径 保护路径 

蓝色（W3、P3） A-B B-C-D-E-F-G-H-A 

橙色（W4、P4） B- A-D B-C-D 

例如，如图I.4所示，B-C-D段支持单一链路上的两条保护路径，但资源不同，因此，尽

管W3和W4都拥有链路A-B，但它们依然被允许使用B-C-D段（作为其保护路径的一部分

（P3和P4））。 

G.808.3(12)_FI.4

B-C-D段

 

图I.4 – B-C-D段细节 

情形4 

用于保护的一种特定资源可以是某些保护路径的一个端点以及其它保护路径的一个中间

点。 

 

颜色 工作路径 保护路径 

橙色（W4、P4） B- A-D B-C-D 

粉色（W5、P5） H-E H-G-F-E 

紫色（W6、P6） B-G B-C-D-E-F-G 

例如，在图I.2中，节点G，特别是与链路G-F相关的端口，具体说明保护资源如何成为

了一条路径（即，P5）的中间点以及另一条路径（即，P6）的端点。同样，节点D，特别是

与链路D-C相关的端口，是P6的中间点和P4的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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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5 

工作路径可以是多个相互脱节的共担风险组（SRG）的成员。 

  

颜色 工作路径 保护路径 

蓝色（W3、P3） A-B B-C-D-E-F-G-H-A 

橙色（W4、P4） B- A-D B-C-D 

粉色（W5、P5） H-E H-G-F-E 

紫色（W6、P6） B-G B-C-D-E-F-G 

如图I.5所示，W6（紫色）是三个共担风险组的成员：W6和W4代表一个SRG，因为其

保护段为B-C-D；W6和W3代表第二个SRG，因为其保护段为D-E-F-G；W6和W5代表第三个

SRG，因为其保护段为E-F-G。 

在这种情况下，W3和W5也代表一个SRG，因为其保护段为E-F-G，但W4和W5不代表

一个SRG，因为它们不共用保护资源（即，在B-C-D段中提供两种保护资源），因此，W4可

以与W3和W5共担风险。 

G.808.3(12)_FI.5

B-C-D段

链路D-E E-F-G段

 

图I.5 – B-C-D段和D-E-F-G段细节 

情形6 

与一个节点相关的保护资源可以支持多个保护路径。虽然每一个保护路径都是一条点对

点连接，但如果路径恰好共用一些资源，那么在建立保护路径监测时，必须考虑到一点对多

点和多点对一点电路的某些要素。 

 

颜色 工作路径 保护路径 

橙色（W4、P4） B- A-D B-C-D 

紫色（W6、P6） B-G B-C-D-E-F-G 

如图I.6所示，与节点B（终接B-C-D段）相关的端口具体说明两条保护路径（即，P4和

P6）共用B-C-D段情形，但P4和P6拥有不同端点节点（即，P4的端点在节点D，P6的端点在

节点G）。在任何时间点上，在节点B的端口上，或不存在路径或P4或P6。由于这一原因，

在配置路径跟踪标识符（TTI）数值和跟踪标识符非匹配缺陷（dTIM）发现标准时必须谨慎

行事（上述情况系指存在监测整个保护路径的串联连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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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808.3(12)_FI.6

B-C-D段

 

图I.6 – B-C-D段细节 

在设计APS协议和监测架构时需将这些情形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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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I 

 

共用网状恢复（SMR）和 

共用网状保护（SMP）操作概述 

（本附录不构成本建议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ITU-T G.805]阐明传送网络可用性增强技术，其中“保护”表示由预先分配的备用资源

取代失效资源，“恢复”表明由使用备用容量的重新路由方式取代失效资源。 

[b-ITU-T G.8080]将保护描述为通过使用更多的得到分配的容量增强连接可用性的机

制。呼叫（连接服务）自动交换光网络（ASON）恢复被描述为由使用备用容量的重新路由

呼叫取代失效连接的方法。 

已为ASON网络的恢复确定了多种不同机制。敬请注意，与SMP最为相似的恢复机制常

常被称作共用网状恢复（带有预先计算得出和预先以信号表明的恢复路径）。这意味着，一

旦沿其标称/活跃路径成功建立起新的连接，即会对备用路径做出计算（该路径须与标称/活

跃路径完全脱节）。最后，沿该备用路径建立信令会话，并在该信令会话建立过程中检查未

使用资源的可用性。一旦完成这一程序，即可在标称/活跃路径受失效影响时，激活备用路

径。 

图II.1具体说明ASON共用网状恢复与SMP之间的区别。 

G.808.3(12)_FII.1

保护路径 1

Pb3 （由 条保护路径共用）2

PB2

工作连接 2

保护路径 2

PB1

PB4 PB5

工作连接1

SMR: 基于 的ASON
共用网状恢复

规划工具/
PCE/NMS

输出工作路径
和恢复路径

SMP: 共用网状保护

ASON 
自动配置

配置工作
连接和
保护路径

配置工作
 *连接

工作连接失效

SMP 发出信号，
激活保护连接

工作连接失效

ASON 发出信号，
激活恢复连接

注 可： – ASON
- 激活预先规划的恢复路径
- 计算并激活一条新的恢复路径

*NMS ASON或
自动配置

A

F

E D

C

BG

* SMP 独立于控制面板

 

图II.1 – SMR与S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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