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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网络的开放业务环境功能架构 

 

 

 

概要 

ITU-T Y.2020建议书描述了下一代网络的开放业务环境（OSE）功能架构。OSE功能架

构基于ITU-T Y.2234建议书描述的能力，实现增强的灵活业务创建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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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电信联盟（ITU）是从事电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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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际电信联盟的常设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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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际电工技术

委员会（IEC）合作制定的。 

 

 

 

注 

本建议书为使文字简明扼要而使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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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自愿的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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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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根据[ITU-T Y.2201]中的NGN要求和能力，开放业务环境能力源自NGN在服务层内支持

和建立一个用于增强的、灵活的、开放的服务创建和服务提供环境时所表现出的一般特性。 

[ITU-T Y.2201]描述了NGN的高层要求，而[ITU-T Y.2234]则描述了开放业务环境能力的

业务要求、功能要求和业务架构。 

本建议书提供了OSE功能架构，包括对功能实体和相关参考点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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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T  Y.2020建议书 

下一代网络的开放业务环境功能架构 

1 范围 

本建议书描述了下一代网络（NGN）的开放业务环境（OSE）的功能架构。 

本建议书基于[ITU-T Y.2234]中描述的OSE能力的业务要求、功能要求和业务架构。为支

持OSE能力，本建议书为[ITU-T Y.2012]中定义和描述的功能实体和参考点提供了扩展。 

2 参引 

下列ITU-T建议书和其它参引的条款，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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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均会得到修订；因此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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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的最新版本。当前有效的ITT-T建

议书清单定期出版。本建议书参引的文件自成一体时，不具备建议书的地位。 

[ITU-T Y.2012] ITU-T Y.2012建议书（2010），下一代网络的功能要求和架构。 

[ITU-T Y.2201] ITU-T Y.2201建议书（2009），ITU-T NGN的要求和能力。 

[ITU-T Y.2234] ITU-T Y.2234建议书（2008），NGN开放业务环境能力。 

[ITU-T Y.2240] ITU-T Y.2240建议书（2011），下一代网络业务集成和交付环境的要求和

能力。 

[ITU-T Y.2701] ITU-T Y.2701建议书（2007），NGN版本1的安全要求。 

[ITU-T Y.2702] ITU-T Y.2702建议书（2008），NGN版本1的认证和授权要求。  

3 定义 

3.1 他处定义的术语 

本建议书采用了下列他处定义的术语： 

3.1.1 应用[b-ITU-T Y.101]：一个结构化的能力集，这些能力在一个或多个业务的支持下提

供增值功能。 

3.1.2 应用提供商[ITU-T Y.2012]：泛指利用NGN提供的业务能力向客户提供应用的提供

商。 

3.1.3 功能架构 [ITU-T Y.2012]：一组功能实体和它们之间的参考点，用于描述NGN结构。

这些功能实体由参考点分隔，因此，它们定义了功能的分布。 

注 – 功能实体可用于描述一组参考配置。这些参考配置确定哪些参考点在设备实施方案的边

界和管理域之间是可见的。 

3.1.4 功能实体 [ITU-T Y.2012]：包含一组不可分割的特定功能的实体。功能实体是逻辑概

念，而功能实体的分组则用于描述实际的、物理的实施方案。 

3.1.5 网络运营商[ITU-T Y.2012]：负责管理一个电信网络的运营商。一个网络运营商可以

是一个服务提供商，反之亦然。一个网络运营商可以提供也可以不提供特殊的电信业务。 



 

2 ITU-T Y.2020 (05/2011) 建议书 

3.1.6 NGN业务层[b-ITU-T Y.2011]：NGN中为用户提供传输业务相关数据之功能以及控制

与管理业务资源和网络业务之功能以实现用户业务和应用的部分（亦请参见[ITU-T Y.2011]第

7.1节）。 

3.1.7 NGN传输层[b-ITU-T Y.2011] ：NGN中为用户提供传输数据之功能以及控制和管理传

输资源之功能以在终端实体之间承载此类数据的部分（亦请参见[ITU-T Y.2011]第7.1节）。 

3.1.8 开放业务环境能力[ITU-T Y.2234]：开放业务环境提供的能力，以在使用标准接口的

基础上创建并提供增强的、灵活的业务。 

3.1.9 参考点[ITU-T Y.2012]：两个非重叠功能实体连接处的概念点，可用于识别这些功能

实体之间传递的信息类型。 

注 – 一个参考点可能对应设备之间的一个或多个物理接口。 

3.1.10 业务[b-ITU-T Y.2091]：由提供商向用户提供的一组功能和设施。 

3.1.11 业务链[ITU-T Y.2234]：在一个特定序列中出现的一组协调业务。 

3.1.12 业务构成[ITU-T Y.2234]：业务构成是从其他现有业务中创建新业务的能力。 

3.1.13 业务协调[ITU-T Y.2234]：为提供“业务链”而管理不同业务之间的关系和交互的能

力，以及管理业务与应用之间的关系和交互的能力。 

3.1.14 业务开发支持[ITU-T Y.2234]：业务开发支持为业务创建、开发和维护提供环境。 

3.1.15 业务发现[ITU-T Y.2234]：业务发现对所有注册业务进行搜索并提供相关的业务信

息。 

3.1.16 业务管理[ITU-T Y.2234]：业务管理提供业务监测、业务跟踪和意外故障控制等全面

业务管理功能。 

3.1.17 服务提供商[ITU-T Y.2012]：一般指以收取资费或签约方式向客户和其他用户提供电

信业务的运营商。一个服务提供商可以运营也可以不运营一个网络。一个服务提供商可以是

也可以不是另一个服务提供商的客户。 

3.2 本建议书定义的术语 

无。 

4 缩写词和首字母缩略语 

本建议书使用以下缩写词和首字母缩略语： 

ANI   应用网络接口 

API   应用编程接口 

APL-GW-FE 应用网关功能实体 

APL-SCW-FE 应用业务协调管理者功能实体 

ASF   应用支持功能 

ASF&SSF  应用支持功能和业务支持功能 

AS-FE    应用支持功能实体 

FE   功能实体 

IdM   身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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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智能网络 

IWSCE-FE  与业务创建环境互通的功能实体 

NGN   下一代网络 

NGN-SIDE  NGN业务集成和交付环境 

NNI   网络 – 网络接口 

OSE   开放业务环境 

QoS   服务质量 

SCM-FE  业务构成功能实体 

SCR-FE  业务协调功能实体 

SD-FE   业务发现功能实体 

SDS-FE  业务开发支持功能实体 

SM-FE   业务管理功能实体 

SNI   业务网络接口 

SPE-FE   业务策略执行功能实体 

SR-FE   业务注册功能实体 

SSF   业务支持功能 

SS-FE   业务交换功能实体 

UNI   用户网络接口 

XACML  可扩展访问控制标识语言 

5 惯例 

本建议书中： 

– 关键词“须”指必须严格遵守的要求，如果宣称符合本建议书，则不允许偏离该要

求。 

– 关键词“建议”指建议但并非需要绝对遵守的要求。因此，宣称符合本建议书不需要

说明已满足此要求。 

– 关键词“可选择性地”指允许的选择性的要求但并非建议遵守。该术语并非意在要求

提供商必须实施该选项，网络运营商/服务提供商可选择性地提供该功能。提供商可

选择性地提供该功能，同时仍宣称符合规范。 

– 术语“NGN运营商”是指负责管理一个或多个NGN的一个网络运营商（定义见第

3.1.5节）。一个NGN运营商也可以是一个服务提供商（定义见第3.1.17节）。另请注

意，当在本建议书中使用术语“NGN提供商”时，它等同于术语“NGN运营商”。 

6 NGN中的OSE能力 

开放业务环境（OSE）提供了基于使用标准接口来实现灵活敏捷的业务创建、执行和管

理的能力。标准接口的使用将确保基于NGN OSE的业务跨网络的可重用性和可移植性，以及

应用提供商或开发者的可访问性（参见[ITU-T Y.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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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E能力具有以下特性： 

– NGN提供商、应用提供商和其他服务提供商灵活开发应用和能力； 

– 通过[ITU-T Y.2012]中定义的标准应用网络接口将能力予以公开； 

– 跨网络（以及从其他网络到NGN或从NGN到其他网络）能力的可移植性和可重用

性； 

– 利用来自非NGN环境的技术带来的新能力。 

图6-1显示了NGN中开放业务环境能力的作用。 

. . .

Y.2020(11)_F6-1

Application

OSE API

OSE

NGN

ANI

= NGN capabilities and services

 

图6-1 – NGN中的开放业务环境能力 

OSE允许应用利用应用网络接口（ANI）提供的NGN能力或业务。不论基础网络和/或设

备类型如何，应用提供商或开发者都能够通过如OSE API所示的ANI的标准接口创建和提供新

的应用。 

7 OSE架构 

[ITU-T Y.2234]定义了OSE的功能要求。本建议书提供的OSE功能架构是为支持这些要求

而开发的。 

7.1 NGN中的OSE 定位 

图7-1显示了扩展的NGN架构概述[ITU-T Y.2012]，以便说明OSE功能组的定位。 

 

应用 

NGN能力和业务 



 

  ITU-T Y.2020 (05/2011) 建议书 5 

Y.2020(11)_F7-1

SD-FE

Control Media Management IdM

Applications

UNI

End-user

functions

Service user

profiles
Service control

functions

Content

delivery
functions

ANI

Application support functions and

service support functions

Service control and content delivery functions

Service stratum

SNI

Functions

from other
service

providers

IdM

functions

M
an

ag
em

e
n
t 

fu
n

ct
io

n
s

Network attachment

and control functions

Transport user

profiles

Mobility

management

and control
functions

Resource

and

admission
control

functions

Transport control functions

Transport functions

NNI
Transport stratum

Functions

from

other
networks

SPE-FE

OSE

SCR-FE
SM-FE

SCM-FE

SDS-FE

SR-FE

IWSCE-FE

 

图 7-1 – NGN架构中的OSE定位 

NGN功能架构支持[ITU‐T Y.2012]中确定的用户网络接口（UNI）、网络 – 网络接口

（NNI）、应用网络接口（ANI）和业务网络接口（SNI）参考点。图7-1中的方框确定高层功

能组、功能组之间的参考点代表[ITU-T Y.2012]中显示的高层互动。OSE位于应用支持功能和

业务支持功能（ASF&SSF）中的NGN服务层。 

应用支持功能和业务支持功能通过UNI、NNI、ANI和SNI参考点，连接到身份管理功

能、最终用户功能、其他业务提供商提供的应用和功能。OSE有以下关系： 

– 关于OSE和应用之间的关系，OSE为使用OSE业务的应用在ANI提供参考点。 

– OSE与IdM功能有关系，以确保OSE业务的用户、应用、应用提供商识别、认证和授

权。 

– OSE与最终用户功能（在UNI参考点）进行交互，以允许最终用户安全地管理并配置

其业务和应用的数据。 

– OSE与业务控制和内容交付功能有关系，以便与业务控制和交付功能所支持的能力和

业务进行交互。OSE还可以通过与业务控制和交付功能合作与传输层功能进行交互。 

– OSE在NNI处与“其他网络的功能”有关系（在NNI参考点）。 

– OSE在SNI处与“其他服务提供商提供的功能”的关系（在SNI参考点）。 

应用支持功能和业务支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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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OSE 功能架构 

图7-2显示了开放业务环境功能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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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composition functional 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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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 OSE功能架构 

图7-2所示的OSE功能架构提供了两个基本操作、业务创建和业务执行。 

– OSE中的业务创建：为基于OSE提供的业务来创建新业务，使用以下功能实体：业务

构成功能实体（SCM-FE）、与业务创建环境互通的功能实体（IWSCE-FE）、业务发

现功能实体（SD-FE）、业务开发支持功能实体（SDS-FE）、业务管理功能实体

（SM-FE）以及业务注册功能实体（SR-FE）。 

 创建一项新的OSE业务包括使用SCM-FE编程其逻辑，并在必要时使用SD-FE检索已

存在的OSE业务。如果需要属于传统网络的业务或能力来创建新业务，则SCM-FE与

IWSCE-FE交互，以访问这些业务或能力。在创建业务时，新业务必须作为生命周期

管理的一项新的OSE业务包括在内，使用SDS-FE。此外，SR-FE用于将新创建的业务

注册为一项新的OSE业务，以便应用的开发者随时使用。新创建的业务在SM-FE中进

行注册。SM-FE管理相关新业务的信息，如业务版本、服务质量信息和可用性。 

– OSE中的业务执行：当一个应用希望使用OSE中可用的一项业务时，它必须在ANI上

与[ITU-T Y.2012]中定义的应用网关功能实体（APL-GW-FE）进行交互。APL-GW-

FE为认证和授权目的与SPE-FE进行交互。经过授权，业务策略执行功能实体与SD-FE

进行交互，启动一个发现程序，以便通过参考点ISD-SM查询应用向SM-FE所请求的业

务。 

• 如果该业务存在于SM-FE中，则SD-FE将结果返回给业务策略执行功能实体。如

果对SM-FE的查询产生了若干业务，则SD-FE需要选择返回的业务。在这种情况

下，SD-FE通过参考点ISD-SCR向业务协调功能实体发送包括SM-FE返回的业务在内

应用 

应用支持功能和业务支持功能 

开放业务环境功能 

SPE-FE 业务策略执行功能实体 

SD-FE 业务发现功能实体 

SCR-FE 业务协调功能实体 

SCM-FE 业务构成功能实体 

SM-FE 业务管理功能实体 

SR-FE 业务注册功能实体 

SDS-FE 业务开发支持功能实体 

IWSCE-FE 与业务创建环境互通的功能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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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调请求。业务协调功能实体执行一个协调程序，并将其结果返回给SD-FE，

其业务更为充分。 

• 如果业务不在SM-FE中，则业务策略执行功能实体通过参考点ISCR-SCM与SCM-FE

进行交互，以立即创建一个新的业务。SCM-FE与SDS-FE和IWSCE-FE进行交互，

以构成新业务。SCM-FE根据复合业务的逻辑与应用支持功能实体中的每项基本

业务进行交互。当SCM-FE调用应用支持功能实体的业务时，被调用业务可以直

接与业务控制和内容交付功能提供的现有能力或业务交互。 

• 在业务执行期间，SM-FE负责管理业务，如业务状态监测（如版本、可用性和服

务质量）、业务故障检测和恢复、业务替代等。 

注 – NGN功能实体的定义对[ITU-T Y.2240]中给出的NGN-SIDE能力支持的影响不在本建议书

本版本的范围内。 

7.2.1 业务协调功能实体（SCR-FE） 

业务协调功能实体提供了管理和协调业务之间关系的能力，以提供业务链以及[ITU‐T 

Y.2234]中所描述的业务和应用。此外，SCR-FE管理应用与其他OSE功能实体（即SD-FE、

SM-FE、SCM-FE或SPE-FE）之间的交互。SCR-FE支持选择适当的业务及其协调。 

图7-3显示了业务协调功能实体和相关的参考点。 

Y.2020(11)_F7-3

ISD-SCR

ISM-SCRISPE-SCR

ISCR-SCM

Service coordination FE

Selection functions

Tracking and notifying
information functions

 

图 7-3 – 业务协调功能实体 

SD-FE、SPE-FE和SCM-FE与SCR-FE交互，选择一种分别通过参考点ISD-SCR、 ISPE-SCR 和 

ISCR-SCM使用的业务。SCR-FE通过ISM-SCR与SM-FE进行交互，以获得执行协调程序所需的信息

（如响应时间、状态（可用或不可用）或计费）。 

7.2.1.1 选择功能 

鉴于NGN可以支持许多业务，而且NGN中这些业务之间也存在许多关系，因此为满足给

定的应用要求，需要选择业务的功能。 

尽管一个给定的业务具有自己的固有功能特性，但它可能具有与另一个业务类似的功

能。例如，假设可以使用两种业务支持VoIP业务：一种业务不保证服务质量，但价格更便

宜，而另一种业务可以保证服务质量，但价格贵。SCR-FE的选择功能可以确定哪些业务更适

合满足应用请求。 

SCR-FE负责根据应用要求选择一项业务。根据业务类别（话音、数据或视频分配）、业

务等级（固定、游牧、移动、交互和广播）以及业务状态（如可用性或响应时间）等特性，

SCR-FE具有对每种业务进行分类的能力。SCR-FE的选择功能符合业务策略执行功能实体提

供的规则，如与授权、计费、业务等级协议和日志有关的规则。 

业务协调功能实体 

选择功能 

跟踪和通知 

信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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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2 跟踪和通知信息功能 

业务协调功能实体提供跟踪不同业务提供商的NGN能力或业务组件以及这些能力或业务

组件之间的关系，如[ITU-T Y.2234]所述。SCR-FE与SM-FE交互，通过ISM-SCR参考点跟踪

NGN能力或业务。 

7.2.2 业务发现功能实体（SD-FE） 

业务发现功能实体为应用或其他OSE功能实体提供业务发现能力，如SPE-FE、SCR-FE和

业务开发支持功能实体。SD-FE与业务管理功能实体和业务协调功能实体进行交互，根据

[ITU-T Y.2234]从物理分布的NGN业务组中发现适当的业务。 

SD-FE支持多种发现标准，如基于特定字段（如名称或地址）、分类系统（如医疗分类

或科学分类）以及各种范围标准，如位置、成本、具体能力和偏好。 

图7-4显示了业务发现功能实体和相关的参考点。 

ISPE-SD

ISM-SDISD-SDS

ISD-SCR

Service discovery
FE

 

图 7-4 – 业务发现功能实体 

SD-FE处理与业务发现相关的程序，以支持应用或其他OSE功能实体（如SPE-FE或SDS-

FE）的OSE能力或业务。基本上，业务在数据库中注册，数据库由位于SM-FE中的注册业务

管理功能管理。因此，SD-FE与SM-FE的注册业务管理功能进行交互，以发现业务和能力。 

以下两种情况下出现业务发现请求： 

– 一个应用请求OSE提供业务。 

– 业务开发支持功能实体请求业务。 

在第一种情况下，该应用通过SPE-FE请求业务。之后，SPE-FE通过参考点ISPE-SD请求从

SD-FE中发现。在第二种情况下，SDS-FE请求业务，以支持业务构成功能实体。SCM-FE可

使用已经存在的业务创建一项新的业务。 

当SD-FE收到一项业务请求时，SD-FE通过参考点ISD-SM向业务管理功能实体发送查询。

该查询包括业务特性、发现特定领域，以及发现范围或成本。SM-FE中的注册业务管理功能

检查业务是否存在。如果业务不存在，它会向SD-FE发送消息，表示所请求的业务不是SM-

FE中注册业务的一部分。否则，SM-FE会通过参考点ISM-SD将带有相关信息（如业务特性、业

务范围、业务提供商或业务促成环境）的已注册业务返回给SD-FE。 

SD-FE比较接收到的业务和信息是否与所请求的业务相匹配。如果SD-FE收到两个或更

多业务，并且需要协调，则SD-FE通过参考点 ISD-SCR请求来自SCR-FE的协调。 

注 – 业务发现程序在第II.1节中做了描述。 

业务发现功

能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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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业务注册功能实体（SR-FE） 

业务注册功能实体在业务管理（SM-FE）中允许对能力和业务进行注册和撤销注册。SR-

FE能够按照其特性（如业务类别、业务范围、业务提供商、业务促成环境以及业务计费信

息），分析（如分类或划分）注册的能力和业务。 

图7-5显示了业务注册功能实体及其相关参考点。 

Y.2020(11)_F7-5

I
SM-SR

ISDS-SR

Service registration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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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 业务注册功能实体 

业务注册管理器功能由业务开发功能实体通过参考点ISDS-SR调用，以便注册和撤销注册

业务。在收到来自SDS-FE的注册请求后，该业务分析仪功能将对业务进行调查和区分，以提

取业务的特性（如业务类别或业务范围）和其他信息（如业务提供商、业务名称或业务位

置）。完成分析后，业务注册管理器功能通过参考点ISM-SR向业务管理功能实体发送注册请

求，以便在SM-FE中注册业务及其特性和信息。 

注 – 第II.2节描述了业务注册程序。 

业务注册功能实体可选择性地支持集中和分散实施中的注册业务。它还可以按照[ITU-T 

Y.2234]支持多个同时的业务注册。 

根据[ITU‐T Y.2234]，业务注册功能实体提供以下业务注册功能： 

– 配置信息； 

– 激活信息； 

– 公布信息。 

根据[ITU-T Y.2234]，建议业务注册功能实体支持以下注册机制： 

– 人工； 

– 自主。 

7.2.4 业务管理功能实体（SM-FE） 

业务管理功能实体（SM-FE）提供管理OSE能力的各种功能，如业务跟踪、更新管理、

审计、版本控制、日志和访问控制管理等。 

业务管理功能实体在参考点ISM-SR与业务注册功能实体进行交互，以注册和管理业务。

SM-FE还与业务发现功能实体和业务协调功能实体进行交互。业务发现功能实体通过ISM-SD参

考点与位于SM-FE中的注册业务管理功能进行交互，以便查询可用的业务。业务协调功能实

体通过ISM-SCR与SM-FE进行交互，以便获得与业务相关的特性和信息，帮助SCR-FE在不同业

务之间进行协调。 

业务注册 
管理器功能 

业务分析仪 
功能 

业务注册功能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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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描述了业务管理功能实体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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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 – 业务管理功能实体 

以下各节详细描述了业务管理功能实体中包含的各种功能。 

注 – 正在对[ITU-T Y.2012]中描述的OSE业务管理功能和NGN功能架构的管理功能之间的关

系开展研究。 

7.2.4.1 业务监测功能 

业务管理功能实体包括监测已注册业务的可用性及预测的响应时间的功能。在执行业务

之前，NGN业务和应用可选择性地使用与目标注册业务的可用性或预测响应时间相关的监测

信息。 

7.2.4.2 服务质量信息管理功能 

业务管理功能实体管理[ITU-T Y.2234]所描述的已注册业务的服务质量信息，如可用性、

性能、完整性或可靠性等。 

建议在存储已注册业务的数据库中保存有关已注册业务的服务质量信息。建议服务质量

信息管理功能执行以下活动： 

– 存储有关已注册业务的服务质量信息； 

– 为应用提供服务质量信息； 

– 监测有关已注册业务的服务质量变化。 

7.2.4.3 版本管理功能 

业务管理功能实体包括版本管理功能。这些功能负责管理已注册业务的版本。如果业务

版本发生变化，该信息会反映在已注册业务中。 

业务管理功能实体 

业务监测功能 

服务质量信息管理功
能 

通知业务功能 

业务替代功能 

版本管理功能 

审计功能 

业务访问控制功能 

业务跟踪管理功能 

故障检测和恢复功能 

统计分析功能 

注册业务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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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4 通知业务功能 

建议通知业务功能与业务监测功能和服务质量信息管理功能实现交互。如果监测功能确

定任何已注册的能力或业务发生变化（如程序更新、版本变化、可用性变化和服务质量变

化），会通过参考点ISM-SPE将有关此类变化的信息通知给应用。 

7.2.4.5 故障检测和恢复功能 

故障检测和恢复功能提供检测业务故障以及从此类故障中恢复的能力。如果一个应用在

使用注册业务时出现业务故障，则故障检测和恢复功能将调查故障的原因，以便从此类故障

中恢复。如果不能恢复故障业务，这些功能在ISM-SD参考点查询业务发现功能实体，以便找到

能够提供相同业务水平的业务。 

7.2.4.6 业务跟踪管理功能 

业务跟踪管理功能提供采集和记录业务链中每个组件的所有相关信息的能力，并根据

[ITU-T Y.2234]跟踪组件或多个第三方的能力。 

在业务跟踪过程中，业务跟踪管理功能支持与[ITU-T Y.2234]中所描述的具体业务相关的

日志记录的收集和存储以及采集数据的协调和关联。业务跟踪管理功能可以通过ISM-A1、ISM-

A2、ISM-A3和ISM-A4采集和记录跟踪信息，包括业务交互、执行过程，以及能力或组件。 

7.2.4.7 业务替代功能 

业务替代功能允许用一个业务来替换另一个业务，只要替换业务产生与被替换服务相同

或更好的输出并满足相同的要求。业务管理功能实体通过参考点ISM-SCR与业务协调功能实体

进行交互，以获得对正在进行的业务影响最小的执行业务替代的业务。 

当发生以下事件时，业务替代会发生： 

– 业务故障； 

– 某个应用请求业务替代（以便获得更好的性能、更低的价格等）； 

– 业务支持环境发生变化。 

7.2.4.8 业务访问控制功能 

业务管理功能实体提供业务访问控制功能，以控制一个应用对特定业务的访问。业务访

问控制功能提供必要的认证和授权行动，以确保一个应用对所请求的业务拥有适当的访问

权。 

7.2.4.9 统计分析功能 

业务管理功能实体提供分析已注册业务的能力，以便提供以下在数据库中存储的使用信

息： 

– 已注册业务的数量； 

– 已注册业务的使用频率； 

– 目前使用已注册业务的应用的数量。 

7.2.4.10 审计功能 

业务管理功能实体提供审计功能。审计功能可在[ITU-T Y.2234]规定的特定期限内审查开

放业务环境能力的总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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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11 注册业务管理功能 

业务管理功能实体负责通过注册业务管理功能来管理已注册的业务。注册业务管理功能

负责业务的注册并对已注册业务的查询做出响应。已注册业务存储在一个数据库中或分开存

储在几个数据库中。 

7.2.5 业务构成功能实体（SCM-FE） 

业务构成功能实体为创建新的复合业务提供了构成现有NGN业务的能力。SCM-FE提供

描述业务间交互的构成语言。它支持静态或动态的业务构成（即，对于静态类型，业务是在

业务设计期间构成的；对于动态类型，业务是在业务运行时构成的），如[ITU-T Y.2234]所

示。 

图7-7描述了业务构成功能实体的功能。 

Y.2020(11)_F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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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 – 业务构成功能实体 

注 – 在图7-7中，“新业务”指的是基于现有OSE业务而定义的复合业务。 

业务构成功能实体与业务开发支持功能实体进行交互，通过参考点ISCM-SDS创建新的复合

业务。SCM-FE还与业务协调功能实体进行交互，通过参考点ISCR-SCM支持对业务组合的适当

业务。 

7.2.5.1 复合逻辑执行功能 

复合逻辑执行功能使用复合逻辑处理业务构成。复合逻辑执行功能触发业务构成适配。

复合逻辑存储在由复合逻辑执行功能管理的数据库中。构成逻辑以构成语言来描述。基于构

成语言所描述的构成逻辑调用业务构成。 

7.2.5.1.1 构成语言 

构成语言从业务创建的角度描述了现有业务的构成逻辑。此外，该语言应该支持描述业

务之间构成逻辑的表达能力。构成语言用于构成逻辑执行，构成逻辑存储在由复合逻辑执行

功能管理的数据库中。 

构成语言可以支持安排和编排等构成形式。安排与编排之间的主要差异是它们执行和控

制的方法。 

安排规定了涉及与其他系统交换消息的可执行程序，以便消息交换序列由安排设计者控

制。编排规定了对等交互的协议，定义了例如为了保证互操作性而交换的消息的合法序列。

此类协议不可直接执行，因为它允许许多不同的实现（符合此类协议的程序）。 

业务A 
业务N 

业务构成 
功能实体 

业务逻辑 
执行功能 

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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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排可以通过为其中涉及的每个对等体编写一个安排来实现。安排和编排的区别可以这

样类比：安排是指对分布式系统（由许多演奏者组成的管弦乐队）行为（由指挥）进行中央

控制，而编排指按照规则操作但没有集中控制的分布式系统（舞蹈队）。 

7.2.6 业务开发支持功能实体（SDS-FE） 

在业务提供商和第三方（它们能够扩展性能集合，并扩大总的业务供应）内，对业务开

发的支持是业务交付链中的关键一环。 

业务开发支持功能实体与业务发现功能实体进行交互，通过参考点ISD-SDS搜索NGN业

务。SDS-FE与业务构成功能实体和IWSCE-FE进行交互，通过参考点ISCM-SDS和参考点ISDS-

IWSCE帮助创建新的复合业务。 

新创建的业务在数据库中进行注册，数据库通过参考点ISDS-SR由业务管理功能实体中的

注册业务管理功能进行管理。 

图7-8描述了业务开发支持功能实体的功能。 

Y.2020(11)_F7-8

I
SDS-SR

I
SDS-ISE

I
SD-SDS

I
SCM-SDS

Service  development

support FE

Service creation
support functions

Service tracking

functions

Service life cycle
management functions

 

图7-8 – 业务开发支持功能实体 

7.2.6.1 业务生命周期管理功能 

业务生命周期管理功能具有支持包括安装、配置、管理、发布、版本、维护和移除在内

的业务整个生命周期的能力。 

7.2.6.2 业务创建支持功能 

业务创建支持功能的作用是促进新业务的创建。这些功能支持业务复用并允许业务互换

性。它们还支持业务的混合与匹配以及跨这些业务共享数据和/或模式的统一语义。业务开发

者可以开展业务，而无需对每一个后续的开发场景重新设计。 

7.2.6.3 业务跟踪功能 

业务跟踪功能提供跟踪业务间依赖性的能力。业务提供商用于开发和创建新业务的一些

业务可能相互依赖。该依赖信息存储在一个数据库中或分开存储在若干数据库中。该数据库

由业务跟踪功能进行管理。 

7.2.7 与业务创建环境互通的功能实体（IWSCE-FE） 

OSE可以使用传统网络业务。为实现这一目标，OSE应能够访问传统业务。  

与业务创建环境互通的功能实体（IWSCE-FE）允许业务创建环境与网络实体之间的互

通，以便创建和提供应用与服务。它支持业务开发支持功能实体，使它能够使用其他开放业

务创建环境，如那些通过Parlay支持或如[ITU-T Y.2234]中所描述的智能网络提供的环境。 

图7-9显示了与业务创建环境互通的功能实体（IWSCE-FE）。 

业务创建 
支持功能 

业务生命周期 
管理功能 

业务跟踪 
功能 

业务开发支持 
功能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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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020(11)_F7-9

Interworking with service
creation environments

functional entity

Interworking functions

ISCM-IWSCE

ISDS-IWSCE

I IWSCE-A2  

图7-9 – 与业务创建环境互通的功能实体 

与业务创建环境互通的功能实体（IWSCE-FE）能够支持由其他开放业务环境（如Parlay

和智能网络）提供的API，以便与其他非NGN开放业务环境实现互通。 

该功能实体中的互通功能在NGN OSE功能和其他环境中功能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这些功

能通过参考点IIWSCE-A2帮助业务创建使用非NGN。 

注 – 第II.3节描述了与业务创建环境互通的程序。 

7.2.8 业务策略执行功能实体（SPE-FE） 

OSE中的业务策略执行功能实体（SPE-FE）负责执行有关最终用户和/或应用认证的策

略。SPE-FE负责保护资源（业务和能力）免受未经授权的请求。 

SPE-FE中的策略由策略规则的组合构成。 

图7-10显示了业务策略执行功能实体。 

Y.2020(11)_F7-10

Service policy enforcement FE

Policy execution
functions

ISPE-A2

I
SPE-A1

ISPE -SCR ISPE -SCM ISPE-SD ISM-SPE

 

图 7-10 – 业务策略执行功能实体 

如图7-10所示，服务策略执行功能实体由策略执行功能和策略存储库组成。 

7.2.8.1 策略执行功能 

策略执行功能负责策略规则的处理工作。策略执行功能也帮助SCM-FE选择适当的业

务。 

为了在OSE中处理策略，SPE-FE保持由策略执行功能管理的策略规则。策略规则为OSE

相关功能实体提供整体策略规则操作（如插入、删除、更新和发现）。该规则由策略执行功

能使用。策略规则存储在一个数据库中或分开存储在若干数据库中。 

策略规则的描述语言表达各种策略规则，如授权、计费、服务等级协议和日志。该语言

提供模块化机制以实现策略的复用。XACML（可扩展访问控制标识语言）是策略描述语言

的一个示例。 

策略执行功能 

互通功能 

与业务创建环境互通的
功能实体 

业务策略执行功能实体 



 

  ITU-T Y.2020 (05/2011) 建议书 15 

7.2.9  参考点 

7.2.9.1 OSE内的参考点 

OSE内的参考点如下： 

ISM-SPE  业务策略执行功能实体（SPE-FE）和业务管理功能实体（SM-FE）之间的参考

点。SM-FE与SPE-FE进行交互，以通过该参考点接收管理OSE的策略。 

ISM-SR 业务管理功能实体（SM-FE）与业务注册功能实体（SR-FE）之间的参考点。业

务注册功能实体可以通过该参考点在SM-FE注册业务。 

ISM-SCR 业务协调功能实体（SCR-FE）和业务管理功能实体（SM-FE）之间的参考点。

SCR-FE可以通过参考点ISM-SCR获得来自SM-FE的业务响应时间、业务可用性和业

务版本等业务特性和信息。 

ISM-SD  业务发现业务功能实体（SD-FE）和业务管理功能实体（SM-FE）之间的参考

点。SD-FE可以通过参考点ISM-SD发现业务。 

ISPE-SD  业务策略执行功能实体（SPE-FE）和业务发现功能实体（SD-FE）之间的参考

点。SD-FE通过参考点ISPE-SD与SPE-FE互通，以便应用与发现相关的策略（如发现

认证、发现授权等），从而发现程序。 

ISPE-SCR 业务策略执行功能实体（SPE-FE）和业务协调功能实体（SCR-FE）之间的参考

点。业务协调功能实体通过该参考点接收策略。SCR-FE通过参考点ISPE-SCR与SPE-

FE互通，以便应用与业务协调相关的策略（如与协调相关的认证和/或授权等）。 

ISD-SCR  业务发现功能实体（SD-FE）和业务协调功能实体（SCR-FE）之间的参考点。

SD-FE通过参考点ISD-SCR向SCR-FE发送协调请求。SCR-FE通过该参考点给予回

复。 

ISCM-SDS 业务构成功能实体（SCM-FE）和业务开发支持功能实体（SDS-FE）之间的参考

点。SDS-FE帮助SCM-FE通过参考点ISCM-SDS创建一个新的构成业务。 

ISDS-IWSCE 业务开发支持功能实体（SDS-FE）和与业务创建环境互通的功能实体（IWSCE-

FE）之间的参考点。SDS-FE与IWSCE-FE进行交互，以便通过参考点ISCM-IWSCE与

其他非NGN开放业务环境进行互通。 

ISDS-SR 业务开发支持功能实体（SDS-FE）与业务注册功能实体（SR-FE）之间的参考

点。SDS-FE可以通过业务注册功能实体（SR-FE）注册业务。 

ISCR-SCM 业务构成功能实体（SCM-FE）和业务协调功能实体（SCR-FE）之间的参考点。

SCR-FE可以帮助SCM-FE选择适当的业务或能力。 

ISPE-SCM 业务策略执行功能实体（SPE-FE）和业务构成功能实体（SCM-FE）之间的参考

点。SPE-FE通过参考点ISPE-SCM与SCM-FE进行交互，以调用构成业务。 

ISCM-IWSCE 业务构成功能实体（SCM-FE）和与业务创建环境互通的功能实体（IMSCE-FE）

之间的参考点。SCM-FE与IWSCE-FE进行交互，以便通过参考点ISCM-IWSCE与其他

非NGN开放业务环境进行互通。 

ISPE-SD  业务发现功能实体（SD-FE）和业务策略执行功能实体（SPE-FE）之间的参考

点。SD-FE通过该参考点与SPE-FE互通，以对与业务发现相关的业务发现程序

（如与发现相关的认证和授权）实施策略。 

7.2.9.2 OSE与其他ASF&SSF之间的参考点  

OSE与其他ASF&SSF之间的参考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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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M-A1 业务管理功能实体（SM-FE）与A1-AS-FE之间的参考点。SM-FE与A1-SS-FE互

通，以通过参考点ISM-A1采集和记录跟踪信息。 

ISM-A2 业务管理功能实体（SM-FE）和A2-APL-GW-FE之间的参考点。SM-FE与A2-

APL-GW-FE互通，以通过参考点ISM-A2采集和记录跟踪信息。 

ISM-A3 业务管理功能实体（SM-FE）和A3-APL-SCM-FE之间的参考点。SM-FE与A3-

APL-SCM-FE互通，以通过参考点ISM-A3采集和记录跟踪信息。 

ISM-A4  业务管理功能实体（SM-FE）和A4-SS-FE之间的参考点。SM-FE与A4-SS-FE互

通，以通过参考点ISM-A4采集和记录跟踪信息。 

ISPE-A2 业务策略执行功能实体（SPE-FE）和A2-APL-GW-FE之间的参考点。APL-GW-FE

通过参考点ISPE-A2向业务策略执行功能实体请求OSE业务。 

ISPE-A1  业务策略执行功能实体（SPE-FE）和A1-AS-FE之间的参考点。SPE-FE与AS-FE中

的每个基本业务交互，以通过参考点ISPE-A1使用该业务。 

ISCM-A1 业务构成功能实体（SCM-FE）和A1-AS-FE之间的参考点。SCM-FE通过参考点

ISCM-A1与AS-FE中的每个基本业务进行交互。 

IIWSCF-A2 与业务创建环境互通的功能实体（IMSCE-FE）和A2-APL-GW-FE之间的参考点。

IWSCE-FE发挥中介作用来帮助创建业务，以通过参考点IIWSCE-A2使用非NGN。 

7.2.9.3 OSE与最终用户功能之间的参考点 

OSE或ASF&SSF与最终用户功能之间的参考点是A-U1，如[ITU-T Y.2012]中图9-1所示。

ASF&SSF通过A-U1（即UNI）参考点与最终用户功能交互，使最终用户能够按照[ITU-T 

Y.2012]所述，安全地管理和配置其服务和应用的数据。OSE也通过A-U1（即UNI）参考点与

最终用户功能进行交互。 

7.2.9.4 OSE与应用之间的参考点 

OSE中注册的能力和服务通过ANI显示。 

8 安全考虑 

NGN开放业务环境功能架构中的安全要求通过[ITU-T Y.2701]中的NGN安全要求以及

[ITU-T Y.2702]中的NGN授权和认证安全要求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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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OSE能力映射到ITU-T Y.2012 功能实体和ITU-T Y.2020 功能实体 

（本附录非本建议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下表描述了[ITU‐T Y.2234]中所描述的OSE能力与本建议书和[ITU-T Y.2012]中定义的功

能实体之间的关系。 

ITU-T Y.2234 

OSE能力 
ITU-T Y.2012 功能实体 ITU-T Y.2020 功能实体 

应用和业务与能力之间的协调 

APL-SCM-FE的角色是

NGN应用和业务之间协调

者 业务协调功能实体 

跟踪NGN能力或业务组件和关系 未定义 

支持有关状态变化的信息 未定义 

业务发现功能 

未定义 

（*AS-FE可以选择作为发

现服务器发挥作用） 

业务发现功能实体 

服务注册功能 未定义 业务注册功能实体 

业务监测功能 未定义 

业务管理功能实体 

服务质量信息管理功能 未定义 

版本管理功能 未定义 

更新业务的通知业务功能 未定义 

故障检测和恢复功能 未定义 

业务跟踪管理功能 未定义 

业务替代功能 未定义 

业务访问控制功能 未定义 

统计分析功能 未定义 

审计功能 未定义 

业务构成执行功能 未定义 
业务构成功能实体 

构成语言 未定义 

业务创建支持功能 未定义 

业务开发支持功能实体 业务生命周期管理功能 未定义 

业务跟踪功能 未定义 

互通功能 未定义 与业务创建环境互通的功能实体 

策略存储库和策略执行描述语言 未定义 
业务策略执行功能实体 

策略执行功能 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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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I 

 

与OSE相关的程序 

（本附录非本建议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本附录描述了与OSE相关的信息流的三个程序。 

II.1 业务发现程序 

图II.1显示了一个信息流示例，描述了该应用如何能发现OSE注册业务。 

Y.2020(11)_FII-1

Application APL-GW-FE SPE-FE

(1) Service request

(2) Service request
(I )

SPE-A2

(3) Service request (I )SPE-SD

(4) Service discovery

(I )SD-SM

(5) Response

(I )SD-SM

(6) Coordination request

(I )SD-SCR

(7) Response

(I )SD-SCR

SCR-FE SD-FE

SM-FE
(Registered service

management functions)

NGN application

Functional entity

Optional process

(8) Response (I )SPE-SD

(9) Response

(I )SPE-A2

(10) Response

 

图II.1 – 业务发现信息流示例 

1) 一个应用通过ANI请求一项服务。 

2) APL-GW-FE通过参考点ISPE-A2向SPE-FE请求该项请求。 

注 – APL-GW-FE为应用提供了安全的开放接口，以便使用[ITU-T Y.2012]中所描述的

NGN能力和资源。 

3) SPE-FE检查该请求，并将其转发给业务发现功能实体。 

4) SD-FE启动业务发现程序，并通过参考点ISD-SM向业务管理功能实体中的注册业务管理

功能发送业务发现请求。 

5) SM-FE通过参考点ISD-SM向SD-FE发送业务发现的结果。 

6) SD-FE检查该请求的结果。如果该结果有两个或更多业务或能力并需要协调，该功能

实体则通过参考点 ISD-SCR向业务协调功能实体发出协调请求。否则它将遵循步骤8中

的程序。 

应用 

SM-FE 

（注册业务管理功能） 

（4）业务发现 

（5）响应 

（1）业务请求 

（2）业务请求 

（3）业务请求 

（6）协调请求 

（7）响应 

（8）响应 

（9）响应 

（10）响应 

NGN应用 

功能实体 

可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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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SCR-FE收到一个协调请求，它将执行一个协调程序，并通过参考点ISD-SCR将该协

调程序结果返回给SD-FE。 

8) 业务发现功能实体通过参考点ISPE-SD将该业务发现的结果返回给SPE-FE。 

9) SPE-FE通过参考点ISPE-A2返回该业务请求的结果。 

10) APL-GW-FE将该业务发现的结果返回给应用。 

II.2 业务注册程序 

图II.2显示了一个信息流的示例，描述了如何在数据库中注册一个新业务，而数据库由注

册服务管理功能管理。 

SDS-FE SR-FE

SM-FE
(Registered service

management functions)

Functional entity

(1) Service registration request (I )SDS-SR

Service analyzer
process

(2) Service repository registration request (I )SR-SM

Service

registration

(3) Response (I )SR-SM

(4) Response (I )SDS-SR

Y.2020(11)_FII-2 

图II.2 – 业务注册信息流示例 

1) 一旦创建了一项新业务，则SDS-FE通过参考点ISDS-SR请求业务注册。 

2) SR-FE分析该业务并通过参考点ISR-SM发送业务请求并获得有关业务的信息。 

3) 注册业务管理功能在数据库中注册该业务，并通过参考点ISR-SM向SR-FE发送响应。 

4) SR-FE通过参考点ISDS-SR向SDS-FE确认业务的注册。 

II.3 与其他开放业务环境互通业务的程序 

图II.3显示了一个信息流的示例，描述了如何与NGN中的其他业务环境互通。 

SM-FE 
（注册业务管理功

能） 

（1）业务注册请求（ISDS-SR） 

业务分析仪 
程序 

（2）业务存储库注册请求（ISR-SM） 

业务注册 

（3）响应（ISR-SM） 

（4）响应（ISDS-SR） 

功能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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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020(11)_FI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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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 entity

NGN application

Legacy network (non-NGN )
 

图II.3 – 使用与其他开放业务环境互通的信息流示例 

1) 应用向APL-GW-FE请求一个业务。 

2) APL-GW-FE通过参考点ISPE-A2向SPE-FE请求该业务。 

3) SPE-FE检查该业务请求，如果可接受，则通过参考点ISPE-SCM将其发送给SCM-FE。 

4) SCM-FE与IWSCE-FE（与业务创建环境互通的功能实体）进行交互，通过参考点ISCM-

IWSCE请求一个业务。 

5) IWSCE-FE通过参考点IIWSCE-A2请求传统网络（如智能网络）业务。 

6) IWSCE-FE通过参考点IIWSCE-A2接收业务结果。 

7) IWSCE-FE通过参考点ISCM-IWSCE将该业务结果返回给业务构成功能实体。 

8) SCM-FE与AS-FE交互，通过参考点ISCM-A1请求业务。 

9) AS-FE通过参考点ISCM-A1将业务结果返回给SCM-FE。 

10) SCM-FE将业务结果返回给策略执行功能实体。 

11) SPE-FE通过参考点ISPE-A2将其返回给APL-GW-FE。 

12) APL-GW-FE将其返回给应用。 

功能实体 

传统网络中的业
务（如IN） 

（3）业务请求
（ISPE-SCM） 

（4）业务请求（ISCM-IWSCE） 

（5）业务请求
（IIWSCE-A2） 

（1）业务请求 

（2）业务请求
（ISPE-A2） 

（6）响应 

（IIWSCE-A2） 

（7）响应（ISCM-IWSCE） 

（8）业务请求

（ISCM-A1） 

（9）业务请求

（ISCM-A1） 

（10）响应 

（ISPE-SCM） 

（11）响应 

（ISPE-A2） 

（12）响应 

NGN应用 

功能实体 

传统网络（非N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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