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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网络中的接纳控制优先级 

 

 

 

 

摘要 

  本建议书为接入下一代网络中的业务建议了三种接纳控制优先级。在对信令协议做适当

扩展以及在开发必要的优先级赋能机制时，接纳控制优先级指标应可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来源 

  根据ITU-T A.8建议书规定的程序，ITU-T第13研究组（2005-2008）于2006年9月13日批

准了ITU-T Y.2171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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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国际电信联盟（ITU）是从事电信领域工作的联合国专门机构。ITU-T（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

化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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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建议书为简明扼要起见而使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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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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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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T Y.2171建议书 

下一代网络中的接纳控制优先级 

1 范围 

根据ITU-T Y.1271建议书[Y.1271]，增强的优先级处理对于确保应急通信所需的能力是

一项基本要求。增强的优先级处理所涉及的一个关键内容是对试图接入某一网络中的电信业

务进行接纳控制，在网络资源可能耗尽的应急通信条件下尤其应该如此。下一代网络

（NGN）中的接入控制可通过以下手段来实现： 

1) 根据试图接入NGN的业务的重要程度规定接纳控制优先级； 

2) 对信令协议进行必要扩展，以便在NGN接口上说明所希望的业务优先级； 

3) 开发接纳控制机制，以识别信令优先级并采取必要行动。 

本建议书仅限于讨论接纳控制优先级的确立。其目的是为在以后对信令协议做必要扩展

及开发优先级赋能机制提供指导。 

在实施本决议时，主管部门可要求运营商和业务提供商考虑国家在监管方面和政策方面

的要求。 

2 参考文献 

下列ITU-T建议书和其他参考文献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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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文献都面临修订，使用

本建议书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建议书和其他参考文献最新版本的可能性。当前有效的ITU-

T建议书清单定期出版。本建议书中引用某个独立文件，并非确定该文件自身具备建议书的

地位。 

[Y.1271] ITU-T Recommendation Y.1271 (2004), Framework(s) on network requirements and 

capabilities to support emergency telecommunications over evolving circuit-switched 

and packet-switched networks. 

[Y.1541] ITU-T Recommendation Y.1541 (2006), Network performance objectives for IP-based 

services. 

[Y.2111] ITU-T Recommendation Y.2111 (2006), Resource and admission control functions in 

Next Generation Networks. 

3 定义 

本建议书定义了以下术语： 

3.1 接入控制：网络在会话建立阶段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政策，以便根据所要求的性能和

优先级标准以及所需资源的可用性接受或拒绝某一业务。 

3.2 应急通信：一个概括非正常和可能有害的网络条件下具有“特殊性质”的通信业务

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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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缩略语 

本建议书使用了以下缩略语： 

CAC 连接接纳控制 

CoS 业务类别 

ET 应急通信  

IP 互联网协议 

ISP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LSP 标签交换路径 

MPLS 多协议标签交换 

MPLS-TE MPLS流量工程 

NSIS 信令的发展 

PD-FE 决策功能单元 

PE-FE 策略执行功能单元 

RACF 资源和接纳控制功能 

SCF 业务控制功能 

SIP 会话发起协议 

SLA 服务水平协议 

TRC-FE 传送资源控制功能单元 

VoIP IP话音 

VPN 虚拟专用网 

5 引言和论据 

NGN可望成为真正“融合”的网络。也就是说，此类网络将处理各种类型的电信业务– 

控制面流量（如路由消息）、应急通信、实时话音和视频业务、数据业务、虚拟专用网

（VPN）业务以及传统的“尽力而为”型流量。在此环境中，必须确定流量的优先级，并确

定容量预留和流量接纳规则，以便在网络出现过载或故障时，对识别并接受的关键业务进行

呼叫/会话建立和接纳（对并非面向会话的流量只负责传送）。由于各类业务可能会跨越多

个网络域，在对信令协议做必要扩展以及开发对关键业务进行优先接纳处理的机制时，设置

接纳控制优先级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步骤。 

对NGN而言，对较高优先级的业务进行识别并接纳入网是至关重要的，在网络出现故

障和/或拥塞时尤其如此。这可以被称为传统形式的连接接纳控制（CAC）优先级分类。在

紧急情况下，当“灾区”的受灾公众求助或试图了解其亲友的情况时，网络可能会出现资源

缺失以及容量瞬间过载的问题，这时对流量划分优先级便成为十分关键的手段。CAC功能可

根据业务的紧迫性和可能会减少的网络资源的可用性来确定是否接纳入局呼叫或会话。 

 需指出，本建议书所建议的优先级与试图接入网络的电信业务的重要性紧密相关。这些

有关优先级的建议并不体现与实施特定相关的优先级定义。此外，所建议的这些优先级独立

于Y.1541 [Y.1541]中的业务质量（QoS）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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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接纳控制优先级的建议 

建议对接入NGN的电信业务采用三个接纳控制优先级： 

– 优先级1：具有这一优先级的流量可确保最先接入网络。这一优先级预留给NGN上的

应急通信。 

– 优先级2：具有这一优先级的流量不会获得与具有优先级1的流量同样的接纳保证，

但会获得比具有优先级3的流量更高的接纳保证。此类流量包括实时业务（VoIP、视

频）、VPN和数据业务。是否选择此优先级预计将由网络运营商和业务的目标客户

之间的相应服务水平协议（SLA）来决定。 

– 优先级3：具有这一优先级的流量获得最差的网络接纳保证。此类流量包括“传统

的”互联网业务提供商（ISP）所提供的业务（电子邮件、网页浏览）。是否选择这

一优先级预计将由网络运营商和业务的目标用户之间的相应SLA协议来决定。 

 各网络运营商可采用附加的优先级。未来可能会对接纳控制优先级的总数进行扩展。 

 传送层的优先级实施机制的选择由网络运营商决定。 

7 利用RACF实施优先级的示例  

 ITU-T Y.2111建议书[Y.2111]定义了NGN中资源和接纳控制功能（RACF）的功能架

构。在NGN中，为了对接入网和核心网进行与QoS相关的传送控制，RACF可在业务控制功

能（SCF）和传送功能之间扮演仲裁的角色。仲裁决定将以传送定购信息、SLA、网络策略

规则、业务优先级和传送资源状态以及利用率信息为基础。  

RACF必须对CAC优先级进行如下识别和处理： 

– 决策功能单元（PD-FE）从SCF中接收入局会话的CAC优先级（以及其它相关信

息），并分别通过Rt和Rw参考点将其转发给传送资源控制功能单元（TRC-FE）和策

略执行功能单元（PE-FE）。 

– TRC-FE确定资源的可用性，以完成能够最佳地满足QoS要求的入局会话。当资源耗

尽时，TRC-FE将根据CAC优先级确定会话建立/接纳的顺序。 

– PE-FE可识别入局呼叫的优先级和QoS属性，并将其映射到能够最佳地满足会话要求

的预先指定的业务类别（CoS）中。CoS取决于底层的传送层机制。 

 当网络组件出现故障和/或过载时，RACF在低于饱和的容量下进行工作。在此情况

下，预计它将首先处理优先级为1的会话请求，而酌情拒绝优先级为3和2的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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