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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建议书提供了关于如何在最终用户工作站上电信资源的信息。本建议书特别论及图形用户接口以及

显示诸如链路和节点等电信对象所需的信息。 
 
 
 
 
 
 
 
 
 
 
 
 
 

来  源 
ITU-T 第 4 研究组 (2005-2008) 按照 ITU-T  A.8 建议书规定的程序，于 2005 年 4 月 13 日批准了 ITU-T 

Z.371 建议书。 

电信管理论坛（TMF）保留在 ITU-T Z.371 建议书中表述的基础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包括版权。在 ITU-T 
Z.371 建议书中的使用获得了相应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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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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IEC）合作制定的。 

 

 

 

注 

 本建议书为简要而使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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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产权 
 

  国际电联提请注意：本建议书的应用或实施可能涉及使用已申报的知识产权。国际电联对无论是其成

员还是建议书制定程序之外的其他机构提出的有关已申报的知识产权的证据、有效性或适用性不表示意

见。  

  至本建议书批准之日止，国际电联尚未收到实施本建议书可能需要的受专利保护的知识产权的通

知。但需要提醒实施者注意的是，这可能不是最新信息，因此大力提倡他们查询电信标准化局（TSB）
的专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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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未经国际电联事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手段复制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 

 
 



 

 ITU-T Z.371 建议书(04/2005)     iii

 
 

目  录 

 页码 

1 范围 ..............................................................................................................................  1 

2 参考文献 ......................................................................................................................  1 

3 定义 ..............................................................................................................................  1 

4 缩写 ..............................................................................................................................  2 

5 约定 ..............................................................................................................................  3 

6 人机接口（HMI）架构 ..............................................................................................  3 
6.1 网络元素和业务管理系统 ............................................................................  3 
6.2 通用用户接口对象 ........................................................................................  3 
6.3 电信显示对象 ................................................................................................  4 

7 电信显示视图 ..............................................................................................................  4 
7.1 背景 ................................................................................................................  4 
7.2 通用进入窗体 ................................................................................................  5 
7.3 表形视图 ........................................................................................................  6 
7.4 树形视图 ........................................................................................................  8 
7.5 图表视图 ........................................................................................................  9 
7.6 地理或逻辑网络视图 ....................................................................................  11 
7.7 设备视图 ........................................................................................................  14 

8 电信显示对象 ..............................................................................................................  16 
8.1 容器 ................................................................................................................  17 
8.2 网络节点 ........................................................................................................  18 
8.3 链路 ................................................................................................................  19 
8.4 支路 ................................................................................................................  20 
8.5 设备 ................................................................................................................  21 
8.6 电路组件 ........................................................................................................  21 
8.7 机架 ................................................................................................................  22 
8.8 设备架 ............................................................................................................  22 
8.9 跨页连接符 ....................................................................................................  23 

参考资料..................................................................................................................................   25 
 
 
 



 

ITU-T Z.371 建议书(04/2005) iv 

引  言 

电信网络运营商通过各种操作系统和管理应用的用户接口管理各自的基础设施和业务。在 ITU-T 
M.3000 系列建议书中，这种用户接口被标识为“G”接口。各种标准组织目前正致力于这种关键接口各种性

能的标准化工作，例如 ANSI T1.232、ISO 9241 和 ITU-T Z.361 建议书。“G”接口对于现代电信网络的管理

至关重要，运营商和机构可以通过它对系统有个宏观的了解。不正确或不恰当地设计这种接口会严重影响

电信网络的可靠性以及运行效率。“G”接口属于人机接口（HMI）。 

随着各种电信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对电信网络的管理变得更加复杂。这种复杂性要求通过改进和标

准化各种网络管理系统的接口来提高业务服务质量，缩短答复客户的时间。 

本建议书提供了将现实电信网络的管理对象在工作站显示屏上显示给用户所用方式的资料，以及运营

商能得到何种信息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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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T Z.371建议书 

电信管理对象图形信息 

1 范围 

本建议书描述了对电信运营环境 “G”接口的要求。在 ITU-T M.3000 系列建议书中，具体而言在 ITU-T 
M.3010 建议书中，确定了对“G”接口的要求。这种“G”接口规定了用户与工作站之间的接口，通常也被

称为人机接口（HMI）。ITU-T M.3100 建议书《通用信息模型（GIM）》具体规定了与该体系结构的标准接

口间交换的信息有关的对象和对象类别。在通用信息模型中，在“F”接口的对象转换成用户管理对象，这

个子集才是和“G”接口相关的子集。本建议书中的对象是有可能在运营商工作站显示屏上以图形方式显示

的 M.3100 对象的子集。 

这些人机接口的要求以有可用标准的信息技术为基础。它们尽力将不同生产商的应用和产品的可用性

和互操作性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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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确定该文件具备建议书的地位。 

[1] ITU-T Recommendation M.3100 (2005), Generic network information model. 

[2] ITU-T Recommendation M.3010 (2000), Principles for a telecommunications management network. 

[3] ITU-T Recommendation M.3300 (1998), TMN F interface requirements. 

[4] ITU-T Recommendation G.805 (2000), Generic functional architecture of transport networks. 

[5] ITU-T Recommendation G.7042/Y.1305 (2004), Link capacity adjustment scheme (LCAS) for virtual 
concatenated signals. 

[6] ISO/IEC 10164-2:1993,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ion – Systems 
Management: State Management Function. 

3 定义 

下列定义摘自其他 ITU-T 建议书。 

3.1 link  链路(ITU-T G.7042/Y.1305 建议书(2004))：一条链路也可以看作一个实体，该实体规定了不同子

网的两个节点间的拓扑关系，包括可用的传送能力。在显示屏上显示的图形中，这些链路表现为节点间或

网络元素间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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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network element/managed element  网元/被管网元(ITU-T M.3100 建议书(2005))：在本建议书中，使

用“网元”一词时取其广义，表示被管元素。 

3.3 trail  支路(ITU-T G.805 建议书(2000)) 

下述定义是本建议书特有的。 

3.4 domain  域：管理域是为了管理方便而划分的被管实体的集合。 

3.5 management system  管理系统：管理系统是管理一组被管系统的实体，被管系统可以是网元，也可

以是子网，还可以是其他的管理系统。 

3.6 visual presentation  可视化显示：可视化显示包括下列视觉属性：填充颜色、图案、形状、字体、线

条颜色和样式以及图形顺序。 

3.7 alarm collection  告警采集：告警采集表明最严重的未确认告警和其他已确认告警或严重程度稍低的

告警。告警采集要能主动显示给用户，或通过单击鼠标次键和菜单选择获知。 

3.8 zoom  缩放：缩放指的是在保持同样的数据比例关系下放大或缩小地理视图或网络视图。在网络视图

中，用户可以通过在一个比例更大的区域内看到更多的节点，这样做的每一步都不会改变网络视图各个数

据的比例关系。 

3.9 drill-down (expand, collapse)  细化（展开、分解）：指的是数据层次的改变和数据比例关系的变化。

显示的视图可以是一个省的地图，或是一个城市的视图，或是一层楼的视图，也可以是一个走廊、一个机

架的视图。网元本身就是一个细化实例。双击鼠标就可以实现细化，细化的每一步都会改变显示的数据的

比例关系。 

4 缩写 

本建议书采用下列缩写： 

2D 二维 
3D 三维 
ADM 插入分离复用器 
GUI 图形用户接口 
HCI 人计算机接口 
HMI 人机接口 
ID 标识符 
LED 发光二极管 
OC 光连接 
PVC 永久虚连接 
SVC 共享虚链路 
TMF 电信管理论坛 
UI 用户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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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约定 

本建议书用两种特定的标记表示必需的要求和可选的要求。  
(R) 表示如果应用符合本建议书要求，其中必须包括的部分。 
(O) 表示本建议书可以选择的部分。但是，本建议书中将会注明这部分内容用在哪里比较合适，也会

注明人机接口（HMI）最好用这部分内容。同时在本建议书中也会用实例说明构件或一块模板是可以选择

的，但是如果构件和模板被包括在内，那么这些包含的构件的那部分内容也是必须的。 

6 人机接口（HMI）架构 

“G”接口在概念上可以分成如图 1 所示的几个构件。这种体系结构提供了一种可以更好的描述和理

解系统和用户之间复杂关系的方法。图 1 显示出了用户接口显示元素的三个不同的类别，它们分别是任务

管理器、通用元素和电信网络元素。 

 

 

图1/Z.371 — 人机接口（HMI）构件说明 

如图 1，本建议书提出了电信显示元素的需求。当用户接口设计人员和系统开发人员将满足某种特定

技术（如 SONET 环技术）管理需求的显示数据和控制数据收集起来后就可以创建任务管理器了。任务管

理器都是专门针对某种技术的，同时通过它们也能看出公司的竞争优势。但是，为了能够让运营商迅速而

精确地了解某种资源的特征、状态或条件以及这种资源和其他资源的关系，就需要有一种标准来显示各种

电信对象。  

6.1 网络元素和业务管理系统 

网络元素和业务管理构件表示构成管理系统的软件，也表示有关网络元素及其互联的数据。这些数据

会在基础信息模型中具体规定，例如 ITU-T M.3000 建议书《TMN 建议书概述》。 

6.2 通用用户接口对象 

通用用户接口对象是由各种按钮、窗体以及滚动条组成的集合，它们由具体的用户接口样式和工作站

支持的开发工具（OSF Motif，Windows，JAVA Swing 等）决定的，在制造商提供的样式指南中会有适当

说明。目前在市场上可以找到不同系统、不同产品的具有稳定性通用性的人机接口（HMI）元素。本建议

书由于不是样式指南，因此就没有关于此类通用元素的相关信息。 
 
 
 

任务管理器

通用用户元素， 

如滚动条、按钮

电信显示部件， 

如链路

网络元素或管理系统的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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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电信显示对象 

各种网元符号、链路或连接图形以及机架层次图形都是具体的电信对象，本建议书处理这些对象所需

的信息元素。在系统对象与显示给用户的对象之间存在一种映射关系。ITU-T M.3300 建议书把这些对象都

称做用户管理对象（UMO），用户管理对象（UMO）在工作站创建并通过“G”接口显示给用户。 

显示对象的作用就是将各种管理对象和管理模型变换成用户对象和用户模型来满足运营网络人员的

需要。对于可通过操作系统或应用程序访问的某个网络对象，用户会要求获取与其有关的全部可用信息。

显示器上显示的图形对象、用户管理对象（UMO）以及被管对象之间会有一种联系或是绑定的。 

本建议书处理基本信息的最小子集。如果任何一个特定的对象是可视的，该子集就会显示在显示器上。

例如，运营商察看一个由若干区域不同供应商的设备组成的网络时，这些区域就需要有一个标准的属性和

行为集合。进一步讲，如果该区域是开放的，区域中包含的网络元素就要用一个标准的信息集合来显示。

从人为因素的角度讲，用户得到的益处是： 
· 易学、易记。 
· 不易出错。 
· 在满足指标时更加高效。 
· 界面友好。 

这些都是用户接口设计人员的通用目标，同时也是制定本建议书的根本目的。 

7 电信显示视图 

7.1 背景 

无论是困难的找错纠错任务或是复杂的配置任务，所有的网络管理系统都依赖于一定程度的人工干

预。适于把信息传递给网络运营商的显示方法的类型是各种各样的。例如，常规的进入窗体和表形显示尽

管不是电信业特有的，但是这种方法在电信业中应用很普遍。另一方面，网络管理应用需要的是专门针对

电信业的网络表示法、交互操作以及相应的浏览样式。下述各节关注的是显示、视图以及各种各样的组成

显示的对象。 

视图是在计算机显示器上留出的一块矩形区域，用于一套连贯的用户交互操作。以前，计算机显示器

只能显示最小化视图和全屏视图。但是，随着图形用户接口的到来，引入了应用视窗的概念，人们通常可

以认为一个视窗包括一个视图。一个单个视窗内也可以有若干个并存的视图。举例来说，人们可以将视窗

想成左边是进入窗体右边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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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得更明确，我们在此规定电信业中通常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视图，即： 

• 通用进入窗体； 

• 表形视图； 

• 树形浏览视图； 

• 图表视图； 

• 地理或逻辑网络视图； 

• 设备视图。 

将信息传送给网络运营商可以看作是一种依靠视图类型的通用变换任务。网络管理系统将现实对象和

现实数据提供给准确计算图形显示的可视化层。换句话说，实时事务对象必须转换成图形对象才能让网络

运营商明白并用来和网络进行交流。根据视图类型、用户喜好或作用和应用类型，不同的图形对象表示不

同的给定的实际对象。 

下述各节按照每一种视图描述了怎样表示被管对象，同时将详述对每一种视图相同的交互概念： 

• 对象浏览（下一个，前一个，缩放，细化）； 
• 对象排列（排序，过滤，规划）； 
• 对象编辑（创建，修改，复制、剪切与粘贴，撤销，重复  ）。 

7.2 通用进入窗体 

通用进入窗体对于电信业内外的许多数据驱动业务都是相同的，这些窗体含有通用图形对象，如菜单、

按钮、文本框、复选框以及下拉框。这些对象对于所有在网络管理应用的图形用户接口平台来说都是共同

的，从 UNIX 到 Windows 到 JAVA 都是一样的。尽管我们不需要赘述这些对象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

对象及其行为目前在任何一个应用中都是必需的一部分。 

7.2.1 被管对象的图形化显示 
一个窗体通常表示网络管理系统的一个对象或表示有共同属性的一组对象。一个窗体通常由一个面板

组成，这个面板包括映射对象属性的图形化部件的集合。映射依赖于属性的类型。例如，布尔属性可以映

射成单选框或复选框，字符串属性可以映射成文本框。 

7.2.2 对象浏览 

如果所表示的对象有很多属性，窗体可排列成一系列带标签的窗口，将对象属性按照域或语义分组。

因此，浏览对象属性的一种方法是切换可视化窗口。在创建一个用户接口时，千万注意不要按照反映软件

架构的标签来排列属性，而是按照与被管对象最终用户的视图相应的标签或按照与用户任务相关的标签来

排列属性。 

另外，如果同一类型的窗体能够表示许多对象，窗体的第一个部件应该是能容易从一个对象切换到另

一个对象的对象下拉菜单。如果各个对象是按层次排列的，窗体视图可以结合树形视图显示所有的可视化

对象。因此，另一种浏览对象的方法是在树形视图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对象，在窗体视图中显示其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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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无意展示任何特定的平台或工具包) 

图2/Z.371 — 采用对象树形浏览器的窗体视图的说明 

7.2.3 对象排列 
在窗体视图中可以采用筛选方式，例如根据运营商的角色/访问权限仅仅显示某些对象属性，或仅仅显

示某些对象。 

7.2.4 对象编辑 

窗体视图可仅用来检查对象，也可用来编辑对象。根据用户的角色、所执行的任务以及属性的类型，

可仅将框体的一部分或全部设置成可编辑的。窗体所用的诸如文本框、选择菜单或按钮等标准图形部件可

总是启用或停用，因此显示可编辑属性或不可编辑属性都很方便。 

窗体视图对编辑对象来说是最合适的，而且是最有效力的视图。 

7.2.5 窗体行为 
窗体是通用的部件，表明目前认为什么是标准行为。 

7.3 表形视图 

表形视图就像电子数据表一样用来将大量的数据列表显示。表形视图在网络管理领域中非常有用，例

如，它可以列表显示网络元素、告警和事件。在网络管理应用领域内，表形视图必须向用户显示下列能力。

（图形用户接口（GUI）设计者通常会提供这些能力。） 

 
 
 



 

ITU-T Z.371 建议书(04/2005)      7 

 

(本图无意展示任何特定的平台或工具包) 

图3/Z.371 — 表形视图说明 

7.3.1 被管对象的图形显示 

表是用来表示对象集合的。 

(R) 网络管理系统中的对象以图形方式在表中显示为行。 

(R) 对象的属性在表中显示为列。 

(R) 表形视图在表中每一个单元中以图形方式映射给定对象的给定属性的值。这种映射依赖于属性的

类型。例如，布尔属性可以映射成选中的单元，状态可以映射成包含图标的单元，告警的级别可以映射成

一整行的背景颜色。 

7.3.2 对象浏览 
(R) 在表中可以用滚动条浏览对象。 

(R) 另外，可以通过移动列和行、调整其大小或将其隐藏，显示更多或更少的信息。 

(O) 当对象按层次组织时，表形视图可以和树形视图结合起来，树形视图表示对象的类别，表则表示

对象自身（这种方法在文件浏览器中很常用）。 

7.3.3 对象排列 
(R) 表中各列的顺序可以修改。用户可以根据自己关注的对象的属性排列各列的顺序。 

(O) 表中各行的顺序可以按照列中的某个值按升序或降序分类。 

(O) 可以实现多行分类。例如，在显示某些网络事件的表中，可以按照日期和严重性对事件分类。 

(O) 表中各列的可视性可以分别修改。 

(O) 可以根据单元中值的模式对表进行筛选。筛选模式可由用户通过文本框确定、预先确定或通过某

种方式选定，例如通过下拉菜单。筛选模式可以用于单列或多列中，例如，在显示某些网络事件的表中，

可以按照事件的来源对其进行筛选，仅仅显示产生于给定对象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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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对象编辑 
表形视图可仅用来检查对象，也可用来编辑对象。根据用户的作用、所执行的任务以及属性的类型，

可将一部分或全部单元设置成可编辑的，或全部设置成不可编辑的。  

(R) 单击鼠标主键选中单元。 

(O) 双击可以编辑选中的单元。 

当选中的单元不能编辑时，表附近一个可编辑的文本框通常会表示选中单元的值。 

7.3.5 表的行为 

表是通用的部件，表明目前认为什么是标准行为。 

7.4 树形视图 

树形视图用一种简洁的方法，广泛地用于表示对象的层次。层次是用户能直接看到主要信息。但是，

在树形视图中能够看到其他一些信息。总体来说，每一个树的节点可以用反映对象类型或类别的图标和标

记来表示，这些图标和标签通常来说就是对象的名称或对象的标识符。一些图形线索可以给用户更多的信

息，例如，插入对象图标的图标修饰符表示一些有用的属性的值。 

7.4.1 被管对象的图形表示 
树是用来显示对象集合的。网络管理系统中的对象作为一个图形化的树节点显示，或作为一个树叶在

树中显示。树中不直接显示对象的属性，但是，一些属性可以用图形线索显示出来，像字体的大小、颜色、

图标以及图标修饰符。 

(R) 树形视图中将对象的名称（或标识符）映射成树节点的标签。 

(R) 视图将对象的类型（或类别）映射成图标。 

(R) 在树的结构中树必须有特定的图标，这些图标允许用户单击鼠标展开或分解内容层次。 

(O) 可以用图标修饰符或用标签的前景或背景的颜色来表示子类型或其他的属性。 

由于树形视图是用非常简洁的方法表示对象，因此它无法显示对象的所有属性。如果树必须表示对象

的所有属性，树可以和表形视图或窗体视图相结合，这两者更适合表示大量的对象属性。 

7.4.2 对象浏览 

(R) 可以通过滚动条浏览在树中显示的对象。 

(R) 点击鼠标或用箭头键能够选中对象。  

(R) 由于树形结构表示了内容的层次，这样就在树形结构中有可能通过单击鼠标主键点击一个特定的

展开/分解图标将容器细化，也可以双击节点本身将容器细化。 

(O) 按回车键同样可以展开容器。 

7.4.3 对象排列 

在树形视图中，各项目的排序主要取决于其层次关系。 

(O) 在每一个内容层次上，项目可按字母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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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可以根据树的节点属性的模式对树进行筛选。筛选的模式可由用户通过文本框确定、预先确定或

通过某种方式选定，例如通过下拉菜单。 

7.4.4 对象编辑 

由于树形视图是非常简洁的方法表示信息或层次，所以树形视图不能直接编辑对象或对象属性。 

(O) 当如果必须进行编辑，树形视图可与更适合对象属性编辑的表形视图或窗体视图相结合。 

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对树的层次结构进行编辑非常有用。  

(O)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用拖放方法在树中增加、删除或移动对象。 

7.4.5 树的行为 
树是通用的部件，表明目前认为什么是标准行为。 

 

(本图无意展示任何特定的平台或工具包) 

图4/Z.371 — 树形视图说明 

7.5 图表视图 

图表视图指的是用一个图表或一组图表的形式显示信息的视图，可以是柱状的，也可以是饼状的等等。

很多网络管理应用必须通过图表来显示信息，尤其是在测试和性能监控的应用中。图表部件由标准的图形

用户接口（GUI）平台来提供，人们认为用这些部件足够显示电信业中专用的所有可能的图表。 

7.5.1 被管对象的图形显示 
一个图表视图既可用来表示一个对象，也可用来表示一组对象。只表示一个对象时，图表显示该对象

一个或多个数字属性。例如，只表示一个对象的图表通过显示其总的带宽和每个端口的带宽来监视一个路

由器。表示一组对象时，图表需要显示每个对象的给定属性的数值。例如，表示一组对象的图表会显示关

于一组交换机的带宽的一小时报告。图表能够依据时间显示数值，可以是实时的，也可以用报告的形式。

由于图表主要用来表示数值，因此对象本身没有被直接表示出来。属性是由实际数据显示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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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值映射成图表时，广泛使用了颜色、图案以及线条样式。它们能用于区分不同的属性，也可以用

来强调一些值。图表的颜色、图案以及线条样式可以随着数值到了一个阈值而改变。 

(R) 如果有四种或四种以上的颜色，就必须提供图例。  

7.5.2 对象浏览 

(R) 如果图表是表示实时的值，就必须能够将图表临时保存以便能够打印或读取数据。 

(O) 在图表视图中可以用滚动条浏览对象。  

(O) 图表如果是随时间报告数值，就应该能够通过放大或缩小来显示不同的时间范围，以及用滚动条

查看历史数据。  

(O) 图表视图可以结合树形视图来选择图表所表示的对象或对象的属性。 

7.5.3 对象排列 
图表视图中不一定具有分类特征。但是，分类特征有时是有用的，特别是图表代表一组对象时。 

(O) 柱状图可以按照值的大小、按名称的字母顺序或按服务器的位置来分类。  

(O) 分类的标准可由用户通过文本框确定、预先确定或通过某种方式选定，例如通过下拉菜单。 

(O) 可以根据对象模式、对象属性的模式以及对象属性值的阈值对图表视图进行筛选。  

(O) 筛选的模式可由用户通过文本框确定、预先确定或通过某种方式选定，例如通过下拉菜单。 

7.5.4 对象编辑 
由于图表视图通常用于表示实时的数值，因此大多数情况下编辑变得毫无意义。例如，如果图表用来

记录在一定时间内的网络元素的带宽，任何对这些数值的改动都是不恰当的。 

但是，在网络提供或网络仿真这种情况下，图表可以用来作为一个仿真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编辑才

是有用的。在图表上单击鼠标就表示选择，双击则表示编辑。在编辑模式下，图形线索，例如锚链接，应

该可见。用户可以用鼠标拖动锚，来修改图表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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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无意展示任何特定的平台或工具包) 

图5/Z.371 — 图表视图说明 

7.5.5 视图行为 
图表视图是通用的部件，表明目前认为什么是标准行为。 

7.6 地理或逻辑网络视图 

这些类型的视图对于电信业来说比前面的视图更有针对性。它们通过显示网络的二维或三维图像，提

供了监视网络的能力，可以用直观的信息更多的方法表示网络中的各种设备。这类视图要求我们规定适合

电信业的新型图形对象，而这些类型在前面的视图类型中没有提到（见第 8 节）。例子包括节点、链路以

及地图等等的图形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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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无意展示任何特定的平台或工具包) 

图6/Z.371 — 地理网络视图的说明 

7.6.1 被管对象的图形表示 
地理或逻辑的网络视图用来表示网络管理系统中的对象。这些对象可以是网络中实际的被管对象，也

可以是逻辑对象（像虚拟专用网或区域）。 

(R) 地理网络视图必须支持例如位图或基于矢量的格式的背景地图。 

(R) 地理网络视图中，被管对象用与其实际地理位置相对应的图标表示。 

(R) 逻辑网络视图中，被管对象用最容易理解网络拓扑结构处的图标表示（见第 7.6.3 节“对象排列”）。 

(R) 地理网络和逻辑网络视图中，颜色、图案或修饰图标都以图形方式表示这些对象的属性。  

(R) 网络连接如电气或光纤链路在图形上用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 

(R) 链路可以是直线、曲线或折线。 

(R) 链路属性以图形方式用颜色、线条样式或修饰图标来表示（见第 8 节）。 

(O) 覆盖面大的对象，例如区域，可以用接近对象地理覆盖区的多边形来表示。 

7.6.2 对象浏览 

(R) 用地理或逻辑网络视图表示的对象的浏览可以使用滚动条完成。 

(R) 对象按层次结构组织到一起时，该结构必须是可下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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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也可以通过展开对象（例如区域或链路包）在同一个视图中或在新的视图中打开容器。 

(O) 应有可能放大或缩小以集中关注一组对象。 

(O) 应提供全景，以便用户在头脑中形成一幅网络全图。 

7.6.3 对象排列 

(R) 在地理网络视图中，对象必须位于与其实际位置相对应的地方。 
(O) 在逻辑网络视图中，对象使用节点布局图来定位，以便更容易理解网络结构。更好的节点布局图

依赖于实际的网络结构。例如，当网络连接采用树形结构时，网络应该布置成树形。如果网络是环形的，

设置节点位置时应该使用环形布局图。链路的形状可以由链路布局图得出。例如，直角的或直线的链路用

于表示树形结构时会更好，曲线更适合于表示环形结构。 
(O) 可以根据对象属性的模式对地理或逻辑网络视图进行筛选。 
(O) 筛选的模式可由用户通过文本框确定、预先确定或通过某种方式选定，例如通过下拉菜单。 
(O) 筛选可以是明确的，通过使用地理位置、对象类型、告警的严重性或属性限值等筛选模式进行，

也可以是不明确的，通过使用与缩放级别相关的可见度限值进行。  
(O) 根据缩放级别筛选对象是非常有用的，可避免大量对象充斥视图。 

7.6.4 对象编辑 

地理或逻辑网络视图可只用于查看对象，也可用于编辑对象。根据用户的作用、所执行的任务和属性

类型，可将一部分或全部对象设置成可编辑的，或全部设置成不可编辑的。 

(R) 在网络提供应用中必须能通过使用鼠标以图形方式对任何对象（节点或链路）进行创建或删除、

编辑或移动。  

(R) 在对象上单击鼠标主键总是选中所给的对象。 

(R) 通过使用某种特定的交互操作或通过单击鼠标主键并键入一个修饰符可以实现多重选择。 

(O) 由于双击与细化动作相关，对象编辑应该通过全局编辑模式（相对于只能查看的模式）或通过弹

出菜单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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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没无意展示任何特定的平台或工具包) 

图7/Z.371 — 逻辑网络视图说明 

7.6.5 视图行为 

逻辑视图是通用的部件，表明目前认为什么是标准行为。 

7.7 设备视图 

用来描述设备的视图是特殊类型的图形视图。它们有下列属性： 

• 显示基于矢量的或基于图像的背景的能力； 

• 显示设备卡、机架和设备架的能力； 

• 借助于滚动条或箭头键翻屏的能力。 

设备视图对电信业很重要。它们用一个非常普通的方法，通过显示实际硬件设备的二维或三维图像，

提供了监视、配置或管理电信设备的能力。依据应用类型，设备视图的详细程度有所不同，从整个设备架

到机架和插卡，到端口和指示灯（LED）层次。这类视图要求我们定义适合电信业的新型图形对象，这些

对象在前面的视图类型中没有提到（见第 8 节中设备架、机架和电路组件的图形表示）。 

 

7.7.1 被管对象的图形表示 

(R) 设备视图必须支持不同格式的背景图像，例如位图或基于矢量的图像，来表示设备自身或是设备

架。在设备视图中，被管对象用矩形或图标表示，这些矩形或图标在背景图像中的位置是根据设备硬件的

实际位置而定的。 

(R) 如果设备图显示了指示灯（LED），则必须指示正确的状态。 

(R) 必须显示插卡的正确位置和数量。 



 

ITU-T Z.371 建议书(04/2005)      15 

(R) 在设备视图中，对象的属性以图像方式用颜色、图案或修饰图标表示。 

(R) 在显示状态信息时，必须精确并且反映当前实际对象的状态。 

(O) 图形不一定是照片，但是应让用户容易辨认实际被管对象的外观和位置。事实上，一定程度的抽

象比照片更可取。这与尽量减少不必要或不相关信息的用户界面原则有关。 

7.7.2 对象浏览 

(R) 用设备视图表示的对象的浏览可以使用滚动条完成。 

(R) 当表示大量的对象时，必须可以细化，以便集中关注对象的一个子集。 

(R) 如果关注的是一个或一些特定的插卡，其指示灯（LED）必须是可见的并且代表该插卡当时的状

态。 

(O) 应提供全景，以便用户在头脑中形成一幅设备全图。 

(O) 对象按层次组织到一起时（设备架包含机架，机架包含插卡，插卡包含端口和指示灯（LED）），

树形视图可与设备视图一并使用，让用户了解设备的结构。 

(O) 另外也可以根据对象的内容级别或缩放级别来隐藏或显示其中的一些对象。例如，当显示整个设

备架的时候，隐藏指示灯（LED）是非常有用的。 

7.7.3 对象排列 
设备视图表示的对象是以类似于设备硬件的实际位置的布局来安排的。图形不一定是照片，但是必须

能让用户辨认出被管对象的外观、控制部件和位置。  

(O) 可以根据对象属性的模式对设备视图进行筛选。 

(O) 筛选的模式可由用户通过一个文本框确定、预先确定或通过某种方式选定，例如通过下拉菜单。

筛选可以是明确的，通过使用对象类型、告警的严重性或属性限值等筛选模式进行，也可以是不明确的，

通过使用与缩放级别相关的可见度限值进行。 

(O) 根据缩放级别进行对象的筛选是非常有用的，可避免大量对象充斥视图。 

7.7.4 对象编辑 

设备视图可以只用于查看，或也可以用来编辑对象。根据用户的作用、所执行的任务和属性类型，可

将一部分或全部对象设置成可编辑的，或全部设置成不可编辑的。 

(R) 在对象上单击鼠标主键总是选中所给的对象。 

(R) 通过使用某种特定的交互操作或通过单击鼠标主键并键入一个修饰符可以实现多重选择。 

(O) 在库存应用中应该可以通过使用鼠标以图形方式对任何对象（设备架、机架、卡、端口）进行创

建或删除、编辑、移动或重置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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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无意展示任何特定的平台或工具包) 

图8/Z.371 — 设备视图说明 

8 电信显示对象 

由网络管理系统监视的实际对象通常显示在网络运营商的工作站上以便进行管理操作。第 7 节中描述

的视图类型足以描述网络管理中遇到的几乎所有类型的情况。建立前三种显示视图（窗体、表以及图表）

所必需的对象是通用项目，已经成为市场上可用的不同的图形用户界面（GUI）平台上普遍提供的事实标

准。下述各节列出了必须以图形方式表示的对象和属性，用来在电信领域内创建有效能和有效率的人机界

面。本建议书的目的就是阐述用图形表示这些对象的要求，用于向用户显示稳定和规范的电信网络对象。 

以下是被描述的图形对象： 

• 容器(containers)：例如区域、位置、网络、客户…… 

• 网络节点(network node)：例如交换机、插入分离复用器、交叉连接节点、路由器； 

• 链路(links) ：例如物理链路（光纤、电气……），逻辑链路（光连接、永久虚连接、共享虚连接……）； 

• 支路(trails)； 

• 设备(equipment)： 

• 跨页连接符(off-page connectors)。 

下述各节所做的说明无意推荐或建议任何特定的工具包或技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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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及的管理、操作和使用状态的属性是基于 ISO/IEC 10164-2 规定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状态模

型。 

8.1 容器 

8.1.1 对象描述 
容器是一个表示若干其他对象的图形对象。容器用于降低屏幕杂乱，以及依据工作责任、地理、技术

或其他管理上的原因组织网络的区域。 

 
(本图无意展示任何特定的平台或工具包) 

图9/Z.371 — 东西两个容器的说明 

8.1.2 图形对象属性 

(R) 容器标识符：表明容器名称的文字。 

(R) 告警采集：包括所含对象的告警传播。 

(R) 可视化显示：一个图形，可由用户双击鼠标以打开容器。 

(O) 信息盒：提供附加信息的文字。 

(O) 容器图形：一个图形符号，表明该对象是容器并且可以打开。 

8.1.3 通用容器行为 

(R) 容器可以通过双击鼠标主键打开。 

(R) 容器可以关闭。 

(R) 容器支持这个容器内的一个或几个被管对象传播出来的最严重告警或指示。 

(O) 容器可以搬移、重置形状以及尺寸。 

(O) 图形对象，包括其他的容器，可以加入到一个容器内。 

(O) 图形对象，包括其他的容器，可以从一个容器内删除。 

(O) 容器可以支持该容器的一个或几个被管对象传播出来的次要状态信息或摘要信息。 

(O) 容器可以附带信息盒。 

(O) 容器可以支持菜单，菜单可以通过单击鼠标次键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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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网络节点 

8.2.1 对象描述 
网络节点是表示某个网络设备或某一网络元素的图形对象。节点的例子包括智能的或非智能的设备、

交换机、传输插入分离复用器、路由器、应用服务器以及中继器。 
 

 
(本图无意展示任何特定的平台或工具包) 

图10/Z.371 — 被管元素说明 

8.2.2 图形对象属性 

(R) 节点标识符：表明网络节点的标识的文字。 

(R) 节点类型：一个图形符号，向用户表明它所表示的网络元素类型。几个主要设备类别的符号形状

由 ANSI T1.232 提供。 

(R) 可视化显示。 

(R) 告警采集。 

(O) 管理、操作和使用状态。 

(O) 信息盒（工具条或对话框）。 

8.2.3 通用对象行为 

(O) 如果网络节点也是容器，则可以通过双击鼠标主键打开。 

(O) 网络节点在地图上可以移动。 

(O) 网络节点可以具有与之相关的菜单，通过单击鼠标次键即可使用。 

(O) 可以通过单击鼠标主键表明网络节点被选中。 

(R) 网络节点支持告警指示，并且如果被管元素是一个容器的话，告警指示将会从其子类别对象中传

播出来。 

(O) 如果被管元素是一个容器的话，网络节点可以支持从被管元素的子类中传播出来的次要状态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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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链路 

8.3.1 对象描述 
链路是一个定义了两个节点之间拓扑关系，包括有可用的传输能力的实体。多链路可存在于一对节点

之间或一对子网之间。一个子网包括多链路和多个节点。 

注 — 一个链路可以和 ITU-T M.3300 建议书中的管道对象类别一样。 

 
(本图无意展示任何特定的平台或工具包) 

图11/Z.371 — 链路说明 

8.3.2 图形对象属性 

(R) 链路标识符：表明链路的标识的文字。 

(R) 状态。 

(O) 链接类型：表明传送媒介的符号。 

(O) 管理、操作和使用状态。 

(O) 方向。 

(O) 冗余状态或保护能力。 

(O) 告警采集。 

(O) 信息框(工具条或对话框)。 

8.3.3 通用对象行为 
(R) 如果网络节点可以移动，当节点移动后终端的链路会保持与那些节点连接。 

(O) 链路可通过单击鼠标主键选中。 

(O) 如果链路也是一个容器，则可通过双击鼠标主键选中。 

(O) 链路可支持对象菜单，通过单击鼠标次键激活。 

(O) 链路可支持告警。 

(O) 链路可支持次要状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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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支路 

8.4.1 对象描述 
支路是一个转发信息的实体，该信息由客户层网络在服务层网络的入口之间提供。被传送的信息在终

端端点监控。 

 
(本图无意展示任何特定的平台或工具包) 

图12/Z.371 — 支路说明 

8.4.2 图形对象属性 
(R) 支路标识符：表明支路的标识的文字。 

(R) 状态。 

(R) 终端端点。 

(O) 客户名称。 

(O) 层/容量。 

(O) 方向。 

(O) 优先权。 

(O) 信道。 

(O) 利用。 

(O) 告警采集。 

(O) 管理、操作和使用状态。 

8.4.3 通用对象行为 
(R) 支路可被添加、删除或修改。 

(R) 支路可被查看。 

(R) 支路端点要显示。 

(O) 支路支持对象菜单。 

(O) 支路可支持告警。 

(O) 支路可支持次要状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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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设备 

8.5.1 类描述 
设备是被管元素的一个例子。这个类别和被管元素共享一样的图形属性。设备一般包括电路组件、机

架和设备架等硬件。 

注意，一个电路组件、机架或设备架的视图必须是精确的，将对象的数量、条件、状态等表述得跟实

际情况一样。 

8.6 电路组件 

8.6.1 对象描述 

电路组件在网络中是一个被管元素，并且如果这个组件有多个端口，就可能是一个容器。组件的例子

包括端口、线路卡、存储模块和处理器卡。 

 
(本图无意展示任何特定的平台或工具包) 

图 13/Z.371 — 电路包说明 

8.6.2 图形对象属性 
(R) 组件标识符：表明组件的标识的文字。 

(R) 告警采集。 

(R) 可视化显示。 

(O) 管理、操作和使用状态。 

(O) 信息盒。 

8.6.3 通用对象行为 
(R) 电路组件对象反映真实对象的状态和地位，例如组件上任何一个告警指示灯（LED）的状态。 

(R) 电路组件可支持从其持有的被管元素或从自身传播出来的告警指示。 

(O) 电路组件可附上信息盒。注意，这表明要显示一个机架图形；见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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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机架 

8.7.1 对象描述 
机架是一种容器。它包含电路组件和其他如电源或风扇等可能的模块。 

 

(本图无意展示任何特定的平台或工具包) 

图14/Z.371 — 机架说明 

8.7.2 图形对象属性 

(R) 机架标识符：表明机架的标识的文字。 

(R) 告警采集。 

(R) 可视化显示。 

(O) 信息盒。 

8.7.3 通用对象行为 

(R) 机架可通过双击鼠标主键打开。 

(R) 机架可以关闭。 

(O) 机架对象可支持告警采集。 

8.8 设备架 

8.8.1 对象描述 
设备架是一种容器。它包含机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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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无意展示任何特定的平台或工具包) 

图15/Z.371 设备架说明 

8.8.2 图形对象属性 
(R) 设备架标识符：表明设备架的标识的文字。 

(R) 告警采集。 

(R) 可视化显示。 

(O) 信息盒。 

8.8.3 通用对象行为 

(R) 设备架可通过双击鼠标主键打开。 

(R) 设备架可以关闭。 

(O) 设备架对象可支持告警采集。 

8.9 跨页连接符 

8.9.1 对象描述 
跨页连接符允许用户在那些显示在不同窗口中的被管元素之间进行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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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无意展示任何特定的平台或工具包) 

图16/Z.371 硬件外的操作软件的说明 

8.9.2 图形对象属性 
(R) 跨页连接符必须指定目的元素。 

(R) 转变为新元素视图后，登录点必须加亮。 

8.9.3 通用对象行为 

(R) 双击鼠标主键会打开一个包含跨页连接符的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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