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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电信联盟（ITU）是联合国在电信领域内的专门机构。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部门（ITU-

T）是ITU的常设机构，负责研究技术、运营和资费问题，并为实现全世界电信标准化就上述问题发布

建议书。 

每四年召开一次的世界电信标准化大会（WTSA）确定ITU-T各研究组的研究课题，然后由各研究

组制定有关这些课题的建议书。 

ITU-T建议书的批准按照WTSA第1号决议拟定的程序进行。 

在ITU-T研究范围内的某些信息技术领域中使用的必要标准是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

工委员会（IEC）共同编写的。 

 

 

 

注 

在本建议书中，“主管部门”一词是电信主管部门和经认可的运营机构的简称。 

本建议书为自愿遵守，但建议书可能包含某些特定的强制性条款（以确保互操作性或适用性），

只有满足所有此类强制性条款时，才可实现对建议书的遵守。“应”或一些其他有义务含义的语言

（如“必须”）及其否定形式被用于表达特定要求。使用此类词汇不表示要求各方均遵守本建议书。 

 

 

 

知识产权 

国际电联提请注意：本建议书的应用或实施可能需要使用已申明的知识产权。国际电联对有关已

申明的知识产权的证据、有效性或适用性不表示意见，无论其是由国际电联成员还是由建议书制定过

程之外的其他机构提出的。 

到本建议书批准之日为止，国际电联尚未收到实施本建议书时可能需要的受专利保护的知识产权

方面的通知。但是，本建议书实施者要注意，这可能不代表最新信息，因此最好查询TSB专利数据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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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T Q系列建议书增补 52 

超 IMT-2000 系统 NNI 的移动性管理要求 

1 范围 

本增补确定了超IMT-2000系统（SBI2K）网络到网络接口（NNI）的移动性管理（MM）要求，并分

析了基于这些要求的可能的候选MM协议。 

开发通用的系列MM要求，需满足下列准则： 

• 必须能够与新兴的基于IP的网络相兼容；并且 

• 必须符合ITU关于愿景、协调性以及固网和移动网融合的相关研究。 

通用系列MM要求，可带着以下目的，用于分析各种候选MM协议： 

• 支持全球漫游和高级服务；并且 

• 尽可能地扩大影响，利用现有的IETF规范，与标准制定组织（SDO）、3GPP、3GPP2、IEEE
及其他相关组织合作。 

为了实现SBI2K在MM领域的愿景，应紧跟上述各组织中的专家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工作，确保能够通

过一个平滑演进的过程，满足远期的MM要求。 

2 定义 

本增补规定下列术语： 

2.1  移动性：用户在移动过程中接入签约服务的能力，以及网络对用户的终端进行识别和定位的能力。 

2.2  切换：在已建立媒体流连接时，移动用户/终端/网络改变位置的能力。 

2.3  归属网络：移动用户通常连接的网络，业务提供者通过该网络与移动用户相连接，并且管理相应的用

户签约信息。 

2.4  拜访网络：向移动用户提供业务的归属网络之外的网络。 

2.5  移动性管理：用于管理移动用户接入其归属网络之外的当地网络的功能集。这些功能包括为鉴权、授

权、位置更新和用户信息的下载等需要而与归属网络进行的通信。 

2.6  网络移动性：一种网络能力，即一系列固定或移动网络的节点彼此相连，并在自身移动的过程中，作

为一个单元整体改变其到相应网络的附着点。 

2.7  漫游：移动用户从拜访网络获得连通性的能力。漫游时，用户能够在运动过程中改变网络接入点，但

是，他的当前业务会话是在原有的位置上完全结束，并在新的位置上开始一个新的会话，也就是说，并不

存在切换过程。 



 

2 Q系列 - 增补52 (12/2004)   

2.8  无缝切换：对于实时业务，由于切换引起的响应时延和数据丢失在用户可接受范围之内（例如，

低于某一限度）的切换过程。 

2.9  无缝服务：无缝服务是在保持移动性的过程中，使用户不会有任何服务中断的感觉。 

2.10  终端移动性：这个移动性是指相同的终端设备可以移动或在不同的位置使用。终端移动性，即是

指终端在不同的位置且在移动过程中接入通信服务的能力，以及网络对该终端进行识别和定位的能

力。 

3 缩写词 

本增补采用下列缩写： 

3GPP 第三代合作伙伴项目 

3GPP2 第三代合作伙伴项目2 

AAA 鉴权，授权和计费 

ACK 确认 

AE 应用实体 

AGW 接入网关 

AN 接入网 

ANG 接入网网关 

ANP 锚点 

ANSI 美国国家标准协会 

AR 接入路由器 

ASE 应用服务实体 

BAR BRAIN接入路由器 

BCMP BRAIN候选移动性协议 

BR 边界路由器 

BS 基站 

CCoA 配置转交地址 

CH 对端通信主机 

CIP 蜂窝IP 

CN 核心网络 

CoA 转交地址 

DB 数据库 

DHCP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EIR 设备标识寄存器 

FA 外地代理 

FM 家族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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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IP MIP快速切换 

GERAN GSM/EDGE无线接入网 

GFA 网关FA 

GGSN GPRS网关支持节点 

GPRS 通用无线分组业务 

GSM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 

GTP GPRS隧道协议 

HA 归属代理 

HLR 归属位置寄存器 

HMIP 分级MIP 

HoA 归属地址 

HSS 归属用户子系统 

IETF 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INIT 初始化 

IMS IP多媒体子系统 

IMT 国际移动通信 

I2K 国际移动通信-2000 

IOS 互操作规范 

IP 互联网协议 

LMA 本地移动代理 

MAP 移动应用部分 

MAP 移动锚点 

MIP 移动IP 

MIPv4 移动IPv4 

MIPv6 移动IPv6 

MM 移动性管理 

MMD 多媒体域 

MMP 移动性管理协议 

MMR 移动性管理要求 

MN 移动节点 

MS 移动台 

MSC 移动交换中心 

mSCTP 移动流控制传输协议 

MT 移动终端 

MT 移动终接 

NNI 网络到网络接口 

PC 寻呼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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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策略决策功能 

PDN 分组数据网 

PDS 分组数据子系统 

PDSN 分组数据服务节点 

PDP 分组数据协议，例如IP 

PLMN 公用陆地移动网 

PMM 分组移动性管理 

PS 分组业务 

QoS 服务质量 

RAN 无线接入网 

RC 路由缓存 

RFC 请求注解 

SBI2K 超IMT-2000系统 

SCCP 信令连接控制部分 

SCTP 流控制传输协议 

SDO 标准制定组织 

SGSN 服务GPRS支持节点 

SMS 短消息业务 

SIP 会话初始协议 

SS7 七号信令系统 

TCAP 事务处理能力应用部分 

TCP 传输控制协议 

UA 用户代理 

UAC 用户代理客户机 

UAS 用户代理服务器 

UDP 用户数据报协议 

UMTS 通用移动通信系统 

URI 统一资源标识符 

UTRAN 通用地面无线接入网 

VLR 拜访位置寄存器 

WLAN 无线局域网 

xDSL x数字用户线路 

4 引言 

超IMT-2000系统（SBI2K）的理论基础就是将固定和无线网络相融合，并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互操作性

和协调性的网络体系。这种网络趋势已逐渐变为一种产业需求，其目标之一就是要通过不同的接入方式，

灵活地为用户提供各种业务。因此，本文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在SBI2K系统中，为了支持全球用户的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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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并为其提供各种业务，新的移动性管理协议或者对现有移动性管理协议的增强，都需要些什么？” 

针对这个内容，本文在ITU-T建议书Q.1702和Q.1703以及ITU-R M.1645号建议书的基础上，确定了

SBI2K的网络到网络接口移动性管理要求，并依据所确定的要求，对相关的众多移动性管理协议进行了评

价和分析，以定义可能的移动性管理协议（MMP）解决方案的范围。 

移动用户具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通信的能力，是移动系统固有特性的一个关键。利用无线接入

使用户基于无线电频率进行通信，以及利用移动性管理协议及时跟踪移动用户的位置信息，使得这个能力

的实现变得容易。 

多年来，久经考验的MM技术在移动系统中得到了不断的应用和发展，有效地管理了移动用户的注

册、鉴权和移动。但是，这些技术对于不同的系统配置都有其应用的特殊性，并管理着可协同操作的相似

移动系统（如IMT-2000家族成员）中的用户移动。因此，鉴于以下几个因素，使得无缝服务的提供和跨越

不同系统的移动性的实现还存在一定问题： 

• 所用无线接入技术的差异； 

• 可用服务的差异以及这些服务的不可移动性； 

• MM技术应用的差异；以及 

• 欠缺适当的互操作机制，以解决不同移动系统间的以上各差异问题。 

随着移动用户数量的急剧增长和各系统（即各IMT-2000的家族成员，无线局域网（WLAN），蓝牙）

的不断发展应用，为用户提供无缝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强，并且对跨越不同系统的新型互操作MM提出了新

的要求和挑战。 

此外，如ITU-T建议书Q.1702和ITU-R M.1645号建议书中所述，未来移动网络的核心网是基于IP的。

在这些建议中，被命名为SBI2K的未来移动系统的远景，是从网络和无线两方面分别阐述的。因此，未来

会朝着移动与互联网相融合的方向发展，而为了实现这种融合，就需要新的互操作MM技术。 

ITU-T建议书Q.1702中提到：“综合各种接入网（例如蜂窝、无线局域网、无线个人区域网、卫星系

统以及互联网）已成为一种明确的发展趋势。基于这种趋势，SBI2K构想的网络环境将基于分组网络而组

成，以提供更多的融合业务。” 

新的SBI2K移动性管理解决方案，应该考虑到未来网络发展的长远趋势、基础网络平滑演进的需求和

与现有网络的后向兼容问题，特别还要考虑到那些接下来将要制定的IMT-2000家族的标准。 

适用于MM的长远趋势（如ITU-T建议书Q.1702中所述），可以总结为以下几方面内容： 

• 核心网完全基于互联网协议（IP）； 

• 大量的用户需要无缝服务； 

• MM要能够更多地支持车辆等高速运动目标中所需要的服务：它需要支持庞大的IP多媒体流量

需求和各种通信方式的应用，包括人对人通信、机对机通信、机对人通信和人对机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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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缝服务的概念将被延伸，不仅局限于同类网络范围内的切换和漫游服务，也会提供跨越不同

网络的无缝服务； 

• 支持移动网络（例如，在飞机、火车或轮船上）；并且 

• 控制和承载功能分离。 

所建议的体系结构必须支持用户跨越不同接入网的多种移动性模式，包括全球漫游和游牧/无缝移

动性。 

举例说，一个用户附属于某固定接入网（例如，x数字用户线路（xDSL）），并由该接入系统所提供

的适当的机制进行鉴权。他发起一个多媒体会话，随后在该会话过程中，该用户运动到某一蜂窝系统（例

如，通用移动通信系统（UMTS）、cdma2000），即接受该特殊接入安全机制的鉴权。他也可以重新发起

一个多媒体会话，该接入网将依据事先协商的已知的用户数据，处理这个会话。在上述无缝方式工作的过

程中，出现了以下几个问题： 

• 同一用户，需要处理和接入技术一样多的鉴权机制，例如，不同注册名和密码所代表的多个

身份； 

• 为了跟踪用户的移动，固定接入网不得不保持用户会话的激活状态，由此带来了资源的巨大浪

费；并且 

• 由于不同域的用户数据可能不同，所跨越的系统也不同，因而所提供的跨越不同系统的无缝移

动性管理和服务可能并不适用，或该管理和服务不能充分的被提供。 

新的移动性管理功能，可以跨越不同网络进行互操作，它能够有效解决认证、鉴权和处理当以无缝方

式跨网络接入同级别服务时出现的接入技术差异等问题。 

本文阐述了SBI2K的系列移动性管理协议要求。为此，在第5节中，提出了对SBI2K移动性管理通用特

征和问题的考虑。在第6节，确定了移动性管理协议的要求和特征。第7节分析评价了SBI2K的系列侯选移

动性管理协议。在第8节，针对第6节中所确定的MMP要求，对各侯选MMP进行了分析和比较。 

5 对SBI2K移动性管理的考虑 

本节阐述了移动性管理的通用特征和相关的考虑，以促进对超IMT-2000系统的移动性管理要求和协议

的确定。 

5.1 构想的SBI2K网络环境 

在ITU-R M.1645号建议书中，ITU-R对SBI2K进行了展望，构想了如图5.1所示的SBI2K体系。在这个

体系中，一个运营商可以拥有一个核心网，以及一个或多个包括有线和无线在内的接入网，并且能够为用

户提供跨越这些不同接入网的无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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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UP52-F5.1 

图5.1：图4/ITU-R M.1465 建议书：超IMT-2000系统（SBI2K）的未来网络 
包括各种可能互通的接入系统 

5.2 SBI2K网络的互通 

构想整个SBI2K的网络体系，有助于确定SBI2K的移动性管理要求。从移动性管理的角度来看，

SBI2K的全网络的互通架构如图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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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SUP52-F5.2 

图5.2 SBI2K网络的互通情形 

图中，网络由核心网和一个或多个接入网组成，各接入网通过核心网进行互通。 

• 核心网（CN） 

核心网是SBI2K系统相关部分的一个体系术语，它是独立于终端连接技术的。 

• 接入网（AN） 

接入网是介于用户与CN之间的一个或一系列实体，它利用特定的接入技术使用户连接到核心

网，例如蜂窝（cdma2000，WCDMA）、WLAN、xDSL等接入技术。 

5.3 移动性支持级别 

要支持的移动性一般可分为“游牧”移动性和“无缝”移动性两种级别。 

• 无缝移动性 

在用户移动的过程中，用户能够改变他的网络接入点，而不中断当前的业务会话，也就是说，

所支持的切换具备实时或不易察觉的性能。在恶劣的环境下，这种切换仍有可能造成业务会话

的暂时中断，但会尽可能缩短会话中断的持续时间。因此，相对于其他的移动性（例如游牧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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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下面对其进行了定义）来说，支持无缝移动性将需要更高级和更经得起考验的MM方

案。当移动终端运动进入一新的接入网区域，并且改变他的服务网络接入点时，要实现无缝移

动性，就要通过极小化切换时由于响应和数据丢失而出现的会话中断时间，以保持无缝会话的

连续性。 

• 游牧移动性 

游牧移动性支持业务的连续性，但是跨越不同网络时会话的连续性会受到限制。当用户从一个

网络移动到另一个网络时，它会提供存在一定限制级别的切换，这种切换足以满足非实时业务

（例如，电子邮件业务）的需求，但是对于实时业务还远远不够。游牧移动性还包括漫游这种

存在一定局限的移动性概念。 

5.4 基本的移动性管理功能 

SBI2K的移动性管理可通过在相关联的功能上增加基本的移动性相关功能来实现。这些基本的功能直

接参与移动用户和终端的移动性管理，而相关联的功能则用于支持MM，或用于交换相关的信息，以达到

全面控制和管理的目的。 

基本的移动性管理功能包括位置管理和切换管理。 

• 位置管理 

位置管理用于识别移动终端（MT）的当前网络位置，并在它移动时跟踪其位置变化。位置管

理可用于控制终止于MT的呼叫和会话。当MT建立一个会话时，需要将位置信息提供给呼叫或

会话管理器，在位置管理的协助下，通信节点能够对MT进行定位，并经适当的信令建立一个

会话。 

• 切换管理 

切换管理用于在一个会话中，当MT移动进入不同的网络区域并且改变它们的网络接入点时，

为MT提供会话的连续性。无缝切换的主要目的就是使切换过程中由于数据丢失和延时所引起

的业务中断最小化。大多数MM协议中，切换管理都与适当的位置管理方案一起执行。按照切

换区域，切换可以分为“AN内切换”和“不同AN或CN的网间切换”两种类型。“AN内切

换”是指SBI2K系统中，MT在同一接入网内跨域移动；“不同AN或CN的网间切换”是指在会

话进行的过程中，MT改变了与之相连的接入系统。 

5.5 移动性管理的分类 

如5.3节中所述，支持的移动性管理可分为游牧移动性和无缝移动性两种级别。通常，一个会话在激活

状态下，如果移动终端移动改变了其接入链路技术或网络运营商时，无缝移动性是不易实现的。因此，对

于不同的MM类型，以及不同的相关AN类型和CN运营商，MM要求显然也会有所不同。 

5.5.1  移动性管理 (MM) 类型 

鉴于切换区域的不同，SBI2K的移动性管理问题可分为网内MM和网间MM两种。网内MM可进一步分

为接入网内MM和接入网间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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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对于网内MM和网间MM的详细描述： 

• 网内MM 

网内MM用于解决同一网络内部的MM问题，可分为AN内MM和AN间MM。 

-    AN内MM 

“AN内”MM用于解决同一接入网内部的MM问题。例如，图5.2中的标注“3”，连接核心网CN1的接

入网AN1中的MM，即属于AN内MM。 

-    AN间MM 

“AN间”MM用于解决同一核心网内不同接入网间的MM问题。AN间MM可进一步分为以下两种子类

型： 

（1）同类AN间的MM（如，图5.2中的标注2a，即为核心网CN1内的两接入网AN1间的MM） 

（2）不同类AN间的MM（如，图5.2中的标注2b，即为核心网CN1内的不同接入网AN1和AN3间的MM） 

• 网间MM（网络到网络（NNI）MM） 

网间MM用于解决网络之间的MM问题。网间MM总是伴随着两接入网间的MM问题，即AN间MM问

题。除此之外，网间MM还必须处理MT进行跨越不同核心网（即网络到网络接口（NNI））的切换时所出

现的MM问题，如用户认证，以及服务等级协议（SLA）的协商。图5.2中标注1所示的，核心网CN1和CN3
间的MM，即为网间MM。 

5.5.2 从IMT-2000（I2K）FM的角度提出对MM应用的考虑 

以各I2K家族成员的观点来看，上面所分的各MM类型可以应用于以下特定问题的解决： 

• 家族成员NNI内的MM 

这类MM属于AN内MM，并且部分已得到了列入各自I2K家族成员的相应SDO组织的定义。 

• 家族成员NNI间的MM 

这类MM可列入网间MM的范畴。在不同I2K家族成员的NNI上，例如家族成员FM1和FM2之间，原则

上有三种选择： 

（1）使用为FM1中内部NNI指定的NNI MMP，但需要FM2侧的适当互通。 

（2）使用为FM2中内部NNI指定的NNI MMP，但需要FM1侧的适当互通。 

（3）引入一个新的全球性NNI MMP，它不同于FM1和FM2的协议，并且在NNI两侧均需要进行互通。

这个在两个不同IMT-2000家族成员间NNI上使用的协议，可通过家族成员项目间的直接合作或通

过第三方来进行标准化。 

• 与非IMT-2000核心网间NNI上的MM 

网间MM也可应用于该类MM。它可以与IMT-2000核心网（家族内部成员和家族成员间）间使用的

MMP相同，或者说是该类MMP的一个发展；也可以是一专用MMP，例如，为固定和移动的融合

（如，固定网与公用陆地移动网（PLMN）的核心网之间的NNI）所专用；也可以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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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待标准化的不同NNI MMP的数量并不比必要的MMP高，那么这项工作还是很值得去做的。

通过到基于IP网络的转换，各NNI协议的协调性会有所提高。 

如上所述，依据NNI的种类不同，MMP要求出现多样性也是我们所期望的。特别要说明的是，家族

成员NNI内的和家族成员NNI间的MM要求可能是不同的。对于I2K家族成员内的MM，由于它是一

个I2K家族成员标准的一部分，因而该MM要求的提供就会相对容易。而I2K家族成员间的MM，主

要应用于不同家族成员中的不同协议，因而相应的MM要求的定义就会相对宽松。对于非I2K网络的

NNI，MM要求将会更难确定。 

5.6 对3GPP和3GPP2关于网间MM支持的工作的考虑 

从3G增强的观点来看，如参考文献[24]中所述，在发展的初中期阶段，应该考虑以下几点： 

• 3GPP和3GPP2间相协调的CN 

这种协调性的目的，就是要跨越不同的接入机制连接到一个与接入无关的协调的核心网络，以

支持相同的用户业务体验。3GPP和3GPP2采用了一个独立的IP多媒体子系统（IMS）参考模

型，并用统一的术语来描述它们共同的IMS功能实体。 

3GPP和3GPP2一直致力于确保3GPP IMS终端和3GPP2多媒体域（MMD）终端之间进行互操作

的工作，以使3GPP IMS终端能够与3GPP2 MMD终端建立会话，反之亦然；以及应用层IMS系
统间漫游（假设终端支持拜访网络的接入网络和IP传输技术，3GPP IMS终端应该能够漫游到

3GPP2网络中，反之亦然）。 

• 3GPP/3GPP2的移动网络与其他网络间的互通 

跨系统服务和应用的相似之处，就是能够使用户受益，同时它也推动了当前网络融合的发展趋

势。未来，运营商可以应用一个能够合并蜂窝、WLAN、数字广播、卫星和其他接入系统的混

合技术。它将需要实现这些系统间的无缝交互作用，利用终端的特殊能力、终端位置和用户数

据，使用户能够经各种传输机制接收各种内容的服务。 

不同的无线接入系统将通过能够相互通信的各个CN相连。这样，一个单独的用户就能够通过各

种不同的接入系统，连接到他所想要的网络和服务。 

6 SBI2K的移动性管理协议要求 

本节阐述了SBI2K移动性管理的系列协议要求，并基于这些确定的要求，对各SBI2K的候选MM协议

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 独立于网络接入技术； 

• 与新兴的基于IP的核心网相协调； 

• 控制与承载功能分离； 

• 提供位置管理功能； 

• 提供用户/终端认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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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现有AAA和安全方案的互通； 

• 提供上下文转换机制； 

• 与不同级别的MM协议有效互通； 

• 位置保密； 

• 支持“移动网络”； 

• 支持与位置管理一起的寻呼功能； 

• 同时支持IPv4和IPv6；以及 

• 为无缝服务提供切换管理功能。 

6.1 独立于网络接入技术 

如图5.1所示，理想的SBI2K是由基于IP的核心网，以及使用不同接入技术的各种接入网组成的。在这

个体系下，MM应能提供属于相同或不同运营商的、同类或不同类接入网间的移动性。因此，需要MM能

够独立于底层的接入网技术，如2/3G蜂窝、WLAN等。 

6.2 与基于IP的核心网相协调 

构想的未来SBI2K融合核心网络是基于IP的。因此，为了能在这个未来的CN中有效完全的发挥作用，

SBI2K的MM协议也应是基于IP的，或至少能够与IP技术保持良好的协调性。为了SBI2K的MM协议计划，

还建议可通过与外部论坛和各SDO组织的合作，尽可能广泛地利用现有的MM技术。 

6.3 控制与承载功能分离 

为了有效的移动性管理和其可扩展性，承载层面应与控制层面相分离。这种控制与承载层面的分离为

系统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便于新技术和新业务的引入。为了实现这种分离，有必要在控制层面功能和承

载层面功能之间提供开放的接口。 

6.4 提供位置管理功能 

为了提供用户/终端的移动性，要通过一个或多个位置管理功能，完成对用户/终端移动位置的跟踪。

为与构想的全IP结构相协调，位置管理也应基于某专用IP的方式来实现，如移动IP归属代理，会话初始协

议(SIP)注册服务器。 

6.5  提供用户/终端认证机制 

为了实现移动性管理，SBI2K的MM协议必须能够指出如何认证网络或系统中的用户/终端。这种认证

功能将首先用于移动性管理过程，然后用于用户/终端的鉴权，授权和计费。 

6.6 与现有AAA和安全方案的互通 

SBI2K的MM协议必须能够指出如何对用户/终端进行鉴权，授权和计费，并且对于使用标准的AAA和

安全机制的服务是安全的。 

AAA功能的执行结果，即是对用户提出的服务请求进行响应或不响应的判断。接下来，依据用户和其

请求服务所满足的特殊服务质量（QoS）等级和安全要求，向移动/游牧用户提供相应的接入网配置。这些

机制均基于用户的签约数据和各接入网的技术限制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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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用户都有自己的专用终端，有时终端是由很多用户所共用（例如，公用电话），也有时某用户可

能由于一些足够正当的理由，需要向其他用户借用一个该用户所专用的终端，而这个用户也由于该正当理

由（例如，在终端电池没电时需要一个紧急呼叫）愿意借给他使用。在这些或其他类似的情况下，有必要

考虑采用将用户和终端识别相分离的机制，也就是说，将用户识别与终端识别相区分，实现一个用户和一

个特定终端的非永久性绑定。依据具体情况的不同，这个过程可能是短时间的，也可能持续一段较长的时

间。用户可能拥有多个终端，并且希望能够根据需要轮换使用。而当上面的情况均具有移动性时，将地理

信息与用户识别和终端识别相分离也是很重要的。又由于考虑到能与现有的命名、编码、寻址和路由机制

实现互操作的必要性，因而处理所有这些内容的机制都需要经过认真的研究。 

6.7 提供上下文转换机制 

当一个MT跨越不同的网络运动时，当前会话的上下文信息，例如QOS等级、安全措施、AAA机制、

所使用的压缩类型等，会对会话向新的接入网络进行切换有所帮助（例如，减少处理会话转入新服务实体

过程中的响应时延）。上下文转换机制正是用于减少服务器中以上内容的处理数量的，这些服务器以独自

或联合的方式工作，用于支持QoS、安全、AAA等。 

6.8 不同级别的MM协议之间的有效互通 

对于完全的无缝移动性，网间MM必须能够与接入网内，以及接入网间的MM协议进行有效互通。 

6.9  位置保密 

特殊用户的位置信息，应能够对不信任的实体保密。这就需要能够在移动终端和位置管理功能之间做

到相互鉴权，安全联合，以及其他的IP安全要求。 

6.10 支持“移动网络” 

构想的SBI2K不仅包括移动终端，还包括移动网络。典型的移动网络平台，包括汽车、火车、轮船、

飞机等等。SBI2K的MM协议需要有效地支持这些种类的移动网络。 

6.11 支持与位置管理一起的寻呼功能 

在大型网络内，基本上都要具备寻呼能力，因为它不仅能够减少网络信令，而且还节省移动终端的电

能，这将改善SBI2K的可扩展性。值得注意的是，寻呼功能需要与位置管理同时提供。 

6.12 支持IPv4和IPv6 

MM协议不仅要支持IPv4，也必须支持IP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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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为无缝服务提供切换管理功能 

为了保持运动时会话的连续性，MM应支持切换管理。而对于某些应用，切换管理并不能满足业务对

由于改变接入技术或运营商而引起的响应时延的要求。但是，仍强烈建议SBI2K的MM能够向跨不同接入

网和网络运营商运动的移动用户提供尽可能平滑的切换功能。为了能够与上下文转换机制协调操作，也需

要切换管理功能。 

7 现有的移动性管理协议 

本节分析评价了部分现有的候选协议。 

7.1 移动IP（MIP） 

7.1.1 概述 

移动IP（MIP）是一个由IETF定义的支持IP移动性的协议。依据相关的IP版本，移动IP可以分为移动

IPv4（MIPv4）和移动IPv6（MIPv6）。这两个协议，除了有部分工作机制上的细节差别外，基本上提供

相似的功能。关于MIPv4和MIPv6的详细描述，可分别参见IETF RFC 3344 [44]和IETF RFC 3775[45]。 

目前，MIP不支持对时间有严格要求并对丢失很敏感的应用的快速切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IETF发
展了MIP的扩展协议，例如MIP快速切换（FMIP）和分级MIP（HMIP）。正如第8节中的进一步论述所指

出，预计MIP结合其扩展协议，将会成为一种有发展前景的SBI2K MM候选协议。 

7.1.2  MIP的工作 

MIPv4运用在以下实体之间：移动终端（MT）1，归属代理（HA），外地代理（FA）和对端通信主

机（CH）。下图描述了MIPv4的基本工作过程。 
 

Q.SUP52-F7.1 

图7.1 MIPv4的基本工作过程 

____________________ 
1   移动终端（MT）相当于参考资料[44，45]中的移动节点（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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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MT移动进入一个新的子网络时，它即向HA注册一个转交地址（CoA）。这个转交地址可以是FA 

CoA（FA的IP地址），也可以是配置转交地址（例如，由动态主机配置协议（DHCP）获得）。无论何

时，只要MT改变了他的子网络，就必须向HA注册它的CoA。 

如果HA收到由CH发往MT的包，并且MT正在某拜访网络内漫游，则HA即拦截这些包，并通过移动IP
隧道将它们转发给CoA。FA（如为配置CoA时，就是MT）再对从HA接收到的包进行解封装处理，将原始

的包发送给MT。 

7.1.3 MIP扩展协议：HMIP和FMIP 

如果切换频繁地发生，或者有实时应用的需要，MIP将不再有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提出了各种

MIP的扩展协议，它们包括分级MIP（HMIP）和MIP快速切换（FMIP）。 

• 分级MIP 

如使用基本的移动IP，无论何时MT改变它的子网络，MT均需要向HA和/或CH（当应用路由优

化时）进行注册登记（或执行绑定更新）。这个注册登记过程，就会带来不必要的切换响应时

延及上层信令。如果切换发生的更为频繁，或者HA距离MT较远，则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为严

重。 

在HMIP体系中，各接入网是分级组网的。各本地移动代理（LMAs）负责域内移动终端的移动

性管理。LMA在MIPv4中称为网关外地代理（GFA），在MIPv6中称为移动锚点（MAP）。因

此，移动终端在本地域内的运动，对于其他网络内的HA和CH是隐蔽的，注册时延和上层信令

就会相应的减少。对于MIPv4的HMIP体系，还称为“区域注册”。 

• MIP快速切换 

MIP注册程序只有在链路层切换完成后才启动。需要说明的是，如果适当的信息能够从底层得

到的话（在链路层切换完成前），MIP切换时延就能够缩短。这就是FMIP方式的主要原理。此

外，接入路由器间的双向隧道，用于支持低数据丢失的切换。IETF中移动IPv4的低时延切换，

以及移动IPv6的快速切换，都是可应用的协议。 

图7.2表示用于MM的MIP及其扩展协议的体系结构。如图所示，利用移动IP来支持各LMA间的

MM。每个LMA都用于一个本地域内的本地移动性管理，快速切换协议用于支持一个LMA域内各接入路

由器间的快速切换。这些LMA也可以按照多级结构进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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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UP52.F.7.2 

 

图7.2 用于MM的MIP及其扩展协议 

7.1.4 小结 

需要说明的是，用于MM的MIP及其扩展协议的结合，都是基于IP方式的。因此，可以将其综合进基

于IP的网络内。MIP已经得到了发展，并且它的扩展协议FMIP和HMIP，被认为是对MIP改动最小的协议。

但是，这种方式需要特殊的链路层信息（例如L2触发器，如链路Down或者链路Up），以支持FMIP的快速

切换。为了将这种方案用于SBI2K中的MM，需要进一步对这些链路层触发器进行定义。 

7.2 会话初始协议（SIP） 

7.2.1 概述 

会话初始协议（SIP）是由IETF为支持基于IP的多媒体会话控制而作为一种信令协议定义的。关于SIP
的更详细内容可参见IETF RFC 3261 [41]。 

SIP是一种应用层控制协议，它可以建立、修改和终结多媒体会话。SIP利用类似于电子邮件地址的

SIP统一资源标识符（URI）作为它的寻址方案。它的执行独立于底层传输协议，如传输控制协议

（TCP）、用户数据报协议（UDP）和流控制传输协议（SCTP）。 

为了支持移动性，SIP还能够基于用户在SIP注册服务器中的注册信息提供位置管理功能。当一个SIP
用户代理（UA）移动进入一个新的网络区域时，它会经SIP注册服务器向位置数据库注册它的当前位置。

在UA发起或结束会话初始化时，SIP代理服务器或重定向服务器均会查询位置数据库。 

SIP功能实体包括UA、代理服务器、重定向服务器、注册服务器和位置数据库。SIP消息可以分为两

类：请求，它由用户代理客户机（UAC）发送给用户代理服务器（UAS）；以及响应，它包含了请求的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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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基于SIP的MM 

SIP为终端移动性提供位置管理。当移动终端运动进入一个新的网络时，会发送SIP REGISTER消息给

SIP注册服务器，以登记它的当前位置。注册服务器可以拒绝或接受该请求。如果接受，SIP服务器即会按

新的位置信息更新位置数据库。 

当MT移动进入一个新的网络或系统时，SIP注册程序会再次更新它的位置。在UA发起或结束会话初

始化时，代理服务器会查询更新的位置信息。 

基本的SIP不能提供无缝切换管理。因此，当MT变换它的IP网络时，SIP会话会被终止，因为底层

TCP/UDP的套接字地址，对于改变后的IP地址不再有效。 

但是，SIP能够与其他的切换管理方案结合使用： 

• 移动IP（MIP）； 

• 蜂窝IP（CIP）（或其他本地移动性协议）；以及 

• 移动流控制传输协议（mSCTP）（在传输层）。 

7.2.3 小结 

SIP被3GPP/3GPP2作为一种会话/呼叫的控制协议所采用，并且已在其他网络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SIP是一种MM位置管理的有发展前景的候选协议。要说明的是，SIP不支持无缝移动性。对于网间MM，

SIP可以与MIP或SCTP一同使用来实现。对于网内MM，SIP可以与CIP、MIP或mSCTP一同使用来实现。 

7.3 蜂窝IP（CIP） 

7.3.1 概述 

CIP最初是为无线接入网的网内MM设计的，并不是为网间MM设计的。为了完成有效的网内MM，

CIP采用它自己的主机，并基于路由的考虑，它需要一个网关，以便能与互联网互通，如图7.3所示。[46] 

CIP的路由是通过利用所有CIP节点中的CIP专用路由缓存和寻呼缓存完成的。路由缓存（RC）用于包

路由，寻呼缓存（PC）用于支持CIP网络中的被动连接。RC和PC通过MT发送的专用更新包来进行更新。 

在CIP中，MT的归属地址（HoA）也用于作为MT在CIP网络中的位置ID。因此，不需要定义额外的位

置ID（MIP中的CoA），也就不需要在数据传输时进行封装和地址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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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UP52-F 7.3 

图7.3 CIP工作过程 

如图7.3所示，利用包路由的RC和寻呼的PC，每个节点都存有一张转发表。这些缓存通过MT X发送的

数据或控制包进行刷新。缓存中，一个MT的路由或寻呼信息是由软状态管理的，因此在设置的时间范围

内，直到相关的更新包到来，这些信息才会过期。 

如果一个MT位于节点G的覆盖范围内，并且有包要发送给CH，则这些包会被每个节点按照最短路由

路径，转发到CIP网关。数据路径上的节点通过这些包更新他们的各RC和PC。此后，如果有从CH发往MT
的包，就会依据RC和PC中的转发表，将包转发到下一个节点。如果一个MT没有包要发送，那么它也应该

发送更新包，以更新路由缓存和寻呼缓存。 

7.3.2 CIP与MIP结合用于MM 

CIP可与MIP结合用于MM。例如，图7.4所示，即为MIPv4与CIP相结合用于MM。在这个方案中，

MIPv4用于不同CIP网络之间的网间MM，而CIP用于CIP网络内的网内MM。MIPv4中的FA即可作为CIP
网关。 

 

Q.SUP52-F 7.4 

图7.4 CIP与MIPv4结合用于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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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MT进入一个CIP区域内时，它首先通过向HA和/或CH（当应用路由优化时）发送绑定更新消

息，完成MIPv4的注册，这个消息会经过CIP GW进行传送。此后，由CIP协议对CIP域内的移动进行管

理。如果MT移动进入其他的CIP域，它应再次进行MIPv4的注册。相关的流程如图7.5所示。 

 

Q.SUP52-F7.5 

图7.5 CIP与MIPv4相结合的呼叫流程 

7.3.3 CIP与SIP结合用于MM 

图7.6表示基于SIP和CIP相结合的体系结构。 

 

Q.SUP52-F7.6 

图7.6 CIP与SIP相结合的体系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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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P能够与SIP结合使用，其中，CIP完成网内MM，SIP用于网间MM。但是，SIP仅能提供位置管理，

而不能提供切换管理。 

如图7.6所示，一个SIP系统由SIP代理、SIP注册服务器和UA组成，一个CIP网络由网关和多个基站组

成。SIP服务器（代理）用于跟踪UA（MT）在归属和外地网络内的运动，可作为CIP网关进行工作。蜂窝

IP用于支持CIP域内的无缝移动性。 

当一个UA在其归属网络内开机时，它要向位于归属网络内的SIP服务器注册它的当前位置信息。当

UA完成SIP注册后，在CIP域内运动时，可利用CIP协议完成网内MM。如果UA移动进入其他的CIP网络，

它需要向归属SIP服务器再次注册提供它的当前信息，这个过程可借助外地代理来完成。 

SIP注册包括对UA的位置更新和删除程序。当UA移动进入一个新的CIP网络时，它要向注册服务器注

册它的当前位置。在MT的呼叫建立信令中会使用该信息。 

7.4 移动流控制传输协议（mSCTP） 

7.4.1 概述 

IETF RFC 2960[35]中定义的流控制传输协议（SCTP）是一个用于传输多数据流的端对端、面向连接

的协议。 

SCTP的多宿性使得SCTP端点能够支持多个IP地址，保护一个关联免受可能的网络失败的影响，而这

种失败是由于网络流量控制而改变IP地址造成的。在初始化一个关联时，SCTP端点要交换IP地址清单。因

此，每个端点都能够向清单中所列的远端端点的任何IP地址发送和接收消息。例如，在初始化时，列写的

IP地址中的一个地址会被指定作为主地址。如果主地址重复地丢失数据包，则后来的所有数据包会传输给

备用地址，直至与主地址间的连接重新建立。 

需要说明的是，SCTP的多宿性能够支持IP移动性。特别是，具有动态地址配置扩展的SCTP，能够用

于向在一个激活状态的会话过程中运动进入不同IP网络区域的移动终端提供平滑切换。这被称为移动SCTP
（mSCTP），它在IPv4和IPv6中均可应用。[47] 

mSCTP是一个有发展前景的切换方案。它不像基于切换方案的移动IP，为了在接入路由器之间建立

隧道，需要依靠网络路由器的支持，而mSCTP是在传输层提供切换管理，不需要对现有路由器进行额外

的修改。 

7.4.2 mSCTP提供传输层切换 

mSCTP可用于向在两个不同IP网络间运动的移动终端提供切换，这两个网络具有不同的IP地址字冠。

本节即描述了IP网内mSCTP切换的一般过程。 

假设移动终端（MT）初始化一个与对端通信主机（CH）的SCTP连接，初始化后，MT从位置A（接

入路由器A）移动到位置B（接入路由器B），如图7.7所示，为IPv6网络中mSCTP切换的一个使用示例。

切 换 程 序 的 详 细 描 述 如 下 。 该 过 程 可 同 样 应 用 于 IPv4 网 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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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UP52-F7.7 

图7.7 mSCTP的切换 

• 移动终端的会话初始化 

MT初始化一个与CH的SCTP连接。MT通过IPv6的无状态地址自动配置或DHCPv6从接入路由器

（AR）A获得一个IP地址。 

• 为新位置获得一个IP地址 

MT从AR A向AR B运动，进入两个AR的重叠覆盖区域，通过DHCPv6或IPv6无状态地址自动配

置，从AR B获得一个新的IP地址3。新获得的IP地址3被告知给传输层的SCTP，然后SCTP将这

个新的IP地址绑定在由SCTP关联管理的地址清单上。 

• 在SCTP关联中加入新的IP地址 

在获得新的IP地址后，MT的SCTP通过发送“SCTP地址配置变化（ASCONF）”通知CH的

SCTP，它将使用新的IP地址。MT可以从CH接收响应“ASCONF-ACK”。 

MT现在处于一种双重归属状态。原IP地址（IP地址2）仍然作为主地址使用，直到MT将新的IP
地址3置为“主地址”。在配置新的主地址之前，IP地址3作为备用路径。 

• 改变主IP地址 

当MT继续向AR B运动时，需要依据适当的规则，将其主IP地址改变为新的IP地址。在mSCTP
的发展中，如何配置这个触发“主地址变化”的特殊规则是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 

一旦主地址改变，CH就发送数据给MT的新主IP地址（IP地址3）。任何丢失的数据还都可以重

传给MT的备用（原）IP地址（IP地址2）。 

• 从SCTP关联中删除原IP地址 

当MT继续向AR B运动时，如果原IP地址（IP地址2）失效，MT就从地址清单中将其删除。IP
地址是否失效，可以利用来自低层网络或物理层的附加信息来决定。 

在任何时候，只要MT移动进入一个新的位置，就要重复以上描述的无缝切换的程序步骤，直

到SCTP关联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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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mSCTP在位置管理中的应用 

为支持一个CH向MT发起的移动会话，mSCTP可以与位置管理方案一同使用，例如SIP或MIP。在这种

情况下，SIP或MIP用于CH定位MT，以及建立与MT的SCTP关联。SCTP关联成功建立后，mSCTP将用于

向MT提供无缝切换。一旦关联建立，MT和CH间的数据传输仅依靠mSCTP，而不需要MIP。 

• mSCTP与SIP 

SIP是一个应用层协议，而SCTP是传输层协议。这种情况下，SIP用于位置管理和呼叫控制信令。一旦

建立了SIP会话（例如，在TCP/UDP/SCTP上），一个新的SCTP关联就能用于两个相关UA间的数据传

输。mSCTP上实时数据的传输，还有待于深入地研究。当UA移动进入一个新的AR，mSCTP切换机制

即可应用，同时调用SIP注册程序，以便在位置数据库中更新它的新地址。 

• mSCTP与MIP 

此种情况下，MIP的位置管理功能用于CH向MT传送SCTP初始化信令。一旦SCTP初始化成功建立，

mSCTP程序之后，即会执行切换管理。（细节参见7.4.2节所述） 

7.5   3GPP的移动性管理协议 

第三代合作伙伴项目（3GPP）已经制定了GSM演进到UMTS核心网所需要的核心网技术规范，并且变

换到相关的区域标准制定组织（SDOs）。本节阐述了3GPP版本5中分组业务的MM协议，该协议已归档为

3GPP技术规范文件，并在ITU-T建议书Q.1741.3 [13]中有所涉及。 

7.5.1 PS域的网络体系 

3GPP版本5核心网的分组业务（PS）域包括通用无线分组业务（GPRS）子系统和用于移动性管理

（MM）[13]的部分。 

分组域利用分组模式技术，以有效的方式传送高速、低速数据和信令。分组域优化网络利用和无线资

源，保持无线子系统和网络子系统间的严格分离，并允许其他的无线接入技术使用网络子系统。 

通用的分组域核心网为无线接入网（RAN）、GSM/EDGE无线接入网（GERAN）和通用地面无线接

入网（UTRAN）所共用。这个通用核心网与各RAN一起提供GPRS业务。为了有效传送非实时通信（例

如，断续的和突发的数据传送，偶然的大数据量的传输）和实时通信（例如，语音、视频），该核心网设

计支持多种服务质量等级。它还支持基于标准数据协议的应用和短消息业务（SMS），并定义了与IP网的

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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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UP52-F 7.8 

图7.8 分组数据业务体系（GPRS系统） 

服务GPRS支持节点（SGSN）可保持对一个单独移动终端（MT）位置的跟踪，同时执行安全功能和

接入控制。可用三种不同MM状态中的一种来表示相关签约用户的移动性管理（MM）行为。在A/Gb模式

下，GPRS签约用户的MM状态可以是IDLE、STANDBY和READY。在Iu模式下，GPRS签约用户的MM状

态可以是分组移动性管理（PMM）的DETACHED、PMM IDLE和PMM CONNECTED。每个状态都反映了

一种功能性等级和配置信息。MT存有设置的信息，MM上下文指示SGSN。 

MM状态仅与签约用户的GPRS MM行为相关，而与该签约用户分组数据协议（PDP）上下文的数量和

状态无关。 

GPRS网关支持节点（GGSN）提供与分组数据网的互通，并且经基于IP的分组域PLMN骨干网与各

SGSN相连。 

归属位置寄存器（HLR）存有签约用户信息。 

作为任选，还能够增强移动交换中心（MSC）/拜访位置寄存器（VLR），以便对分组交换和电路交

换的业务和功能进行更有效的联合分类，例如，可以将GPRS和非GPRS的位置更新相结合。 

为了使用GPRS业务，移动终端（MT）必须首先通过完成GPRS附着让网络知道它的存在，使得对于

经SGSN的寻呼和分组数据接收通知来说，MT可用。 

为了通过GPRS业务的方式发送和接收分组数据，移动终端（MT）必须激活所要使用的分组数据协议

的上下文。这个操作使得GGSN知晓MT的出现，并且能够开始与数据网络的互通。 

用户数据经封装和隧道建立后，在移动终端和分组数据网间透明传输：数据包载有GPRS专用协议信

息，并在MT和GGSN间传输。这种透明传输方式，减少了PLMN翻译外部数据协议的要求，同时易于今后

引入其他的互通协议。 

7.5.2 基于移动应用部分（MAP）的3GPP移动性管理 

要处理MT的漫游问题，就需要在一个PLMN的各实体之间传送信息。 

在3GPP系统中，是通过移动应用部分（MAP）的方式实现这类信息传送的。MAP是由3GPP作为应用

实体（AE）中的应用服务实体（ASE）而制定的。其中，AE承载于七号信令系统（SS7）之上，而SS7是
由ITU-T在Q.700系列建议书中制定的。Q.700系列建议书包括消息传递部分（MTP，Q.70x系列）、信令连

接控制部分（信令连接控制部分（SCCP），Q.71x系列）和事务处理能力应用部分（TCAP，Q.77x系
列）。应用实体及其各ASE的结构，以及它们在SS7中的位置，可参见ITU-T建议书Q.1400 [5]中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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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PP TS 29.002 [26]规定了移动应用部分（MAP），即应用层对于信令系统和程序的要求，以满足信

令需要。 

MAP也可用于作为3GPP系统分组域（GPRS域）中的MMP。 

7.5.3 3GPP系统中的MIP和SIP 

GPRS网络包括对用于网间MM的可选MIP业务的支持。 

为了有效地通过GPRS支持可选移动IP业务，GGSN中需要提供外地代理（FA）功能[25]。当GGSN和

FA作为一个综合的节点考虑时，GGSN和FA间的接口还尚未标准化，这个接口包括PLMN中转交IP地址和

GPRS隧道协议（GTP）隧道之间的映射。 

SIP用于作为3GPP版本5中，基于IP的多媒体核心网子系统（IMS）的呼叫控制协议。基于用户注册的

SIP，可以与归属用户子系统（HSS）相结合，提供独立于接入技术的一个位置跟踪级别。 

7.5.4 小结 

为实现3GPP系统中的网内/网间MM，PS域中的位置跟踪和移动性，要基于GPRS中使用GTP和GSM 
MAP等协议的MM程序来实现。 

为实现网间MM，可以在GGSN中可选配置MIP。 

从版本5开始，3GPP规定了基于SIP的IMS，它除了能够提供现有的基于MM的GPRS外，还能够提供

基于MM的SIP。 

7.6 3GPP2的移动性管理协议 

本节从3GPP2 MMP内容的角度，描述了基于 ITU-T建议书Q.1742.3 [16]的美国国家标准协会

（ANSI）-41演进到IP多媒体域（MMD）核心网。 

7.6.1 ANSI-41演进到全IP MMD核心网的概述 

cdma2000的核心网是基于ANSI-41系统演进的。核心网技术规范已经由第三代合作伙伴项目2
（3GPP2）制定完成，并变换到相关的区域标准制定组织（SDO）。 

为满足用户和业务的需求，系统支持各种不同的应用，范围涉及综合个人和终端移动性的从窄带到宽

带的通信能力。 

带有cdma2000接入网家族成员的ANSI-41演进的核心网的基本体系结构包括基于电路和基于分组的核

心网，以及全IP多媒体域（MMD）。全IP MMD核心网可以考虑作为SBI2K的候选核心网。图7.9所示，即

为ANSI-41演进到全IP核心网的整个体系结构图，该全IP核心网由ITU-T建议书Q.1742.3 [16]中定义，并带

有cdma2000接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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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UP52-F7.9 

图7.9 带有cdma2000接入网的ANSI-41演进到全IP MMD核心网的简单体系结构图 

全IP网络的MMD能够提供通用分组数据的支持和多媒体会话能力（IP多媒体子系统（IMS））。多媒

体会话能力是建立在通用分组数据支持能力之上的，而通用分组数据能力的配置并不需要多媒体会话能

力。某些网络实体对于两种能力的提供是共用的。 

在3GPP2系统中，SIP用于作为IMS的呼叫控制协议。基于用户注册的SIP，可以结合HSS，提供独立

于接入技术的一个位置跟踪级别。 

7.6.2 ANSI-41演进到IP MMD核心网中的MM 

图7.10表示ANSI-41演进到IP MMD核心网的分组数据子系统（PDS）。 

 
 

Q. SUP52-F 7.10 

图7.10 ANSI-41演进到全IP MMD核心网的PDS 

• 接入网关（AGW） 

cdma2000 AGW由分组数据服务节点（PDSN）和使核心网与cdma2000接入网（AN）相连接所

需要的其他逻辑功能组成。PDSN能够路由发送MT发起和MT终止的分组数据流，并负责建

立、保持和终止与MT的链路层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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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IP归属代理（HA） 

HA提供两个主要的功能：注册用户的当前附着点，以及将IP包从用户当前的附着点（Ipv4转交

地址，或Ipv6配置转交地址）转发，或转发给用户当前的附着点。通过移动IP协议，HA接受注

册请求，并利用请求中的信息，去更新关于用户当前附着点的内部信息，即用于从该用户传送

和接收IP包的当前IP地址。 

HA与AAA服务器相配合，鉴权和认证移动IP注册请求，并返回移动IP注册响应。HA也与AGW
相配合，接收后续的移动IP注册请求。 

• 鉴权、授权和计费（AAA）服务器 

AAA服务器提供基于IP的鉴权、授权和计费。AAA服务器需保持与对等AAA实体的安全关联，

以便支持域内或域间管理的AAA功能。鉴权功能用于提供对终端设备和签约用户的鉴权。AAA
授权功能用于提供对业务请求的授权，并接入策略存储库、目录服务、签约用户数据和设备注

册服务器。计费功能用于收集独立签约用户所请求和使用的服务、QoS和多媒体资源相关的数

据。 

• 数据库（DB） 

核心网DB中的信息，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设备标识寄存器（EIR）、动态签约用户信

息、网络策略规则和签约用户数据。 

• 边界路由器（BR） 

BR通过对等网络（例如，其他业务提供者、公司网络、互联网）与核心网相连。BR负责完成

对IP包的路由，处理外部网关路由协议，并确保与对等网络间的出入流量与已建立的服务等级

协议相一致。 

• 策略决策功能（PDF） 

在有必要向网络用户支持相关服务的它自己的核心网内，PDF提供对核心网QoS资源的管理。 

7.6.3 小结 

为了3GPP2系统中的网内MM，位置和切换管理可通过使用诸如MIP、ANSI-41和互操作规范（IOS）
等协议来实现。 

为了完成网间MM，可使用MIP。 

3GPP2还规定了基于SIP（IMS）的网间和网内MM的位置管理。 

7.7 BRAIN 候选移动性协议（BCMP） 

7.7.1 BCMP 概述 

BCMP（BRAIN候选移动性协议）协议是在BRAIN项目架构中，为了改善现有的移动性方案而发展起

来的。图7.11所示，即为其工作略图。通常，接入网络由传统IP路由器以及为了支持BCMP协议而附加的

功能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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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UP5.2 - F.7.11 

图7.11 BCMP体系结构 

• BRAIN接入路由器（BAR），位于BRAIN AN的边缘，提供到移动终端（MT）的连通性，作

为它们所服务的MT的默认路由器使用。 

• 锚点（ANP）位于接入网内可选择的位置。各ANP拥有并分配IP地址，鉴权用户，保存用户记

录，并为送往MT的包建立隧道。 

接入网网关（ANG）不需要有特殊的移动性功能，因为它作为标准的边界路由器，使接入网独立于外

部路由协议，并为相应的ANP分配流量。特殊移动性功能由各ANP提供，而解除边界功能由各ANG提供。

这种功能上的分离能够允许更灵活的配置，并能为AN建立明确的边界。 

ANP拥有全球路由地址空间，并在MT登录AN时，为MT分配IP地址。MT在AN内运动的过程中，它的

地址保持不变。这就确保了按地址发往MT的包能够按照基于字冠分析的路由发送给分配该地址的ANP，
该ANP再建立隧道将包发送给目标MT所在的BAR。各ANP需要不断更新它分配了地址的各MT的位置信

息，并在这些MT改变了它们的BAR时更新这个信息。此外，ANP还具有一个变化机制，并在指向MT
的路由无效时，激活该机制。BCMP支持切换和寻呼。 

7.7.2 BCMP与MIP结合用于MM 

图7.12表示BCMP与MIP结合用于MM的体系图。在这个方案中，MIP用于不同BCMP网络间的网间

MM，而BCMP用于每个BCMP网络内的网内MM。MIP中FA的地址配置功能位于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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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UP52-F7.12 

图7.12 BCMP与MIP结合用于MM的体系结构 

当一个MT进入一个BCMP区域时，它会通过BCMP的接入网程序获得一个IP地址，并且能够将它作为

MIP中的一个(机房)共置转交地址（CCoA）。后续向归属代理（归属代理可位于互联网或IP网中的任何位

置）发送的注册消息，或绑定更新（例如，为优化路由）消息，都是透明传输的。在BCMP网络中，由

BCMP协议对移动进行管理。当MT移动进入另一个BCMP域时，MT需要再次进行MIP注册。 

7.7.3 BCMP与SIP结合用于MM 

图7.13表示基于SIP与BCMP相结合的体系结构。 

Q.SUP52-F7.13 

图7.13 BCMP与SIP结合用于MM的体系结构 

通过这种方式支持SIP移动性是有可能的。如图7.13，SIP系统由SIP注册服务器、SIP服务器和SIP代理

组成。BCMP网络由各ANP和BAR组成。SIP服务器和SIP代理，用于管理归属网络和外部网络中MT的移

动，并均可作为ANG，即BCMP网关。为了在BCMP域中支持无缝移动性，要使用BCMP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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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在连接BCMP网络时会获得一个IP地址，这个地址会在向所选择的SIP服务器注册的过程中被使

用，SIP服务器可位于全球网络中的任何位置。从这一点上，BCMP网络可将会话协商消息和数据包均看作

IP包，并且对它们不作任何特殊处理。 

7.7.4 小结 

BCMP是一个为了完成网内MM的协议。这个协议可与MIP和SIP相结合，作为网间MM的一个可能的

解决方案。 

8 对现有SBI2K移动性管理协议的分析 

本节对本文中提到的现有的各MMP进行了详细的比较。 

8.1 对现有各MMP的评价 

下表总结了第7节所述的现有MM协议的一般特性。 

表8.1 现有MM协议的特征 

特征 MM协议特性 

MIP 

— 网络层协议 

— 提供位置管理和有限的切换管理功能 

— 需要移动性代理，例如 HA，FA（MIPv4） 

— 支持路由优化 

— IETF 已标准化 

— 需要 MIP 扩展协议来支持无缝切换 

MIP 扩展 
协议 

— 网络层协议 

— 除支持 MIP 的所有特征外，还支持以下特征： 

  ⋅ 提供无缝切换管理。HMIP 需要移动性代理，例如 GFA（MIPv4）、MAP
（MIPv4）；FMIP 需要增强的 AR 

  ⋅ HMIP 能够减少信令流量负荷 

  ⋅ 还在发展之中 

SIP 

— 应用层协议 

— 提供位置管理 

— 不需要路由优化 

— IETF 已标准化 

— 可与 CIP、MIP（包括或不包括 MIP 扩展协议）、mSCTP 结合用于切换管理 

CIP 

— 网络层协议 

— 提供切换管理和有限的位置管理 

— 需要路由所需的 CIP 节点，和互通所需的 CIP 网关 

— 不需要路由优化 

— 还在发展之中 

— 可与 MIP 和 SIP 结合用于位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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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MM协议特性 

mSCTP 

- 传输层协议 

- 提供无网络层支持需求的切换管理 

- 不需要路由优化 

- 还在发展之中 

- 可与 MIP 和 SIP 结合用于位置管理 

3GPP MM 

- 提供切换管理和位置管理 

- 需要 SGSN、GGSN 来支持分组业务 

- 3GPP 已标准化 

- 与 3GPP 的无线接入技术相结合 

- 可选支持 MIP 

3GPP2 MM 

- 提供切换管理和位置管理 

- 需要 HA、FA/PDSN 

- 3GPP2 已标准化 

- 必须支持 MIP 

BCMP 

- 网络层协议 

- 提供切换管理和有限的位置管理 

- 需要 BCMP 专用路由器，例如 ANP、BAR 和网关、ANG 

- 不需要路由优化 

- 还在发展之中 

- 需要与其他 MM 协议互通，例如 SIP 和 MIP 

8.2 可用于移动性管理的候选移动性管理协议 

CIP和BCMP可能并不适合作为SBI2K中的网间MM协议，因为它们主要是为网内MM而设计的。

mSCTP也不适合用于网间MM，因为它是一个端对端的解决方案。同样，所有可能的扩展协议，包括MIP
扩展协议，目前也不会考虑作为用于MM的候选协议，因为它们还处于发展的过程当中。 

要说明的是，3GPP2 MM是基于MIP并用于分组数据业务的，可以将它与MIP划为同一类别。 

因此，在现有的MM协议中，MIP、SIP和3GPP MM可考虑作为SBI2K中MM的候选协议。 

本节，依据SBI2K中MM协议的要求，对候选MM协议（MIP、SIP和3GPP MM）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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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 MM的候选协议 

 MIP 
 (用于3GPP2 MM) 

SIP 
(用于 IMS) 3GPP MM 

独立于网络接入技术   ρ 

与基于IP的核心网相协调   ρ 

控制与承载的物理分离 ρ ρ  

控制与承载的逻辑分离    

位置管理    

用户/终端认证    

与AAA和安全方案的互通    

上下文转换 ρ ρ  

网内MM的互通  ρ  

位置保密 
 

(如未应用路由优化) ρ  

支持“移动网络” ρ ρ ρ 

支持寻呼 ρ ρ  

同时支持IPv4和IPv6    

无缝切换管理 ρ ρ  

NOTE –  (支持), ρ (可能支持) 

 
 

• MIP 

MIP是一个基于IP的网络层解决方案，独立于底层接入网技术。由于它也是基于IP的，因而能够与基

于IP的核心网保持良好的协调性。MIP能够支持位置管理和有限的切换管理。目前，IETF正在发展基于

MIP的对于上下文转换和移动网络的支持。MIP有可能能够支持寻呼。MIP同时支持IPv4和IPv6。 

但是，MIP受IP的版本影响，如MIPv4和MIPv6。在SBI2K中，MIPv4和MIPv6网络共存的情况下，为

支持无缝移动性，就需要MIPv4和MIPv6间的互通。要为有实时和不易察觉性要求的应用提供无缝切换管

理，基本的MIP规范并不能够满足要求，而需要增强的MIP或者MIP的扩展协议，如FMIP和HMIP。 

• SIP 

SIP是一个点对点的信令协议，它是为支持基于IP的多媒体会话的会话控制而设计的，并已在其他网

络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SIP能够通过SIP注册服务器提供位置管理功能，能够与基于IP的核心网保持良好

的协调性。也要说明的是，包括SBI2K在内的大部分未来系统，都将考虑把SIP作为一种信令协议。SIP还
能够独立于底层接入技术而工作，并且由于它是一个应用层的解决方案，它不受IP版本的影响。 

但是，SIP不支持无缝切换管理，并且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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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PP MM 

3GPP MM能够提供切换和位置管理，并且能够满足大部分的MM要求。但是，它还需要进一步的完

善，以支持各种不同的接入网。 

8.3 结束语 

本文为超IMT-2000系统（SBI2K）确定了系列MM要求，并基于这些要求，对现有的MM协议或方案

进行了评价和分析研究，包括移动IP、SIP、蜂窝IP、mSCTP、BCMP、3GPP MM和3GPP2 MM。要说明

的是，这些协议从正在发展的到已经标准化的，均有涉及。 

本文还分析了哪些现有MM协议能够用于作为SBI2K环境中的MM，并且从SBI2K的角度分析了是否需

要发展一个新的架构或协议。依据这些分析，考虑可将以下MM协议作为候选MM协议：MIP、SIP和3GPP 
MM。 

但是据分析，没有一个单独的现有MM协议能够支持所有SBI2K中的MM要求。从这点考虑，也许有

必要确定一个新的SBI2K的MM架构和功能体系。这将随着MM功能模型和相应消息流程的发展而进行。

这个架构也可以结合或扩展现有的MM协议，以便能够为现有的和新出现的接入/核心网络均提供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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