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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 网络智能化的关键技术

马 争
,

魏险峰
(电子科技大学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成都 6 100 54 )

【摘要】 介绍 了智能网的发展动力
、

核心思想
、

基本体系结构
,

指 出了发展智能网的现实意义
。

其研究热
.

汽为
:

智能网与移动通信网的结合
、

智能网与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 03
一

IS D N )的结合
、

智能网与

因特网 (NI 兀 R N E )T 的结合
、

智能网网间互通和智能网与电信管理网的结合
。

关 键 词 智能网
:

智能网概念模型
;

智能网应用协议
;

业务无关性
;

网络无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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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智能网 IN 是国内通信领域关注的热点
,

目前我国的通信网正朝着数字化
、

宽带化
、

综合化
、

各种智能

网业务

智能网平台

各种通信网
,

如综合业务数
二

网
,

公众分组数据网
,

公众电 t

交换网
,

移动通信网

智能化
、

个人化的方向发展
,

智能网即在现有通信网络基础上
,

为快

速
、

方便
、

经济
、

灵活地提供新的电信业务而设置的附加网络
。

在基

础通信网中
,

通过增设新的功能部件
,

可以把该基础通信网改造为高

级通信业务
、

按统一的方式引人
、

生成
、

提供和管理的灵活
、

开放的

通信平台— 智能网
。

智能网的应用如图 1 所示 ll]
。

智能网技术已经

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应用并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如电信

部门已经推出的智能网业务
: 2 00

、

30 0 号帐号呼叫业务
、

8 00 号对方

付费业务
、

6 00 虚拟专用网技术
。

因此随着智能网应用的逐步深人
,

人们在信息消费方面会享受到智能网技术带来的更多便利
。

图 1 智能网的应用

2 智能网的发展动力及目标
智能网的兴起有以下原因

:

l) 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智能网概念的提出和实践提供了物质基础
。

智能网是一个

分布式网络
,

实施的关键是信息在各个分布实体之间快速
、

可靠地传输和交换
,

并最终加以分析处

理
、

存储
,

以实现协同工作
。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技术基础一分布式计算技术
、

大型数据库技术
、

基

于面向对象思想的软件技术和宽带数字通信技术在当代都得到了长足发展
,

更由于 N o
.

7 公共信道

信令网在通信网中的广泛应用
,

使得智能网的实际应用成为可能
。

2) 由封闭走向开放的电信市场呼唤智能网的出现
。

以往的电信市场都是独家垄断的
,

这是因

为传统的通信业务生成方式是基于交换的
,

业务提供者对交换网络具有强烈的依赖性
,

要提供新的

电信业务
,

就必须对网络功能进行修改并提供专用设备
,

这对于想进人电信服务市场的非网络经营

者是不可想象的
。

但是
,

由于电信市场归根到底还是一种市场经济
,

而市场经济本质是开放的
,

垄

断终究要被打破
,

而要打破这种垄断就必须对原来的通信业务的生成
、

提供方式进行变革
,

智能网

的出现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
。

智能网消除了业务生成方式对网络的强烈依赖
,

将业务控制和业务交

换功能相分离
,

两者之间按标准协议进行
“
对话

” 。

3) 社会对高级通信业务需求的日益增长刺激了智能网的问世
。

随着经济的发展
,

信息已经成

为一种重要资源
。

靠传统的基于交换的通信业务生成方式
,

不可能灵活
、

便捷地获取和发布信息
,

这种需求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刺激了通信界对智能网技术的研究投人
,

导致了智能网的实用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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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智能网发展的动力之中
,

蕴涵了智能网的三个发展目标
: 1) 智能网的体系结构与电信

业务无关
,

电信业务应该以标准业务模块组合的方式生成
,

以保证智能网满足客户对高级电信业务

变换多样的需求
; 2) 智能网的体系结构必须与基础网络无关

,

以保证真正开放电信业务市场
; 3) 智

能网的体系结构必须支持智能网设备之间的互操作性
,

来确保智能网设备能够以竞争的方式由多方

提供
。

3 智能网的核心思想
智能网之所以能快速

、

方便
、

经济
、

灵活地提供新的电信业务
,

关键是智能网以公共信道信令

系统
、

宽带数字通信和大型数据库技术为基础
,

通过设立新的功能部件
,

将网络中原来全部驻留于

交换机中的交换控制和业务控制功能分开
,

实行集中业务控制
,

从而在增加新业务时只需修改业务

控制点中的业务逻辑程序和相关数据
,

而无需修改交换机的软件
,

这表明基础网只提供单纯的呼叫

控制和连接控制
。

要达到高效
、

经济地提供高级通信业务的目的
,

还必须支持网络资源 (包括软件

和硬件 )的重用
,

其步骤为
:

1) 确定阶段 目标智能网提供的通信业务种类
,

归纳出所有的业务属性
,

2) 从全局的高度定义若干可重用的可编程实体 (称为与业务无关的积木块 sI B)
。

实现编程实体的方

法为
:

在交换和业务控制相分离的前提下
,

定义一套功能实体 (F )E
,

每个功能实体完成一系列明确

的功能实体动作 (F E )A
。

由于功能实体的工作机制与其接口关系都可以标准化 (其结果称为智能网应

用协议 NI A )P
,

据此可灵活地分别将各个功能实体映射到某个物理实体中z1[
。

4 智能网体系结构
国际电信联盟 (I T u )给出了用于设计和描述智能网概念和结构体系的智能网概念模型 (I N c 研

、

智能网能力集 ( c s
一

1)以及智能网应用协议 NI A P
。

IN c M 是开发国际标准的智能网的通用框架
,

从四

个层面描述了智能网体系结构
:

1) 业务平面从用户角度描述智能网所能提供的业务种类和可感知

的业务属性
; 2) 全局功能平面从全局的角度定义了一套可编程实体一- 一业务无关积木块 sI B

,

提出

了利用 sI B 构成业务逻辑的方法
; 3) 分布功能平面从支持 G FP 的角度定义了一套功能实体 F E s ;

4) 物理平面则完成 D F P 中 F E s 到物理实体的映射
,

定义了所有可能的物理实体 3[]
。

C S
一

1定义了智能网第一阶段所要实现的业务
,

以及各种业务和业务属性之间的映射关系
。

NI A P

定义了支持 c s
一

1 的各个功能实体的工作机制和各功能实体间消息接口
,

以及所有标准的信息流
。

业务平面和全局功能平面主要侧重于从逻辑的角度阐述智能网业务的生成与实施
,

因而实际上相当

于从网络资源可重用
、

可编程的角度来描述并规范智能网
。

分布功能平面和物理平面则直接与智能

网的物理实现相关
,

相当于业务平面和全局功能平面这两个抽象平面的具体化
。

5 研究开发智能网的现实意义及其发展动态
智能网是一种面向服务的

,

能够按统一的方式灵活而快捷的生成
、

提供并管理新的电信业务的

通用的开放平台
,

其开发成功及完善
、

发展
,

必然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不仅是面向服

务的一种网络体系
,

也是迈向各种网络一体化的关键一步
,

将从根本上改变通信网的面貌
。

由于智

能网体系结构与基础网无关
,

各种异种网在较高的层次上以一种规范的方式实现互通
,

所以
,

电信

业务的使用者可以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
,

透明地使用各种新的电信业务
。

5
.

1 智能网与移动通信网的结合

移动通信的成功主要依赖智能网的支持
,

这已经成为业界的共识
。

通信网的长远发展目标是实

现随时随地以任何形式传递信息的通用个人通信 (U P )T
。

显然移动通信网是其基础
,

要最终实现通

用个人通信
,

移动通信网就必须做到允许移动业务的使用者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传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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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
支持业务个人化

,

允许用户参与业务定制
;
支持网间业务互通

,

用户可以透明地跨网使用电信

业务
。

实际上这对移动通信网的智能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

因此必须求助于智能网的体系概念
。

智能网与移动通信网相结合
,

对移动通信网的移动交换中心 M s c 进行改造
,

使之成为具有

c c F + s s F 功能的 s s P
,

增设 s c P
、

s D P
,

同时考虑如何将移动网中的特种数据库与 s D P 融合
。

5
.

2 智能网与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的结合

智能网与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结合的目的
,

是以一种一致
、

经济的方式向最终用户提供各种宽

带业务
,

如电视会议
、

视频点播
、

远程电化教育等
。

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的新特点为
:

1) 在宽带

综合业务数字网中
,

为了支持宽带多媒体业务
,

其呼叫控制和连接控制被分开
,

以支持单个呼叫中

可能要求的多个连接 (如视频点播用户呼叫 )或者多方呼叫 (如多方会议电话 )要求的多个连接
: 2) 宽

带综合业务数字网的信令为了适应呼叫控制和连接控制分开的特点
,

作了专门的考虑
,

体现在 N 。
.

7

信令系统中宽带 I s o N 部分 ( B IS U p )
。

智能网与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结合
,

识别各种宽带多媒体业务的业务属性
,

设计相应的业务独

立无关块 s BI
,

增加功能性部件
,

如承载控制功能 B C F
,

扩充智能网应用协议 NI A P 以适应宽带综

合业务数字网的信令系统
。

5
.

3 智能网与因特网的结合

智能网与因特网相比有以下不足
:

1) 因特网的业务提供是基于开放接 口
,

网络的发展与业务

规范无关
,

智能网的发展依赖于业务规范的制订
; 2) 因特网支持多种应用协议

,

智能网则只支持

一种应用协议
,

即 NI A P ; 3) 因特网体系结构是一种松散藕合的标准结构
,

智能网体系结构是基于

一系列密切相关的标准协议的紧藕合结构
;

由于因特网具有业务提供方便
、

业务种类丰富的特点
,

因此如能将智能网与因特网结合
,

必然

会对智能网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

.5 4 智能网网间互通

由于不同基础通信网上的智能网结构相同
,

但实施细节不尽相同
,

因而彼此之间存在业务互通

问题
。

智能网互通的三种形式为
: 1) 5 c F

一

s c F 互通
,

两组业务逻辑程序的交互
; 2) s D F

一

s D F 互通
,

智能网网间业务数据的互访
; 3 ) s c F

一

s D F 互通
,

一智能网的 s c F 可以直接访问另一智能网的业务

数据库 S D F
。

解决智能网的互通问题的关键技术是互通功能 (I W F )
。

l w F 主要提供网间互通时所需的安全保

障
、

协议
、

数据的转化能力和异地进程并发的同步机制
。

智能网的互通情形如图 2 所示
。

呼叫发起网
:
为主叫用户提供接人

网络和取得服务

宿主网
:

管理并驻留业务逻

辑和客户数据

呼叫端接网
:

提供接人被叫用

户的措施和手段

主叫方 被叫方

图 2 智能网互通图

.5 5 智能网与电信管理网的结合

智能网与电信管理网 T M N (几一e e o m m u n i e a t i。 n s M a n a g e m e n t N e t w o kr )结合
,

使智能网不但具有

业务生成
、

提供
、

管理能力
,

而且具有对电信网全面管理的能力
,

没有必要将电信业务控制 (由智

能网完成 )和电信业务管理 (由电信管理网完成 )分开
。

电信管理网的目标是为各种类型的通信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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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元素及电信业务提供一个统一的管理体系结构
,

通过增设一些标准功能部件
,

并按标准协议与

被管通信网交互而达到管理的目的
。

目前欧洲电信标准协会 E T sl 正试图开发一个增强的智能网概念模型
,

称为智能网管理概念模

型
,

其关键技术包括分布式计算技术和面向对象技术
。

智能网与电信管理网结合这一趋势
,

实际上

蕴涵了智能网的长远发展目标
:

实现异种网络一体化
。

6 结 束 语
智能网作为一种面向业务的崭新的网络体系

,

适应了当今社会信息化的要求得以产生
、

发展
。

我国在开发
、

推广适合我国国情的智能网业务的同时
,

正在跟踪智能网的前沿
,

通过预研
,

力争掌

握智能网的前沿技术并有所创新
,

以期处于智能网技术的领先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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