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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论述 了实现 Int e m et 综合服务体系结构和 W idn o w s2 00 O在体系结构及协议中支持 I in enr et 实时

业务的 Q oS 技术
,

使 w idn o w s Z0 00 可以支持远程会议
、

远程教育
、

v O D 等多媒体服务
。

借助这些机制
,

设

计出了基于 IP Q oS 技术的多媒体桌式会帷义系统
,

详细分析了系统中媒体流的指标参数
。

关 键 词 因特网综合服务体系结构
:

多目
; R SV P 协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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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系统

中图分类号 PT 18

1 IP Q O S 综合业务体系结构
目前

,

nI et m et 上的应用不能进行资源预约
,

因而 正T F 提出的 I nt e m et 综合业务体系结构定

义了实现应用 Q os 保证的框架 [ l]
。

sI A 为上层服务提供其要求的端到端的 Qos 保证
,

使服务根据

其服务数据包的 Q os 要求选择服务类型
。

sI A 包括的 Q oS 控制技术有
:

服务类型分类
;

先进的阻

塞管理技术
;
网络带宽消耗的排队算法

;

资源预留协议 (R s vP )
;
限制延迟和延迟抖动等

。

在 sI A 中定义了三种服务类型
:

Q os 保证服务类型 (G )S
;

受控负载服务类型 (C L )S
;

最大努力

服务类型 (B E )S
。

其中保证服务类型 (RF c 22 12) 是
:

对带宽
、

时延
、

分组丢失率提供定量的质量保

证
;

受控负载服务类型 (RF c 22 ll )是
:

给用户提供一种类似在网络欠载情况下的服务
,

它是一种定

性的指标
;

最大努力服务类型是
:

类似于目前 Int e m et 网上提供的服务
,

是一种尽力而为的工作方

式
,

基本上无任何质量保证
。

同时 sI A 中定义资源预约协议(R s vP
,

RF c 22 0 5) 为其 Qos 信令
。

通

过 R s
vP

,

用户可以给每个业务流或连接申请资源预留
,

要预留的资源包括缓冲区及带宽的大小
。

这种预留需要在路径上的每一跳都进行
,

才能提供端到端的 Q os 保证
。

R SvP 是单向的预留
,

适

用于点到点以及点到多点的通信环境
。

由于 ih et m et 网络是面向无连接的分布式网络
,

其发生网络阻塞的可能性较大
,

在 sI 人 中提供

了加权随机早期探测 孙王R )D 阻塞控制机制
,

其原理是数据服务对于数据包丢失率十分敏感
,

如

果业务的数据包丢失率较高的话
,

系统使业务的发送速率降低
,

瞬间降速
,

使路由器可以通过丢

弃数据包来降低业务流的速率
,

即利用随机丢弃数据包以保持较小的平均队列长度
,

从而避免网

络阻塞
。

2 丫Vi n
do w s2 0 0 0中的服务质量机制的实现

W in do ws Z 0 0 0服务器提炼 IS A 的 Q oS 技术
,

在新的 iW dn ~
20 00中微软按照 IS A 实现自己的

服务质量技术
,

使允许网络应用程序通过复杂的 nI t
二et 展开其具有 QoS 保证的业务

,

为建立可

实用的分布式多媒体环境和分布式实时系统提供了保证
,

具体是 Qos 控制功能上业务流量策略
、

流量整形
、

数据包定序
、

P 优先
、

802
.

l p
、

802
.

lq 等技术脚 ]
。

在 iW dn
o
ws Zo 00 中

,

不仅在下层实现其 oQ S保证
,

同时也规范了应用服务 A p-l 一一心幼 ier c

OQ S

A IP s
。

通过 G Q o S A IP 用户可以完成复杂的关于 Qos 服务的调用
,

这个 A卫15 包括资源预留协议的

启动
,

允许资源接纳控制服务
,

请答资源预留协议复发信号
,

业务流 Qos 在 iW dn ow
s 操作系统和

网络之间映射
,

以及提供基于政策的接纳控制服务—
S B M 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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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Q os 应用程序交互过程如图 1所示
,

基于 G Qo s A IP 的主要组件包括 (见图 l)
:

1 ) R s V p 服务提供者 (SR v p s p
.

d l l)
:
主要

功能是当高层程序通过 iW sn oc kZ
.

O界面发出

Qo S 连接时
,

通过 R s v P SP 完成服务资源的

预留
;

2 ) R s钟 服务 ( R s v p
.

e x e )
:

将用户的 Q o S

参数封装在 R SvP 协议包中
,

通过 R s v P 协

议在端到端之间进行资源预留以保证用户的

服务质量要求
;

3) 核心业务控制器 ( T r a iff c
.

id l)
:

其业务

量控制按照高层用户的 Q o S 参数来生成和管

理业务的数据流
,

以满足程序的服务质量
;

4) 数据包分类器(M s
gP

c
.

sy s)
:

包分类器

定义高层用户数据包的类别
,

并在 护 数据包

的 oT S 域进行类别标识
,

由于不同类别对应

不同的优先级
,

而不同优先级对应不同的服

务质量来保证用户多媒体数据的 Q os 要求
;

5) 数据包调度器 ( sP hc ed
.

sy s)
:

按照 作

数据包的 T O S域进行类别标识进行调度传输
,

QQQ o s 服务提供者毋 SVP s R d ll)))

BBB韶 e S 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

RRRRRRRRRRRRRRR S V P 服务务

扭扭 S V I飞c x e )))

TTT C P八J D PPP

核核心业务控制器器
((( T r a iff e

.

d ll)))

数数据包分类器器

(((M s gP 众 s ys )))

网网卡卡

图 1 支持 QoS 应用程序交互过程

不同数据包的类别不同而导致得到的服务质量不同
。

支持 QoS 应用程序交互过程如下
:

l ) 发送进程通过 W S AJ
o i n L e a f

、

w SA e o nn e e t
、

W S A I o e t l 等 iW
n s o e ke t 调用中添人 Qo S 参

数
,

要求建立连接
;

2 ) iW
n s o e kZ

.

d ll解析本次调用 Q o S 参数
,

先调用 Q o S S p
.

d l l服务提供者
,

通过 s e vr i e e p or v id e r

调用 R SV P e x e 资源预留
;

3) sR .vP E x E 通过 护 网络
,

发出 W订H 数据包送向目的地址
、

经过的交换机和路由器
,

进行

资源预留
;

4) 交换机和路由器接到 RE Sv 包文
,

进行相应资源预留
,

而接受进程的主机上 R S评 E X E 接

到 RE SV 包文后
,

先传给接纳控制
,

如果资源许可则接纳控制成功
,

同时还要进行策略接纳控制
,

即该用户进程是否能够预留这么多的资源
,

如果成功
,

则向发送进程发出 R E S V 数据包
,

表示预

留成功
;

5) 发送进程的主机上 R s v .P E
xE 接到 RE SV 数据包后

,

R S.VP E X E 通过 T C AP I 向 aP ck et

C l a s s i if e : 注册这次交互的类型 ( G S
、

或 C L S
、

B E S 业务等 )
;

6 ) 具体执行 w s A J o i n L e af
、

w s A C o n n e e t
、

W S A Io e t l 等 iW
n s o e

ket 操作
;

7) 在具体数据交互过程中
,

P ac ke t s hc ed ul er 根据这个数据包类型号对应不同资源 (调度优先

级
,

缓存大小
,

延迟和峰值大小等)进行数据包的发送与接送
,

以保证实时服务于多媒体服务的 Qos

要求
。

3 基于 v 以n d ow s2 0 00 中 Q O S 技术的多媒体桌式会议系统
多媒体桌式会议系统可以为远程相距的用户建立相互之间有效合作的环境

;

用户双方 (或多方)

可以利用它方便地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如设计方案
、

软件程序
、

投资计划
、

商务全同等)进行讨论
;

讨论时合作方可以见到对方所出示的文档 (方案
、

程序
、

计划
、

合同等)
,

可以相互对话和相互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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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的文档
,

需要时还可以看到合作方的形象和周围环境 4[, 习
。

1 1 系统的模块组成

系统主要由图 2所示的模块组成
。

其中
,

会议环境模块能根据用户的实际要求来提供相应的会

议环境
。

共享白板模块向会议双方提供文档讨论和文档审批功能
,

由3个子模块组成
:

l) 白板一

致性模块能保证会议双方白板内容的一致
,

即双方同时见到显示文挡
,

任意一方对其所作的修改

都能及时地反映给另一方
;

2) 白板基本功能模块使会议双方可在白板上进行文字编辑
、

作图和钩

画等基本操作
;

3) 白板功能扩充模块能使白板不仅可以显示图
、

文
,

还能显示表格和图像
。

语音

模块既能为双方提供远程对话机制
,

也能提供在文档上添加语音注释
,

而视像模块则提供远程活

动的可视机制
。

多多媒体桌式会议议

会会议环环环 共享白白白 语音音音 视像像

境境模块块块 板模块块块 模块块块 模块块

白白板一致致致 白板基本本本 白板功能能

性性模块块块 功能模块块块 扩充模块块

图2 多媒体会议系统组成

.3 2 数据流 Q O S 分析

3
.

2
.

1 语音的 Qos 分析

一般会话的音频带宽约4 kH Z 左

右
,

由于采样频率大于2倍的原始信号频

率才能保证采样后的信号可被保真地恢

复为原始信号
,

因而语音的采样频率至

少为 8 k H z
。

若采样精度为s ibt
,

则 1 5

的数据量即为 64 kb it
;

由于语音数据是

延迟敏感性的业务
,

所以其 Qos 参数也

要说明起端到端的延迟
,

由于在系统设

计的语音部分减少延迟
,

所以不采用语

音压缩技术
,

虽然压缩技术导致语音流数据量减少
,

但是压缩与解压缩过程使延迟较大
,

导致语

音失真
。

在资源预约建立时
,

R s
vP 数据包中 sT ep 。 中给出对语音数据流的描述为 oT k e n R at e =6 4 000 b :it

由于设计端到端语音延迟为。
.

5 5 ,

所以缓冲区的大小为 oT ken B uc ke t s iez = 8 0 0 0 x .0 5=4 00 0 byt
e ;

Pe a
妞 an d w i抽

= 6 4 0 00 b i t ; s e vr i e e
yT p=e G U A R A N花DE (服务保证性业务 )

,

D e l盯 = 0
.

5 5 ,

通过 R Sv ,

协议建立具有服务质量保证音频流信道
。

3
.

.2 2 视频的 Qos 分析

动态图像的实时传输必须进行数据压缩
。

以标准的 c IF 图像为例
,

其大小为 352 x 2 88个像素点
,

若每像点的颜色值用 24 位的 Y I JV 来表示
,

每帧的数据量为2 .4 M 位
,

若每秒传送 20 帧
,

则数

据量约为48 M 位
,

不进行数据压缩
,

在一般的通信线路上则无法进行实时传输
。

图像数据的压缩方法大致可分为可逆编码和不可逆编码
。

可逆编码是指编码后的数据在解码

以后可以完全复原为原图像
,

而不可逆编码的编码后的数据
,

在解码以后所复原的图像与原图像

有一定允许的误差
。

在视像会议中
,

对图像要求并不严格
,

只要失真处于用户接受的范围即可
,

因而采用不可逆编码技术以获得高的压缩比
。

在图像压缩中常用的方案有 PJ GE
、

M p GE 和 p x 64

或 H
.

2 63三种
。

在本文设计的会议系统中
,

图像数据流采用 N印E G
.

l格式
,

在 N任呢G l旦渊窗的数据流聂粉邻膝缚不

,J于 1
.

5 M bs/
,

同时图像数据是带宽敏感性的业务
,

对延迟不敏欧由于迢压创窃裕汰几帧图象R挑纳服
务质影

,

图像数据流又戮阵沸宽
,

对伪s 参数的延迟不要求
,

其具本绷伪
:

oT ke n R a t e = 1 500 000 ibt
·

由于最大 IP 数据包的长度是创 kb it
,

所以图像流的缓冲区沐刁伪
:

T o ke n B uc ket is ez = 8 19 2 byt e : P` 加

B a n

dw id t h = 1 5 00 0 00 b it
; S ver i c e

yT Pe = S E又以 C E T Y于几 G U A R A N ET E D ;
M ax s du s iez = 8 192

byt
e ;

M i n imu 耐
o l i e e d s i z e = 50 byt

e
。

通过 R s钟协议
,

在 R SVP 数据包 sTP
e e 中说明

,

从而建立

具有服务质量保证视频流信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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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3 白板的 Q o S 分析

在会议系统中白板数据的服务质量无特殊要求
,

传输 Qo S 属于原来 I n t e m et 上尽力型业务
,

在 R SV p 协议的 sT p e e 中
,

S e vr i e e yT p e = s E R V IC E T Y p E ee B E s ET F F o RT
。

其他参数如肠 ke 砍at e
、

oT ke nB
u e

ket s i z e
、

P e a k B an dw i id h
、

M ax s du s i z e
、

M i n im u m P o l ie e d s i z e 等使用系统提供的缺省数值
。

4 结 束 语
在设计多媒体会议系统的过程中

,

利用 iW dn o
ws Z0 00 提供的高级别的服务质量机制

,

对于高

层的具体实现提供了透明性
,

无须考虑下层网络具体服务质量的控制和管理的具体实现
,

从而成

功地设计出了具有服务质量保证机制的多媒体桌式会议系统
,

为进一步开发分布式多媒体系统打

下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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