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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LCAS协议有如下几个优势： （1）虚级联组（VCG）中部分VC成员失效时，可以
通过自动去掉失效成员并降低VCG带宽，使其他成员仍能传输数据（由于有握手过程，电路不会断）
，是一种新的数据业务保护机制。
 （2）可根据业务需求，通过网管调整链路带宽，并保证带宽变化时数据传输的连续性。
 （3）可利用LCAS构造端到端的保护（使一个虚级联组中的成员经过不同的物理路径，当部分发生故
障时，仅造成数据通道可用带宽降低，业务不会中断）。
 举例来说，MSTP现行分配46个VC—12的虚级联来承载一个100Mbit／s的FE业务，如果其中的6个VC
—12出现故障，剩余的40个VC—12能无损伤地（比如不丢包和无较大延时）将此FE业务传送过去；如
果故障恢复，FE业务也相应恢复到原来的配置。
 在MSTP承载以太网业务的封装和映射过程中，将通用成帧规程（GFP）、虚级联（VCAT）和链路容
量调整方案（LCAS）结合起来，可以使MSTP网络很好地适应数据业务的特点，具有带宽的灵活性，
提高带宽利用效率。
通过GFP+VCAT+LCAS的结合，城域传输网可以支持全面的数据业务，特别是可以提供带宽连续可调
、具有QoS保证的两层高质量的以太网专线业务。
 1.6.4 MSTP对3G的支持 3G业务的发展，会对传输网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多业务处理能力、强大的调度功能将是传输设备发展的重要方向。
MSTP设备可实现多种业务在统一传输平台的传送，与3G系统传输的结合是其最新的发展之一。
 采用MSTP构建3G传输网，在接入层可以对业务进行透传，保证业务的高质量接入和传输，并实现低
成本建网；在核心层、汇聚层通过信元交换进行带宽统计复用，可提高传输网络带宽的利用率
；MSTP设备良好的可扩展性和多业务支持能力可以满足3G目前和日后的演进要求。
 1.MSTP对3G接入层的支持 在3G系统中，在无线网络控制器（RNC）侧，可以由RNC提供多个E1接口
或STM—1接口。
如果采用E1接口，传输系统只需提供简单的E1电路传输即可满足要求。
3G的RNC处理能力较2G／2.5G有显著增强，支持的基站数量可达数百个，但是这意味着中心RNc需提
供大量E1接口，另外需预留大量E1端口用于接口扩容，投资费用高；另外多个Node B间的带宽无法实
现共享，传输带宽需求大。
如果RNC采用STM—1接口，在进入RNC前，多个Node B业务进行统计复用，可减少RNC侧接口的数
量和投资费用。
接入层MSTP设备在选取时应考虑价格低、功能强的设备，同时还需要能提供多样化的接口，满足不
同环境条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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