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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1645《自动交换光网络(ASON)技术要求》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自动交换光网络(ASON)技术要求 第1部分:体系结构与总体要求

———自动交换光网络(ASON)技术要求 第2部分:术语和定义

———自动交换光网络(ASON)技术要求 第3部分:数据通信网(DCN)
———自动交换光网络(ASON)技术要求 第4部分:信令技术

———自动交换光网络(ASON)技术要求 第5部分:用户-网络接口(UNI)
———自动交换光网络(ASON)技术要求 第6部分:管理平面

———自动交换光网络(ASON)技术要求 第7部分:自动发现

———自动交换光网络(ASON)技术要求 第8部分:路由

———自动交换光网络(ASON)技术要求 第9部分:外部网络-网络接口(E-NNI)
本部分是GB/T21645的第5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主要参考了OIFUNI1.0R2《UNI1.0信令规范版本2》和IETFGMPLS系列协议。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部分由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上海贝尔股份有限公司、中兴通

讯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高建华、张国颖、徐云斌、孙俊、黄峰、柯明、宋然、王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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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交换光网络(ASON)技术要求
第5部分:用户-网络接口(UNI)

1 范围

GB/T21645的本部分规定了自动交换光网络(ASON)用户-网络接口(UNI)技术要求,包括:

ASONUNI接口所支持的连接业务类型、用来调用UNI接口服务的信令协议以及支持UNI信令协议

的辅助功能。
本部分适用于基于同步数字体系(SDH)和光传送网(OTN)的ASON。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5837—2008 数字同步网接口要求

GB/T21645.1—2008 自动交换光网络(ASON)技术要求 第1部分:体系结构与总体要求

GB/T21645.3—2009 自动交换光网络(ASON)技术要求 第3部分:数据通信网(DCN)

GB/T21645.4—2010 自动交换光网络(ASON)技术要求 第4部分:信令技术

YD/T1462—2006 光传送网(OTN)接口

IETFRFC2961 RSVP对减少刷新开销的扩展(RSVPRefreshOverheadReductionExtensions)

IETFRFC3473 GMPLSRSVP-TE信令扩展(GMPLSSignalingRSVP-TEExtensions)

IETFRFC3474 GMPLSRSVP-TE扩展支持ASON及应用(GMPLSRSVP-TEUsageandEx-
tensionsforASON)

IETFRFC3477 RSVP-TE对无编号链路的支持(SignallingUnnumberedLinksinRSVP-TE)

IETFRFC3945 GMPLS架构(GMPLSArchitecture)

IETFRFC4003 GMPLS信令支持出口标签控制(GMPLSSignalingProcedureforEgressCon-
trol)

IETFRFC4204 链路管理协议(LinkManagementProtocol)

IETFRFC4206 GMPLS对层次LSP的支持(LSPHierarchywithGMPLSTE)

IETFRFC4208 RSVP对Overlay模型扩展(RSVP-TESupportfortheOverlayModel)

IETFRFC4328 GMPLS支持对G.709OTN网络控制的扩展(GMPLSSignalingExtensionsfor
G.709)

IETFRFC4606 GMPLS支持对SDH网络控制的扩展(GMPLSExtensionsforSONET&SDH
Control)

IETFRFC4974 GMPLSRSVP-TE信令支持呼叫的扩展(GMPLSRSVP-TESignalingExten-
sionsinSupportofCalls)

IETFRFC4990 GMPLS网络地址的使用(UseofAddressesinGMPLSNetworks)

IETFRFC5150 GMPLS对拼接LSP的支持(LSPStitchingwithGMPLSTE)

IETF[eth-tspec] 以太网流量参数(EthernetTrafficParameters)

IETF[vcat-lcas] GMPLS支持 VCAT & LCAS的扩展(OperatingVCATandLCAS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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