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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随着国家三网融合的大力推动

，
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的支持下

，

运营商 ���� 业务将会成为以后的主要业务
，
而 ���� 业务

对交换机的组播特性提 出了很高的要求
，

特别是交换机的跨 ���� 组播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

本文首先介绍跨 ���� 组播的基
本原理

，

然后 以在中兴 ���� 上实现跨 ���� 组播业务的实现进行详细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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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组播技术简介

组播技术指的是单个发送者对应多个接收者的一种网络通

信
。

组播技术中
，

通过向多个接收方传送单信息流方式
，

可以减

少具有多个接收方同时收听或查看相同资源情况下的网络通信流

坚巨
。

传统的 �� 通信主要包括单播和广播有两种方式
。

对于单播和

广播来说
，

不仅会将信息发送给不需要的主机而浪费带宽
，

也可

能由于路由回环引起严重的广播风暴
，

同时还会浪费大量带宽
，

增加了服务器的负载
。

所以
，

传统的单播和广播通信方式不能有

效地解决单点发送多点接收的问题
。

�� 组播是指在 �� 网络中将数据包发送到网络中的某个确定

的组播组
。

�� 组播是指源主机只发送一份数据
，

数据中的目的地

址为组播地址
�
组播组中的所有接收者都可接收到同样的数据拷

贝
，

并且只有组播组内的主机可以接收该数据
，

网络中其它主机

不能收到
。

�� 组播有效地解决了单点发送多点接收的问题
，

能够大量节

约网络带宽
、

降低网络负载
。

更重要的是
，

可以利用网络的组播

特性方便地提供一些新的增值业务
，

包括远程医疗
、

网络电台
、

远程教育
、

在线直播
、

网络电视
、

视频会议等信息服务领域
。

在 �� 多媒体业务日渐增多的情况下
，

随着互联网建设的迅猛

发展和新业务的不断推出
，

�� 组播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

组播业

务也将逐渐得到推广和普及
。

二
、

二层组播 ���� �� 。 。 ����协议

���� ��������称为互联网组管理协议
，

它是运行在数据链

路层设备上的组播约束机制
，

主要用于管理和控制组播组
。

运行 �������叩��� 的设备通过对收到的 ����报文进行分

析
，

为端 口和 ��� 组播地址建立起映射关系
，

并根据这样的映

射关系转发组播数据
。

当二层设备没有运行 �������叩��� 时
，

组播数据在二层被广播
�
当二层设备运行了�������叩��� 后

，

已知组播组的组播数据不会在二层被广播
，

而在二层被组播给指

定的接收者
。

������������是通过监听 ����协议包
，

提取相应的信息
，

形成组播成员关系表
，

然后对组播业务按照组成员关系进行转发
，

保证组成员收到正确的组播业务
，

而其余主机无法收到
。

���� ��������相对于路由器和主机是透明的
，

它仅仅监听

两者之间的 ����报文
，

来建立 自己的组播成员关系表
。

三
、

跨 ����组播的优势

跨 ���� 组播技术是在现有 ���� ���叩���基础上开发出来

的
，

实现了在 ���� 之间的组播
，

即
�

组播数据不受 ���� 的限

制
，

凡是该组成员
，

不论是否在同一个 ���� 内
，

都可以收到该

组的组播数据
。

如图 �所示
� ���

、

���分别位于交换机的 �
、

�号端 口
，

分

别处于
�����

、 �����
，

并同时使用了 ����
。

如果 ���
、

���同时

收看某个频道的节 目
，

那么他们就处于同一个组播组
，

但是由于

他们属于不同的 ����
，

所以组播数据源和路由器
、

交换机都必

须转发两份数据
，

造成了带宽浪费
。

图 � 多 ����用户收看相同的 ����节目

实现了跨 ���� 组播功能以及组播代理功能后
，

服务器
、

路

由器
、

交换机需要转发的组播流量就降下来了
。

实现了跨 ����

组播功能的交换机能够把一个组的组播数据在多个 ���� 内转

发
，

这样
，

交换机 自身的负担就轻了
。

同时在交换机上使用组播

代理功能
�

以该交换机的管理 ���� 为代理 ����
，

交换机收到

的所有
�
��

��� 包都从这个 ���� 发送到路由器
，

这样路由器就认

为该组播组只存在于这一个 ���� 内
，

它发送组播数据的时候也

就只需要在一个 ���� 内发送一份数据
。

而且组播代理功能
，

能

够控制交换机发往路由器的
�
��

��� 报文的数量
，

在指定超时时间

内不重复发送
，

不增加路由器的负担
。

四
、

跨 ���� 组播在 ����中的应用

仿真实验环境为在二层实现跨 ����组播在���� 中的应用
，

实验设备采用中兴的 ����和 ����设备
，

仿真中的 ���� 服务器

组播地址实用 ���
�

�
�

�
�

��
，

组播 ���� 采用 ���� ��
，

���� 客户

端分别实用 ���� �� 和 ���� ��
，

仿真实验拓扑结构如图 �所

不
�

图 � 跨 ���� 组播在 ��� 中应用仿真实验拓扑

在进行实验配置过程中
，

首先对 ��� 进行设备的物理配置和
��� 的注册开通配置

，

然后进行一下配置
�

�一�配置 ���� 和 ��� 上行 口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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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称重仪表使用

为保护称量数据不被无关人员查看和改动
，

需要确认身份后

才允许使用
。

用手写笔点击司机登陆的功能选项时
，

系统会打开

身份确认窗 口确认你合法身份
，

如下图 �
一

�所示
。

�二�负荷限制报警

在装�卸驳过程中
，

如果抓起的货物超载
，

仪表会立即控制吊

机抓斗不能继续提升
，

并无法变幅和转臂
，

只能放斗
。

同时仪表

界面上的负荷限制报警提示灯亮
，

如上图 �
一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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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身份确认

在
“
请输入操作员的编号

”
输入正确的操作员编号

，

单击
“
回

车
”
按钮

，

如果输入都正确
，

右侧会显示所代表的司机姓名
，

随

后在
“ 口令

”
输入操作员编号的密码 �注意输入 口令时

，

无论输

入什么
，

计算机均显示
�
�

。

单击
“
确定

”
按钮

，

如果输入都正确
，

即可进入港 口 吊机装载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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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完成之后
，

两个 ��� 下的客户端分别属于 ���� �� 和

���� ��
，

组播 ���� 为 ���� ��
，

在 ���� 客户端上
，

打开视

频客户端
，

可以同时收看 ���� 服务器上的电视节 目
，

说明跨

���� 组播业务成功实现
。

五
、

总结

���� 业务是一种新兴的多媒体业务
，

在广泛建设宽带网络的

情况下
，

各运营商都要求用户的端 口 ���� 和组播 ���� 不能是

同一个 ����
，

即就是所谓的跨 ���� 组播
，

协议在单播 ����

里面传送
，

业务走的是组播 ����
，

这样可以大量的节省局端设

备上的组播 ���� 的数量
，

同时也可以提高干线链路的带宽利用

率
，

随着三网融合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

���� 和移动电视业务将

称为人们不可缺少的应用
，

在高带宽需求的情况下
，

使用跨 ����

组播可以提高链路的利用率
，

节省网络带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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