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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双平面”—一种新的广域骨干网络架构① 
韩海波 
(寿光市广播电视网络传输中心, 寿光 262700) 

摘 要: “一网双平面”架构是广域骨干承载平台架构的一种. 通过将广域骨干承载平台的骨干网络划分为两个逻

辑独立的环网, 形成“一个骨干网络、两个平面(转发平面和控制平面)”的一种新的网络架构.  
关键词: 一网双平面; 广域骨干网; 设计原则; 组网; 路由设计 
 
“One Network Double Plane” – A New Wide-Area Backbone Network Architecture 
HAN Hai-Bo 

(Shouguang Radio and TV Network Transmission Center, Shouguang 262700, China)  

Abstract: “A net double plane” architecture is a wide-area backbone bearing platform architecture. The backbone of the 
bearing platform through the wan backbone network is divided into two logical independent ring networks, forming “a 
backbone network, two planes (the forwarding plane and control plane)” of a new kind of network architecture. 
Key words: a net double plane; Wan backbone; design principles; network; routing design  
 
 
1 引言 

当前, 部分大型企业集团为满足自身业务发展和

集约式经营管理的需要, 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了自己的

广域骨干专网, 很好的支撑了企业信息化的进程和核

心业务的初期发展. 然而, 随着企业自身规模的扩张、

业务系统的演进发展、企业信息化进程的深入, 部分

企业早期建设的广域骨干网络已经不能满足现今企业

核心业务的承载要求.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难以适应企业当前业务系统的发展. 传统的

企业广域骨干网络架构都是以业务中心为核心, 各地

分支机构、分公司通过租用 SDH 专线或者采用 Internet 
VPN[2]接入到业务中心的建设思路. 这种模式的扩展

能力有限, 难以适应企业单业务中心向多业务中心系

统架构演变的需求;  
(2) 没有部署精细化的业务分流调度策略, 难以

对企业核心生产业务和普通数据业务提供精细化的差

分服务;  
(3) 难以满足企业新技术、新业务应用的服务质量

要求, 尤其是一些实时性要求很高的业务, 如语音、视

频会议等多媒体业务.  
 
① 收稿时间:2012-09-13;收到修改稿时间:2013-03-11 
 

 
 

综上所述, 部分企业早期建设的广域骨干网络[3]

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制约了企业业务系统的发展. 因此, 
如何建设一张高可用、关键业务有效保障、易扩展的

高品质广域骨干网络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课题, 得到

越来越多企业的关注.  
 
2 “一网双平面”网络架构 
2.1 广域骨干承载平台架构 

传统广域骨干架构都是围绕业务中心来建设, 各
地分支机构通过直连的方式或者汇接点(区域中心)接
入到业务中心. 这种连接方式使得每增加一个业务中

心, 都需要考虑和所有分支机构或汇接点(区域中心)
进行连接, 同时还需要考虑新增业务中心和其他现有

业务中心之间如何连接, 路由策略如何部署或调整. 
每增加一个分支机构或者汇接点(区域中心)相类似, 
也需要和所有的业务中心进行相应连接, 以及业务控

制与网络配置的部署工作. 因此, 这种组网方式导致

企业业务扩展涉及大量复杂的 IT 变更, 考虑不周或实

施错误将会对整个骨干网络造成很大影响, 甚至导致

业务中断. 企业业务架构的变革必然推动 IT 基础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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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革, 为了适应当前企业业务架构的发展, 业界出

现了建设广域骨干承载平台的思路, 并被越来越多的

企业所接受.  
广域骨干承载平台网络架构的核心思路就是将企

业广域骨干网络从传统业务中心的功能区中提取出来

建设一个专用的广域骨干承载网络, 从而将企业广域

骨干网的业务接入和高速业务转发两个功能进行分离. 

首先在全国范围内依据企业业务具体情况选择骨干节

点所在地部署骨干路由器, 通过租用 SDH 专线将各骨

干路由器环形连接形成高可靠的企业广域骨干承载环

网, 负责高速业务转发功能. 同时各业务中心和分支

机构汇接点(区域中心)通过两台接入路由器双链路异

地接入到骨干环网[6], 实现企业的业务高可靠的接入

功能. 如图 1 所示:  
 
 
 
 
 
 
 
 
 
 
 
 
 
 
 
 
 
 
 

图 1 广域骨干承载平台示意图

 
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在规划设计广域骨干承载平

台时, 应该根据企业的业务模型统一规划设计整网

路由协议、路由策略以及业务中心、分支机构或汇

接点(区域中心)的连接方式和接入策略 , 并 终形

成业务接入和路由通告规范加以实施. 当企业业务

扩展需要新增业务中心和分支机构或汇接点(区域

中心)时, 只需要按照规范将新的业务中心与骨干承

载平台即可 . 因此 , 这种架构具备很强的扩展性 , 
大可能地减小了企业业务扩展对 IT 基础架构的冲

击, 非常适合现阶段企业单中心向多中心的业务架

构的发展.  
2.1 “一网双平面”平台架构 

本文重点探讨的“一网双平面”架构是广域骨干承 

 
载平台架构的一种. 通过将广域骨干承载平台的骨干

网络划分为两个逻辑独立的环网[5], 形成“一个骨干网

络、两个平面(转发平面和控制平面)”的一种新的网络

架构.  
如图 2 所示, 各骨干节点分别部署两台骨干路由

器(分属 A、B 两个平面), 即图中的 A 平面骨干路由器

和 B 平面骨干路由器. 同平面内的骨干路由器之间租

用运营商的 SDH 链路(为了可靠性考虑, A、B 平面可

以分别租用两个运营商的 SDH 链路)连接起来组成一

个环网. 同时, 骨干节点内的两台路由器之间利用 GE
或者 10GE 的光纤互连. 由此广域骨干网形成具有两

个相对独立的转发平面和控制平面、同时平面间互为

备份的网络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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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一网双平面”骨干架构示意图 
 

依托于“一网双平面”架构, 企业可以分别在两个

平面承载不同优先级的业务, 实现更好的企业业务差

分服务, 同时更好的承载多媒体等新业务. 总的来说

“一网双平面”架构具备如下优点:  
(1) 网络可预见性[9]: 企业业务基于优先级分别承

载于 A、B 两个平面, 因此业务流量模型甚至流量路径

清晰固定, 很容易评估出两个平面中的业务流量的规

模、流量突发的情况以及业务对网络的要求, 从而更好

的规划企业广域骨干网络. 另一方面, 当网络发生故障

时, 可以清晰的评估出故障对哪些网络业务可能造成

影响, 影响的程度, 且便于网络层面的故障定位;  
(2) 高可用性: 两个相对独立的转发平面和控制

平面, 将网络故障对业务的影响 大可能的隔离在本

平面内部, 减小了骨干网中设备、链路故障对整个骨

干网的冲击. 同时平面间的可控备份功能又保障了骨

干网中关键部件失效时所承载的核心业务不间断运行. 
因此, “一网双平面”架构给广域骨干网提供了平面级

的可靠性保障. 同时, 企业的高优先级和低优先级业

务分平面承载, 从物理层面保证了高、低优先级的业

务互不干扰. 一来为企业不同优先级业务的差分服务

提供了架构上的保障; 同时也为新业务的部署提供了

网络层面的服务质量保障;  
(3) 可扩展性: 正前所述, “一网双平面”架构是广

域承载平台的一种[8]. 因此, “一网双平面”架构也同样

具备很强的可扩展性.  
 
3 “一网双平面”网络设计原则 
3.1 业务分流原则 

依托于“一网双平面”的架构, 可以将企业的业务

流量按其重要程度分流到两个平面上分别承载, 这样

企业多种业务的流量模型将变得明晰起来, 从而企业

业务流量分流策略、业务保障策略和业务备份策略的

部署就有了得以实施的基础, 同时也利于后续管理. 
一般来说, 企业的业务可以按照重要程度划分为以下

三种类型, 如表 1 所示[11]:  
表 1 企业业务等级划分建议 

 
 
 
 
 

根据上述业务分类原则, 建议企业各类业务在双

平面的承载原则如下: I 类业务在 A 平面承载; II、III
类业务在 B 平面上承载.  
3.2 业务流量来回路径一致 

企业业务流量严格的在其所属平面上进行承载. 
如图 3 所示, 某一业务流量的双向访问路径均承载在

同一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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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业务流量来回路径一致原则示意图

 
3.3 最远路径承载 

当网络出现故障时, 为了充分利用本平面的链路

资源, 同时避免备份业务对另一平面上承载的业务造

成影响, 应使业务流量尽可能的在其所属平面上进行

承载. 如图 4 所示, 当 A 平面路由器或者接入链路发 

 
生故障时, A 平面业务流量应尽量在 A 平面进行承载, 
仅在流量到达其备份链路所在地的 A 平面骨干路由器

后, 才通过 A、B 平面骨干路由器之间的局域链路转发

到 B 平面进行承载. 要注意的是, 此时还必须同时满

足业务流量的来回路径一致原则.  
 
 
 
 
 
 
 
 
 
 
 
 
 

图 4 远路径承载原则示意图 
 

3.4 有策略的业务备份 
由于 A、B 平面分别承载企业的生产业务和办

公业务, 其骨干链路的带宽和业务保障策略均根据

其平面上承载的具体业务来进行规划、设计和部署. 
当 B 平面上的链路或设备发生故障时, 如果 B 平面

上承载的所有业务不加区分的转发到 A 平面上进行

备份, 那么大量的办公数据业务很可能会对 A 平面

的生产业务造成较大的冲击. 因此, 建议 B 平面出

现故障时, 仅为 B 平面上的部分重要业务(如 II 类业

务)进行备份. 从广域骨干平面的角度来看, 可以看

作 B 平面为 A 平面上承载的所有高优先级业务提供

备份, A平面仅对 B平面承载的部分重要业务提供备

份. 也就是根据企业业务的重要程度有策略的进行

备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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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统一 QoS[10]策略部署 
“一网双平面”架构虽然把企业业务按重要程度分

流到 A、B 两个平面上进行承载, 但在做 QoS 策略设

计时仍需要对A、B两个平面进行统一规划, 统一部署. 
首先要保证正常情况下, A、B 平面能够为其上承载的

业务提供足够的优先级队列进行灵活、合理的调度策

略. 其次, 要考虑在网络发生故障时, 需要备份的业

务流量转发到对方平面后, 不会对该平面上的高优先

级业务流量造成冲击, 而自身的服务质量也能够依据

其优先级得到相应的保障.  
 
4 “一网双平面”组网的路由设计 

路由设计是网络规划设计中 为关键的步骤, 是

网络良好运转的基础. “一网双平面”网络架构的关键: 
企业业务流量分离承载、可控的备份策略、 远路径

承载等业务流量规划策略等、功能都需要依赖路由设

计来实现. 良好的路由设计能够在实现这些功能的同

时保持简单性, 避免整网设计的复杂度上升导致网络

扩展性下降. 下面以某企业为例说明“一网双平面”架
构的基本路由设计思路.  
4.1 某企业网络举例 

该企业的广域骨干网络选择北京、上海、广州、

成都四个核心节点. 每个骨干节点部署两台骨干路由

器, 同平面的骨干路由器之间通过 SDH 链路相连形成

环网. 区域中心和业务中心通过广域链路双归属异地

接入到骨干网络(图 5).  

 

 

 

 

 

 

 

 

 

 

 

 

 

 
图 5 某企业网络架构图 

 
4.2 路由总体规划思路 

如图 6 所示, 广域骨干 A、B 两个平面各为一个

AS, 形成骨干网相对独立的两个控制平面. 同时, 各

区域中心、业务中心分别划为一个 AS.  

BGP 路由协议具备很强的路由策略控制能力, 可

以实现灵活的业务路由优先级调整及路由过滤[1]. 因此, 

广域骨干承载网络采用 BGP 协议来承载业务路由: 骨

干平面内骨干路由器之间、区域中心的两台接入路由器

间采用 iBGP 路由协议, 骨干平面间以及和区域中心之

间的路由器采用 eBGP 路由协议.  

区域中心内部采用 OSPF 通告业务路由[1]. 核心

A、B 骨干平面内采用 OSPF 通告各骨干设备的

lookback0 地址, 保证各骨干路由器网络连通.  

基于 BGP 的团体属性[9], 对广域骨干网的业务

路由进行标识和策略控制, 在业务中心或区域中心

的接入路由器上对各类业务路由进行标识, 并在骨

干路由器和接入路由器上设置业务路由过滤策略和

本地优先级策略, 起到精确控制业务路由通告和学

习的目的, 实现前面所述的网络规划原则. 并在此基

础上同时保证路由策略部署的相对稳定性, 增强了

可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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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一网双平面”路由总体设计图 
 

4.3 团体属性设计 
团体属性是“一网双平面”路由规划的重要部分, 

网络中的路由策略都是基于 BGP 团体属性来进行规

划和部署的. 因此, 团体属性设计的好坏, 直接关系

到“一网双平面”网络的灵活性和扩展性. 建议采用分

段设计, 即团体属性的前两个字节表示团体属性的类

别, 后两个字节表示具体的属性. 如表 2 所示.  
表 2 团体属性规划举例 

类别 属性 团体属性 

业务类别 
I 类业务 100:1 

II 类业务 100:2 

业务备份属性 无需备份属性 200:1 

地域属性 

R1/R2（成都）地域属性 300:1 

R3/R4（广州）地域属性 300:2 

R5/R6（上海）地域属性 300:3 

R7/R8（北京）地域属性 300:4 

 
5 结语 

企业业务架构的变革必然推动 IT 基础架构的变

革. 企业从单业务中心向多中心业务架构发展必然推

动企业的广域骨干网络向广域骨干承载平台架构演进. 
而“一网双平面”架构所具备的高可靠、关键业务有效

保障、高可扩展性等特点, 尤其适合企业业务划分清

晰, 对可靠性、扩展性、核心业务承载服务质量要求

很高的大型跨地域企业.  
从广义的角度来看, “一网双平面”也可以衍生为

一种企业广域骨干网络的建网思路. 以企业业务类型

划分为前提, 对企业业务流量按照其重要程度进行分

设备、分链路的独立承载, 以便于实现企业多种业务

流量的精细化差分服务. 同时, 由于对广域设备和广

域链路按照双平面进行角色划分, 可以清晰的基于设

备和链路的角色制定统一的广域网路由策略和业务接

入策略, 从而提升广域网络的可维护性和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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