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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运营商在完成网络传输基础建设后，如何充分利用现有

传输链路的带宽，寻求新的通信增值业务来提高经营利润成

为首要目的。 而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的推行以及话吧、网吧

等中、小型电信客户，在近期城域网中的蓬勃发展和所占市

场利润份额比重的上升，已异军突起地成为新一轮竞相建设

的热点。 在重庆主城区，重庆网通公司计划开设400家IP话吧

；移动公司预计开设300家IP电话超市；电信、联通也各有当

年话吧、网吧的开设计划；并且主城区200余家单位有建设专

用网的意向，这就导致了当地运营商在大力拓展新客户的同

时，也因此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如何在城域网内现有光纤资

源日趋紧张条件下，完成好网络中光纤的配置，来尽快满足

客户的开通要求、抢占市场份额。 现就以某通信公司在重庆

市沙区的城域网建设中，针对新增客户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所

开通业务的特点，结合本地网络中光纤资源短缺的实际，而

采取相应的光纤配置应急解决措施为实例来进行探讨。 2 沙

区城域网的建设框架 沙区城域网其拓朴结构分为核心层、汇

聚层、接入层以及面向终端用户的光纤接入链路。其中网络

在核心层、汇聚层为便于无缝地融合SDH、IP、ATM及TDM

，而运用MSTP技术。这样不仅可提高传输链路的利用率，还

能提供强大的业务管理能力，以满足不同用户的个性化要求

；但鉴于网络面向终端用户运用的是FTTX VDSL技术，故而

为弥补汇聚层光纤资源不足、缓和汇聚层带宽压力，特分设



了接入层面和终端用户的链路。 沙区城域网的核心层在构筑

中运用的是144芯光缆作为传输线路、并设有2个骨干IP数据

节点（路由器）和ATM数据节点（ATM交换机）。目前该层

光纤资源尚有剩余，并可根据今后发展需要再增设接入端口

；汇聚层则利用24芯光缆作为传输线路、并设置有622Mbit/s

及155Mbit/s接口。目前该层面的光纤资源已日趋紧张，成为

影响网络升级的“瓶颈”，接入层选择的是12芯光缆，并设

置有SDH光端机。从整个网络来看，接入层的边缘并不是十

分清晰，也不利于信号的透传及管理；为减少小规模终端用

户传输成本，网络在终端用户光纤链路相应地使用了4芯光缆

。 其中，核心层与汇聚层为环网的拓朴结构，接入层则是星

型和树型的拓朴结构，终端用户多采用传统的IP裸光纤直连

方式。这种组网方式好处是：省去了对核心层和汇聚层的传

输设备投资，降低了网络建设成本。但在整个网络却存在着

组网结构复杂、节点分布广、接入服务器带宽的不足，急待

平滑升级。 3 城域网中不同层面光纤资源不足的配置方案 3.1 

核心层的光纤配置 在整个城域网中，核心层主要是担负着大

容量的业务调度和各种业务的传输，以实现与ATM、PSN

、FR/DDN和CHINANET骨干网的互联互通。144芯光缆已能

满足今后网络的平滑升级，但为增强传输链路的复用率，今

后也可考虑在该层面应用WDM技术。将单独组网的IP宽带网

和城域传送网核心层统一到同一波分平台上，承载SDH

、MSTP和IP宽带业务。这样既可实现波长资源灵活地调度，

满足IP网带宽需求，又可解决裸纤直连对光纤资源消耗问题

，提高网络资源的利用率。 3.2 汇聚层的光纤配置 汇聚层在

城域网中主要负责汇聚和疏导网内的业务，提供本地业务的



调度和多业务的汇聚、分发。从传输链路来看，规模较大的

城域网在该层至少需应用36～48芯光缆，来分载当前主要由

接入层承载的业务量，以简化城域网的接入层拓扑结构，带

动网络的建设及运营成本下降，并较好地满足大批量用户的

业务分发的需求。 3.3 接入层的光纤配置 接入层主要是将业

务就近接入汇聚点，实现对用户地理层面上的覆盖，相对于

整个城域网来讲，该层面技术最丰富、成本最敏感，一般应

设置12芯的光缆。但为解决局部地区光纤资源不足，也可考

虑MSTP技术来组网。从而使得整个城域网的结构更为紧凑，

配置更为灵活，业务接口更为丰富。 3.4 终端用户光纤接入链

路的光纤配置 面向终端用的光纤链路，一般采用4或6芯光缆

完成网络的物理链接。但为提高终端用户光纤利用率，通常

是采用通信设备级联的方式来解决。现以开设的话吧IAD为

例，IAD是通过Ping其IP地址码，来实现网络中的逻辑连接。

当多个IAD级联后，依靠其不同的IP地址码，可以做到互不干

扰。 级联后的通信设备与已建的光纤网的连接，则是通过新

敷设的光缆成端，再将相邻的两个（T-BOX）光缆终端盒，

利用跳纤构成回路。 但实际的城域网中光缆的覆盖面很广、

用户彼此间上呈零散布局，更多时候两个用户间地理位置相

距很远。这就需要从原有用户的光缆成端（ODF、T-BOX）

处，再敷设一条光缆至新增设的用户端，由此可能造成通往

不同用户的光缆，在地理分布上出现路由相叠的重复性建设

。为解决该问题，在工程建设中可运用在原有光缆的适当位

置，利用“开天窗”的方法，将新、旧光缆直接相连通，就

省却了新增用户传输部分的再投资；同时，也更便于整个网

络的优化管理。 4 设备级联后的光纤接续方案 为更清楚地说



明在光缆上实施“开天窗”的接续方法，现以重庆某通信公

司依据某用户马上开通话吧业务的要求为例，叙述在不影响

原在用光缆中1、2芯光纤上，所开通的重要业务情况下，而

采取的新介入光缆桥接法。 新用户可开通条件的描述：现有

的光缆线路距该用户最近点有120m，但因其附近原无客户，

故为没开口的主干光缆；而已开通的客户距该用户最近的

为1800m，如沿袭原连接方式，需从原客户端敷设一条长

约1900m的新光缆，并在原客户光缆成端的T-BOX利用跳纤将

两条光缆连通。这样不仅需消耗更多的光缆、增大施工的工

程量，尤为重要的是沿途皆为城市主干道，新增光缆无论是

架空、还是管道敷设都相当困难；并且鉴于新客户的开通要

求较为迫切，重新敷设光缆工程上不允许。 为此，工程中我

们采用在现有光缆距新客户最近的点上开口，通过“一分二

”的割接方式，在保证不中断1、2芯重要客户通信情况下，

新介入230m的光缆，与现有光缆的3、4号光纤串接。具体步

骤如下。 （1）首先查找原在用光缆的竣工资料，并到已开

通业务的1、2芯光纤客户的光缆终端盒T-BOX上进行核对光

纤序号，确认其1、2芯在原光缆中所在的束管序号及色别排

列。然后，与3、4芯上开通话n巴业务的客户联系，询问其停

业时间，将实施光缆割接的时间定于23：00～03：00H无业务

时段内。 （2）割接中利用光缆的纵剥工艺，选用的一进二

出光缆接头盒，先将光缆的外护套纵剥90-120cm后除去，再

剪掉光缆内的塑料加强绳，为下步的束管纵剥留出空间；用

束管纵剥刀将含纤束管纵剥85～110cm后同样除去；再将光缆

金属加强芯剪开，把原缆的两个开剥端分别上架。 （3）原

光缆的含纤束管纵剥后，先挑出其1、2号光纤，在确保不中



断地盘入接头盒的光纤收容盘内。然后，新介入光缆则从接

头盒的另一个出口端上架，在做好熔接的开剥后掐断原光缆

的3、4号光纤，与新介入光缆实施桥接。新介入光缆与原用

光缆桥接的光纤色序具体为：新介入光缆的1、2（蓝、桔纤

）芯分别与原用光缆引入方向的3、4（绿、本纤）芯相熔接

；新介入光缆的3、4（绿、本纤）芯分别与原光缆引出方向

的3、4（绿、本纤）芯相熔接。 （4）在光缆割接完成后，拨

打1、2芯光纤上任意的联络电话，可拨通，即可确认光缆割

接顺利完成。 （5）该光缆割接方案，也可应用于今后新介

入光缆上增设的客户。但值得注意的是：运用该方案虽然可

不中断无需开口的光纤链路，却会对需开口的光纤链路造成

物理链接上的开路，使得需开口光纤链路中所开通的设备通

信，不可避免地出现人为阻断。其中断的时间与接续人员的

技术水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5 结论 目前，为使城域网内

光纤资源能得到最大程度地开发和利用，主要是通过合理地

配置网内光纤资源解决。虽然相对整个城域网内各个不同的

传送层，其需解决的重点各不相同，但是依靠不同的解决手

段，其目的都是为了构建一个大容量、多业务、可扩展、开

放式的高可靠的城域网传送平台，来为今后新业务的增设提

供一个良好的物质基础。与传送技术的升级相比，合理地配

置光纤资源其投入的成本更为低廉，也更为安全。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