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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  要 

最近几年来，各个电信运营商都陆续引进和自主开发了众多的网络管

理系统。由于不同的开发商采用不同的技术和管理协议，不可避免地带来

网络协议互不兼容、管理信息不能互通、缺乏对整个网络的综合管理、管

理内容庞杂、操作界面多样等问题。为了更好地提高电信网的服务质量和

运行效率，运营商对综合网管系统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本文从电信管理网（TMN）的体系结构和管理功能入手，分析了 TMN

的优势与不足。阐述了 CORBA 在分布式面向对象技术方面的优越性。通过

对 TMN 和 CORBA 的研究，分析了综合网管系统的管理层次和通信协议栈，

并提出了一个结合 TMN 和 CORBA 的综合网管系统的体系结构。通过 CORBA

弥补了 TMN 在分布式管理和面向对象技术上的不足，使该体系结构吸收了

CORBA 和 TMN 各自的优点。在功能划分上，采用公共管理模式，为其它管

理功能提供服务。本文定义了公共管理功能中的访问入口点功能、通知管

理功能、链路监视功能和文件传输功能，并对访问入口点和通知管理进行

了设计与实现。在访问入口点功能的设计与实现部分，增加了版本协商机

制，并给出了获取其它控制对象的对象引用过程以及访问入口点接口的

IDL 定义。在通知管理功能的设计与实现部分，给出了企业的消息服务接

口，该接口是对 CORBA 通知服务应用级的封装，并用 UML 描述了通知管理

的功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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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very telecom operator introduced and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many 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s in succession. Some problems 

have appeared inevitably, because different developers apply different 

techniques and management protocols. Telecom operators need the integrated 

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 more urgently and more urgently. 

This thesis analyzes advantages and deficiencies of TMN, starting with 

the architecture and management functions of TMN. It introduces advantages 

of CORBA in the distributed object-oriented technique. According to studies 

to TMN and CORBA, this thesis analyzes management levels and 

communication protocol stack, and advances the architecture of integrated 

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 combining TMN with CORBA. Deficiencies of 

TMN in distributed management and object-oriented technique are made up 

with CORBA. In the design of functions, common management mode is 

adopted, providing services for other management functions. This thesis 

defines functions belonging to the common management function. Then it 

introduces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about accessing entry point and 

notification management. Version discussing mechanism is added in accessing 

entry point. This thesis describes the process getting references of other 

management domain control objects and IDL definition of accessing entry 

point. In the notification management, message service interface to enterprises 

is designed, encapsulating CORBA notification service on the application 

level. 

Keywords: TMN; CORBA; Integrated 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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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问题背景 

所谓网络管理，简而言之，就是对网络资源（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

进行合理分配和控制以满足业务提供者的要求和网络的需要[1]。它主要包

括监视和控制两个方面，主要任务是：收集网络中各种设备和系统的工作

参数、运行状态信息；处理收集到的各种信息，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呈现

给网络管理人员；收集网络管理人员的指令或根据上述信息的处理结果向

网络中的设备发出控制指令，即实施网络控制功能，同时监视指令执行结

果；保证网络设备按照网络管理系统的要求工作。 

网络管理的基本目标是将所有的管理子系统集成在一起，为管理员提

供统一的控制方式，并在网络运行出现异常时及时响应和排除故障，最大

限度地增加网络的可用时间，提高网络设备的利用率、网络性能、服务质

量、和安全性，简化多产商网络环境下的管理，控制网路运行的成本[2][3]，

其复杂性取决于网络资源的数量和种类[4]。 

目前我国各电信运营商大都拥有一个规模宏大的电信网络。随着网络

规模的不断扩大，网上设备的种类和数量也不断地增加，整个网络的复杂

性日益提高，多厂商问题非常突出。由于各种网络和设备缺乏统一的接口

标准和规范，给网管系统的建设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最近几年来，各个电信运营商都陆续引进和自主开发了众多的网络管

理系统，包括交换、传输、数据、信令、线网资源、电源环境监控等，并

负责全国专业网管系统本地节点的维护管理。然而，由于不同的开发商采

用各自不同的技术自行研制且大多采用各自的管理协议，不可避免地带来

网络协议互不兼容、管理信息不能互通、缺乏对整个网络的综合管理、管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基于 CORBA 的电信网综合网管系统的研究 

2 

理内容庞杂、操作界面多样等问题[5]。 

针对上述电信网络管理的现状，各电信运营商都希望能够在目前网络

管理的基础上建立综合网管系统，以实现全网的综合管理。这就产生了综

合网络管理系统的需求，即把现有的独立存在的各专业网络系统综合成一

个功能齐全、面向未来的综合网络管理系统。综合网管系统通过一个网管

工作站就能够对互连的不同网络实施各种管理和控制，从而实现对全网的

综合管理，包括全网故障分析和故障定位、全网性能综合分析等功能。这

样既便于维护、使用，也可以提高该系统的利用率。而且更重要的是，以

后新的网管需求将可以直接纳入该综合网络管理系统之中[6][7]。 

综合网管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电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各个

领域的内容。目前用于网络管理的技术很多，新的网络管理技术也不断出

现。常用的网络管理技术有：基于 TMN 面向电信网的网络管理技术，基于

CORBA 面向网管系统互联的网络管理技术，基于 SNMP 面向数据网和计算

机网的网络管理技术，基于 Web 的网络管理技术，等等。 

其中由国际电信联盟标准部（ITU-T）提出的电信管理网（TMN）标准

已经成为当前的一种主要网管技术，为综合网管的建设提供了很好的思

路。但 TMN 对于如何构造管理系统以及管理系统之间如何实现互操作，并

未深入研究。而对象管理组（OMG）提出的公共对象请求代理体系结构

（CORBA）目前已经是一项比较成熟的分布式面向对象技术，非常适用于

开放的电信市场环境下业务的快速构造及资源和业务的有效管理。因此，

TMN 和 CORBA 技术结合的方式是目前构建综合网管系统的一种理想方案。 

对于集成 CORBA 和 TMN 的研究已经广泛的开展起来。ITU-T 第四工作

组（SG4）已经完成了 CORBA 在网络管理中的基础性标准的制定工作。网

络管理论坛（Network Management Forum，NMF）和 X/OPEN 这两个国际组

织联合组成的联合域间管理（Joint Inter Domain Management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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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e，JIDM）工作组正致力于 Internet 管理域、OSI 管理域和 CORBA 域

之间的互操作性问题[8]。电信管理论坛（TMF）联合众多的电信设备厂商、

运营商制定了以 TMN 为框架，采用 CORBA 技术的多技术网络管理协议。一

些国外电信公司已经将 CORBA 技术应用于综合网络管理中，例如爱立信公

司开发的蜂窝管理操作系统（CMOS）。 

国内对于在 TMN 中应用 CORBA 技术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2000

年 9 月中和威公司推出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信领域 CORBA 产品。国内

的各大电信运营商、设备产商和研究机构都在积极参与 TMN 和 CORBA 的相

关研究。普天首信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研发、生产、销售通信产品的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之一，一直进行着通信网管系统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在硕士

实习期间，作者参与了北京首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综合网管系统的研究与

开发工作。 

1.2 本文主要工作 

本文首先介绍了对电信网实行统一的综合维护管理的解决方案——

电信管理网（TMN），并针对 TMN 在分布式管理和面向对象技术等方面的不

足，引入分布式面向对象技术。接着，对 CORBA 进行概述，分析了它的功

能特性及其在TMN中的应用，并对CORBA的事件服务和通知服务进行介绍，

着重分析了通知服务在事件服务基础上的重要扩展。通过对 TMN 和 CORBA

的研究，分析了综合网管系统的管理层次和通信协议栈，并提出了一个结

合 TMN 和 CORBA 的综合网管系统的体系结构。通过 CORBA 弥补了 TMN 在分

布式管理和面向对象技术上的不足，使该体系结构吸收了 CORBA 和 TMN 各

自的优点。在功能划分上，采用公共管理模式，为其它管理功能提供服务。

本文定义了公共管理功能中的访问入口点功能、通知管理功能、链路监测

功能和文件传输功能，并对访问入口点和通知管理进行了设计与实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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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入口点功能的设计与实现部分，增加了版本协商机制，并给出了获取

其它控制对象的对象引用过程以及访问入口点接口的 IDL 定义。在通知管

理功能的设计与实现部分，给出了企业的消息服务接口，该接口是对CORBA

通知服务应用级的封装，并给出了实现该接口功能的类图，以及定购通知、

撤销定购、发送通知的时序图。 

1.3 本文结构 

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 

第一章介绍了与本文相关的背景知识和本文的主要工作。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 TMN 的体系结构和管理功能，并针对 TMN 的不足引

入分布式技术。 

第三章主要介绍了对象管理体系结构和 CORBA 体系结构，分析了

CORBA 的功能特性以及 CORBA 在 TMN 中的应用。 

第四章介绍了 CORBA 事件服务和通知服务，重点分析了通知服务在事

件服务基础上的重要扩展。 

第五章主要分析了综合网管系统的管理层次和通信协议栈，提出了一

个结合 TMN 和 CORBA 的综合网管系统的体系结构，并定义了结构中的公共

管理功能。 

第六章主要就公共管理功能中的访问入口点和通知管理进行设计与

实现。 

第七章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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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电信管理网 

为了适应电信网技术飞速发展和名目繁多的电信新业务的需要，

ITU-T提出了对电信网实行统一的综合维护管理的解决方案——电信管理

网（Telecommunications Management Network，TMN）[9]。TMN 是由国际

电信联盟标准部 ITU-T 最早于 1988 年制定的一套国际规范，是 ITU-T 借

鉴 OSI（开放系统互联）中有关系统管理的思想及技术，用于电信管理的

网络体系结构。它使得网络管理系统与电信网在标准的体系结构下，按照

标准的接口和标准的信息格式交换管理信息，从而实现网络管理功能。 

TMN 的目标是支持电信运营部门的各种管理需要，对电信网及其业务

进行规划，提供安装、维护、运营和管理。TMN 能使运营部门对网络事件

做出最迅速的反应，优化管理信息流，进行地域分布控制，提高对业务的

支撑力度，以及改善与用户的交互渠道，逐步实现以用户为中心的管理模

式[10]。TMN 与电信网的关系如图 2.1 所示。 

 

 

 

 

 

 

 
图 2.1 TMN 与电信网的关系 

TMN 作为网管系统与网络设备互联的框架，定义了电信网络管理系统

的三个基本的体系结构[10][11][12][13]：功能体系结构、物理体系结构和信息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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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结构。 

2.1 TMN 的功能体系结构 

TMN 的功能体系结构从逻辑上描述了 TMN 内部的功能分布。TMN 的功

能体系结构将管理网络所能实现的功能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块，其中包括操

作系统功能（OSF），中介功能（MF），工作站功能（WSF），Q 协议适配功

能（QAF）以及网元功能（NEF）。功能块之间利用数据通信功能（Data 

Communication Function，DCF）来传递信息，并由参考点隔开。TMN 的

功能体系结构如图 2.2 所示。 

 

图 2.2 TMN 的功能体系结构 

各功能块的基本功能为： 

（1）WSF 提供 TMN 与用户之间的交互能力。用户通过 WSF 获取管理

信息，输入管理指令。 

（2）OSF 处理与电信网管理相关的信息，支持和控制电信网管理功

能的实现。 

（3）MF 在 OSF 和 NEF、QAF 之间进行信息的传送，以保证各功能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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