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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Internet已经从一个提供文件传输和网络新闻等数据应用服务的学术网络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通
用网络，可以提供各种各样不同的应用__电子信箱、IP语音、电视、点对点文件共享、视频流等。
应用的多样性使得每一种应用对带宽、时延、丢包率等参数的要求都各不相同。
理想情况下，底层网络应该负责提供服务质量（QoS，Quality-ofService）的保证，应用程序可以从网
络请求自己所需要的服务而不需要额外采取行动来获得理想的通信质量。
但Internet的最初设计是不支持服务质量的。
在过去10年里，支持服务质量的机制开始逐渐发展起来，这些机制主要集中运行在IP层，但是也有针
对特定的有线／无线接入网络的一些特殊机制。
　　欧盟第六框架计划（FP6）集成项目&ldquo;异构网络端到端服务质量&rdquo;（EuQos）的目标是
制订、实施和评价支持端到端QoS的概念和机制，这就意味着终端系统、接入网络、域间连接和域内
系统都必须支持QoS机制。
EuQos项目制订了一套出色的创新性解决方案和新颖的科学思想，以支持Internet端到端的QoS。
这些新的机制和概念在一个欧洲范围内的分布式的试验环境中设计并实施。
该项目不仅仅做了技术层面的设计和实施工作，而且还开发了用来介绍基本Qos机制和技术的培训材
料。
目前，一些电子学习模块已经开发完毕，并正在几个合作伙伴院校中使用，用于硕士或博士的培养教
学。
　　EuQoS项目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教学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这促使我们利用从项目中获得的知
识和经验写成了这本关于异构IP网络端到端Qos的书。
这本书基本上由3部分组成。
第1-4章讨论QoS机制和协议，如调度方案、QoS体系结构、指标和测量技术、流量工程、信令协议，
以及最新的标准化活动。
第5章介绍传输协议领域的相关工作和发展现状，特别是如何优化TCP协议使其支持QoS并体现公平性
。
第6章结合并拓展前几章对基本机制的讨论，介绍了EuQoS的系统知识。
我们指出了如何将不同的支持QoS的机制和协议结合起来加以运用，并拓展到在异构的有线／无线接
入网之上建立一个综合的端到端的QoS体系结构。
要评价QoS机制和结构，需要适当的评价体系。
附录描述了如何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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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异构网络端到端服务质量保障》内容新颖，深入浅出，可以作为计算机和通信网络专业的大学
生、研究生以及相关研究人员的参考书。
欧盟第六框架计划(FP6)综合项目&ldquo;End-to-end Quality Of Service Support over Heterogeneous
Networks&rdquo;(EuQoS)给出了一系列在Internet上支持端到端QoS的新奇想法以及解决方案，《异构
网络端到端服务质量保障》基于EuQoS项目实施过程中得到的重要技术及学术成果，专门介绍了在异
构的有线／无线网络中，实现端到端QoS保障所需的机制、协议和系统架构，特别关注了测量技术、
流量工程机制与协议、信令协议，以及支持公平性和QoS的扩展传输协议。
《异构网络端到端服务质量保障》在最后一章特别展示了如何将这些机制和协议集合成一个综合的端
到端QoS体系架构，以支持异构的有线／无线接入网的端到端QoS控制。
在附录中还给出了诸如仿真和模拟等QoS机制的评价方法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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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音频传输一般具有较大范围变化的带宽需求，这取决于是传输话音还是传输高保真音乐。
除了编码后的音频数据，由IP协议引入的开销、用户数据报（UDP）和实时传输协议（RTP）分组头
也必须加以考虑。
较长的分组可以降低此类开销。
在这种情况下，音频采样被装入单个分组中，但较长的打包间隔会增加时延。
此外，分组丢失的敏感度会增加，这是因为单个分组包含了更长的连续音频采样序列。
　　特别是如电话这样的交互音频应用具有更高的时延需求，建议的电话最大可容忍时延为150ms。
这包括如1.1.1节描述的四类时延部分和打包时延。
时延抖动也要被限制，这是因为高的时延抖动会增加接收端的播放缓冲区大小需求。
此外，交互的音频应用对分组丢失也相当敏感。
因此，它们需要（非常）低的丢包率。
具体数值取决于音频应用的类型。
使用母语的电话通话比使用外国语的电话通话或是高保真音乐具有更低的误码率限制。
此外，由于一些系统使用一些带冗余的编码方式，因此能容忍更高的分组丢失。
　　当单个用户接收并收听音频流而不进行交互时，时延、带宽和误码率的要求可以放宽。
但是，由于缓冲区大小的限制，网络仍然需要对一些Qos参数提供保障。
　　1.2.2.2视频应用　　上文中很多对音频的陈述对视频传输也同样适用，因为音频和视频传输有很
多共同点。
如果是交互的应用，两类应用都对时延、抖动和丢包率敏感。
然而，音频和视频应用还是存在一些区别的。
最重要的是：视频应用需要的带宽更高，这取决于用户需要的画质水平以及视频设备的支持能力。
如个人电脑或移动手持终端视频会议工作在几十kbps，而高保真的视频需要几Mbps。
带宽需求取决于如下系统参数：色彩深度、屏幕大小和解析能力、帧速率、由压缩引入的可接受的质
量降级。
　　另一个不同点是由于使用的编码方案不同，视频流通常比音频流更具突发性。
像MPEG这样的编码方案周期地发送一个所谓帧内编码（intracoded）的帧，该帧和其他任何前面发送
的帧或成功传输的帧不存在联系。
在帧内编码帧之间传输的各帧叫做帧间编码（intercoded）帧，参考其他帧并仅对与参考帧相比的帧间
差别（根据运动向量、色彩差别等）进行编码。
这导致了视频业务的所谓弱正则性（weaklyregular），而相比之下音频业务通常具有强正则性
（stronglyregular），如图1.5所示。
弱正则业务产生一些短期突发。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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