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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信息网中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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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述了高速信息网的发展状况和未来趋势
,

阐述 了研究信息基础结构的主要内容和发

展前景
。

〔关键词 ] 高速信息网
,

异步转移模式
,

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
,

国家信息基础结构
,

全球信息基

础结构

1 背 景

随着当前计算机技术
、

微电子技术和通信技术

的飞速发展
,

全球从工业时代步人了信息时代
。

对

于服务业
、

制造业
、

国民经济和 国家安全
,

信息都是

最重要的资源
。

据估计
,

三分之二的美国人从事与

信息有关的行业
,

其余行业也与信息密切相关
。

因

此
,

发展先进的信息技术能保持国民经济的竞争力
,

推动经济持续发展
,

提高全体国民的生活水平
。

这

就是美国政府在 199 3 年 9 月提出国家信息基础结

构的初衷
。

为了在 21 世纪具有竞争力
,

各国政府纷纷提出

了自己的国家信息基础化结构计划 (简称 M l )
,

例如

日本
、

英国
、

法国等
,

使得全球进人了一个信息高速

公路的时代
。

随后
,

为了协调各国 M l 组织的发展
,

美国于 199 4 年 9 月提出全球信息基础化结构 (简称

lG l)
。

lG l 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实现全球网际的无缝

连接
,

提供全球性业务和应用的端到端的互操作
。

lG l 不仅包括了软
、

硬件基础结构
,

它还包括以下各

个方面
:
信息的创造和使用

、

信息业务和应用 的开

发
、

设备制造 以及为开发 Gll 潜力而进行的技术培

训
。

lG l
、

M l 的实施将极大地促进
“

信息革命
” 。

它

将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
、

工作和交流方式
,

为我们描

绘一幅动人的未来蓝图
:
人们可以自由定居

,

不需出

门寻找就业机会
,

利用电子方式与外面远程通信 ;最

好的学校
、

最好的老师以及最好的课程将会为所有

学生共享
,

而不必考虑地理和距离的限制
。

总之
,

叔 I 的价值不在于这项工程实施的困难
,

而在于人们

从中能获得什么
。

尽管 lG l 已孕育于被袱之中
,

但我们仍然任重

而道远
。

比如如何管理全球网络和提高网络速率 ?

如何将 AMT 交换与高速的 IP 交换集为一体 ? 以及

如何标准化 lG l 建议
。

n 飞j 已经开始着手制订有关

GII 的标准
,

而且上述技术问题都有望解决
。

另外
,

lG l 是一项需要政府与地方长期合作的巨大工程
,

它

需要国家与社会的巨额投入
。

相信根据 lG l 发展

M l 工程将是各国下世纪的一项重大举措
。

2 当前进展及未来趋势

自 199 3 年提出 M l 以来
,

美国的 M l 就按照既

定计划实施开来
。

该计划可以分为 4 个层次
:
决策

、

技术研究
、

工程实施与应用
。

涉及宏观规划
、

政策制

订
、

法律完善
、

投资导向以及社会普及等方面
。

在

M l 中
,

美国政府的主要作用是
:
通过立法确保大政

方针的贯彻执行
,

将数十亿美元的启动资金投向关

键性的中长期研究领域
。

这些投人与 M l 所需的数

千亿美元的总投资相比微乎其微
,

因此
,

只能靠民间

企业界来弥补
。

欧洲和 日本的情况与美国相似
,

只

是由于国土狭小
,

欧洲较注重跨国合作
,

而 日本则致

力于多媒体技术的研究
。

迄今为止
,

全美已建成基于光纤的高质量通信

,

中国工程院院士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

批准号 69 8% 24()

本文于 1奥旧年 4 月 26 日收到
.

DOI : 10. 16262 /j . cnki . 1000 -8217. 1999. 06. 001



3 2 2中 国 科
一

学 基 金 199 9年

网
、

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
。

目前
,

M l 面临两 大任

务
:
首先是实现 3 网互通

,

改进和扩展 nt[
e m et 网

,

使

更多的美国人能分享信息资源 ;其次是重点投资
,

集

中解决基于 B
一

IS DN 的高速信息网的基础性工程 问

题和关键技术
。

美国已初步建成一个 B
一

IS DN 试验

网
,

但主要业务仅限于计算机数据传输及宽带图象

处理
。

因此许多技术问题有待解决
,

例如信息接入

的瓶颈问题
,

新型业务的扩充问题等等
。

就我国的 M l 决策而 言
,

参照 国外经验结合我

国国情
,

可概括为 3 大举措
: ( 1) 政府制订宏观政策

,

由国务院牵头组织各部委及有关专家制订 M l 整体

战略
,

并且负责统一规划及协调分工
。

( 2 )工程实

施
,

主要由国家投资
、

信息产业部负责落实国家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
,

建立 国家公共信息网
。

这一点与美

国略有不同
。

截止 19 98 年底
,

一个
“ `

八纵八横
”

的格

状光纤骨干网已基本建成
,

它纵穿南北
,

横贯东西
,

覆盖了我国大部分城市 ;在此基础上辅以卫星
、

移动

通信
、

数字微波网等构成了我国高速信息网的骨干
,

( 3) 科技攻关
,

它大致可分为国家
、

部委和企业 3 个

层次
。

国家重点抓基础理论研究与关键技术跟踪
,

部委侧重于工程实用化
,

企业侧重于技术开发与设

备配套
。

199 7 年底
,

矿产部采用我 国 自行研制的

A IM 交换机建成了一个 A l侧 实验网
。

该网不仅支

持一般的窄带 ntI
e m et 业务

,

还可对宽带会议电视
、

视频点播作示范表演
。

目前
,

此网已在北京设置了

6 个 AMT 网络端 口
,

上海
、

广州两地也有相应端 「1
,

它将为 Nl l 提供一个合适的实验网络平台
。

3 研究目标
、

主要内容与特色

3
.

1 研究 目标

( l) 为实现我国 M l 计划
,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

以 AIM 为基础的 B
一

IS DN 提供关键技术支持和工程

理论指导
。

( 2) 为我国未来高速信息网的业务接人与新业

务开发
,

提供可靠的理论与实验依据
。

( 3) 对本领域中一些基础性工程理论提供具有

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
。

3
.

2 主要研究内容

( l) 完善已有 AIM 科学实验网与网络实验平

台
。

( ! )提供一个开放式科学实验网络平台 ; ( ” )

完善实验平台的功能
。

( 2) 主攻高速信息网中的关键技术与瓶颈问题

( 门在光纤接人方面
,

重点解决固定式无源光纤接

人的瓶颈问题 ; ( “ )在无线接人方面
,

重点解决固定

式 10 M b / S
局域网与移动式第三代多媒体 CDM A 的

关键技术 ; ( 川 )研究 B
一

IS DN 与 lN 的综合
,

重点解决

新业务开发上的瓶颈 ; ( Iv )提供 2 个表演系统及其

关键技术
,

多媒体交互式远程教学演示 系统与英汉

实时翻译和 自动查询系统
。

( 3 )提供一批有特色的基础性工程理论研究成

果 ( { ) 卜述接人 网
、

智能网以及表演系统的关键

技术研究中的基础性工程理论问题 ; ( “ ) A l
,

M 数字

音频及数据业务中的关键技术与理论 ; ( 川 ) B
一

sI D N

网络管理与控制模型的体系
、

方法研究
。

3
.

3 主要特色

( 1 )协同任务
、

优化队伍
、

分工协作
、

联合攻关
。

( }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牵头组织
,

信息产

业部参加联合资助 ; ( “ )考虑到国内不同层次的研

究状况 (如 863 计划与部级重点项 目等 )和不同院校

的科研力量
,

将北京邮电大学
、

清华大学
、

东南大学
、

北方交通大学
、

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
、

华南理工大学
、

武汉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等 8 单位研究队伍进行优

化组合
、

分工协作
,

实现联合攻关
。

( 2) 借助 A
MT 科学实验网所提供的开放式网络

实验平台
,

可为本项 目的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
。

( 3) 实验平台是完全建立在 由我国 自行研制的

胡M 交换机以及 由它所构成的 B
一

IS D N 的基础 上
,

主攻目前国际上 尚未解决的一些关键技术间题
,

比

如信息接人
一

与新业务开发上的瓶颈等关键性间题
。

这些问题不同程度的解决
,

都将对我国未来高速信

息网建设具有理论与实际的指导意义
,

并能提供关

键性技术支持
。

4 预期成果展望

与 上述内容相关的重大项 目
,

已于 199 8 年 4 月

正式批准启动
。

总体进展良好
,

某些子课题略有超

前 预计到 2的 l 年底本项 目完成时
,

可获得如下成

果
:

( l) 逐步完善我国第一个 自行设计的以 A TM 交

换机 为主体的高速信息实验网络平台 ;

( 2) 力争在光纤 与无线接入网的关键技术上有

所突破
。

在无源光纤接人技术
、

10 Mb/
、
全 A I M 局

域网和第三代多媒体移动通信软硬件平台等方面为

高速信息网接入提供理论指导和关键技术支持 ;

(3 )在 B
一

IS DN 与 lN 综合方面
,

力争解决新的多

媒体业务开发上的瓶颈
,

并为高速信息网提供技术

与实用化的基础 ;

( 4) 完成基于 A l
,

M 的多媒体交互式远程教学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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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系统与网上英汉 自动实时翻译与自动查询系统
,

并力争实用化 ;

( 5) 提供一批在基础性工程理论和前沿软课题

方面
,

具有创新特色
、

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
,

其中国

际先进水平论文 5 篇以上
,

国内先进水平论文 50 篇

以
_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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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荷兰科学研究

组织科学合作谅解备忘录

19 9 9 年 8 月 9 日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

任张存浩院士与荷兰科学研究组织 ( NW O )秘书长

uH tt e r
博士在荷兰续签了 19 92 年 12 月签订 的科学

合作谅解备忘录
。

续签的科学合作谅解备忘录中正

式增加了一种新的合作方式
,

即双边研讨会
。

根据

协议
,

中荷双方每年可召开 3个双边研讨会
,

每次会

议 3一7 天
,

其中包括顺访
。

会议规模为双方各 10

人以内
。

199 7 年 6 月 4 日洲场飞) 主席
v an D u in e n

博士曾

率团访问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在访问中
,

张存浩主任与
V an D ul ne n

博士共同签署 了会谈纪

要
。

会谈纪要中首先确定了以双边会的形式推动中

荷科学家的合作
,

并确定 了 4 个双边 会 的 主题
。

199 8 年 10 月
,

梁栋材院士率代表团出席了在荷兰乌

得勒支大学举行的
“

中荷生物大分子的三维结构和

功能双边研讨会
” 。

19 99 年 12 月
,

NW〔) 化学理事会

主任 Hes s山ck 博士将率代表团出席在上海举办 的

“

中荷金属有机和催化反应双边研讨会
” 。

通过双方的努力和实践
,

NSF C 和 NW O 均认为

召开小型的双边研讨会是启动中荷科学家在某一特

定领域合作的有效方式
。

双方科学家既可以通过双

边会建立起来的联系
,

在协议框架下继续开展合作

研究
、

人员互访等交流活动
,

又可以联合起来共同申

请新的研究项 目经费
,

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欧盟

第 5 个框架计划等
。

荷兰是一个高度重视科学研究的国家
。

虽然荷

兰人 口仅有约 1 500 万
,

但其 SCI 的排名一直位于世

界第 l仔一 n 名之间
,

其中 199 8 年的排名为第 11 名
,

而中国排名为第 14 名
。

我们希望在 N SF C 和 N W ( )

协议框架的资助下
,

中荷科学家的合作将对我国某

些领域科学研究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

(国际合作局 张英兰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