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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概 要 

 

一、 研究目的和方法 

未来导航卫星星座需要融入天基信息网，为适应 IP over CCSDS空间网络协议体系，导

航卫星星座应宜采用分组交换体制，构成天基分组传送网。本论文借鉴地面自动交换光网络

相关概念，提出了一种基于改进 MPLS的分组交换体制，借助路由协议、信令协议和链路管理

协议，使导航卫星星座在空间段即可实现网络的自动交换功能，降低地面运控系统对导航卫

星星间链路的管控压力。 

二、 主要结果与结论 

本论文参考地面自动交换光网络体系结构，将天基分组传送网的控制平面协议族分为路

由协议、信令协议和链路管理协议三部分。路由协议运行在网络层，用于在当前卫星网络某

个拓扑固定的时间段内，根据链路时延等代价计算出某个卫星节点到其他所有卫星节点的最

短路径并生成路由表; 信令协议用于建立、维护和拆除 LSP。LSR 通过信令协议将路由信息

直接映射到 LSP，在导航卫星节点之间建立逐跳的标签链;链路管理协议负责对导航卫星的星

间链路资源进行管理，通过维护建链规划表，为路由协议和信令协议提供拓扑变化信息。上

述三类协议互相配合，可实现星间拓扑动态变化情况下基于标签的分组转发功能。 

三、 主要创新点 

    在网络的控制平面,本论文将自动交换光网络中链路管理协议的 DCN 管控功能设计为自

主维护导航卫星星座的建链规划表功能。这样做可以将卫星拓扑建链相关功能形成独立模

块，由链路管理协议来为路由协议和信令协议提供星座链路正常切换信息，避免路由算法产

生不必要的链路状态信息泛洪，降低网络负载压力。 

四、 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 

导航卫星星座具有全球覆盖性、时频、激光星间链路等资源优势，拥有成为天基分组传

送网的良好基础。受计算资源等因素限制，导航卫星不宜直接采用基于 IP 地址查询的分组

转发体制。相比之下，采用基于标签转发的类 MPLS 体制可以极大提高分组转发速度，因而更

适合导航卫星。 

MPLS主要用于地面拓扑固定的骨干通信网，本身不具备适应网络拓扑动态变化的能力。

本论文针对导航卫星网络控制平面设计的协议族，支持网络拓扑动态变化情况下的分组自动

交换。这样，导航卫星可补上网络通信体制方面的短板，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承担起空间

信息骨干网的重任。 

五、 解决的实际问题 

未来各大 GNSS 系统的导航卫星都将配备激光星间链路，这为导航卫星融入空间信息网

络提供了基础，但目前导航卫星在分组交换机制方面尚不成熟，不具备分组自动交换能力。

本论文提出了基于导航卫星激光星间链路网络控制平面协议族的初步设计方案，可为下一代

导航卫星的网络体系设计方面提供一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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