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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 Internet PrOtOcOl ( 以下简称 IP) 电话与传统电话网络的互通模型 论述 IP 电话

技术低运营成本和高级多样性服务两方面的优势 以及与传统电话技术相比存在服务质量 ~
网络接入和兼容性差等的不足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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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change mOdel Of Internet prOtOcOl phOne and telephOne is intrO-
duced. LOW cOst and variOus high-guality services Of Internet phOne are discussed.
COmparing With telephOne Internet phOne has shOrtages in service guality net-
WOrk cOnnect and cOmpatibility.
Key words Internet prOtOcOl phOne netWOrk cOmmunicatiOn

早期的 Internet 已经使得人们能够通过电子邮件 ~ 主页等手段方便 ~ 快捷地完成业务和生

活中的大量信息交流 而且屏蔽了信息交流主体所处地域的差异和地理距离 O 随着网络技术

的飞速发展 Internet 的传输能力和传输质量正在大幅度的提高 以及语音 ~ 图像编码 ~ 压缩

技术的成熟 使得在 Internet 上实时传输语音 ~ 图像等多媒体数据成为可能 IP 电话即是这

种传输的典型应用 O

1 IP电话与传统电话网络互通模型

IP 电话网络与传统电话网络互通模

型 如图 1 所示 O
从 图 1 可知 IP 电话技术的应用中

的几种通信模式: ( 1) Internet Internet 
全程数字化和包交换传输 ( 2) 用传统 图 1 IP 电话网络与传统电话网络互通模型

电话作为终端设备 通过标准的电路交换接口接入与包交换网络 ( Internet) 相连的协议转换

设备 话音数据以数据包形式发送到包交换网络传送到接受端 ( 3) 传统电话终端设备通过



电话交换网 ( PSTN) 与电话网一端处于电话网与 Internet 之间的网关设备相连, 在会话数据

通道中既包括电路交换连路又包括包交换网络0

2 IP 电话的技术优势和不足

2. 1 IP 电话的技术优势

由于 Internet 的分组交换技术和全数字化的特点, IP 电话技术的优势可归结为低运营成

本和高级多样性的服务两方面0 以下从 IP 电话技术来说明0
2. 1. 1 包交换技术

低成本的优势首先是来自于和电路交换网络的根本差异0 传统的电路交换技术在呼叫之

初就在通信双方之间建立起一条物理链路, 分配固定带宽资源, 直到通信结束一方挂断, 链

路才被拆除并释放资源, 此间分配的固定带宽资源被一条链路独占, 并不管通信双方是否始

终有数据传输和带宽资源的利用率如何0 Internet 的所使用的包交换技术则不同, 通信双方之

间在整个通信过程中根本不存在一条固定的物理链路和独占享有的带宽, 只有在有数据传输

需要是通信一方才将所要传输的数据以数据包的形式注入网络, 同其它网络使用者的数据无

差别的在网络上传输, 充分的复用所有的带宽, 大幅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从而降低成本0
2. 1. 2 数据压缩

IP 电话技术允许通信终端对媒体数据进行压缩编码, 并且根据质量要求和网络性能选择

不同压缩比率的编码算法0 例如使用 5. 3 kb/S (G. 723) 或 8kb/S (G. 729) 的编码速率就可

以完全达到目前电话网使用 64kb/S 的话音质量, 甚至在网络过分拥挤的情况下采用 3kb/S 的

编码速率, 仍然能够进行正常的通话, 这相当与把原有的网络承载能力提高了 20 倍, 相当于

降低了单位通话的成本0
2. 1. 3 静音消除

以数据包的形式传输音频数据, 使得终端设备能够比较容易的侦测出当前时刻是否有话

音数据产生并需要进行网络传输, 消除无价值的静音数据包, 进一步减少了对带宽的要求0
2. 1. 4 丰富的通信内容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 Internet 对于各种媒体数据的高度集成, 导致了真正的多媒体通信技

术的出现, 在同一次会话中不但包括语音和图像, 还包含了其它的信息交互与共享数据应用0
2. 1. 5 计算机与通信的集成

计算机系统与传统通信系统的结合能够对通信系统的功能广泛扩展, 但由于两者之间技

术上有很大的差别, 导致 CTI 的技术标准的复杂性, 而 IP 电话技术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有着

必然的联系, 例如面向企业服务的呼叫服务中心 ( Call-Center) 等, 将不必考虑与电话网之

间复杂的接口操作, 而大幅度缩短开发周期, 也可更加着眼于应用方面的开发和优化0 再如

一个企业已经具有完善的内部网络 ( Intranet) , 除了常规的办公数据传输, 还有足够的带宽可

用于企业内部的电话业务0
2. 1. 6 高级的应用和服务

传统电信网络由于终端设备的低智能, 高级增值业务绝大部分是在交换机端实现的, 如

智能网 ( IN) 0 而 IP 电话技术以个人电脑作为典型的终端设备, 具有很强的处理能力, 可以

接替大部分原属于交换机的工作, 而且路由和数据传输功能也都由低层网络完成, 大大简化

了网络服务器功能; 通信终端之间使用简单而便于扩展的信令协议 (如 SIP 电话) 直接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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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完成会话控制, 个人电脑具有友好的人机界面和丰富的开发工具, IP 电话是一种开放性

的网络应用, 任何个人或企业都能够在相同的标准下进行新应用的开发,
2. 2 IP 电话技术的不足

目前来看, IP 电话技术的不足存在于它所构建在的 Internet 技术的性质和 IP 电话技术本

身发展的不够完善两方面, 具体可归结为以下几个点 ,
2. 2. 1 服务质量

传统的 Internet 本身不提供服务质量 (GOS) 保证, 包括差错率和时延等, 网络以其最大

可 能 ( Best of Ef fort) 传输所有 IP 电话数据包, 对这引起 IP 电话数据包所承载的数据业务类

型不做任何区分, 也就是说不论是对时延敏感的实时媒体数据还是对差错敏感应用的数据都

一视同仁, 因此在网络带宽不足或突发性数据造成网络拥挤的情况下, IP 电话传输的话音或

图像质量将受到很大影响, 这也是目前制约 IP 电话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的最大障碍,
2. 2. 2 网络接入的要求

Internet 的接入是使用 IP 电话的先决条件, 但目前 Internet 的覆盖率还远远没有传统电

信网络高, 而且大多数个人接入 Internet 仍然以拨号方式依赖于现有的电话网络,
2. 2. 3 兼容性

目前虽然有很多电信和网络设备厂商在积极的研制推出商业用途的 IP 电话系统, 有的已

经投 入 市 场 并 被 应 用 于 网 络 服 务 中, 如 Microsof t 的 Netmeeting~ Intel 的 IPphone 以 及

Net2Phone 等, 但往往仅限于自己的终端应用之间或与自己的服务器互通, 而不能做到像电信

网那样的全世界通用性, 这也限制了 IP 电话被广泛应用的主要障碍之一,
服务质量方面的改善依赖于 Internet 技术和应用的进一步发展, 包括对以有资源预留协

议标准 ( RSVP) 的支持和下一代 IP 协议 IPv6 的研究和应用; 在网络接入方面也同样依赖于

Internet 覆盖范围的延伸; 随着 Internet 技术标准的成熟和统一, 不同厂家的产品系统将有更

好的兼容性和互通性; 基于 Internet 的并着重提供便捷的通信功能的个人电子设备 ( PDE) 产

品的研究开发正在得到了计算机和电子厂商的充分重视, 因此 IP 电话在终端平台上将在未来

将会有更多的选择,

3 结语

随着 Internet 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的广泛 ~ 深入, IP 电话已经成为当今 Internet 应用的一

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由于 IP 电话技术与传统电话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 并且能够实现传统电

信网的所有功能, 因而很多专家认为 IP 电话不仅将不可避免的对传统电信业产生一定的冲

击, 而且有可能重组基于电路交换的传统电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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