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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控交换机联机计费采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摘 要

    随着电信网络规模的扩大和电信业务的增多，提供话费清单以及话费查询等

坝_〔作已成为电信运营商服务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同时，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

电fF"'L-营商需要更加灵活的经营机制与营销策略。中国电信传统的脱机计费处理

方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网络运营和经营服务工作的要求。

    联机计费采集是采集机采用相关的文件传输协议，通过数据网络自动从交换

机上采集计费文件的一种采集方式。它能够克服脱机读带的弊端，实现计费文件

的集中维护管理，提高计费的实时性、准确性和公正性，改善面向用户的服务。
随肴电信计费体制、规范标准的逐步完善，建设联机计费采集系统的时机己经成

    本文分析了电洁行业核心的计费采集业务系统的现状和实施联机计费采集的

必要t'1-. v根据联VLiI费要求提出了联机计费采集的软件框架的概念模型，j了一就摧

J̀  LP讨费采集 粉的S1240交换机的采集为实例进行了详细说明。本文就联机计费

采集的三个难点:整体软件架构、格式转换和对外接口做了详细阐述，提出了基

JSocket通讯方式的MML语言作为对外的统一接口和通讯方式。最后文章又在

联机计费采集软件框上的实际应用的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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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Online Billing Collecting

System of Program Exchange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and the increase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 services such as offering the inventories of telephone

expenses' become more .important and difficult for the carriers. Besides, with the
aggravation of the market competition, carriers need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market strategy to be more flexible. Traditional bill method in which tapes are used to
collect bill file can't meet the demands anymore.

    Collecting bill files online means that the equipment uses a kind of file transfer

protocol to collect bill files from an exchange through a data network automatically. It

can overcome the shortage of gathering bill tiles from tapes offline, realize the

centralized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of the bill files, improve the real time quality,

veracity, equity quality of the charging job, and improve the service facing the users-

Along with the charge system and criterion being more perfect, the chance building an

online billing system is com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the telecom billing collecting system as

core telecom business system and the necessity of building online billing collecting

system. It constructs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online billing system software architecture

according to request of billing collecting system and further explains billing collecting

of   S1240 telecom switch using IP card. This paper gives a detailed analysis on the

three major problems in the billing collecting domain: the integrated software

architecture of the billing collecting system, the billing file format conversion at记the

e.clernal interface. This paper defines the MML language based on the socket

Comirlunication as unified interfaces to related systems. To conclude, this paper suggests

the technologies online billing mi劲t use in the future.

=tee}一、、ords:  Billing system, S1240 Switch, Billing file format co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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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程控交换机计费采集概述

1概 、述

    在20 Hr纪的最后十年，电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得到了空前发展。于
年翻了-.番。1990年，电信总收入达到102亿，用户达到 1000力户左右，而到

l 991年，收入达到2200亿，用户超过1亿。电信业的飞速发展适应了在当今信息

钊会的企业和人民生活的对信息和沟通的需要，在超常规的发展中电信获得千载

}f逢的机遇，也遇到了很多挑战。计费系统作为电信业务运营的核心支撑系统也

Iiiiil(rI 1'史佰的要求。计一费系统又分为采集、分捡和帐务系统。在这个核心业务链

III,采集是最关键、最前沿的子系统。长期以来，计费采集的发展远远落后二J飞电

信引‘本r的发展，到今天在电信业蓬勃发展到相当的高度时再一次被提上了议事

日程

    木丈共分为/I.章，详细讨论计费采集现状，提出了联机计费采集的解决方案

一)一 i要刚i上计费采集的现状和问题Ri在。第二章讨论了联机计费采集系统所

认乡及的州、甘支术。就 S1240交换机的联机采集J长系统进行了深入讨论 第 伞卞

要11 .1侧说机计费模式的种种弊端和联机计费的优越性，提出需求分析，并根据软件

!程的原理iz汁出汁费采集系统的整体框架，3-1 }'1框架中的各个功能模块进一步

洋细I兑明。第四章就联机计费采集解决方案中的核心技术:计费文件格式转换和

!日份采集的对外接Fl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MML的接口规范。第五章对计费采集

的术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2计费采集发展

2. 1计费采集定义

    i1费策集指j皿过电信程控交换机的刊外数V按日获得交换机计费数扣或羚1, f.

」州州比C换妇L f,1脱卸的存储介质扶得i十费数据的过程。

    :「费采a足件个计费系统的第 步。。艺整的计费过程包括i1费采集、计费分

托、ijJ,务处理 共中计费采集是获得交换机原始计费数据的过程。采集到的数据

通常以特定的文件格式存储。这种义件格式一般采用二进制存储并且有特定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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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要步骤是进行文件的格式转换，不同的交换机采用不同的存储格式，因此格式

转换的正确性直接影响整个计费的正确处理。经过处理后的采集文件以文本方式

存储 这类文件交计费分拣进一步处理。‘一般的计费数据包含了交换机所有的通

叭已录，‘}叮司义包含了很多类计费文件，计费分拣的任务就是将这些不同类别的

:「费数扣J抽取出来，同时剔除其中的无效话单，如话费为零或者超长话单。经过

分粕、的计费文件可以交由帐务系统进行分帐、合帐、出帐处理。

.2.2我国电信计费系统的历史发展状况

    计费系统是随着电信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的。在电话交换处于人工交换的时期，

卜话计费采用包月制，长话按}cE离和通话时长采用人工计费方式完成，使用的 上_

I乙 /, I笔和算盘或计算器。随着半自动、全目动电话交换机的采用，特别是八十年

代中期和九十年代程控交换机的大量引进，通信能力迅速提高，电信用户及业务

F-1也随之急剧增长，传统的人工计费方式己无法满足需求。同时，进入八十年代

后，计算机技术有了突破性的进步，用计算机取代笔和算盘作为电信计费的工R

成为11]能 这时候刁形成了真正意义的电信计费系统:

    1匕了}’沂}费系统的建设初期，山于计算打L硬件性能的限制，软件开发成本和堆

1'< I均过Ii j，以及电信运营商服务意识和竞争意识的淡漠，只能以自动化为目标

l川 巾曰{!收费的简单功能实现。田于交换机与计算机接口技术的不一致以及交换

机型复杂，操作难度大等问题的限制，计费系统初期基本采用磁带脱机处理方式，

  个川故一次或数次磁带。由于早期数据网络的不完善和经营体制的卜民制，1匕丁言

任 汀初 般采月j分散的计费系统，系统之间不联网。近年来随着DM, DCA等数据

通信网络的发展和日趋完善，计费系统联网成为现实。与此同时，集中化的计费

系统山]几有利十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和巾场竞争力，而越来越被电信运营商采用

山I-. [I I -I-期的电信业务只有电话业务，相应的计费系统也是针对单 ，业务的。随着

li I能、增值业务、数据多媒体业务以及因特网等新业务的出现，计费系统正从中

  业务问具备综合业务的计费系统转移。

2. 3脱机计费数据采集方式的落后原因

    计费采集的落后现状原因有多种主要有以下儿个反面:

    (}}手{制原LEI

    以让计费的土也位从属于业务。当时的电信市场需求及其旺盛r使得电信运营

向石电信高速发展的时候注重网络建没，轻视运营支撑和服务建设

    }    ''l l]寸}L{于中国地域广阔，电信部门对应了中国不同级别的行政区域，千L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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嗵∽H络的发展和同趋完善，7-1+费系统联网成为现实。与此『刊|!卜j，集1 h化的计费

系统⋯J：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而越来越被电信运营商采用n

⋯J■，期的r巳信业务只有电话业务，相应的计费系统也是针对单’业务的。随着

纠能、增值、№务、数掘多媒体业务以及因特网等新业务的出现，汁费系统丌：从’干

、l【，务向具备综合!比务的计费系统转移。

l 2．3脱机计费数据采集方式的落后原因

H赞采集的落后现状原因有多种主要有以下几个反面：

(t}『*捌原吲

以往计t费的地位从属于业务。当时的电信市场需求及其旺盛，使得电信运营

r1们叭j高速发展的时候注重网络建跛，轻视运营支撑和服务建设。
1．1IH IIrr中国地域广阔，电信部门剥应了mI吲不同级别的行政『曩峨，}M雉进



喜娄查!翌喜兰竺竺查——一． 堑二量堡垄壅垫垫三±墨墨墨丝兰
仃统 、集中的管理。以往计费的地位从属于业务、网络、地域。

心次，谯电信发展的过程中，大量依靠了la]#b的技术，造成现张例t-机型种

类繁多，计费技术不统一的现状，因此在电信部门缺少统一的业务规范。
(!)技术原鹾i

f{一1丁交换机的发展经历了几十年，信息技术发展同新月异，在目自H网络传输
㈣戊了IP jj流，而交换机在七八十年代时根本没有对IP的支持，由于现在网上交

换机众多r有相当一部分交换机技术落后，在设计统一的计费采集系统时不得叫i

巧虑这唑历史遗留问题。

n：m训奇新技术应用丁现网设备时，由T-J一家的技术垄断，导致对新技术缺
乏‘尖践机会r也使得联机计费采集的进程遇到很大阻力。就目前辽宁省而黾整

个辽宁省有600多个局，十个厂家的设备，如果没有统一的软件架构和接口，整

介晌r_作很谁。对新技术缺乏实践机会。”。

I．2．4联机计费采集的概念

暇机计费采集指通过计算机采集软件和程控交换机提供的对外接口进行通

㈨按照发定的要求准确、及时、可靠地：陌程控交换机内的计费数据传送至采集
机的过秤。姻1图1．I所示。

1．3问题提出

图1．1计费数据采集示意图

Fig．1．1 Sketch ol charging data

1；3．i联机计费采集的总体要求

幂氍链倮征订赞和结算系统一常运转的萄。要环节。从采集方法h番町分成喊

饥承璇、脱机采集和人工输入三种方式。而联机计费采集目自U来看是～个珲想的
Ij疑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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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_Ik 49l采集系统的总体要求如下：

能够将4i同，’家的计费采集统一整合；

(1)整个系统要稳定可靠，数据联机采集、数据传送部分应确保数据准确、完

‘祭，运行安全稳定；

(2)保矸咎个联机采集过程对交换机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3⋯功化程度高：自动任务调度(数掘并行采集、传送、处理)、自动故障告

j簪：

f4)姓簖完备的监控功能，能对采集终端、传输链路、采集过程、数据传输过

褂、交换机状念等进行全方位的监控，告警信息全面、友好，易于维护和使用；

系统!¨i容借能力。一般软件故障，批处理中的单个文件或单条记录错误，系统

输⋯：I。并信息，假不应引起系统工作中断。重大软件故障应自动系统重启，并输

⋯t’改阢c撒_i。

l。3．2联机计费采集系统实际解决的阔题

我们将联机计费的解决方案分成两部分。一是交换机侧，解决不同的交换机

的教捌采集功能。二是对于后端系统，如何提供一个统～接口，作为后续处理的

4俞入。

受换桃侧，胥同的交换机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出于S】240交换机占捌丁干H：‘1

的⋯勿份额．我们以S1240为研究剥象，酋先解决S1240的计费采集问题。

从s1240交换机端得到的原始计费文件是以CD—ROM(MO)的格式存放，不

对台㈣”乜部电话发备总技术规范书》”。表29的内容和格式的要求。须进行格式
牝换成柄i准格式，供其他应用系统使用。而且S1240交换机不断升级扩容，版本

t卫朔f JJ,Si 240交换机的IP卡中得到的原始汁费文件c』三闪版本的不例而1：同．如

⋯湖1j 个适应不同版本需要的格式转换程序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汁费采集系统

l㈨q拔I小是采集模块同各个计费应用模块交换信扈、的桥梁。接口设计的好坏直接

影II向到膻用模块的工作效率””’。

在现在的电信企业中，客户应用程序多种多样，它们都要迅速的获取计费数

川臀托鬯。我们不可能为每～个不同的客户程序量身定做特定的访问端口，这样

Ⅲ务器端的接Ij部分会变得越来越庞人、效率越柬越低。所以观埘I¨：正删 个巯

的、怀准的对5'1、端I 1是计赞业务的客户和服务交互的首要问题

I-'：10￡水迂着乖阐述三个问题。第吟刚题是：联0ti-／-费系统的框架结构。2f3_
个问题是：汁费采集系统如何处理IP卡输出的计费文件格式的转换。第三个问

题是：汁赀采集系统与计费应用系统的标准化接口问题。对此本文的以后若T章

1』、f孑l r朝j|I·纠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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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队妇 L采集系统的总体要求如下:

    能够将不同厂家的计费采集统一整合;

    (1)整个系统要稳定可靠，数据联机采集、数据传送部分应确保数据准确、完

.r>>1 运行安全稳定;

    (2)保证整个联机采集过程对交换机不会产2盆任何影响;

    (3)自动化程度高:自动任务调度(数据并行采集、传送、处理)、自动故障告
::},

    (4),u,,备先备的监控功能，能对采集终端、传输链路、采集过程、数据传输过
程、交换机状态等进行全方位的监控，告警信息全面、友好，易于维护和使用;

系统具有容错能力。一般软件故障，批处理中的单个文件或单条记录错误，系统

输{I'. 4} : *s抓 s r}i但不应引起系统工作中断。重大软件故障应自动系统重启，并输
川份娜报尸1。

3.2联机计费采集系统实际解决的问题

    我们将联机计费的解决方案分成两部分。一是交换机侧，解决不同的交换机

的数据采集功能。二是对于后端系统，如伺提供一个统一接口，作为后续处理}1勺

坏仔入

    交换11)(19,不同的交换机有不同的解决}l案，山于 S1240交换机占据了相当

的巾场份额.我们以S1240为研究对象，首先解决S1240的计费采集问题

    从S1240交换机端得到的原始计费X件是以CD-ROM (MO)的格式存放，不

神台《邮电部电话没备总技术规范书》〔才，:表29的内容和格式的要求。须进行格式

转换成标准格式，供其他应用系统使用。而且 S1240交换机不断升级扩容，版木

电析 ),<<. S 1240交换机的iP卡中得到的原始计费文件也因版本的不同而不同，如

I,,) ?$u; ' i 个适应不同版本需要的格式转换程Pi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计费采集系统

}’的按I:-..l是采集模块同各个计费应用模块交换信息、的桥梁。接1=1设计的好坏直接
影ulu)到应用模块的工作效率勿!〕。

    在现在的电信企业中，客户应用程序多种多样，它们都要迅速的获取计费数

州竿信息 我们不可能为每一个不同的客户程序量身定做特定的访问端口，这样

服芳器端的接「』部分会变得越来越庞人、效率越来越低。所以iQ如何定制 个统

  的、标准的对外端I--1是计费业务的客户和服务交互的首要问题
    }巾比本交着,Ti阐述三个问题。第 一个问题是:联扫L计费系统的框架结构。第

  个问题是:计费采集系统如何处理IP卡输出的计费文件格式的转换。第三个问

题是:计费采集系统与计费应用系统的标准化接曰问题口对此木文的以后若一「帝

丫’{汀洋川}刚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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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程控交换机联机计费采集系统中涉

及的相关技术

    程控交换机联机计费采集是电信业务一个技术性很强的过程。其中涉及到很

多计算机技术。本章就这些技术进行概括性的叙述和简单的分析。

2.1联机计费采集的技术

    下如第一章所述，目前的交换机种类繁多，其设计、方案各有千秋。也就造

成了计费采集技术的多样化。本节我们对有针对性的 S1240程控交换机联机计费

采优的技术作简单的介绍。

2.2 512=&0程控交换机联机计费采集系统的技术

    对J51240交换机主要提供三种联机计费采集方式:一种为S121P卡方式，其

他两种为华于TP模块和 IPTMX25模块}l式和安装EPMTCE摸块77一式.本义主要

钊对lira于IP }, I狗联机计费采集系统做洋细介绍.另外两种在第为_章做简要的说明

2. 2. 1基于IP卡的51240程控交换机联机计费采集

2.2.1.1 IP卡概述

    ti川 i前在网上运行的 SM 0程控交换机来说，原有的网管}却 }只能通过

MMC(Man Machine Communication人一机通信)和 MPTMON(Multiprocessor Test

Monitor 处理器测试监控)，不能进行文件的收集和备份。同时，由月第三方川-
叹rfdJ两者的协议不甚了解，开发出的网管接u不够稳定，影Alai了网管系统的正

拍二汀。Î+1络服务中心NSC (Network- Service Center)虽能够实现远程文件采集功

能，州小能支持MPTMON操作，另外LI」于种种原因，在现场使用的效果也不佳。

为了提苛交换机数据的采集质量，减少机房管理人员的工作量，_t二海贝尔公司川

了:{}(了S121P 卜的网管接「〕系统 它不仅可以替代现有的磁带机或其’亡外设，快
i}l:勺使地进行交换机数据的收集、后备带的制作，而且通过通信服务器提供的编

4,,'A_< I{.n1以用MMC f11 MPTMON命令对交换机进行维护管:R 0 11=17 9寸，S1240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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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程控交换机联机计费采集系统中涉

及的相关技术

程控交换机联机计费采集是电信业务一个技术性很强的过程。其中涉及到很

多计算机技术。本章就这些技术进行概括性的叙述和简单的分析。

2．1联机计费采集的技术

fF如第一章所述，目前的交换机种类繁多，其设计、方案各有千秋。电就造

f戊了引费采集技术的多样化。本节我们对有针对性的S1240程控交换机联机计费

累僚的技术作简单的介绍。

2．2 S1240程控交换机联机计费采集系统的技术

列r S{240交换机主要提供三种联机计费采集方式：一种为$12【P卡方式，其

他阿种勾攀于TP模块和[PTMX25模块方式和安装EPMTCE模块方式．本文jj：蛩

俐划旌f IP忙的联机计费采集系统做洋细介绍．另外两种在第机章做简婴7n说明．

2，2．1基于IP卡的S1240程控交换机联机计费采集

2．2．1．1 IP卡概述

(一j川{|j0存删上运行的s1240程控交换机来晓，原有的网管陵J l^I能通过

MMC(Man Machine Communication人．机通信)和MPTMON(Muttip】-ocessoF Tesl

Monitol‘多处理嚣测试监控)，不能进行文件的收集和备份。I刊时，由于第三方丌

7t f似朋jI扦的l办议不甚了解，丌发出的网管接口不够稳定，影响了网管系统的币
。ijj圭汀。旧络服务中心NSC(Netwo rk ServiceCenter)虽能够实现远程文件采集助

雠，Ⅲ小能支持MPTMON操阼，另外由-k"种利s原因，在现场使月j的效粜也一i僚。

为了提，岛交换机数据的采集质量，减少机房管理人员的工作量，上海贝尔公z卅”

’t⋯丁S121P}的刚管接口系统。它一i仪可以替代现有的磁带机或鞋它外政，一队

噬0他地进行交换机数据的收集、后备带的制作，而且通过通信服务器提供的编j

W接【|．I一』以用MMC和MPTMON命令对交换机进行维护管理。同时，S1 240 IP



¨正』Wj‘网络功能，利用系统提供的以太网接口，口j以与远端服纷器父珙义仟斗=1|

数据，提供高速双向的文件传输，为交换局无人值守创造必要条件，有助r现有(内

数“．j通信网络，实现对交换机的远程集中监控管理，便于网管工程的统一实施，

提17^了网络运行的效率和灵活性。

2．2．1．2 IP卡系统结构

1P卜足⋯建市在专用操作系统基础I-_的四个模块组成．它们分别是通信阱议

处J=}|蚪_：：!f块、文件采集模块、协议转换模块和配置管理模块。IP卡为s1240程控交

换帆年¨1z目暂中，b2_l’日J的连接提供了标准化的高速接口。结构示意图如图2．k

图2．1结构示葸圈

Fig．2．1 Sketch of COIIStl’uction

⋯艾件粟集模块

文件采集模块的作用是模拟交换机原有外没接口模块的功能，N,_ut-l：将替换后，

交换机不必作任何软硬件上的改动，最大限度地减小对设备的影响。 S1240交换

机和模块之l'sJ的通信使用S1240内部总线．利用文件采集模块的功能，通过h1240

n。lfI。的凡{=rL命令，s1 110 Tr就可以。丈现对交换机数据文件的管理，包括读、。与、箭

协川；乍线九勺交换机硬需。Build等操作。⋯于磁带机的机械结构较为复杂纠易于损

1+．flj s1 240 IP j、他】1J TCP／IP_L的网络义件服务系统(NetworkFile Service)’l

外．0：迎晴．史Jju疗便和灵活，提高了数据采集和DiskBuild(建立硬盘)的速度及uJ

。l计h

(2 J通信防议处理模块

m议处理模块采用符合S1240规范的串口线(原25芯的MMC电缆将转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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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占_)，可以对多种通信协议进行处理。模块与交换机MMC口之间的通信既可以

使用DDCMP(Digital Data Communications Message Protoc01)协议(需更改相应

MMC H的通信协议数据，但对P&L模块和交换机性能不会产生影响)，也可以使

川VDLf(Visual Display Unit终端显示)协议，根据用户要求能够提1：；[!Binary Device

( j剖刊)八机命令接口。除此之夕}．系统还支持对MPTMON和全透明等协议舶

处用!．．

(3)通信协议转换模块

系统提供内部数据和IP数据包之例的协议转换，使用TCP／IP协议进行封装，

队∽j’通信的安全和有效。利用商用路由器，系统支持多种广域数掘例

、DDN／E1／X 25／ISDN等)接l一，口J以提供远程MMC终端、MPTMON终端，以

，馒文件采集及备份功能，实现对交换机的集中维护和管理。

(4)配罱管理模块

系统自身带有监控管理程序，可以实时监测各链路的状态，也可以自动跟踪

摸块中各程序的运行情况，在出错时自动恢复。通过配置管理的Socket套接字，

还能对阔络和链路的多种参数进行初始化配置。

2．2．1．3系统接口

(1)串行接入端口

系统提供。个串行接入121，它们可以根据用户需求，作为以下信号的接入端
J『·

iD用于交换机MPTMON的信号接入

②用于MMC数据及交换机告警信息的接入

引小_|-模块参数的木地配胃

哩)¨_¨j其它需做远程透明传输的串行信号的接入

』川l，透叫RS232接口可用于用户自定义信号，也可作为上海贝尔机房王；JJ力

，州弛练台监控系统采集信号的接入口，进～步完善交换网管的功能。

(2)文件采集接口

@MTUC(Magnetic Tape Unit Controller磁带机控制器)仿真接Iq

n S1 2的E犁机卜，系统提供与MTUC板一致的接12，与交换机n勺DMCP
{Dilect Memory Control Processor直接存储控制器)模块相连接。

Z；SCS[Device仿真接口

一S1 240的J型机上，S12IP提供一个SCSI Device仿真接E1．1j S1240的

DMCA(Direct Memory Control Access直接存储控制器)模块上的SCSI控制模块桐

j正经-SCSI标缗：的设备接口分两类，本系统采用50芯fp,l-种(single-ended drivers J，

吒L‘㈨0迎接线最大长度为6m。

f4I以人M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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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提供一个10Mbps的以太稠接[1，支持标准的TCPIIP协议栈，可以通过

通、硼I：．J数据传输线路，和网管中心交换下述所有各路信息：

i、L，交换移l告警：

②叫赞或用，1文件：

③远程MMC信号：

④远程MPTMON信号。

2．2．1．4基于IP卡S1240程控交换机计费采集原理

IP一是为支持S1240交换机计费、网络管理而专门丌发的产品。垓r“品i rJ-以

I引妯n赴s1 240交换机的槽中。刘内和交换机通过总线进行数掘交换和控制；剐

钋通J』i；,i-准以太网接口，以TCP／IP网络为载体采用NFS协议进行计费文件的采集。

It，以通过DCN网络将计费文件送至计费中心B】。

2．3 SOCKET网络编程技术

SOCket是嘲络编程中最常用遇到的概念和工具。在TCP／IP网络中，传送和接

收数粥就会经常使用到Socket，由于使用Socket能够在网络上处理复杂数据，所

咀在并种网络应用程序中，涉及到数据传送和接收，～般都会使用Socket网络编

W，叫剿。Ij Jm过计算机删络实现不同的程序之删通讯的程序。程：日酌的模式]、，

』_11’I．通信的网络程序中，比较常用的是C／S结构。一方称为客户程序(client)．射

力称为服务程序(Serve)。这旱所谓的Sever与Client并不是像WindowsNT／2000

70真iIm服务器土机。而是只在网络的程序笈计领域中大家称呼的“服务器”，是
，|．}彳等待客户端(Client)主动连接并且提供服务(资源)的一个程序，而要求连接

的州为窖J’一端。且连接双方都可以同时执行服务器程序或是客护端程序，如图2 2

所m

st，ckcc是两个程序之J剐进行双向数据传输的网络通讯端点，有一个地址和

个端|1 I；术标识。每个服务程序在提供服务时都要在一个端口进行，而想使用法

!儿j务n≈’髯广-机也必须连接该端口。服务程亭与客户程序的区别在于，服务程序总

址微础的等待连接，服务程序一旦启动，初始化完毕就进入等待连接状态：客户

㈧盯F例J后，主动地向远程服务程序发出连接请求，服务程序收到请求后，按照

：酬竹m则建奇‘连接。连接完成后，两个程守就之州就建立了一个虑拟的数据嗵

l№t踏，这些程序可以直接从自己打丌的套接口读入和写出数据，i：ij小川父一L、。实

际的数掘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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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P卜提供一个l OMbps的以太网接Ln，支持标准的TCP/IP协议栈，可以通过

适”、的数据传输线路，和网管中心交换下述所有各路信息:

    毯父换机告瞥;

    '? iI费或用户文件;

    ③远程MMC信号;

    ④远程MPTMON信号。

2.2.1.4基于IP卡51240程控交换机计费采集原理
    IP 烤是为支持 51240交换机计费、网络管理而专门开发的产品。该产品可以

川划1介价_S1240交换机的槽中。对内和交换机通过总线进行数据交换私!控制;对

外通过标准以太网接口，以TCP/IP网络为载体采用NFS协议进行计费文件的采集。

iIf以通过DCN网络将计费文件送至计费中心(2l

2.3 SOCKET网络编程技术

    Socket是网络编程中最常用遇到的概念和工具。在TCP/IP网络中，传送和接

收数据就会经常使用到Socket,由于使用Socket能够在网络上处理复杂数据，所

以古各种网络应用程序中，涉及到数据传送和接收，一般都会使用Socket网络编

I'll, 1'11-0}.nj"-JjL过计算机网络实现不同的程序ti f fij通讯的程序。Vii:: F前的模式一卜

川71.迪信的网络程序中，比较常用的是 C/S结构。一方称为客户程序(client) 另

  IJ称为服务程序(Serve)。这里所谓的Sever与Client并不是像WindowsNT/2000

  真门的服务.lnria主书L。而是只在网络的程序设计领域中大家称呼的 “服务器“，是

指等待客户端 (Client)主动连接并且提供服务(资源)的一个程序，而要求连接

的即为客p端。_目连接双方都可以同时执行服务器程序或是客护端程序，如图2.2
)沂小

    Souk-et是两个程序之间进行双向数据传输的网络通讯端点 有一个地址和

个端「以;来标识 每个服务程序在提供服务时都要在一个端口进行，而想使用该

服务的客户机也必须连接该端口。服务程序与客户程序的区别在于，服务程序总

足被动的等待连接，服务程序一旦启动，初始化完毕就进入等待连接状态:客户

程)J‘启动后，主动地问远程服务程序发出连接请求，服务程序收到请求后，寸T IT

  、〔的规则建节连接 连接完成后，两个程序就之间就建立了一个f iY.拟的数据I皿

八涟路，这些程序可以直接从目己打月的套接曰读入和写出数据，}}Ij不用关心实

k,的故据链路I}b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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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IIlt 35 'k'4端  II,I Iw
        .阅卜一 一 一

            I-I应

叫卜— 一一~

  图2.2交互工作示意图

Fig. 2.2 Sketch of interaction

24网络文件系统NFS

2. 4. 1 NFS的主要特点

    网络文件系统NFS可是本地计算机共享远地的资源，就像这些资源在本地 -

样 }pti允许应用进程打开一个远地文件，并能在该文件的某一个特定的位W.-[)I

始议II数据。这样，NFS可使用户只复制一个大文件中的一个很小的片段，而小

.’.要1,z制整个大文件。一个远地的计算机上的文件可以被多个客户存取。NFS允

许客户对文件进行加锁。当一个客户完成修改后就对文件解锁，从而使别的客户

能够进行存取。

    NFS从用户的观点看，几乎是不可见的，它被集中在操作系统的文件系统中，

川}}( iJll的系统调用即可访问NFS文件。通过对NFS的配置.可使计算机的文件系

悦创建 个应川系统请求一个操作时，讨算机的文件系统根据被操作K件所在1-1

一止诚知1返应将次请求传递给本地文件系统或NFS客户软件。若属于后一种情况，

NFS吝户软件就利用网络对远地计算机文件系统进行操作。因此只要安装和配置

NFS.计算机文件系统就包含了相当与远地文件系统的目录。显然，这种方案相当

I: 】习为应用系统所执行你准的文件操作使任何一个应用程序都可以使用远地

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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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IIlt 35 'k'4端  II,I Iw
        .阅卜一 一 一

            I-I应

叫卜— 一一~

  图2.2交互工作示意图

Fig. 2.2 Sketch of interaction

24网络文件系统NFS

2. 4. 1 NFS的主要特点

    网络文件系统NFS可是本地计算机共享远地的资源，就像这些资源在本地 -

样 }pti允许应用进程打开一个远地文件，并能在该文件的某一个特定的位W.-[)I

始议II数据。这样，NFS可使用户只复制一个大文件中的一个很小的片段，而小

.’.要1,z制整个大文件。一个远地的计算机上的文件可以被多个客户存取。NFS允

许客户对文件进行加锁。当一个客户完成修改后就对文件解锁，从而使别的客户

能够进行存取。

    NFS从用户的观点看，几乎是不可见的，它被集中在操作系统的文件系统中，

川}}( iJll的系统调用即可访问NFS文件。通过对NFS的配置.可使计算机的文件系

悦创建 个应川系统请求一个操作时，讨算机的文件系统根据被操作K件所在1-1

一止诚知1返应将次请求传递给本地文件系统或NFS客户软件。若属于后一种情况，

NFS吝户软件就利用网络对远地计算机文件系统进行操作。因此只要安装和配置

NFS.计算机文件系统就包含了相当与远地文件系统的目录。显然，这种方案相当

I: 】习为应用系统所执行你准的文件操作使任何一个应用程序都可以使用远地

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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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2 NFS技术应用于联机计费采集系统

    S1240交换机利用JP卡实现联机计费.其文件采集接1a连接至接r-i微机，山按

I!微OL防真磁带机(S1240 E型机)或光盘机〔S1240 J型机)的各种信号’。交换l)L进

行联系，交换机送出的计费原始数据文件存放在接口微机的硬盘上，利用文件传

输PPtix NFS,井放相关驱动器和目录名.并向采集机开放权限范围，根据计费采集

系统的要求，定时发送计费原始数据文件到联机计费采集系统，

    对于计费采集系统和本地计费帐务中心系统之间计费文件的传送同样可以利

川义件传输协议NFS来实现.存储于采集服务器的计费原始数据，计费采集系统利

川NFS的技术实现日录开放山计费中心主动来取，也可以是联机采集计费系统将
采集下来的话单文件传递到本地计费帐务系统要求的目录下，本地计费帐务中心

系统的采集守护程序不断监控该目录，当该目录下有文件，守护程序获得该文件。

银vial对又件名的分析，如果是符合处理条件的文件，便调用不同的话单处理程序

对话单进行处理，至此话单由联机采集计费系统进入本地计费帐务系统 接口得

以天现。

2.S光盘CID-MO存储器的格式

2. 5. 1 CD-MO光盘存储器的概念

    CD-MO光E'足 一种采用磁记录原理利用激光读写数据的盘。用户司以把数据

i'il MO光盘 I 盘上的数据可以抹掉，抹掉后又可以重写。CD-MO光盘」分两

个}勺

    (I )Optional Pre-Mastered Area(可选预刻录区)，这个区域的信息是个只读区
域

    (2)Recordable User Area用户可重写的记录区)，普通的CD播放机或者VCD播

放机小能I卖这个区域的数据，这是因为CD唱片和VCD盘与磁光盘采用的记录原J'1!

小}司-

2.5} 2 CD-MO光盘存储器的逻辑格式

逻辑格式是确定光盘上的数据应该如何组织，以及存放在什么地万。说?It具

点足笨本识别信官、放在何处，文件Fl录应该如何构造，到何处去找撒I几的日

CD-MO的逻洲格式可归纳为两个部分:

(I)定义一套结构用来提供整片光盘所含的信息，称卷结构。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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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2 NFS技术应用于联机计费采集系统

    S1240交换机利用JP卡实现联机计费.其文件采集接1a连接至接r-i微机，山按

I!微OL防真磁带机(S1240 E型机)或光盘机〔S1240 J型机)的各种信号’。交换l)L进

行联系，交换机送出的计费原始数据文件存放在接口微机的硬盘上，利用文件传

输PPtix NFS,井放相关驱动器和目录名.并向采集机开放权限范围，根据计费采集

系统的要求，定时发送计费原始数据文件到联机计费采集系统，

    对于计费采集系统和本地计费帐务中心系统之间计费文件的传送同样可以利

川义件传输协议NFS来实现.存储于采集服务器的计费原始数据，计费采集系统利

川NFS的技术实现日录开放山计费中心主动来取，也可以是联机采集计费系统将
采集下来的话单文件传递到本地计费帐务系统要求的目录下，本地计费帐务中心

系统的采集守护程序不断监控该目录，当该目录下有文件，守护程序获得该文件。

银vial对又件名的分析，如果是符合处理条件的文件，便调用不同的话单处理程序

对话单进行处理，至此话单由联机采集计费系统进入本地计费帐务系统 接口得

以天现。

2.S光盘CID-MO存储器的格式

2. 5. 1 CD-MO光盘存储器的概念

    CD-MO光E'足 一种采用磁记录原理利用激光读写数据的盘。用户司以把数据

i'il MO光盘 I 盘上的数据可以抹掉，抹掉后又可以重写。CD-MO光盘」分两

个}勺

    (I )Optional Pre-Mastered Area(可选预刻录区)，这个区域的信息是个只读区
域

    (2)Recordable User Area用户可重写的记录区)，普通的CD播放机或者VCD播

放机小能I卖这个区域的数据，这是因为CD唱片和VCD盘与磁光盘采用的记录原J'1!

小}司-

2.5} 2 CD-MO光盘存储器的逻辑格式

逻辑格式是确定光盘上的数据应该如何组织，以及存放在什么地万。说?It具

点足笨本识别信官、放在何处，文件Fl录应该如何构造，到何处去找撒I几的日

CD-MO的逻洲格式可归纳为两个部分:

(I)定义一套结构用来提供整片光盘所含的信息，称卷结构。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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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定义 一套结构用来描述和配置放在盘少的文件，称为文件结构。

    CD-MO的一个逻辑扇区除了扇区头信息之外还有2336个字节。在2:336字节

I I I ,了J'288挤肯可以用来做错误检测和校正用，剩下的2048个字节作为用户数据

吐 =S)-18字节的数据域定义一个逻辑扇区。每个逻辑扇区号为LSNO。每个逻辑扇

{、.月以分{」又一个或多个逻辑块。这样做对于在盘仁存放大量的小文件是很有用的。

(I 个有 2048字节组成的逻辑扇区中，一个逻辑块的大小可以是;i12, 1021,或

20 18‘J二竹。但 个逻辑块的大小不能超过逻辑扇区的大小。每个逻辑块有 」个逻

Xii块 号 (LBN)o

    放在光盘上的文件类型没有限制，可以是ASCII文本文件、索引结构文件、

1.}执行文件 (如.COM 文件，EXE文件)等等。每个文件可分为一节或多个文件

牡(lile section) 一个文件节放在多个逻辑块组成的文件空间里。

    文件的标识符 (file identifier)司由三部分组成:文件名、文件扩展名和文件

版本号到I成。但文件标识符必须要包含一个文件名，或者包含一个扩展名，其他

ii{作为选择。文件标识符必须为大写字符’州。

2.5.3计费文件应用CD-MO光盘存储技术

    山J脱机il费时81240的计费文件是以光盘存储的。随着IP一卜联扫玩十费的实

现，以1i通过光盘脱机传送的计费文件通过 IP卡有网络以光盘文件格式的形式从

tit-?1t)交换机中备份出来。因此为了完成格式转换的目的，对于CD-MO的逻辑格

式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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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定义 一套结构用来描述和配置放在盘少的文件，称为文件结构。

    CD-MO的一个逻辑扇区除了扇区头信息之外还有2336个字节。在2:336字节

I I I ,了J'288挤肯可以用来做错误检测和校正用，剩下的2048个字节作为用户数据

吐 =S)-18字节的数据域定义一个逻辑扇区。每个逻辑扇区号为LSNO。每个逻辑扇

{、.月以分{」又一个或多个逻辑块。这样做对于在盘仁存放大量的小文件是很有用的。

(I 个有 2048字节组成的逻辑扇区中，一个逻辑块的大小可以是;i12, 1021,或

20 18‘J二竹。但 个逻辑块的大小不能超过逻辑扇区的大小。每个逻辑块有 」个逻

Xii块 号 (LBN)o

    放在光盘上的文件类型没有限制，可以是ASCII文本文件、索引结构文件、

1.}执行文件 (如.COM 文件，EXE文件)等等。每个文件可分为一节或多个文件

牡(lile section) 一个文件节放在多个逻辑块组成的文件空间里。

    文件的标识符 (file identifier)司由三部分组成:文件名、文件扩展名和文件

版本号到I成。但文件标识符必须要包含一个文件名，或者包含一个扩展名，其他

ii{作为选择。文件标识符必须为大写字符’州。

2.5.3计费文件应用CD-MO光盘存储技术

    山J脱机il费时81240的计费文件是以光盘存储的。随着IP一卜联扫玩十费的实

现，以1i通过光盘脱机传送的计费文件通过 IP卡有网络以光盘文件格式的形式从

tit-?1t)交换机中备份出来。因此为了完成格式转换的目的，对于CD-MO的逻辑格

式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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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联机计费采集系统的需求分析和软

件架构

3.1需求分析

3.1.1电信计费系统改造的必要性

    计费是电信运营企业的核心工作之 。它不仅直接关系到电信企业的经济效

益和门:乌发展，而目制约着电信运营商对广大用户服务水平的提高。近二卜年来，

，}，卜II匕信业的发展建设始终超前十国民经济，星跳跃性、超常规发展趋势。电信

网络的规模、密度、电信设备的安装、客户群的发展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仁_!是

y年米在计戈ij经济体制下，电信行业的主要矛盾是通信能力不足，因此注重网络

建设、提高通信能力始终是各地电信企业工作的重中之重;电信行业过去几十年

来 一f独家经营，处于卖方市场，市场压力很小r对计费系统进行大规模投资建

没的紧迫感不强:计费系统投资建设后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投资回报难以评TIl，

投资决策难以形成。这些都导致了电信计费系统的建设始终滞后于网络的建没和

J迫f,,前创J的增长。

    随有电信市场的逐步开放，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对计费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

习(:

  (1)提高服务质最、参与市场竞争需要计费系统的有力支持。目前电信运带商提

{电信服务所产生的服务质量问题，越来越集中到计费系统领域。用户关ii和投

诉的-)A点 如资费政策的执行、话费争议、查询难、缴费难等问题都和计费系统

泪、以妇}天。

    随着我国加入WTO和电信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竞争的局面日益激烈，

而市场竞争最基本的落脚点就在于服务价格和服务质量。从目前和未来电信业发

展的趋协来看，这两点都有赖于计费系统的有力支撑作保障;灵活的营销策略和

价格的il"'i整需要计费系统有很强的灵活性和扩充性;减少话费争议、消除“查询

州、缴费难”等热点问题都必须建设高性能的训费系统提供后台保障。

    (?) ̀G.护电信运营商的自身利益需要讨费系统的有力支持。作为计费系统，小

f}}要做到准确地完成各项业务的费用计算，还要及时回收资金、最大程度地减少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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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洛，捉II'J企仲资余的利Ill率 在I I前多运营iif1环境下，互联7i通朴务气:l}IIII.增

)_，保川网间结算费用及时回收、小发‘1一流失，成为计费系统 项很IT:要的}毛务

}1 L1还首商的计费系统都应该有足够的手段判定结算费用的实际数II.判断11.

峨对打结算报表的客观性、合理性 确保网间结算 “以我为主”而不能 “以对方

为{”，井能够提供充分有力的结算依据。

    (3);卜场经侍决策需要计费系统的有力支持。电信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要求
电盯.。艺)’..向的巾场纤营决策必须利学化、理性化。 个决策的失误，闺能给电佑

公.1州待术难以弥补的损失、甚至危及企业的生存。计费系统掌握着电信公司运作

的人多数企业数据，其中蕴涵着企业经营态势、客户群分布特征及消费习惯、各

顶业务发展状况等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及时准确地掌握这些信息是进行市场经营

决策的前提

    旧的电信业务的计费处理从体制到技术都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和需

班.(」一汽一在某科石程度上己经限制和阻碍了业务的发展。

3. 1.2电信计费系统改造的弊端

    日前相当多的电信局还是采用了比较原始的磁带或者光盘等脱机采集方式。

脱机采集存在很多问题:

    (1)川)，小能及时查询自己fi'i通话数据，「仁信资费的透明度不高，不断引起话

费纠纷

    (2川费数据采集不及时，造成帐务周期过长，既影响电信部门决策的及时性，
也限制了如短期租机、可选资费等业务的开展，对客户拨打国际电话等造成巨额

话费小能友时发现，容易形成恶性欠费，给电信公司造成损失;
    (3)侮月下旬脱带计费期间，有关人员的手工劳动强度大、时间紧 同时由二1-_

IN?iij})iiR I谈和脱机过程容易造成数抓错误，从而丢失部分业务收入:

    (x111兑机按月处理维护管理水平低、处理叼一问长、自动化程度差、训费错误多:

    (5) -,(,种业务分散处理、设备重复役资、结算困难、管理复杂、管理部门难以

掌拆人网的运营状况;

    (}>)一地区多种业务分散处理造成多种收费面对用户，难以使用户获得满意的

服务:多个计费系统难以协调统一，不能灵活适应业务变化及开发新NIk务的要求。

    0141咔务新价fi'i 11施的适应州差。比如，电信推出新的资费策略或新的业务

}一七 系统小能够'Ì滑过渡。

3. 1.3联机计费采集的优越性

    }y}联机计费采集比较脱机读带具有很多的优越性，具体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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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洲 确度高。由于减少了计费采集的环节，避免了生成数据、读写磁带等脱

机采集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错误，从而提高了采集的准确度。

    (2)故障率低。采集过程中，无须人工干预，减少因人工操作而可能产生的漏
带、爪读等故障。

    (3)劳功强度小。减少人_{__}三预，人}_劳动强度小。

    (4)实时性强。联机采集的最重要的特性就是采集的实时性。实时采集计费原

始数据，能够大大提高计费的实时性，计费帐务系统因此能提供例如高额话费预

终 动态帐务、实时结算、话费额度限制等计费新功能。

    因此针对以上原有脱机计费系统的种种弊端和联机计费采集的优点，电信企

'11'J(11切捉出要求，将现有的程控交换机的计费系统改为联机模式。这也是我们这

杭，:仑义的功机。为保障联机计费采集系统的11.常运行，系统设计必须从」一以卜原

则 :

    (I)将荃于对计费系统整体需求的考虑。

    (2)必须具有普遍意义

    (3)必须采用先进的软件架构

    (4)必须对系统的核心技术明确阐述

    (5)必须对实际1.=作有很强的实践应用的价值VI

3.2联机计费采集软件框架的设计原理

    电信企业中计费系统所占的比重非常大。在此架构中，方方面而的因素比较

名.这就要求系统必须有一个清晰完整并且可扩展性良好的体系架构。Yi系统的

构迎)1 IIII应确保以下建设原则:先进性原则、可靠性原则、安全性原则、可扩展

性原则、司一维护性原则、准确性原则、完整性原则和规范性原则。以下我们就系

统的d!k体架构思想进行阐述。

    软件构架是软件系统的高层描还，它给出了关于软件系统组织结构的一系列

T:要决策.。我们通过软件工程中的方法和思想来指导方案和项目的实施。通过在

坝日的skk个过程中贯彻这种工程化的思想，我们才可能有条理、有步骤地进行 I.

们 我们计费系统的开发要有 一个适当的软件开发模型。在本方案中我们采取的

足演化模'14 (evolutionary model),并且将软件过程、程序设计方法学、软fit=的复
川技术融入其中，帮助我们提高软件的质量和软件开发的效率〔131。我们之所以采

{日演化模型是出于以下几种因素的考虑。

    (I)现在客户系统发展比较快

    (})后台交换机A1号种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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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洲 确度高。由于减少了计费采集的环节，避免了生成数据、读写磁带等脱

机采集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错误，从而提高了采集的准确度。

    (2)故障率低。采集过程中，无须人工干预，减少因人工操作而可能产生的漏
带、爪读等故障。

    (3)劳功强度小。减少人_{__}三预，人}_劳动强度小。

    (4)实时性强。联机采集的最重要的特性就是采集的实时性。实时采集计费原

始数据，能够大大提高计费的实时性，计费帐务系统因此能提供例如高额话费预

终 动态帐务、实时结算、话费额度限制等计费新功能。

    因此针对以上原有脱机计费系统的种种弊端和联机计费采集的优点，电信企

'11'J(11切捉出要求，将现有的程控交换机的计费系统改为联机模式。这也是我们这

杭，:仑义的功机。为保障联机计费采集系统的11.常运行，系统设计必须从」一以卜原

则 :

    (I)将荃于对计费系统整体需求的考虑。

    (2)必须具有普遍意义

    (3)必须采用先进的软件架构

    (4)必须对系统的核心技术明确阐述

    (5)必须对实际1.=作有很强的实践应用的价值VI

3.2联机计费采集软件框架的设计原理

    电信企业中计费系统所占的比重非常大。在此架构中，方方面而的因素比较

名.这就要求系统必须有一个清晰完整并且可扩展性良好的体系架构。Yi系统的

构迎)1 IIII应确保以下建设原则:先进性原则、可靠性原则、安全性原则、可扩展

性原则、司一维护性原则、准确性原则、完整性原则和规范性原则。以下我们就系

统的d!k体架构思想进行阐述。

    软件构架是软件系统的高层描还，它给出了关于软件系统组织结构的一系列

T:要决策.。我们通过软件工程中的方法和思想来指导方案和项目的实施。通过在

坝日的skk个过程中贯彻这种工程化的思想，我们才可能有条理、有步骤地进行 I.

们 我们计费系统的开发要有 一个适当的软件开发模型。在本方案中我们采取的

足演化模'14 (evolutionary model),并且将软件过程、程序设计方法学、软fit=的复
川技术融入其中，帮助我们提高软件的质量和软件开发的效率〔131。我们之所以采

{日演化模型是出于以下几种因素的考虑。

    (I)现在客户系统发展比较快

    (})后台交换机A1号种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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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匀 计费数据格式迥异
    这些因素决定了:需求在开始时不能被完全了解，而且不能在初始时就确定。

所以我们光给出 个人的椎架，一个比较简单的实现，然后以此为原型(prototype),

在以后的汗发中逐步完善。
    山上系统比较复杂，所以要采用模块化的思想，将整个系统进行分解，分解

成若}功能独立的、能分别设计、编码和测试的模块，使程序员能单独地负责一

个或多个模块的开发。在开发一个模块时不需要知道系统中其他模块的内部结构

和rill程细节。这要求我们做到，模块之间的接日尽可能简明、一致。模块应该尽

.}!能做到彼此隔离，并做到各个模块的高内1(< ,低祸合的原则。r}kl此我们将计费

采集系统中按照功能划分了不同的模块Lc

3.3联机计费采集系统框架构

3. 3. 1计费系统整体框架

    根据以上设计原则我们设计计费采集系统的整体框架州。在设计好软件的体

系结构后，就己经在宏观上明确了各个模块应具有什么功能，应放在体系结构的

哪个位置。我们习惯地从功能上划分模块，保持 “功能独立”是模块化设计的基

本原则。因为，“功能独立”的模块可以降低开发、测试、维护等阶段的代价。但

是 “功能独立”并不意味着模块之间保持绝对的孤立。一个系统要完成某项任务，

1沉要齐个模块49171配合A能实现，此时模块之j rij就要进行信它、交流。

    以5124。交换机为例具体说明。从S1240交换机出来的计费数据等信息通过

III卜传输到计费采集系统，由计费采集系统收集、分析、处理和存储。营业服务

、卜台的客户程序通过一定的通讯模式与计费采集处理系统交互，获取自身所需要

的数据。决策支持、系统监控、话单预处理等功能模块也通过计费采集处理系统
封取数9i", .发送请求!321。它们的关系如图3.10

3. 3.2网络拓扑

    从网络拓扑可以确定计费采集系统在整个网络架构中的位置。它的一端通过

网络’。文换机的采集端口相联，另一端则是通过本文阐述的端口与计费中心连起

来Lt亥网络打!扑如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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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匀 计费数据格式迥异
    这些因素决定了:需求在开始时不能被完全了解，而且不能在初始时就确定。

所以我们光给出 个人的椎架，一个比较简单的实现，然后以此为原型(prototype),

在以后的汗发中逐步完善。
    山上系统比较复杂，所以要采用模块化的思想，将整个系统进行分解，分解

成若}功能独立的、能分别设计、编码和测试的模块，使程序员能单独地负责一

个或多个模块的开发。在开发一个模块时不需要知道系统中其他模块的内部结构

和rill程细节。这要求我们做到，模块之间的接日尽可能简明、一致。模块应该尽

.}!能做到彼此隔离，并做到各个模块的高内1(< ,低祸合的原则。r}kl此我们将计费

采集系统中按照功能划分了不同的模块Lc

3.3联机计费采集系统框架构

3. 3. 1计费系统整体框架

    根据以上设计原则我们设计计费采集系统的整体框架州。在设计好软件的体

系结构后，就己经在宏观上明确了各个模块应具有什么功能，应放在体系结构的

哪个位置。我们习惯地从功能上划分模块，保持 “功能独立”是模块化设计的基

本原则。因为，“功能独立”的模块可以降低开发、测试、维护等阶段的代价。但

是 “功能独立”并不意味着模块之间保持绝对的孤立。一个系统要完成某项任务，

1沉要齐个模块49171配合A能实现，此时模块之j rij就要进行信它、交流。

    以5124。交换机为例具体说明。从S1240交换机出来的计费数据等信息通过

III卜传输到计费采集系统，由计费采集系统收集、分析、处理和存储。营业服务

、卜台的客户程序通过一定的通讯模式与计费采集处理系统交互，获取自身所需要

的数据。决策支持、系统监控、话单预处理等功能模块也通过计费采集处理系统
封取数9i", .发送请求!321。它们的关系如图3.10

3. 3.2网络拓扑

    从网络拓扑可以确定计费采集系统在整个网络架构中的位置。它的一端通过

网络’。文换机的采集端口相联，另一端则是通过本文阐述的端口与计费中心连起

来Lt亥网络打!扑如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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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赀数据格式迥异

这ojl引鬃决定了：需求在丌始时不能被完全了解，而且不能在仞始时就确定。

_【』I以我川允给H{ 个人的框架，⋯个比较简啦的实现，然后以此为原型‘protoLype)，

批以^训0玎发zII逐步完善。

¨I J二系统比较复杂，所以要采用模块化的思想，将整个系统进行分解，分解

成打}』』j能独立的、能分别设计、编码和测试的模块，使程序员能单独地负责一一

个或多个模块的丌发。在开发一个模块时不需要知道系统中其他模块的内部结构

和编氍自日节。这要求我们做到，模块之间的接口尽可能简明、⋯致。模块惠该尽

J能做剖彼此隔离，并做到各个幔块的商内聚，低耦合的原则。吲此我们将洲锗

朵蜒系统巾按照功能划分了不同的模块。。!。

3．3联机计费采集系统框架构

3．3．1计费系统整体框架

根抛以j-波计原则我们设计计费采集系统的整体框架。⋯。在设计好软件的体

系绌构后，就已经在宏观上明确了各个模块应具有什么功能，应放在体系结构的

：那个似背。我们习惯地从功能上划分模块，保持“功能独立”是模块化设计的基

本原则。因为，“功能独立”的模块可以降低玎发、测试、维护等阶段的代价。但

址“』山能独立”并不意味着模块之间保持绝对的孤立。一个系统要完成某项任务，

尚蛆符个帧块扦I虹配合／j能实现，此时模块之M就要进行信，皂、交流。

以S1 240交换机为例具体说明。从S1240交换机出来的计费数据等信息通过

⋯卜传输到计费采集系统，由计费采集系统收集、分析、处理和存储。营业服务

、r台附箨户程序通过一定的通讯模式与计费采集处理系统交互，获取自身所需要

n‘J数圳。决策支持、系统监控、话单预处理等功能模块也通过计赞采集处理系统

执U《敬||1l：、发送请求I”1。它们的关系如阁3 1。

3．3．2网络拓扑

从网络拓扑可以确定计费采集系统在整个网络架构中的位置。它的～端通过

tq络’』交换机的采集端阳相联，另一端则是通过本文阐述的端口与计费中心连起

把限州络拓扑I【f1罔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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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联机计费采集系统内部逻辑架构

    计费采集处理系统是我们本文讨论的核心，也是程控交换机计费系统中的

个I日{、爪要的组成部分。

    刀图3.2 111石到，交换机中出来的数招通过采集器收集到采集系统， 个采集

系统I ,j以有多个采集器，通过它们并行地采集多个交换机的实时数据信息，每个

采集器通过‘Socket接口与交换机的接口设备 (51240交换机为IP卡)进行通讯。

    山采集器收集的数据送到计费预处理模块，由计费预处理模块的数据汇总与整

理 J爪模块按照不同的交换机分别整理成相应的分类。然后将整理好的数据传到训

费烦处理模块的格式转换子模块，山格式转换子模块针对不同的交换机、不}J的

  }费义件类型将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形成统 一格式的计费数据文件。然后归类并-

山文件管理器统一存放口

    客户程序通过MML语言与采集系统交互。以一次完整计费信息的交互过程为

例说明:首先客户系统根据前台输入的具体要求形成MML命令，然后经过SfX;KI; I'

封t成特定的信息流传送到计费采集系统。

    采契:系统收到山客户程序发过来的信窟、，山SOCKET处理模块将 MML命令

{总分离出米，对于MML指令的语法由MML命令解释器解释。针一对不同的MML

命令，MML解释器调用不同的处理模块，完成不同的功能。其模块结构如图3.3.

    (1)采集模块

    i卜费采集模块通过专用的链路与交换机相连，可以定期/定时读取交换机’{几

成的凉始;}费文件 (或计费记录)，并支持以下功能:

    获得交换机所有计费文件信息:

    扶得交换机当前计费文件信息;

    获得交换机己满计费文件信息;

    对指定交换机计费文件进行传输;

    设H:交换机提供的关于联机计费输出的告警信息;

获得交换机提供的关于联机计费输出的告警信n

    (2川 费预处理模块

    计费顶处理模块是完成中国电信集团十卜}关技术规范规定的计一费话单格式转换

I1 ̀':错的功能，包括详细话单的预处理以及复式计次话单的预处理。

}}前大部分交换机原始计费文件的话单格式不符合 《邮电部电话设备总技术规范

{沁29的内容和格式要求，计费预处理终端负责对交换机输出的原始计费话单进

仃格A转换。同时对计费话单顺序号、计费话单长度等话单级查错进行检杏，j(.

将此类计费话单放,:'H.在专门的文件中，存储于本地文件服务器并传送给本地计费
帐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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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程序

SOCKET通讯处理模块

MML命令解释器

计费预处

理模块

系统管

理模块 霆覆篷
文件管理

    器

联机计瞥系‘旨一导-
    图3. 3计费采集处理的系统内部逻辑图

Fig.3.3 Internal logic diagram of charging handle

    (3)系统管理模块

    在线计费采集器管理软件是用来对分布在远端的各个交换机在线计费采集器

及采集 卜的计费文件迸行集中监控和管理。系统采用Client / Server结构，通信协

i }采川以太网协议。
    系统性:理终端的运行平台为WINDOWS平台，包括WINDOWS98, WINDOWS

N 'F, WINDOWS2000,采用图形化界A设计。

    1几要有以下功能:

    设定和修改各接口性能参数，主要有链路类型、链路网络地址、采集机网络

地址以及交换机相关属性以及通信协议选择等;

    川户自定义计一费文件下载计划，包括数据采集周期、数据传送周期，数据传

i );吊等参数;

    设i1̀计费义件存储管理，包括选择文件服务器的硬盘、选择存储万式、备份

11式、存储容量等参数;

    设议计费文件预处理的相关参数，包括设定和修改查错的内容、发现错误的

处理)]式等参数: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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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捉供完整的「1志管理，包括查询、统计、打印的功能;

    记习找十费采集器对某一网元计费文件的采集情况和历史信息;

    价理当前存在于计费采集器上的所有原始计费文件的相关参数信息。

    采集书日3前的状态以及通讯链路的状态的监视。当监测到接口故障时产生告

敬fl, IUD 将记录告警时间、所属采集机名称、端日名称和故障现象等七要信巳。

如果系统采用王备用方式工作的接口可自动进行倒换，并输出倒换信息;

    系统可以实时监视各种软件进程，发现异常，产生告警，记录异常发生时间、

程6j,名和异常现象等信息;

    系统提供土位机专用接口，可以实现由网管系统/维护中心的发起远端操作

.}',I护

    (=})系统监控模块

    系统监控模块提供以 Ì功能:

    系统软件的集中操作维护:内容包括参数设置、软件增容和软件告警等;

    系统硬件运行情况的集中监控，包括采集机的运行状态、文件服务器的运行

状态以及其他设备的运行状态等等;

    系统的版本管理;

    系统的性能管理:包括采集计费文件的 F载性能、计费文件预处理的性能、

以及文件的性能管理等等;

    II志份理:系统提供3个月以上的在线日志，以便对系统运行情况进行管理，

超1}l 3个月的可以转存到其他介质中长期存储。

    (5)MML命令解释器:

    该模块是客户端和采集服务器人机交互命令的接口，它接收客户端的操作请

求，分发清求 (处理请求)，给出操作结果报告。

    初始化命令接口模块;

    改入采集iyi元节点列表;

    等待管理中心连接;

    接受管理中心的注册，并将管理端信息加入列表;

    {资受;r-理中心发来的命令:

    解析从价理端收到的命令:

    将解析后的命令扫包发送给其它模块;

    将i亥模块中产生的告警信息发送给告警模块;

    当粉理中心注销用户时，将管理端信息从列表中删除:

    将 }作记录写入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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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联机计费采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4.1计费采集和业务系统接口

4.1.1概述

    计费采集系统中的接口是采集模块同各个计费应用模块交换信息的桥梁。接

日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应用模块的工作效率【州。

    在现在的电信企业中，客户应用程序多种多样，它们都要迅速的获取计费数

1)"等信息。我们不可能为每一个不同的客户程序量身定做特定的访问端口，这样

服务器端的接口部分会变得越来越庞大、效率越来越低。所以晚如何定制 个 统

  一的、标准的对外端口是计费业务的客户和服务交互的首要问题。

    木草给出 一个统一端口方案。从逻辑上说，它是由两个抽象层次组成。底下

  层足通过Socket连接的通讯平台，用来保证数据网络传输的完整性。通过这一

层包装，_匕层的应用逻辑不会感觉到网络的存在。第二层是接口的应用逻辑层。

在这q!. ,我们定义了标准的MML语台，客户和服务程序使用MML格式语言交互

命令和信I%:1

4.1.2应用逻辑接口技术

4.1.2.1概述

    应用逻辑接口作为一个中间件，屏蔽了交换机生成的光盘格式文件的具体细

}lj ,接II向外提供命令格式，用户通过规范的MML命令取得其需要的信息，没有

必.n.关心具体的实现细节。

4. 1. 2. 2 SC接口协议

    (I) SC接I--」协议的结构

    SC接「_}的 下层采用TCP/IP协议。接口协议如图4.1所示。

    (2) SC接[I的连接

AC发给 GS的仁要是业务请求， GS给 AC回传的主要是请求的处理结果;AC

1.] GS ii'求之前，必须先’。GS建立TCP/IP的连接，使用socket套接宇方式连接;

"i AC 1, Ill而要与GS交互估息、，要主动撤除与GS的连接。连接时，GS检查是

台通过'!}4:个性认证，如果没有通过，则返回给AC一个出错信息，然后断开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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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山GS给此次连接分配 个唯 一的会话 ID(后曲会向i羊

,H介州)，山此ID唯一标7;此次逻辑连接。

计费采集系统GS 客户应用系统AC

sc接口I办iu

TCP/I P

物理连接

                            图4.1计费采集系统接口协议图

          Fig. 4.1 Interface protocol chart of charging collecting system

    (3) SC接川办议的消I}.

    SC按I --I协议的消息用于传递客户程序同服务器之I'FIJ的操作信息，是AC与GS

进行交11_的数据流规格定义:在成功地创建了连接之后，客户程序根据SC接CJ协

议的消2格式将业务操作数据编码成以下的消息包发送给 GS服务器，GS服务器

将接收到的消息包根据SC接口协议的消息包格式进行解码。这里我们将SC接「{

协l义的消仓分成两类，一类是用来传送客户操作信息的消息，我们称之为业务消

;}I、:  1J 类是用米传送服务器返回给客户端结果的消息，我们称之为业务消息应
少丈

    一日石{我们分别就两类消息的格式进行描述。

    S(;接I .:1协议的业务消息请求用于传递用户的操作消息，其结构如图4.2所/F.

消 已头 命今报 义 1交验 和

                          图4.2业务消息格式

                    Fig. 4.2 Format of service message

其'I'M息头中的格式ELI图4.3所示。

消L1.月始标志 消息长It 会话 失

                          图4.3消息头格式

                    Fig. 4.3 Format of message header

其‘户命令报文格式如图4.4所示。



东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四章 联机计费采集系统的设计和实现

市务失 业务标识 命令标识 命今参数

                              图4.4命令报文格式

                          Fig. 4.4 Format of command message

    SC接口协议的业务消息应答用于传递计费中心与采集模块之间的数据报文

服务端程序在接受到SC协议的业务消息请求后，对协议进行解包，分离出操作信

息、.井作相应处理后，将处理的结果或者客户请求的数据经过整理，装配成SC、}卜

务消息应答的形式，通过SOCKET通讯通路[u]传给客户端。

    SC a妾1-1协议的业务消息应答消息结构如图4.5所示。

消 急失 命今4K文 校验和

                        图4.5业务消息应答消息结构

                  Fig. 4.5 Structure of service message response

  其‘}，消息头和校验和的格式与业务消息的格式相同，这里不再重复，图4.6给

J’址命令报文的格式。

事务标识 是否有后续结果 } 返回结果集长度 } 返问的结果集

                      图4.6业务消息应答消息命令报文格式

            Fig. 4.6 Format of command message for service message response

    (4)SC接u协议业务消息的编码

    ①消息T「始标志(44Byte);

      消息T「始标志用于确定消息的开始和结束，编码为:"BEGN"。

    ②消t?、一长度 (4Byte )
    消口、氏度用来指出从消息头到消LA操作信息的总长度。长度值用 16进}1}}J-̀F}i

(0-F)表,1}1‘ I'J 4位禁数来表示。'Pi息一长度取值范围为;0- 65000 (0000-FFFF) o

    切会话头 (I SByte )

    公话是接入计费采集系统和计费应用系统之间的一个虚联接 〔逻辑连接)，为

  表}1、计费应用系统到采集系统的一次有效的登陆。会话头如图4.7所示包含以下

ii;分:

    ·会话ID: 16进制字符 (0-F)表示的32位整数 (8B)，从1 J1始，达到城

)自，[后自:;))'iì零;

    ·会话控制字:6个八位位组组成的字符串 (6B);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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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话扮制 J 会1.斤1u

                                图4.7会话头结构

                        Fig. 4.7 Structure of session header

      户‘{{务失 ‘Itil妙to):

    』}.务足ii费采集系统与if费应用系统之间的 一欢交易。 一次交易可以}II 到

多个MML指令组成 (可以在一到多条消息中) 交易的结果也可以通过一到多个

业务消i、返回，返回消息的事务ID、会话ID必须同Request消息、的事务ID、会话
}日 一致。事务必定归属与某个会话。事务头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事务ID: 16进制字符 (0-F)表示的32位整数 (8B)，从一IF始，达到最

人位后自=j1i青零;

    ·’ji:务控制字:6个八位位组组成的字罚串 (6B );

    币业务标识 (I Byte):

    业务标识指出此次事务所涉及的业务种类，如文件操作、管理操作、监控操

们等:

    (r训ti作信'a〔包括命令标示和命令参数):

    操们信启、的内容为MML指令，MML指令的格式在下面将详细描述。如果NHI

指令的民度小是4的擎数倍数，则在后而填充空格补充:

    勺校验和 (4Byte )

    校验和将一条消息的信急进行统计运算，将结果存在校验和字段中，随着消

息、起传送，用来保证消息数据的完整性。

    校验和的算法如下:对 “消息头+会话头十事务头+操作信息、”按 16位异或，

刊}异或的结果取反后的值为校验和〔川。
    (5)SC ]-?}, I I协议的、IV务消息应答消息的编码

    SC接1-}协议的业务消息应答消息、的消息开始标志和校验和的内容一与SC接1-1

协i义的业务消息 样，消息长度值为4，填充内容为字符串:HBHB.

    ①消U,、长度 (4Byte ):

    消Q、一长度用来指出从消息头到消息长度的总长度。长度值用 16进制字符 (0

-F)农,I;的4位整数来表示。消自、长度取值范围为:0-65000 (0000-FFFF )

    公是 .̂仃后续结果(1 Byte ):

    12}个字段用来表示此消息中的结果集是否是完整的结果，以后是否存在结果

}、勺止1.它部分。

      说明:0x00:代表没有后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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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x01:代表有后续包;

C3)返回结果集的长度 (4Byte )
于Fl内是本消息中所包含的结果集的长度。

(41返回的结果集:

这个段存放GS回传给AC的数据信息。

(6)SC接II协议的参数编码

参数编码应符合以下原则:

①16进制字符表示的16位整数是指高八位位组在前，低八位位组在后:

②如果字符串不满规定的长度，用空格填充;

③除了消息的开始标志和校验和，其它部分不允许出现不可见字符 (如控制

    。会话ID:

    会话ID由计费采集系统自行分配，用于唯一标识一个有计费系统发起的会话，

不同的会话由不同的 ID值并且不等于0即可。在采集系统这一端，则根据TCP

连接 (物理连接)和会话 (逻辑连接)ID两者唯一确定消息发送的通道。

    ·会话控制字:

    公话抓·制宇qoi {6如 卜:

        DIgLgn: 请求登录;

        DlgCon:会话保持;

        DlgEnd: 会话结束:
      二1i"务ID:

    水务ID川闺费采集系统自行分配，用于唯一标识 个由计费系统发起的书务
      ·‘』}务控制‘f-一:

        TxBeg: 开始事务;

        TxCon: 事务继续;

        TxEnd: 事务结束;

4.1.2.3 MML命令

    MML ( Machine-Man Language，人机交?I.命令)命令是一种自定义的规范化的

指令I'i}式，hi来统 Server与Client之fin]的信.L,传送方式，Server (I}11}'v1lJ F'}̀fl=}%块

定义女J一规范的命令格式，以供Client端用标准统一的方式与Server端进行信息交

0_. Client以标准的指令形式向Serve:端提出请求，Server端接收到MML指令后

负贡解析，然后根据解析出的操作语义做出响应，然后将结果也同样以规范的形

式f冬给Client端。

    (I) MML士污令格式

      个MML命令从命令码月始。命令码规定了系统应该执行的功能。如果要求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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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信息，那么在命令码后跟参数部分，并且用:(冒号)把命令码和参数部

分分隔开。参数部分由参数块定义。采用分号来分隔多条MML指令。但是，在单

条指令中，分号可以省略。

    一般格式如下图4.8所示。

                            图4.8 MML指令格式

                        Fig. 4.8 Format of MML command

    ①命令码

    由命令前缀和命令体组成如图4.9所示。命令码不区分大小写。命令前缀主要

用来表示某条命令是否为回应命令，如果是回应命令则前缀为 ACK，通过冒号与

命令体分开。命令前缀还可以为“MON"，表示一条检测命令，我们这里暂不提供
MON功能。 命令体最多由两个标示符组成，它们之间用空格分隔开。

                                图4.9命令码结构

                        F啥.4.9 Structure of command code

    命令码的意义:

        标识符1: 长度最大为8的标识符，表示执行动作，如 GET等;

        标识符2: 长度最大为8的标识符，表示执行动作所处的服务，如 :FS

        等;

      举例如下:取文件的命令:GET:FILENAME ="AAA.TXT";
    ②参数块

    参数块为执行命令码中指定的功能所必需的信息。参数块中的信息根据具体

的命令由特定的一些参数来表示。如果参数块包含两个或多个参数，用逗号把他

们分隔开。所有参数都是按名字定义的，用户的输入顺序不会影响到命令的执行。

参数包括参数名和一个参数值，之间用“=，， 分隔开来。如果没有参数值，那么相

应的参数名和分隔符 “=”以及跟随该参数的分隔幅 “，”也要省略。在参数值缺

省的情况下，认为参数值己经被指定。也可以不省略参数，而用一个指定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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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来代表缺省值。

    (2) MML命令集
    MML命令集列出了GS V AC z h1 R-q. H9命令种类.在此我们简要的定义一

类MML命令集，针对文件传送的MML命令集。它包括用户登陆、文件操作、用

户退出。

    ①操作员登陆:用于操作员登陆到GS系统:

    ·输入格式:事务控制字LOGIN:USER= ， PSWD=;
    ·输入参数:USER:操作员登陆标志;

                PSWD:操作员登陆口令，最大长度 16位，最小长度6位，可

                由26个英文字母和 10个阿拉伯数字混合组成:

    ②操作员登陆后的服务器返回

    ·输出格式:ACK:RETN。其中RETN表示返回信息

        0: 成功

      1001: 操作员不存在

      1002: 密码错误
        1003: 操作员最大连续登陆失败次数已到

    ③操作员退出:用户操作员结束语GS系统的会话

    .输入格式 LOGOUT:USER=

    USER为要退出的操作员的登陆标志，如果退出为当前会话的操作员时，此字

段不添;如果是超级操作员用来管理其他操作员的退出操作时，USER后跟的需要

退出的操作员ID:

    ④操作员退出ACK:受到操作员退出命令后，返回此命令

    ·输出格式 ACK:LOGOUT二REIN

    其中RETN表示返回给客户端的信息

      0: 退出成功

      1001:操作超时
    ⑤列出文件信息:根据交换机类型、计费文件生成日期、计费文件类型等条

件列出符合要求的文件的信息 (文件名)。

    ·输入格式 LIST:SEVR= ，DATE= ，TYPE=
          SEVR:交换机的类型:

          DATE:计费文件的生成信息。格式:YYYY-MM-DD;
          TYPE:计费文件的类型信息， 01代表长话，02代表市话;

    ⑥文件信息的ACK:针对客户文件信息请求的返回信息。

    ·输出格式 ACK :LIST :filel,fle2,.
    ⑦取文件操作:根据给定的参数从GS中取相应的计费文件。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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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格式 GET:FILENAME=

          FILENAME:计费文件的文件名，支持通配符;

            文件名以以一「格式命名:

              XX XXXXXXXX X.FEI;

            其中第一个XX代表交换机信息;

          第二部分中XXXXXXXX表示计费文件的生成日期;

          第三部分中X代表计费信息的类型;

          计费文件统一以.FEI为后缀;

    G.1取文件操作的ACK:返回符合条件的文件的内容:

    ·输出格式 ACK : GET: file,无用文件的删除:由于空间有限，将已过保存

期R} I I'J文件从系统中删除;

    ·输入格式 DEL : FILENAME= [, DATE月;

    DATE表示此日期以前的文件被删除;

    ⑨删除后返回的ACK: 返回删除操作的结果;

      ·输出格式 ACK: DEL:RETN

          RE丁N代表的含义:

          00: 册(除成功:

          01: 文件不存在，删除失败;

          02: 有用户正在对此文件进行操作，删除失败;

4. 1. 2. 4 SC接口协议的应用说明

    (I)SC接}一I协议所涉及的概念

    ①连接

    计费应用系统与计费采集系统在发送消息之前，必须与采集系统建立 TCP/rP

连接:而在计费应用系统不再需要与采集系统进行交互后，必须拆除之间的

SOCKET连接。

    ②会话

    i1费应用系统与采集系统在建立SOCKET连接之后，可以在此连接J_创建一

到多个会话，如果要在新创建的会话上发送MML命令，必须执行件录命令并I:I.在

采集系统返回登录成功的消息后，此会话才能被正式使用。在不需要此会话时，

V,须执行退出登录命令，以通知采集系统清除此会话的信息。

    J」{.务

    计费应iTj系统可以通过可用的会话向GS端发送消息，以执行各种操作功能。

此{卜{竹为。lient端的计费应用系统可以向server端发送多次MML命令。为了标识

小同的操作 (炼 一次操作的整个过程可以被看作一次交易)之间的 MML命令和

MML的ACK。我们从而引入事务这个概念，用事务ID来标识不同的事务，并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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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id同 个会话中仍未结束的事务ID不会重复。

    4j消L.

    消自、是C/S进行交互的最小单位。在创建了连接、会话并确定了事务ID之后，

Client端报据SC接口协议的消息格式将MML命令打成消息包发送给SERVER。并

将按收到的包根据SC接口协议的消息格式进行解码。

    Izl*务的女全性和事务的完整性
    业务的安全性:业务的安全性指的是在GS和AC交互过程中，保证特定的操

作只被特定的操作员运行，防止他人执行没有赋予它权限的操作。我们这的客户

端用户通过输入自己的用户名和口令登陆GS系统，此时SC业务消息、的内容填充
如lul 4.10:

BEGN ]XXX } 。 }DIg垅n  I  0 }TxBeg I  LOGIN ! USER=AAA ! PSWD=XXX

                      图4.10业务消息的填充内容

              Fig. 4.10 Filling the contents of service message

    系统检查他的IF确性，如果通过安全验证，则由GS分配一个唯一的会话ID

给此III户，此时会话ID部分被填充，用来表示服务器和此用户的一条唯一的逻辑

线路连接。以后，在整个连接过程中，会话控制字部分都被填充为“D1gCon"，会

话ID保持不变。如果会话完成，由客户端发出撤销会话申请，把会话抖制字字段

项充为“DlgEnd ".等待收到服务器应答消息后，此会话结束.
    业务的完整性:事务的概念是从数据库中援引来的。意思是 一个原子事务要

么完个做完，要么什么都不做。在本文中，我们使用此概念是为了保证一个事务

被完a'的提交。例如在传送计费文件时，山于某些数据量过大，导致一个数据包

杯纳不卜，需要对其进行分解，分成多个部分分别传输。这样在客户端装配时，

就会出现如何识别这些数据报是属于哪个命令响应的问题。通过事务tD我们就可

以很ii 1k的区分一个完整的事务过程。

    例如:我们的客户端有一个GET文件操作

          GET :FILENAME=01 20030423 LFEI

    此时命令报文内容在客户端被填充成如图4. IL

TxBeg {FILE } GET FILENAME=01 20030423 LFEI

                图4.11客户端命令报文填充内容

Fig. 4.11 Filling the contents of command message from client

服务器收到此命令报文后，检查其命令格式的正确性，为此事务分配 一个事
                                                            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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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ID 将事务控制字栏改为 “TxCon"，进行相关的操作，然后将结果返回给客户

端 当客户收到完整结果后，将控制字栏改为 “TxEnd"，送到服务器，服务器收

到结束事务指令后，将相关资源释放，把指令结果会传给客户端，此时，一个事

务被充成。在此流程中，对于不同的会话ID,其业务ID可以重复。

    (3 ) Vi务管理流程

    事务管理流程就是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的事务流的交互过程.图 4.12是整个事

务ML的在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传送的一个详细过程。

客户程序
事务流

服务程序

向服务到土件申请一
      个事务 ~~~~~~~

请求-41务标识

接收 请求并验 ill

传送事务标识

如果接受申请
    事务标识，

分配给客户

否则扣绝

接收分配的 事务标 l.0.

如11,1 I,清fli I r' 2.提交

一
~之 ..条fr们 i占求

请求 数据流

接收操作请求开验训

发送1q求的处理结果

楼收处理结果

一一一一扮结果数据流

超时

按收处理超时

结束这 个事务
一一 ~

结束这个 事务

结克事务H回才7,}d..

一一  ︸一事务结束应荞

援收事务结束应答

            图4. 12事务管理流程图

Fig. 4.12 Flow char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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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计费应用系统与及计费采集系统之间交互事务过程
  当计费应用系统发送一个MML命令，计费采集系统分配一个事务ID给这个

务，上〔洋细的交互过程如图4.130

操作开始

事务结束?

执行下一条 MML指令

操 作 结 束

          图4.13计费应用系统与采集系统之间交互的事务流程图

Fig. 4.13 Alternation flow chart of charging application system and collec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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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联机计费采集系统的设计和买现

4.1.3.1系统实现的完整过程

    析一先山计费采集系统与计费应用系统建立SOCKET连接，连接成功后需进行

身份认证。当身份认证成功后由计费采集系统分配一个唯一的会话ID,在这个会话

ID L.}j费应用系统可以向计费采集系统发送多次MML命令。为了标识不同的操

作，此时计费应用系统为一个MML命令分配一个唯一的事务ID。一个事务ID可

以包括 ‘个或多个MML指令。当一个事务完成后，该事务的完整结果应传送给计

费应用系统，开始进行下一个事务。其实现的程序流程图如图4.14所示。

4.1.3.2具有并发特性的socket服务进程

      一个循环不断的等待连接，但是每次只能服务于一个客户，只有当处理完一

个齐)”的请求之后刁能继续接受下一个连接，这种服务成为迭代服务。显然，对

{我们’‘诵订的应用，需要有大量的数据报文在客户和服务器之问传输，这样采取

19,代服务的模式，会使客户程序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等待连接，这就是一些使实时

性要求比较高的请求被拖延。所以我们采取多线程调用。使多个客户可以并行的

享有服务。每次accept程序返回的是一个新的套节字，服务端原有的套节字不会

变为此连接的一部分，而是由accept返回的套节字参与该1l.接。利用常量

MAXCLIENTNUM指定了服务端1习一以同时接受的最大客户数。

4. 1. 4 SC接口协议基础下的MML命令原语实现’

    MML命令原语是客户和服务应用程序之1fai沟通的桥梁。所以在服务器端对于

客户应用程序发过来的 MML命令进行命令的解析就成为服务器应用逻辑的一个

币·要红L1,丈部分。

    X1 ]}}匕应{月逻辑的程序结构我们可以分成以 F儿部分。

4.1.4.1词法分析

    在词法分析阶段，主要是对于己经从SC消息中分解出来的含有MML命令的

字段进行词法基础上的处理。处理程序负责把字符串分解成语法分析程序需要的

片日可识别的语法单位。词法分析子程序负责将多余的空格或者控制字符过滤。
    例如:取文件的命令:GET: FS : FILENAME-='AAA.TXT"，经过词法分析后

将这r一钧串 "GET: FS: FILENAME--"AAA.TXT"”分解出 “G食” "FS"

"FILENAME”和 “AAA.TXT'，四个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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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此连接的一部分，而是由accept返回的套节字参与该1l.接。利用常量

MAXCLIENTNUM指定了服务端1习一以同时接受的最大客户数。

4. 1. 4 SC接口协议基础下的MML命令原语实现’

    MML命令原语是客户和服务应用程序之1fai沟通的桥梁。所以在服务器端对于

客户应用程序发过来的 MML命令进行命令的解析就成为服务器应用逻辑的一个

币·要红L1,丈部分。

    X1 ]}}匕应{月逻辑的程序结构我们可以分成以 F儿部分。

4.1.4.1词法分析

    在词法分析阶段，主要是对于己经从SC消息中分解出来的含有MML命令的

字段进行词法基础上的处理。处理程序负责把字符串分解成语法分析程序需要的

片日可识别的语法单位。词法分析子程序负责将多余的空格或者控制字符过滤。
    例如:取文件的命令:GET: FS : FILENAME-='AAA.TXT"，经过词法分析后

将这r一钧串 "GET: FS: FILENAME--"AAA.TXT"”分解出 “G食” "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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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始

"WO, l连按

返 回错误代码 成功

创建 一线程进行Ilk务

身份认证

i戊j力

分配一会话 ID

分配事务功

处理所V求的汁费数据

数据按SC接u协议的业务消

    烹应界消竟结构打 们

调用so改et通讯函数传给客户端

有1l-他服务请求?
是

服务全{‘束

        图4.14系统实现的程序流程图

Fig. 4.14 Flow chart of system implementatio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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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4. 2语法分析

    语法分析程序识别有词法分析程序给出的语法单位，并月负责调用相应的应

flr程序，也就是执行MML命令的语义。MML命令的第一个字段代表的是服务

程序的入口。我们可以给出一个结构体数组，第一个字段是命令名，如 GET，第

  个了二段为一个函数指针变量，指向相应应用程序的入口地址。语法分析示意图

见}冬日 I石。

d1词法分析程序分离{4}的语法ti")c

对应 MML命令程序的执行

    图4.15语法分析示意图

Fig. 4.15 Sketch of phrasing analysis

4.2文件格式转换

4. 2. 1计费数据预处理概述

      数据预处理模块对各种不同交换机的不同格式的原始话单进行预处理。对

」详细话单交换机输出格式应符合国家电总运维部 《邮电部电话设备总技术规范

书》表29规定的内容和格式要求。对于市话跳表计费话单交换机输出格式应符合

钊盼巨部电话设备总技术规范书》表2的内容和格式要求(26J。如果不符合上述要

求，数Pi烦处理模块应进行计费文件的格式转换，并根据处理的结果作统计分析。

4.2.2格式化

    数州预处理模块格式化过程为:首先根据电总相应规范对采集后的原始数据

文件及其记录进行格式识别和校验，并进行分拣和过滤，最后转换生成系统内部

设定的标准记录格式文件。对采集到的原始数据，按照不同的交换机型号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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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的标准记录格式文件。对采集到的原始数据，按照不同的交换机型号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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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软件版本，将所有的原始记录数据转化为统一的标准格式记录数据[.mi

    处理后的标准话单文件内容应为统一的文件格式，每个文件若干个数据块组

成。协块固定长度为2048。每个数据块始终有一个长度为20字节的头记录作为先

廿，其后紧跟若干数据记录，记录的个数视实际的计费记录长度而定。具体格式

如Ixl 4. 16所示。

数据块01数据块 i 数据块 N

    图4.16计费文件格式

Fig. 4.16 Format of charging file

4.2.2. 1头记录

头记录作为先导记录，长度为20个字节。具体格式详见图4.170

    x#ftlll } } }
OPC(Origination

坟据块系列号
起始日

期/时间

重】p。‘“‘Code64)”端代
数据记录

  类型

实际块氏 计费子系

统标识符

文件系列

    号

义

件

    图4.17头记录的格式

Fig.4.17 Format of record header

    其中:

    (1)数据块系列号:仅用于一个文件内。即在每次创建个新文件时，该系列号

被熨位为0. _进制编码，取值范围为0至32767.

    (2)起始日期/时间:仅对联机输出的计费文件有意义，且仅用于ts)个文件的

第 个据块中。对于其他数据块用十六进制值“EEEEEEEEEEEB"填充。采用三

进制编码，其格为YYYYMMDDHHMM . YYYY表示年份，取值 1980-H'FFFFF,

MM表示月，取值01一12, DD表示，取值O1-31, HH表示小时，取值00-23,

IM M农示分钟，取值00-590

    (3)文件类型:在这里仅为一种文件类型，即详细话单，用ASCII码 '0'表示。
    (4)交换机OPC:指明交换机自己的OPC。仅对联机输出的计费文件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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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仪Eli协个义件的第一个数据块中 对r-其他数据块用十六进制 11 GlE?I;E户 填允。

  _进制编码，值范闹为0一167772150

    (5)数掘记录类型:仅对联机输出的计费文件有意义，用来指明文件中数据记

录的类，取值同表 1中的记录类型，用二进制代码表示。

    (6)实际块长度:仅对联机输出的计费文件有意义，用来指明在该数据块土实

际有效据的字节数，包括20个字节的头记录，但不包括数据块尾部的填充部分。

  _逃制编码编码，取值范围0一2048.

    (7)计费子系统标识符:仅对联机输出的计费文件有意义，且在每个文件的第

  个数块中刁‘使用这个域。在其他数据块中填充十六进制“EE"，二进制编码，

取值范(0i>}为0一255.

    (8)文件系列号:仅对联机输出的计费文件有意义，且在每个文件的第一个数

据块I I，使用这个域。在其他数据块中填充十六进制 “EEEEEEEE0，二进制编码。

4.2. 2.2数据记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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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1市话话单格式

Table4.1 Format of local bill

域名 长度 (BYTE) 含 义

记录类,P1 O 5 0:表示汁次话单

              〕一9:保留

跳 改个数 0.5 表示本话单使用的跳表个数

触序号 4 计次话单的NOR li}号

交换机标识 4 交换机的OPC标识

话ip.生成日期 7 记录话甲的生成II期，便于ij计费周期对照，例如:2003年4月

4{120点30分50秒，按BYTE输出如下:20 03 04 04 20 30 50

i:+1LILx:号 4 主叫 号码所在本地网的区号，当系统及两个以}_的本地P9 r}!%用时，

可通过区号来区分不同本地网的话单

i..uy'J码 6 话单的主叫号码

跳表次数 l 4 该1匕话号码跳表 1的表第读数

跳表次数2 4 该I匕话号码跳表2的表第读数

跳表次数 3 4 该电话号码跳表3的表第it数

VA表;欠数月 4 该1匕话号码跳表4的表第读数

跳友次数5 4 该电话号码跳表5的表第读数

保翻 14

r公长度 60

4.2.3 S12交换机计费文件的格式转换

    F面以纂于IP卡的S1240交换机联机计费采集系统为例详细说明计费文件格

式转换是如何实现的。由于历史原因，以前的计费文件的获取都是以脱机的方式

进行。计费信息被存储成光盘格式，通过脱机光盘来数据交互。随着IP卡模块联

机计费的实现，以往通过脱机传送的光盘通过IP卡由网络以光盘文件格式的形式

从51240交换机中备份出来。然而从51240交换机导出来的计费信息并不符合《邮
电电话设备总设计规范书》表29或表2的内容和格式要求。所以要进行一定的文

件格式转换。山于51240交换机的软件版本经常需要升级，这样会对数据格式产

/卜.彩啊。瑕如预处理模块不能灵活地处理各种格式的文件，每一次升级都要做大

的改动，则势必会对电信服务商的投资造成浪费。我们在计费采集系统的一端拿

到的计费文件是光盘格式的计费文件，计费信息以特定的格式存储在文件中。获

取文件后的第一步就是应该将计费文件从光盘格式文件中提取出来，形成一个个

计费初始文件。然后将这些文件以一定的次序和规则存储在计费采集处理系统中。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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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义件管理器统一管理。这些计费文件可以根据相应交换机的编码规则形成用户

1i"do要的兵体的话费数据￡蜕。
    !-I川我们给出S1240交换机1P卡出来的74版本交换局光盘文件的组织万式

4.2.4文件组织

    I II T-光盘为非顺序存贮设备，为了提高数据的存贮速度，S 121P计费采集卡采

用两个文件:RDATA.MO, CTABLE.MO组成光盘文件系统。

    CTABLE.MO存放每个数据块在RDATA.MO文件上的索引，振个索引占4个

‘J几,i,li按九盘卜的块顺序存放 前4个字节为目前文件所含有的数据块数。

    RDATA.MO为数据，第一个2048bytes为内部使用。通过CTABLE.MO文件

索引叮以将RDATA.M0文件从新组织成光盘文件[7]

    梅个数据块为2048字节。

    光盘文件格式:
    光盘以块为单元，每块为2048字节，根据OIv1信急块各文件分配表的绝对地

川

    以卜为光盘第一块数据OM结构:

type def struct tagOM_ R7{

      BYTE  ByTrkPerCyl; 每盘的逻辑光道数量

      BYTE  bySparel; 空字节

      WORD wNbrCyls; 盘c

      WORD wSectorSize; 扇区的人小
      BYTE  bySectPerTrk; 每个光道的扇区数量

      BYTE  byBlkPerCyl; 每盘的块数

      WORD wMaxBiocksHi; 最大块的高字

      WORD wMaxBlocksLo; 最大块的低字

      DWOR DdwSparel; 空字P
      WORD wSstOffsetHi;        Sst的高字

      WORD wSstOffsetLo;        Sst的低字

      WORD wSstSize;            Sst的大小

      WORD wSparel; 空字节
      WORD wLoadert9];       Loader号

      WORD wSparel; 空字节

      FDL R7fd[ 16]; 文件分配表的偏移地址

      BYTE bySpare2[980]; 空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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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WOR DdwSpare2; 空笋节
      Char SVolumeld[6]; 卷ID

      BYTE  bySpare3[27]; 空字节

      Chars  Ownerld[14];         OwnerID

      BYTE  bySpare4[29]; 空字节

      Chars  Date[10]; 日期

      WORD  wSpare3; 空宇节

      Chars  Time[8]; 时[a1

      WORD wSpare4; 空字节

      Chards bSource[24]; 源号

      BY丁E byDiskPart;         DISK部分

      BYTE  bySpare5; 空字节
      WORD wPrtHdrOffHic       DISK部分的高字

      WORD wPrtHdrOffLo;       DISK部分的低字

      B丫TE bySpare6[380]; 空字节
}OM_ R7,far*LPOMwe R7;

以下为文件分配表结构:

typedefstructta.-FDL R71

      WORD wRecovBlkHi;   Recover块的高字

      WORD wRecovBlkLo;   Recover块的低字

      WORD wFdiOffsetHI:  Fdi的高字

      WORD wFdiOffsetLo;  Fdi的低字

      WORD wFdiSize;      Fdi的大小

      WORD wFd]OffsetHi;  Fdl的高字

      WORD wFdlOffsetLo;  Fdl的低字

      WORD wFdlSize;      Fdl的大小

      WORD wSparel; 空字节

      WORD wDirOffsetHi; 目录的高字

      WORD wDirOffsetLo; 目录的低字

      WORD wDirSize; 目录的大小

      WORD wSpare2[4]; 空字节

}FDL_ R7,far*LPFDL R7;

    51240一般将光盘分成8个有效分区，每个分区的文件分配表的偏移FD!计算

如下:

    FDi=OM_ R7.fd[i].wFdiOffsetHix65536+OM_ R7.fd[i].wFdiOffsetLo+i*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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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一}I 1为对应的分区号0..7;每个分区对应61个BLOCK。第一个为RecoveryBlock.
脱机分拣不需考虑。第二至第三十一个数据块为文件分配表信息，第三十二个数

据块到第六 十一 个数据为补充文件分配表信息文件分配表和补充文件分配表都包

念 30-(170x文件结构(12bytes)+8 ):

      12一 i=节的文件结构为{

      word wOffsetHi; 文件第一块的块号的高字

      word wOffsetLo; 文件第一块的块号的低字

      word wAllocBlks: 分配的连续块数

    word wUsedBIks; 实际使用的连续块数
      word wLastBytes; 最后一块的字节数
      word wNext; 用于算下一个文件结构;

其中word为 16位的字。

如果wNext=OxFFFF时表示不需要处理，否则计算如下:
外充交件块的偏移量二

  OM_ R7.fd[i].wFdlOffsetHi*65536+OM一7.fd[i].wFdIOffsetL+ix6l+wNext (高字
    Yi ):

!(-III i为分区号。

文件块中文件结构的偏移量=12 X wNext(低字节):

S1240最多可有5001个文件，每12字节对应1个文件。

分拣文件建议使用如图4.18的命名规则。

4.2.5光盘文件格式转换的实现

    通过对光盘文件结构的分析，利用C++编程语言131最后实现计费文件格式的转

化，/l成符合邮电部标准的计费文件。其详细流程如光盘文件格式转换读取程序

流程图4.19所示。

                                  x0800.xxx

                          { } } 文件名后缀

51240文件序41'"11

分区 号

    图4.18命名规则

Fig. 4.18 Rule of assign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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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讨论

5.1结论

    采1月IP卡的S1240联机计费系统具有结构清晰 性能稳定，功能7G善，扩展

h1l好的特点。是 一种较好的51240联机计费的解决方案。

    通过格式转换功能的实现，使交换机输出的原始计费话单得以转换成符合邮

电部标准要求的话单形式，供各计费应用系统灵活，方便地提取相关计费数据进

if话费统计，帐务处理。

    通过SC接口协议基础下MML命令原语的实现，使计费采集系统实现了统

的 t:准的对外端C71，方便了计费应用系统的客户计费数据的获得。

5.2未来研究方向、趋势的建议

5.2. 1 S1240程控交换机联机计费采集的发展思想

    蜷1 lP一卜的51240程控交换机联机计费采集系统适合于交换机容量在3万以

卜，因为IP卡是安装在没有TP模块的S1240交换机上 没有TP模块的交换机的计

费i几要是由P&I_模块完成的.P&I_模块是交换机的外设与装载模块，除了完成计费功

能 还负贵人机通信、外设管理、软件装载等工作。因此当交换机容r=!-t'.加人时，势

必增lJll P&L模块的工作量.这样对计费数据的处理也就有了限制，正因为基于IP -k

的5120联机计费采集系统有此局限性 上海贝尔公司又在研发以下两种系统:

    山基于 TP模块和IPTMX25模块的联机计费采集系统

    Ti )模块和IPTMX25模块是针对51240)型机设计的。如果51240E型机要想利

川 I'll模块完成详细话单的计费功能必须先升版成 J型机，然后安装 TP模块和

IPTMX25模块。TP模块的作用是完成详细话单并形成相应的计费文件。IPTMX25

模块使S1240交换机支持X. 25协议，提供X.25链路，使储存在TP模块吸的计一费

文件从3- X.25协议通过IPTMX25模块的标准接口向外传输。

    刊〕模块作为一个大存储量的模块 ，将详细话单的计费文件从 P&L

(Peripheral &Load外围和装载)模块中分离出来。直接存储在TP模块中，减轻P&L

模块的处理负担。通过 IPTMX25模块的X.25端I-1将计费文件传送给计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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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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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I l层采用FTAM+CMISE协议。

    iz)安装EPM模块的S1240交换机实现实时联机计费

    捷I-IP一仁的S1240联机计费采集系统准实时的，原因主要在于交换机本身的

限制 对于采集时间的确定，从交换机维护，保证其稳定可靠运行角度来考虑，

%I T4问隔应放得长 一些为好。因为交换机现有呼叫处理的负荷已比较大，工程及

维护}_作量也比较重，加之网管系统也要占用交换机的一部分资源，将来还要对

Ili话记1羊细话单，更增大了交换机的负荷，增加了维护工作量，若采集频次再密

集，会使交换机不堪重负。如有故障及意外情况发生，结果难以想象。

    对于引入EPM模块的S1240交换机l'=-1，计费信息将可以实时地从EPM模块

的TCP/iP端C1输出，从技术上保证了话单实时采集的可能。同时配_L专门设计的

I;(111采集系统，用户可以方便及时地获得详细话单信息，也为一些实时性要求很

,'u，的应用系统提供了相适应的前端采集功能。

5.2.2基于CORBA的异构的联机计费采集架构

    从于SOCKET通讯平台实现的联机计费采集系统目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_要体现在以};几个方面:

    川 只是提供了原始的SOCKET接口，数据没有良好的封装;

    (2)出错处理能力不够，系统容错能力差:

    (3)和97帐务系统连接接口复杂不统一;

    针对以上种种弊端，需要一个新的解决方案.使系统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和健

壮的生命力.基于CORBA的异构的(Heterogeneous)联机计费采集架构应运r(ri'匕

成了 个未来的研究的方向.

    CORBA (Common Object Request Broker Architecture)是“公共对象请求中介

1F构”的A文缩写，是一种开放的分布式计算环境，是一个面向计算机网络互连

的TAI,准。CORBA的一个重要核心是ORB(对象请求中介)，不同的软件组件可以

通过ORB相F[通信。

  CORBA在网管领域得到积极的应用，很有可能成为新一代网管系统的接「!。

很多)}询已经计划提供CORBA接口的网络设备，因此预计CORBA接I_I的代理系

}ic- CORBA Agent将成为一个潮流。
    应用模块作为 CORBA总线上的插件，可以在各种硬件平台上自由迁移。也

III随时添加新的应用模块。

    各业务对象以 “软件插槽”的形式组织实施，同时，基于OOD&OOA的设计

为系统的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和方法‘’气

    参数驱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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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个产品化的计费帐务系统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大多数电信部门的处理

Ij式和处理逻辑都不相同。一套在A地使用得很成功的应用系统到了B地就可能

要做很人的调整。因此，在和广大的电信运营商接触后，在用OOD的设i1, '1，采川

了参数引‘动的技术来适应多变的、IV.务需求。参数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存储在数据库

‘}‘，应用系统根据参数的配置来确定每个步骤的处理方法，当处理方法改变的时

似，通过对参数的调整就可以实现业务处理模式的改变。

    灵活的软件实施结构:

    从结构上讲，可以分为核心层、外延层和客户层三个层面.

    核心层，包含了系统的主要框架，主要的处理单元以及构造系统的配置信ell

核心只能月级，不能修改。对于核心，可以通过配置来重新定制，使其满足用户

的需求

    外延层是由核心提供的插件 (PLUGIN)和过滤器 (FILTER)来实现的，是

对系统核心功能的一种补充。

    客厂‘层是完全为特定用户设计的，每个用户都大不相同。客户层1要实现用
)、，报衣、特定的查询、统计、分析等。

    讨费采集系统在CORBA总线中体现为一个插件，这样有几个好处:

    首先，增加了系统的兼容性。如果以后后台交换机或者UP计费采集卡等采集

模块需要更换、升级，在系统集成中我们需要改动的仅仅是采集组建这个插件。

.必 h'好体现了软件工程学中倡导的模块问的松祸合。

    终次，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用户应用程序模块不再直接和底层系统交了{_，

iiu是通过CORBA总线，减少了系统出错的可能性。

    再次，更利于系统间的跃迁。由于系统间通过CORBA总线连接，所以方便

了异构情况下的系统之间相互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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