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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15629《信息技术 系统间远程通信和信息交换 局域网和城域网 特定要求》包括以下几

个部分:
———第1部分:局域网标准综述;
———第2部分:逻辑链路控制;
———第3部分:带碰撞检测的载波侦听多址访问(CSMA/CD)的访问方法和物理层规范;
———第11部分:无线局域网媒体访问控制和物理层规范;
———第11部分:无线局域网媒体访问控制和物理层规范:5.8GHz频段高速物理层扩展规范;
———第11部分:无线局域网媒体访问控制和物理层规范:2.4GHz频段较高速物理层扩展规范;
———第11部分:无线局域网媒体访问控制和物理层规范:附加管理域操作规范;
———第11部分:无线局域网媒体访问控制和物理层规范:2.4GHz频段更高数据速率扩展规范;
———第15部分:低速无线个域网(WPAN)媒体访问控制和物理层规范;
———第16部分:宽带无线多媒体系统的空中接口。
本部分是GB/T15629的第3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15629.3—1995《信息处理系统 局域网 第3部分:带碰撞检测的载波侦听多

址访问(CSMA/CD)的访问方法和物理层规范》。与GB/T15629.3—1995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新增了第13章至第34章共22章内容,新增附录F至附录43C共31个附录;
———修改并补充了第1章至第12章共12章的内容,其中,第11章至第12章的内容进行了重新

起草;
———修改并补充了附录A、附录B和附录D的内容。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IEC8802-3:2000《信息技术 系统间远程通信和信息交

换 局域网和城域网 特定要求 第3部分:带碰撞检测的载波侦听多址访问(CSMA/CD)的访问方

法和物理层规范》。
本部分与ISO/IEC8802-3:2000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这些差异涉及的条款已通过在其外侧页边

空白位置的垂直单线(|)进行了标示,技术性差异如下:
———增加了附录I“局域网媒体访问控制安全技术”,作为规范性附录;
———与附录I相关的正文引导语、术语和定义、缩略语等;
———将涉及“安全”“电磁兼容”“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等的国际标准要求替换为相应的国家

标准要求,并增加了新的引用:
● 用GB4943.1—2011中规定的信息技术设备安全相关内容代替了IEC60950:1991中的相

关要求;
● 用GB9254—2008中对无线电骚扰的相关内容代替了CISPR22:1993中的相关要求;
● 增加引用了GB/T28455—2012;
● 增加引用了GB/T29828—2013;
● 增加引用了GM/T0002—2012;
● 增加引用了GM/T0003—2012;
● 增加引用了GM/T0004—2012;
● 增加引用了ISO/IEC9798-3:1998/Amd.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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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引用了ISO/IEC20009-2:2013。
与本部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3048.8—2007 电线线缆电性能试验方法 第8部分:交流电压试验(IEC60060-1:

1989,NEQ);
———GB/T3048.13—2007 电线线缆电性能试验方法 第13部分:冲击电压试验(IEC60230:

1966,IEC60060-1:1989,MOD);
———GB/T3048.14—2007 电线线缆电性能试验方法 第14部分:直流电压试验(IEC60060-1:

1989,NEQ);
———GB/T16644—2008 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公共管理信息服务(ISO/IEC9595:1998,

IDT);
———GB/T16645.1—2008 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公共管理信息协议 第1部分:规范

(ISO/IEC9596-1:1998,IDT);
———GB/T16927.1—2011 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1部分:一般定义及试验要求(IEC60060-1:

2010,MOD);
———GB/T16927.2—2013 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2部分:测量系统(IEC60060-2:2010,MOD);
———GB/T16927.3—2010 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3部分:现场试验的定义及要求(IEC60060-3:

2006,MOD)。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将“ISO/IEC8802-3”替换为“本部分”,并删除缩略语“8802-3”。
为方便阅读和引用,本部分在结构上尽可能与ISO/IEC8802-3:2000保持一致,所增加的术语和定

义均添加至相应列表的尾部。本部分保留了对图、表的编号规则。
本部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西安西电捷通无线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无线网

络安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国家密码管理局商用密码检测中心、国家无线电监测

中心检测中心、西安邮电学院、弘浩明传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北
京邮电大学灾备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重庆邮电大学、东南大学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市政务

网络管理中心、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无线电监测站点、江苏省电子信息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杨宏、张翠、李琴、徐全平、曹军、铁满霞、高波、李大为、宋起柱、朱志祥、黄振海、

卓兰、郭楠、张晖、颜湘、张国强、胡亚楠、杜志强、井经涛、赖晓龙、陈晓桦、王育民、杨义先、龙昭华、
徐平平、董挺、徐冬梅、王岩、罗旭光、姜廷学、王敏良、潘毅明、任学强、许成鹏、王佩、张变玲、雷领红、
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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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提请注意,声明符合本文件时,可能涉及到附录I与“一种实体双向鉴别方法”
“一种有线局域网的安全访问控制方法及其系统”等相关的专利的使用。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对于该专利的真实性、有效性和范围无任何立场。
该专利持有人已向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保证,他愿意同任何申请人在合理且无歧视的条款和条件下,

就专利授权许可进行谈判。该专利持有人的声明已在本文件发布机构备案。相关信息可通过以下联系

方式获得:
专利权人:西安西电捷通无线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二路68号 西安软件园秦风阁A201
联系人:刘长春

邮政编码:710075
电子邮件:ipri@iwncomm.com
电  话:029-87607836
传  真:029-87607829
网  址:http://www.iwncomm.com
请注意除了上述专利外,本文件的某些内容仍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

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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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系统间远程通信和信息交换

局域网和城域网 特定要求

第3部分:带碰撞检测的载波侦听多址访问
(CSMA/CD)的访问方法和物理层规范

1 引言

1.1 概述

GB/T15629的本部分是采用CSMA/CD作为访问方法的局域网综合性标准。本部分规定了信号

速率从1Mbit/s到1000Mbit/s的几种媒体类型和技术。本部分为1Mbit/s基带系统、10Mbit/s基

带和宽带系统、100Mbit/s基带系统和1000Mbit/s基带系统提供了必要的规范。另外,本部分规定

了通过聚合多条速率相同的物理链路到一条逻辑联络而增加系统数据速率的方法。

1.1.1 基本概念

本部分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操作方式:半双工和全双工。给定的本部分示例在任何一个时刻都可以

半双工方式或全双工方式进行操作。本部分中使用术语“CSMA/CDMAC”与“本部分 MAC”同义,并
且可以表示半双工或全双工方式数据终端设备(DTE)的实例,即使全双工方式DTE并不实现传统上

用于仲裁访问共享媒体LAN的CSMA/CD算法。

1.1.1.1 半双工操作

在半双工方式中,CSMA/CD媒体访问方法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站点共享公共传输媒体的方法。
发送时,站点在媒体上等待(推迟)一段安静周期(即,没有其他站点正在发送),然后以位串的形式发送

指定的消息。如果在启动传输之后,该消息与另一站点发送的消息相碰撞,则每个发送站点将继续发送

并持续预定义的周期,以确保该碰撞传播到整个系统。该站点再次尝试发送之前,将保持一段随机的安

静时间(退避)。在本部分的后续章条中将详细规定该访问方法过程的每个方面。
半双工操作能与本部分规定的所有媒体和配置同时使用。

1.1.1.2 全双工操作

全双工操作允许使用点对点媒体(专用信道)的一对站点之间同时进行通信。全双工操作既不要求

发送方推迟,也不要求发送方监听或对接收活动重新做出反应,因为在这种方式中共享媒体无争用。当

下列所有内容为真时,才能使用全双工方式:

a) 物理媒体能支持同时发送和接收而不受干扰。

b) 恰好有两个站点用全双工点对点链路相连接。由于对共享媒体的使用不存在争用,所以多址

访问(即,CSMA/CD)算法是不必要的。

c) LAN的两个站点都能全双工操作,并且已经配置了使用全双工操作。
全双工操作的最常用配置由中心网桥(也称作交换机)和把每个网桥端口连接到单个设备的专用

LAN组成。在本部分中定义的中继器超出全双工操作的范围。
全双工操作构成半双工操作所要求的 MAC功能的适当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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