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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电源是通信网络的动力基础[1-4]。随着通信特

别是移动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原有的动环监控系统

软件及硬件较老化，设备厂商众多、系统架构和数据

传输组网方式较复杂，已经不能完全满足通信网络的

需求[5-7]。需要对动环系统的结构、功能、使用方式进行

升级改造[7-10]。在新技术下改造现有的动环监控系统，

使其既能满足实际需求又能实现平稳过渡。现以某省

通信公司动环监控系统为例，给出动环监控系统的改

造解决方案。

1 动环监控系统网络现状
某省通信公司动环监控系统自建成以来，经过多

年的不断发展建设，目前已实现了所有 A、B、C类局

站、大部分固网 D类局站以及移动基站的集中监控、

维护和管理，为保障该省设备机房环境的安全稳定运

行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提高了该省通信公司的网

络维护效率。

1.1 网络架构

动力及环境监控系统采用三级网络结构。各机房

现场采集单元 FSU负责监控数据的采集，由传输设

备上报到本地市公司区域监控中心 LSC；各地市分公

司独立设立一个 LSC，进行本地所属站房的监控和管

理；各地市 LSC通过 C接口协议上报省级监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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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接受统一的系统管理和考核统计。目前该省动

环监控系统具体的网络结构，如图 1所示。

图 1 动环监控系统网络结构图

1.2 动环监控系统厂家分布现状

由于历史原因，该省各地市的动环监控系统网络

结构较复杂，厂商较多。动环监控设备厂家大致有三

家，该三厂家目前市监控平台与省统一平台之间采用

的是开放的标准 C接口，不同厂家平台监控数据可

上传至省平台，但机房采集单元与市监控平台之间采

用的 B接口是私有协议，因此本地网市级监控平台和

站点监控采集单元必须为同一厂家。

1.3 动环监控系统传输网络现状

省内动环监控局点大部分采用 2M传输，还有部

分 D类机房采用窄带和 ADSL拨号接入方式。FSU端

局通过 2M 环（时隙）、独立 2M 传输并在监控中心进

行光收敛的组网方式，监控模块通过 E1的电接口接

入到传输网络中。在监控中心，从各个基站接入到传

输网络的 E1线路在此处进行汇聚，由 SDH设备进行

汇接，并提供百兆以太网电口连接至监控中心设备。

同时各本地网将监控信息通过 DCN网络上传到省统

一监控中心。具体组网方式，如图 2、图 3所示。

图 2 采用 2M环（时隙）传输方式图

图 3 采用独立 2M传输方式图

独立 2M 传输方式为每个监控端局提供一条独

立的 E1线路，监控端局将单独使用该 E1线路，所有

E1线路全部汇集到监控中心，组成一个星型网络；

2M环（时隙）传输包含多个 E1保护环（链），每个 E1

环（链）上连接了若干个 FSU，每个 FSU提供 2 对 E1

口，分别连接上行和下行的 E1 线路，从而构成一个

基于 E1传输环（链）的组网结构。

2 动环监控系统存在问题分析
1）动环监控系统未全部覆盖各通信机房。尽管该

省 A、B、C类局站动环监控系统已全部覆盖，但据统

计，D类局站（模块局和基站）尚有部分局点未覆盖动

环监控系统，处于无监控状态。

2）动环监控系统设备较老化。该省动环监控系统

建设年限久远，部分设备年久失修直至完全失效；窄

带和 ADSL拨号接入方式的局点因老旧 MODEM 故

障和光网改造后失效，故障率居高不下。根据统计，该

省部分局点需要进行设备替换或改造。

3）动环监控系统网络较复杂。该省动环监控系统

网络结构较复杂，厂商较多，导致系统整体运行稳定

性下降、维保较困难，并且技术体系以及软硬件能力

较落后，难以适应集约化维护不断增长的功能和数据

处理需求。

4）动环监控系统技术较落后。随着窄带、ADSL以

及 MSTP设备的逐步退网，传统的 2M接入及拨号上

网的方式将被 IP传输方式取代，监控端局的主设备

需新增 IP接口与传输设备对接。通信网络的发展要

求动环监控系统在技术上和设备上需进行进一步的

更新。

3 动环监控网络解决方案
3.1 总体思路

针对该省目前动环监控系统存在的问题，结合实

际情况，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1）新建 D 类局站动环监控，局站动环覆盖率达

到 95%。

2）整治故障退网局站，完好率达到 100%。

3）对全部地市监控中心软硬件进行升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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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达到数据处理无拥塞、无丢失、告警上报综告系

统的最大延时不超过 2分钟，运行稳定性达到每地市

年平均故障次数小于 1次。

4）对动环平台软件进行升级、扩容，全面满足企

业对各标项的要求。

5）做好动环系统向扁平化（去地市中心平台化）、

互联网化、云部署转变的技术准备。新建局站动环实

现扁平化直接接入省集中平台或具备后期便捷转换

的能力，传统局站要求逐步开放 B接口、具备直接接

入省中心平台的能力。

3.2 解决方案

根据电信运营竞争形势、自身发展的需要以及企

业的相关规范要求，需要对动环系统的结构、功能、使

用方式进行升级改造。根据网络发展要求，本次动环

监控改造方案拟分三步进行：

1）搭建一个满足企业要求的小规模省级动力环

境监控平台，平台北向接入省综合告警平台，本次需

新建的 D类机房动环监控直接接入新搭建部署的省

级集中平台，系统采用二级结构，即“监控中心管理层

（SC）—监控现场采集层与处理层（SU）”，优先解决动

环新增覆盖、达标覆盖率目标。

2）已建动环的局站及省、市中心平台完好率整治

和能力改造继续使用原系统软硬件进行维修、替换、

升级，包括前面已经提到的故障退网局站的恢复、地

市监控中心软硬件的整治升级以及省平台软件功能

扩充等。

3）远期逐步扩展云部署的省级中心平台接入能

力和处理能力，老系统中的局站实施适当改造，从 B

接口处截断，以全 IP化方式直接接入省级平台，部分

无法实现新功能需求的老旧局站监控，实施替代更

新，原有设备进行退网。

本次拟新建的二级网络结构，如图 4所示。

图 4 新建的二级网络结构图

系统采用二级结构，即“监控中心管理层（SC）—

监控现场采集层与处理层（SU）”。监控现场（FSU）负

责对各机房内部动力设备和机房环境进行数据采集，

监控端局的主设备通过 IP接口接入到 IP RAN端局

设备的以太网接口，从而构成一个 IP网络，该 IP 网

络上的各个单元可通过 TCP/IP协议进行数据传输，

各个监控端局采集的监控数据通过省 IP RAN网络

跨域上传到省监控中心 IP RAN设备，通过省监控中

心 IP RAN设备与新建的动环监控中心（SC）交换机

对接，无需新增收敛设备。监控中心采用集中式动力

环境监控系统对机房进行监控。

本系统是一个具有开放性架构和标准化接口的

集中管理平台，具有 B/C接口，可共享现有传输资源，

无需单独提供资源，且动态分配 IP地址，无需下站更

改配置。

4 结语
通过实际改造后的动环监控系统既能满足实际

需求又能实现系统的平稳过渡。随着网络的迅速发

展，通信运营商的局站规模和数量不断发展壮大。这

就要求相应的设备运行要更加稳定，对设备的监控管

理要实时、有效。通信局站动环监控系统作为对电源

空调和机房环境的监控管理系统，必须要与时俱进，

尽可能满足通信设备的发展需求及维护人员的全面

维护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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