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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的短消息系统网络短消息中心接入号码不一致%且多套短消息中心$,-.*相互独立%不能互

为补充/系统的可扩展性%可靠性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在短消息系统网络引入-0网关后%短消息中心接入

号码可统一%同时实现短消息业务流量的均衡分布%使得多套短消息中心相互之间可互为热备份%大大地

提高了系统的可扩展性和可靠性/

关键词+短消息中心1-0网关1全球移动通信系统

中图分类号+2345467 文献标识码+8 文章编号+5’’& )(4&$7’’7*’5 ’’45 ’&

9:9:;<=>?>@ABC@DE!F>>;GFB=>EFHIFEJ@DKL;>FM@:!"N;EFJ;=
O0PQ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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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随着无线通信服务功能的不断增强和完善%短

信息 服 务$,mRuv-nqqoTn,nu%xpn*已 成 为 ’,- 网

络提供的一项重要电信增值业务%已得到越来越多

的系统运营商和开发商的重视/据移动快讯报到%从

7’’’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移动短消息业务量每月

增加了几千万条%呈直线上升之势/整个 ’,-网络

上%发送短消息蔚然成风/有关人士估计%7’’5年有

5’’亿条中文短消息通过手机传送/

短消息业务量迅速增长%给短消息中心的处理

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运营商的短消息系统也不

断面临扩容的压力/针对此现状%各运营商也提出不

同的解决办法%如建设一套大容量的短消息中心或

建设多套短消息中心均衡短消息流量/建设一套的

情况下%短消息中心的处理能力能否满足短消息业

务量迅速增长的需求1建设多套的情况下%不同短消

息中心具有不同的短消息中心号码%如何统一短消

息中心接入号码以及如何在处理能力参差不齐的短

消息中心之间实现短消息业务流量的均衡分布%这

些都是系统运营商和开发商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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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消息上行控制网关!"#$%&’()*’+,简

称 $%网关-具备与上一级信令转接点和多套短消

息中心互联的能力,从而实现短消息中心接入号码

的一致性.$%网关同时具备流量控制功能,即按照

不同的分发原则分发短消息,根据业务或号段分发

短消息到不同短消息中心处理,使得多套短消息中

心相互之间互为冗余热备份,从而实现短消息业务

流量在不同短消息中心之间的均衡分布/
目前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在全国各个地市都

建有一套或多套短信中心,如广东移动建有 01套短

信中心,黑龙江移动建有 2套短信中心.江苏联通建

有 3套短信中心/鉴于当前国内 &"$ 网络短消息

中心的分布现状,在 &"$ 网络引入 $%网关,可以

很好地弥补短消息中心处理能力的不足,加强短消

息中心的可靠性,从而优化整合短消息系统网络/

0 短消息 45网关简介

短 消 息 $%网 关 是 信 令 网 内 一 个 具 有 特 殊 功

能的信令点,其位置如图 0所示/$%网关按不同业

务划分的短消息中心用户的起呼消息由原来 $"#
或 678"(9分别发送到各个不同 短 消 息 中 心 转 发

到 $%网关上,由 $%网关向短消息中心转发/其

作用是:屏蔽按业务划分的不同短消息中心使用时

需用户在手机上切换短消息中心号码对用户带来的

不便/对 $%网关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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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作为客户端与不同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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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 $%网关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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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中心要有保持可靠连接的能力/$%网关具备

流量控制M按照不同的分发原则进行分发功能,根据

业务或号段分发到不同短消息中心处理.可以实现

对于短消息起呼业务进行号段鉴权.可以实现短消

息中心冗余热备份,一旦某短消息中心出现故障,由

$%网关将相关消息全部或部分转往另一个短消息

中心处理/网关本身可以考虑采用热备份的方式/

= 短消息系统网络现状

一般短消息中心的建设以省为单位,考虑一个

省只建设一套短消息中心的情况,则其短消息系统

网络模型可如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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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单套短消息中心网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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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集合表示在该"$"#上接入多种

不同业务的 "$)平台/此网络模型下,"$"#承担

着全省用户的短消息业务/"$"#必须满足全省用

户的短消息业务流量需求/而短消息业务流量在一

天中各个时段的分布有着一定的统计学规律/某移

动短消息中心短消息流量数据统计分布图,如图 1/

图 1 短消息流量一天统计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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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中可以看出,一天中短消息业务流量的

分布有 =个峰值/这 =个峰值是决定短消息系统处

理能力的关键因素/如果对数据再细化分析,即作 <

F@P粒度分布图,峰值会更大/短消息业务量增长,
峰值相应增长/为函盖这两个峰值的增长,"$"#必

须不断扩充其处理能力/而短消息中心需要存储短

消息数据,存在物理数据库操作,所以其处理能力的

提高有一定的瓶颈限制/即短消息系统开发商对其

短消息中心处理能力的提高能否满足短消息业务流

量的剧增/同时,一旦 "$"#出现故障,则全部的业

务必然都要中止/从短消息系统七号链路需求的角

度考虑,"$"#处理能力越大,其需要的""2链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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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多!根 据 "#$ 协 议!#$%仅 与 &’(#)*互 联!
则 其 +,-的 ##.链 路 最 多 支 持 为 /0条1即 如 果

#$%2信令链路仅与 &’(#)*互联!其处理能力的

极限为 /03条’45考虑单条 ##.链路处理能力为 23
条’461如果扩充 #$#%处理能力超过此极限值!则

#$#%须与新的七号信令点互联!导致网络结构的

变化!网络接口不清晰1
因此!考虑未来短消息系统网路发展及其可靠

性!建设单套的短消息中心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短

消息业务流量需求1当然!在经济欠发达省份建设初

期!在成本受限的情况下也可考虑先建设一套1以省

为单位!考虑建有多套短消息中心的情况!其网络模

型如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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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多套短消息中心网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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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网络模型下!多套短信中心可以按用户群来

分 担 短 消 息 业 务!#%2N#%,分 别 承 担 不 同 地 区 内

的用户短消 息 业 务O也 可 按 业 务 来 分 担!如 #%2负

责点对点业务!#%0负责移动银行业务1业务在多套

短信中心上的分布!大大降低业务流量的两个冲击

峰值!也使得每套短信中心的最大处理能力与业务

流量冲击峰值相比有较大的冗余!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1如果短消息业务流量需求进

一步增长!则适当地扩充每套短信中心的处理能力

就可以满足需求1
然而!图 ,的网络模型中!最大的缺陷就是不同

的短消息中心有不同的短消息中心号码1以用户群

来分担短消息流量!不同的短信中心服务的用户群

对象不同!用户只能使用其中一套短信中心上所开

展的业务1如果某业务要在全网开通!其 #$P业务

平台须与每套短信中心互联!造成业务平台的建设

重复浪费1以业务来分流短消息流量!用户在使用不

同的短消息业务时!则可能不得不更改移动终端的

短消息中心号码设置!不利于业务的宣传推广1另

外!如图 ,所示!一旦 :;’"$#%与 *($9网的七

号 链 路 中 断!则 #%2上 所 开 展 的 业 务 势 必 全 部 中

断!#%0N#%,此 时 却 不 能 起 到 补 充 功 能!接 管 原

#%2的业务1即尽管建设有多套短消息中心!然而短

消息中心之间不能互为备份!短消息系统网络仍存

在一定的安全隐患1

/ QR网关的平衡化短消息系统网络

如 果 在 图 ,所 示 的 网 络 中!引 入 $S网 关!实

现短消息中心接入号码的统一!$S网关根据一定

的 分 配 原 则 将 来 自 *($9网 的 $S短 消 息!均 衡

分流到不同的短消息中心去处理!然后由每套短消

息中心的:;’"$#%终呼到用户1由此得到平衡化

短消息系统网络模型如图 T所示!来自 *($9网的

短消息流量载荷被均衡分配到多套短信中心上1对

于只有 $)流程的消息5如梦网定制消息6!则由相

应的 #$P平台 :#$"来实现消息的均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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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T 引入$S网关的平衡化短消息系统网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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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络接口的角度看!短消息中心与 $S网关

采用标准的 #$**协议对接!短消息中心不需作任

何改动1而$S网关本身可采用 0$ ##.链路与&’

(#)*互 联!极 大 地 满 足 系 统 对 ##.链 路 的 需 求O

$S网关从处理能力而言!其本身对短消息无数据

库操作!仅是转发功能!其处理能力可以非常大1
从 运 营 的 角 度 来 看!不 同 的 #$%承 担 不 同 的

业务!或根据用户群来分担业务O做到业务分担!负

荷均衡!即获得一个平衡化的网络结构1例如X可以

在一套短消息中心上开展基本点对点业务及其他的

Y/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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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类业务!在一套上开展一些特定业务"如时延要

求小的 #$%业务"可靠性要求高的金融类业务!在

一套上开展地区特色业务"即给地市级的不同区域

承载一些特殊的业务&
从用户的角度来看"短消息中心接入号码统一"

无论按业务还是用户群分担业务"用户均可方便使

用每套短消息中心上所开展的业务&
图 ’平衡化短消息系统网络中"其基本消息流

程为() 有 *+流程的消息!来自 $,*-网的所有

*+消息均路由到 *+网关"由网关根据分配原则

将其提交到合适的短消息中心&短消息中心经过处

理后"由短信中心的 #*%.将消息终呼到用户&/
只有 *0流 程 的 消 息 与 图 1原 短 消 息 系 统 网 络 中

的消息处理流程相同&直接由短信中心的#*%.将

消息转发"终呼到用户&
要 实 现 %*.231的 负 载 均 衡"则 需 要 在 *+

网关规划良好的短消息分配原则&中兴 *+网关支

持如下 4种不同的短消息分配原则() 当消息类型

是点对点时"4原则为(只按源用户号 段 分 配!只 按

目的用户号段分配!匹配源用户号段和目的用户号

段分配&/ 当 消 息 类 型 是 手 机 到 %*5时"4原 则

为(只按源用户号段分配!只 按 5%*5接 入 号 段 分

配!既按 5%*5的接入号段"又按源用户号段分配&
例 如(采 用 对 于 点 对 点 短 消 息"在 *+网 关 上

设置相应号码段"以及相应的分配比例&
根 据 分 配 原 则"则 如 果 只 在 一 个 %.中 找 到 相

应号段且 %.链路状态为通"那么向该 %.发送 *+
消息&如果只在一个%.中找到相应号段且%.链路

状态为断链"那么返回起呼失败!如果在多个 %.中

找到相应号段且只有一 个 %.链 路 状 态 为 通"向 该

%.发送 *+消息!如果在多个 %.中找到相应号段

且没有一个 %.链路状态为通"那么返回起呼失败!
如果在多个 %.中找到相应号段且至少有两个以上

%.链 路 状 态 为 通"那 么 按 照 %.分 配 比 例 表 分 配&
分配表设置如表 2所示&

由于在分配表中 %*.1的分配比例为 678"则

大部分的点对点短消息到达 *+网关后"均路由到

%*.1&如果 %*.1链路断掉"则消息可选路 %*.2

34中的任一个&在所有链路状态为 通 的 状 态 下"

*+网关支持流量均衡判断"如可计算9实际已发送

条数:短信中心分配比例 ;的结果"可取其最小值的

%*."向该套短消息中心投递消息&例如(%*.231
链 路 全 通"而 %<=>?@A .B<C01:D78E %<=>?@A

.B<C04:278E %<=>?@A .B<C02:F8E %<=>?@A

.B<C0G:48"则此时 *+网关判断 %*.1超负荷"

*+网关优先选择此时负 荷 最 小 的 %*.G"将 短 消

息转发到 %*.G&
表 2 短消息业务流量分配表

0H=I2 J?K@L?=<@?BCMNHL@BOKNBL@>PKKHQPKPLR?MPOSBT

短信中心名称 %*.2 %*.G %*.4 %*.1

分配比例 F8 48 278 678

链路状态 通 通 通 通

实际发送
条数 %<=>?@A.B<C02%<=>?@A.B<C0G%<=>?@A.B<C04%<=>?@A.B<C01

对 于 手 机 到 %*5类 型 的 短 消 息"仍 按 类 似 的

原则分发消息&实现某种类型业务的负荷分担"需该

类型的 %*5与每个短消息中心都互联&例如对于

信息点播 %$业务"要实现和上述相同的负荷分担"
则需要 U%*#:%*#网关与 4个短消息中心都进行

互联&

1 结论

目前的短消息系统网络短消息中心接入号码不

一致"且多套短消息中心相互独立"不能互为补充&
系统的可扩展性"可靠性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而在短

消息系统网络引入 *+网关后"短消息中心接入号

码可统一"同时实现短消息业务流量的均衡分布"使

得多套短消息中心相互之间可互为热备份"大大地

提高了系统的可扩展性和可靠性&术语和缩写如下(

*+ 指移动起呼"这里特指短消息的移动起

呼&

5%*5 5V@PLCHS%NBL@*PKKHQP5C@?@W外部

短消息实体&

%*5 %NBL@*PKKHQP5C@?@W短消息实体&

%*$$ %NBL@*PKKHQP$PPL@B$PPL协议&

%*$$XQPC@ 5%*5代理接入服务器&

%*% %NBL@*PKKHQP%PLR?MP短消息业务&

%*%. %NBL@*PKKHQP%PLR?MP.PC@PLY短 消

息Z业务处理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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