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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ft-switch technology is the core technology of the next generation subway communication system, which can provide voice call, 
video connection and other functions for subway communic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advantages of soft-switch technology in subway 
communication fiel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measures of soft-switch technology in subway communication field,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understanding. 
　
Keywords
soft-switching technology; subway communication system;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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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软交换技术是下一代地铁通信系统的核心技术，可以为地铁通信系统提供语音呼叫、视频连接等功能。论文基于软交换技术
在地铁通信领域中的应用优势，对地铁通信领域中软交换技术的应用措施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希望能为相关人士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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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软交换”其实就是以分组网为基础的一种系统和设备

解决方案，借助程控软件来进行呼叫控制和媒体处理分离。

换句话说，“软交换”就是将呼叫控制功能从媒体网关（传

输层）中分剥离出来，再利用软件技术进行呼叫控制，并使

呼叫传输和呼叫控制之间保持相互独立。这样一来，系统就

有了控制、交换、软件可编程等功能的分离创造了有利条件。

“软交换”有着很多实用性功能，如连接控制、网关管理、

呼叫记录、呼叫控制、翻译和选路等，通过软交换网络与网

络能力的结合，来保证网络新业务的拓展。

2 软交换技术的相关概述

2.1 软交换技术的概念

所谓软交换技术，其实就是一种以 IP 电话为基础，通过

不断创新和演进而形成的新型技术形式。在软交换技术的应

用中，网关功能的优势非常明显，高效、灵活、可拓展等。

对网关功能概念进行分解，其实就是对 IP 电话网关进行分解，

使其形成以下三部分：第一媒体网关控制器；第二信令网关；

第三媒体网关。不同的功能实体在运行中，既可以具备某一

项功能，也可以同时具备多项功能。其中，媒体网关控制器

具备呼叫控制功能，可以实现媒体流对应的转换与传送。在

分组交换越来越频繁的今天，软交换技术无论是在传统固定

网络中的应用，还是在移动网络深层融合中的应用，都发挥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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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软交换技术的应用优势

软交换技术的应用，表现出了以下几大优势。首先，以

开放式体系结构的应用为主，既可以实现分布式管理与通信，

又可以保证结构的可扩展性。此外，在媒体控制层和应用层

上，已经与媒体层硬件进行了分离。在这一架构中，可以与

标准化的、开放式的计算环境进行充分的融合，并对商用标

准计算平台、开发环境以及操作系统进行合理地利用。其次，

完成软交换后，还可以利用一种相对合理的方式，将多个业

务网融合在一起，进而达到简化网络结构与网络层次的目的。

与此同时，移动网、分组网以及电路交往网的业务配置也会

得到相应的简化。这样一来，就可以明显减少分离业务网建

设维护的成本，优化维护工作。最后，分组交换技术的应用，

可以大幅度提升整个网络资源的综合利用率，降低交换机互

联的复杂性，减少业务网的承载成本 [2]。

2.3 基于软交换技术的体系结构

软交换网络其实就是一种有着较强开放性和分层特点的

体系结构。站在基础层面分析，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四个相互

独立的层面。

2.3.1 边缘接入层

边缘接入层的运行，可以选择多种不同的接入手段。与

此同时，还可以利用各种接入设备实现用户与网络的有效连

接，向用户提供网络业务服务 [3]。

2.3.2 传输层

从根本上分析，传输层就是承载着视频、语音、数据等

多媒体信息的 IP 网络。针对传输层，不需要进行再次组网，

且成本非常低，使用到的协议也相对简单。

2.3.3 控制层

控制层的核心功能，就是对接入层中的媒体网关业务进

行有效地控制，对不同媒体网关之间的通信进行有效地控制。

2.3.4 业务 / 应用层

这一层主要包含基础性功能和传统智能网的标配功能。

其中，基础性功能实体，又包含以下几种：第一 AAA 服务器；

第二特征服务器；第三应用服务器；第四媒体服务器等。

3 地铁通信系统的相关概述

3.1 地铁通信系统

所谓地铁通信系统，其实就是一种有着综合性特点的通

信网络，可以为车辆的调度与信息的互动提供方便，安全、

可靠、一般情况下，地铁通信系统还可以为各子系统之间信

息的正常交流与管理提供保证，从而在车辆顺利运行的过程

中，让乘客获得一个相对优越的乘车环境。即便是遭遇特殊

情况，也可以保证通信网络的畅通性。地铁通信系统的子系

统较多，主要分为以下三类：第一民用子系统；第二公安子

系统；第三专用子系统 [4]，具体如图 1 所示。

图 1 地铁通信系统架构图

3.2 地铁电话系统

所谓地铁电话系统，具有通信、数据等功能，是一种四

级共同搭建的电话专用网，专门用于地铁运营人员和维修人

员之间的联系，如图 2 所示。

图 2 地铁电话系统网分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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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核心是最关键的控制中心，其功能技术对系统进行

调度和指挥。控制中心与应急指挥中心相互连接，可以进行

电话交换和其他控制汇接。地铁电话主要有三级系统：第一

级是指挥中心；第二级是区域汇接部分，主要就是实现区域

线路的控制，并与公务电话进行连接；第三级是分线汇接局

和用户接入局，专门负责本地电话的汇接和转接。

这种地铁电话系统之所以可以实现地铁电话功能，主要

依赖于自建模式与公网形式的应用。其中，自建模式的实现

需要利用电话系统进行独立网络的规划与建立。而公网形式

的实现，则需要利用运营商的供应网络来运营相应的交换机

设备。在地铁通信系统中，无论是公务系统，还是专用电话

系统，都采用有线通信模式。其维护工作也需要交由专门的

检修部门。无线通信系统的应用可以对票务进行无线调度，

保障铁路通信的通畅 [5]。

4 软交换技术应用到地铁通信领域中的具体

措施

软交换技术是一种全新的技术形式，在地铁通信系统

中的应用，有着传统交换技术所没有的优势。但是，要想将

这种新型技术形式深入的应用到地铁通信系统当中，还需要

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并制定出针对性的应用措施和应用

方案。

4.1 两种软交换技术方案

一般情况下，将软交换技术应用到地铁通信系统中，主

要有两种不同的方案。这两种方案各有各的优势和劣势，所

以工作人员需要对地铁通信系统的实际情况进行详细的分析，

并以此为基础选择出最适合的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以传统交换技术衍生出来的软交换技术为

基础，对传统交换技术的应用模式进行了充分的借鉴，如图

3 所示。应用这一种技术方案，可以保证功能的交互性，且

应用成本较低，地铁通信质量的提升也非常明显。

第二种方案是以软交换技术为基础的延伸方案，通过软

交换技术与模拟电话模块的有效对接，来实现软交换技术功

能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如图 4 所示。将这两种方案进行对比，

可以明确第二种方案的应用能力更强、适用范围更广、覆盖

面更全，可以看作软交换技术在地铁通信系统中应用的优化

方案 [6]。

图 3 方案一示意图

图 4 方案二示意图

4.2 系统总体架构与协议

上文已经提到，第二种方案是软交换技术的延伸与拓展，

可以视为地铁通信系统中的一种优化方案。我们将其称为

NGN 方案，其总体结构如图 5 所示。软交换技术本身就具有

一定的复杂性，其网络结构中的各个部分的功能实现主要依

赖于组网和传输的有效性。软交换技术的构成十分复杂。首先，

核心结构部分是接入层，涵盖了元素较多的结构层；关键结

构部分是传输结构，主要作用是保障软交换信息的顺利传输。

其次，与传统的交换技术相比，这一结构层中的软交换信息

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传统软交换技术中信息

的升级换代。因为在这一结构层中，信号传输与控制层之间

处于相互独立运行状态。这其实就是一种形式的资源释放，

在传输信号的时候，不仅不会对这些数据资源进行挤占，还

会对信号传输质量与效果进行保障。在 NGN 网络结构当中

还有控制层，控制层是 NGN 网络结构的基础，可以发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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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与管理的作用。最后，NGN 网络结构当中还有业务层。业

务层是保障软交换技术与用户建立联系的平台，也是将软交

换技术应用于地铁通信系统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其智能化功

能的发挥，正是软交换技术各项功能得以顺利实现的保障 [7]。

图 5 NGN 总体结构图

4.3 软交换技术的核心构成及保护

作为一种关键性技术，软交换技术的运用核心构成部分

也是其功能得以正常发挥的决定性因素，是软交换技术的主

要载体。软交换技术的主要构成部分就是中心设备。工作人

员在安置中心设备的时候，会优先将其安置到核心机房内部。

这样的安置方式，不仅可以对各个结构层进行有效地控制与

管理，还可以为信号的正常传输提供保障。在一系列元件当中，

电源是非常关键设备。只有保障电源容量的充足性，才能对

软交换技术的使用进行合理的优化。通常情况下，工作人员

会将电源的上限设置到 4 万人。与此同时，要想为电话的互

通性与畅达性提供保障，还可以将有效的网关设置到控制中

心的连接处。另外，在应用软交换技术的过程中，要想进一

步优化其使用功能，将使用功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还需

要对软交换技术采取以下两种保护措施。

第一，在应用软交换技术的过程中，利用备份系统来对

数据信息进行备份，并以此为基础提升软交换技术的运行质

量。如果备份系统不完善，那么软交换技术的使用功能发挥

将会出现各种阻碍。

第二，在应用软交换技术的过程中，还需要实现网关的

自动交换，避免技术平台出现失效或者系统故障等问题 [8]。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地铁通信领域中，软交换技术的应用不仅

可以提升地忒通信网络的运行效率，加快网络服务的优化速

度，降低人力、物力以及财力资源的浪费现象，还可以满足

现代化用户在享受地铁运输服务中的通信需求。在网络技术

与现代化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加强软交

换技术与地铁通信系统的研究与分析，从而采取更加先进的

措施将软交换技术应用到地铁通信系统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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