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SDH传输系统

实验一：SDH系统硬件安装

一、实验目的

1、通过仿真实验平台进行 SDH 设备的安装组网，在 3D 场景内安装电源、机柜及在机柜

内安装 SDH 组网系列的硬件设备。

2、通过仿真可直观地看到 SDH 设备，其外观、单板、接口。使用仿真提供的线缆组网

连线，了解 SDH 设备所有接口能够用到的线缆，从物理结构上对 SDH 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3、通过完成 SDH 的组网，能够了解到 SDH 在光传输网络中存在的形式，所处光传输网

络中哪些重要的网元节点，能够灵活地掌握 SDH 设备的组网形式。

完成 SDH 硬件安装后的拓扑图如下图 1.1 所示。

图 1.1 SDH系统硬件安装拓扑结构



二、实验规划

做实验项目之前需要进行实验规划，包括场景选择、设备选择、线路连接、单板安装等。

场景的选择如表 1.1 所示。

表 1.1整体规划

主场景选择 实验小场景 安装设备

地上站台 站点机房 1
SDH_1、IPPBX_1、电脑_1、电脑_2、电话

_1、ODF

地上站台 站点机房 2 SDH_2、IPPBX_2、电话_2、ODF

地下站台 站点机房 SDH_3、电脑_3、ODF

地下站台 中心机房 SDH_4、电脑_4、ODF

SDH 的单板选择如表 1.3 所示。

表 1.2设备硬件规划

SDH1 卡

槽号

单板名称 SDH2 卡

槽号

单板名称 SDH3 卡

槽号

单板名称 SDH4 卡

槽号

单板名称

0 OI4D 0 OI4D 0 OI4D 0 OI4D

1 EFS 1 EFS 1 EFS 1 EFS

2 SP2D 2 SP2D 2 SP2D 2 SP2D

3 SCB 3 SCB 3 SCB 3 SCB

设备之间的连接源和宿如表 1.3 所示。

表 1.3连线规划

设备 源 宿

SDH1 SDH1-OI4D-Port0 SDH4-OI4D-Port0

SDH1-OI4D-Port1 SDH2-OI4D-Port0

SDH1-EFS-FE0 电脑 1-FE0

SDH1-EFS-FE1 电脑 2-FE0

SDH1-SP2D-E1 Port0 E1 Port0-IPPBX_1-TEL0

—电话 1-TEL0



SDH2 SDH2-OI4D-Port0 SDH1-OI4D-Port1

SDH2-OI4D-Port1 SDH3-OI4D-Port0

SDH2-SP2D-E1 Port0 E1 Port0-IPPBX_2-TEL0

—电话 2-TEL0

SDH3 SDH3-OI4D-Port0 SDH2-OI4D-Port1

SDH3-OI4D-Port1 SDH4-OI4D-Port1

SDH3-EFS-FE0 电脑 3-FE0

SDH4 SDH4-OI4D-Port0 SDH3-EFS-FE1

SDH4-OI4D-Port1 SDH1-EFS-FE1

SDH4-EFS-FE0 电脑 4-FE0

三、实验步骤

该部分内容主要讲解场景选择、设备安装、设备连线以及最终完成的安装连线组网结构。

打开城市轨道光传输仿真网络仿真系统，登陆账号后会出现如下界面。如下图 1.2 所示。

图 1.2 软件主界面

1.场景选择

进入“系统安装”可以看到如下界面，仿真综合场景提供了如下 2 个（地上站台、地下

站台）大场景，根据实验规划，任意选择所需场景。在这儿根据实验需求选择了 4个场景，



如下图 1.3 所示。

操作方式：鼠标选中左边场景图标，拖出放在右侧地图上即可。

图 1.3 综合场景界面

本次实验选择地上站台作为讲解示例，选中目标场景拖出在地图上后，鼠标点击进入即

可看到如下场景。如下图 1.4 所示。

图 1.4 地上站台场景

在此主场景界面下方有一栏导航图标，可以通过第二个图标了解到地上站台场景中具体

可以安装设备的小场景，可以看到有站点机房 1、站点机房 2 这两个小场景。如下图 1.5 所

示。



图 1.5 小场景选择

在此选择站点机房 1，点击进入，站点机房 1 场景如下。如下图 1.6 所示。

图 1.6 站点机房 1场景

2.设备安装

键盘 Q 建切换第一人称或自由视角，第一人称模式下，使用 W、S、A、D 进行前后左右

移动，进入安装区域，点击地面可看到界面左边有电源与机柜，选中拖出安装在地面即可，



安装效果如下图。如下图 1.7 所示。

图 1.7 电源柜与机柜安装

以上步骤完成后，使用鼠标双击选中机柜，在机柜中安装光传输设备及相关组网设备。

如下图，在界面的左边有设备列表，选择 SDH 设备拖出至机柜即可。如下图 1.8 所示。

图 1.8 SDH 设备安装

接着给 SDH 设备添加板卡，鼠标双击设备，界面左方出现可以添加的板卡，鼠标选中板

卡拖出安装在 SDH 内，插入时板卡周围出现绿色光圈即可插入。如下图 1.9 所示。



图 1.9 SDH 单板添加

按照上面同样的安装方法，在机柜中安装 1 台 ODF 设备与 2 台 PC 机以及 1 台 IPPBX 和

1 台电话，安装效果图如下。如下图 1.10 所示。

图 1.10 设备安装

设备安装完成调试鼠标右击 SDH 设备，将设备名改为 SDH_1 然后点击修改。其余的设

备也同样修改名称（电脑分别改为电脑 1、电脑 2，电话改为电话 1），其与场景里的设备按



个数进行修改名称。以下图 1.11 为例。

图 1.11 修改设备名称

然后退出当前场景，进入地上站台场景的站点机房 2。如下图 1.12 所示。

图 1.12 设备安装

按照在地上站台场景里面安装的步骤，将一台电源柜、一台机柜、一台 SDH、一台 ODF、

一台电话、一台 IPPBX 分别安装好。如下图 1.13 所示。



图 1.13设备安装

另外两个场景也是一样安装，只需要安装电源柜、机柜、SDH、ODF、一台电脑。如下图

1.14 所示。

图 1.14设备安装

3.设备连线

选用电源线将 SDH 设备和 IPPBX 设备接入电源柜；选用光纤线将不同场景里的 4 台 SDH



设备连接，通过 OI4D 板卡的 Port 口进行连接；选用网线将 PC 设备接入 SDH 设备 EFS 板卡

的 FE 口。连接明细请查看前面的连线规划表。

4.安装、连线完成图

所有设备根据规划安装、连线完成后即如下图所示。如下图 1.15 所示是在城市轨道的

中心机房安装的设备连线。

图 1.15设备连线

如下图 1.16 所示是在地上站台的站点机房 2 安装的设备连线。

图 1.16设备连线

如下图 2.17 所示是在地下站台的站点机房安装的设备连线。



图 1.17设备安装

如下图 2.18 所示是在地下站台的中心机房安装的设备连线。

图 1.18安装连线完成图



四、实验结果

按照上述操作指导，可顺利完成 SDH 设备安装及相关组网的搭建。如下图 2.19 所示。

图 1.19设备安装完成拓扑图

课后思考：

1、仿真中 SDH 设备有多少个槽位？

2、仿真中，SDH 可安插哪些单板，单板的功能是？

3、使用了几类线缆,对设备进行连接？分别是用于哪些设备之间的连接？

实验总结：

此次实验只是在场景下进行设备的安装以及调试页面的集中网关查看安装拓扑图。主要

是让学生熟悉系统的场景选择、设备选择、设备连线、集中网关生成拓扑图等操作。为接下

来的实验作一个良好的铺垫，希望学生自主完成。



实验二：SDH时钟配置

一、实验目的

1、通过仿真实验平台进行 SDH 设备的安装组网，在 3D 场景内安装电源、机柜及在机柜

内安装 SDH 组网系列的硬件设备；

2、了解 SDH 系统时钟包含哪些参数，且各个参数代表的含义及作用；

3、了解系统时钟源的种类：

实验原理：

SDH 网是同步数字传输网，网中所有节点的时钟频率和相位都必须控制在预先确定的容

差范围内，以保证网中各交换节点的全部数据信息实现正确有效的交换。时钟单元与 SDH

网络同步性能关系哨着密切的关系，时钟板的主要功能就是向系统提供网同步时钟，从而实

现整个网的同步。如果 SDH 节点时钟的性能或质量下降，网络出现了时钟劣化，将引起各个

节点不同步，使业务出现频繁指针调整，影响对信号质量高的数据或移动业务，时钟性能劣

化甚至导致光路或支路出现大的误码或中断。

整体的实验拓扑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2.1 SDH 时钟配置实验拓扑结构



二、实验规划

做实验项目之前需要进行实验规划，包括场景选择、设备选择、线路连接、单板安装等。

场景的选择如表所示。

场景选择和各个场景中设备的选择，见表 2.1。

表 2.1整体规划

主场景选择 实验小场景 安装设备

地上站台 站点机房 1 SDH_1、ODF

地上站台 站点机房 2 SDH_2、ODF

地下站台 站点机房 SDH_3、ODF

地下站台 中心机房 SDH_4、ODF

SDH 设备槽位号和单板规划，见表 2.2.

表 2.2设备硬件规划

SDH1 卡

槽号

单板名称 SDH2 卡

槽号

单板名称 SDH3 卡

槽号

单板名称 SDH4 卡

槽号

单板名称

0 OI4D 0 OI4D 0 OI4D 0 OI4D

1 EFS 1 EFS 1 EFS 1 EFS

2 SP2D 2 SP2D 2 SP2D 2 SP2D

3 SCB 3 SCB 3 SCB 3 SCB

各个设备之间线路连接的单板以及端口号，见表 2.3。

表 2.3连线规划

设备 源 宿

SDH1 SDH1-OI4D-Port0 SDH2-OI4D-Port0

SDH1-OI4D-Port1 SDH4-OI4D-Port1

SDH2 SDH2-OI4D-Port0 SDH1-OI4D-Port0

SDH2-OI4D-Port1 SDH3-OI4D-Port0



SDH3 SDH3-OI4D-Port0 SDH2-OI4D-Port1

SDH3-OI4D-Port1 SDH4-OI4D-Port0

SDH3-EFS-FE0 PC5-FE0

SDH4 SDH4-OI4D-Port0 SDH3-OI4D-Port1

SDH4-OI4D-Port1 SDH1-OI4D-Port1

SDH 设备参数规划，见表 2.4、2.5、2.6 以及 2.7。

表 2.4 SDH1配置参数规划

SDH1系统时钟

系统时

钟源

外部时钟

源

同步状

态字节

时钟源

优先级

系统时钟

切换策略

时钟源恢

复方式

时钟源等待

恢复时间

内部时

钟源
2Mbit/s SA4 1 Atuo 自动 5Min

表 2.5 SDH2配置参数规划

SDH2系统时钟

系统时

钟源

外部时钟

源

时钟源

槽位号

时钟源

单板名

时钟源

端口号

同步状态字

节
时钟源优先级

外部时

钟源
2Mbit/s 0 OI4D 0 SA4 1

系统时钟

切换策略

时钟源恢

复方式

时钟源

等待恢

复时间

Atuo 自动 5Min

表 2.6 SDH3配置参数规划

SDH3系统时钟

系统时

钟源

外部时钟

源

时钟源

槽位号

时钟源

单板名

时钟源

端口号

同步状态字

节
时钟源优先级

外部时

钟源
2Mbit/s 0 OI4D 0 SA4 1

系统时钟 时钟源恢 时钟源



切换策略 复方式 等待

恢复时

间

Atuo 自动 5Min

表 2.7 SDH4配置参数规划

SDH4系统时钟

系统时

钟源

外部时钟

源

时钟源

槽位号

时钟源

单板名

时钟源

端口号

同步状态字

节
时钟源优先级

外部时

钟源
2Mbit/s 0 OI4D 1 SA4 1

系统时钟

切换策略

时钟源恢

复方式

时钟源

等待恢

复时间

Atuo 自动 5Min

三、实验步骤

同样本实验设备安装如 “实验一：SDH 系统硬件安装”类似，根据实验规划表选择相

应的场景安装相应的设备，然后将设备进行连线。打开软件，输入账号密码后登录，出现如

下图 2.2 所示界面。

图 2.2 系统界面

1.场景选择



进入“系统安装”可以看到如下界面，仿真综合场景提供了如下 2 个（地上站台、地下

站台）大场景，根据实验规划，任意选择所需场景。在这儿根据实验需求选择了 2 个场景。

操作方式：鼠标选中左边场景图标，拖出放在右侧地图上即可。

登入账号后进入系统安装界面，如下图 2.3 所示，选择 2个场景。

图 2.3 选择场景

2.设备安装

键盘 Q 建切换第一人称或自由视角，第一人称模式下，使用 W、S、A、D 进行前后左右

移动，进入安装区域，点击地面可看到界面左边有电源与机柜，选中拖出安装在地面即可。

以地上站台场景为例，在中心机房安装电源柜、机柜、SDH、ODF，其余三个场景安装一

样的设备。如下图 2.4 所示。



图 2.4 设备安装

设备安装完成调试鼠标右击 SDH 设备，将设备名改为 SDH_1 然后点击修改。其与场景里

的设备按个数进行修改名称。以下图 2.5 为例。

图 2.5 设备名称修改



3.设备连线

选用电源线将 SDH 设备和 IPPBX 设备接入电源柜；选用光纤线将不同场景里的 4 台 SDH

设备连接，通过 OI4D 板卡的 Port 口进行连接；选用网线将 PC 设备接入 SDH 设备 EFS 板卡

的 FE 口。连接明细请查看前面的连线规划表。

4.安装、连线完成图

所有设备根据规划安装、连线完成后即如下图所示。如下图 2.6 所示是在地上站台的站

点机房 1 安装的设备连线。

图 2.6 设备连线

2 个场景的设备都完成安装后就需要到仿真的“系统调试”界面内对设备进行参数配置。

系统调试界面如下图 2.7 所示，点击集中网管即可出现在“系统安装”内安装连线的组网拓

扑结构。



图 2.6系统调试界面

下面分别对组网中的 SDH 设备进行参数配置。

配置设备参数的操作方式即鼠标选中目标设备右击，点击“参数配置”即可出现该设备

的配置界面。

5．参数配置

1、SDH_1 参数配置

SDH 的配置方式基本相同，根据参数规划表配置即可。SDH_1 板卡配置如下图 2.8 所示。

其余的 SDH 设备板卡添加参考“实验规划”部分完成配置。



图 2.8板卡添加

SDH_1 中将系统时钟源设置为内部时钟源，作为主时钟。如下图 2.9 所示。

图 2.9系统时钟参数配置



2、SDH_2 参数配置

SDH_2 中将系统时钟源设置为外部时钟源，作为从时钟且将时钟源槽位号和单板名以及

端口号都需要根据规划表进行配置。如下图 2.10 所示。

图 2.10系统时钟参数配置

3、SDH_3 参数配置

SDH_3 中将系统时钟源设置为外部时钟源，作为从时钟且将时钟源槽位号和单板名以及

端口号都需要根据规划表进行配置。如下图 2.11 所示。

图 2.11系统时钟参数配置



4、SDH_4 参数配置

SDH_4 中将系统时钟源设置为外部时钟源，作为从时钟且将时钟源槽位号和单板名以及

端口号都需要根据规划表进行配置。如下图 2.12 所示。

图 2.12系统时钟参数配置

四、实验结果

完成参数配置之后点击系统自检，查看自检结果，若未出现系统告警，则时钟配置成功。



课后思考：

1、请简述时钟的概念。

2、什么是主时钟，什么是从时钟？

实验总结：

此次实验对 SDH 的参数配置部分的系统时钟进行了配置，在完成系统时钟配置后，点击

系统自检，若无系统告警，则参数配置成功。本次实验目的在于让学生学习 SDH 时钟的原理

和作用，同时，也让学生对仿真系统的参数配置部分进行了简单的操作，帮助学生更好的完

成接下来的实验。



实验三：SDH TDM配置

一、实验目的

1、了解系统时钟源的种类：

2、了解公务电话的作用及分类；

3、明白 TDM 对 SDH 的作用；

整体的实验拓扑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3.1 拓扑图

实验原理：

TDM 就是时分复用模式。时分复用是指一种通过不同信道或时隙中的交叉位脉冲，同时

在同一个通信媒体上传输多个数字化数据、语音和视频信号等的技术。TDM 业务其实就是一

种通信业务。

时分复用器是一种利用 TDM 技术的设备，主要用于将多个低速率数据流结合为单个高速

率数据流。来自多个不同源的数据被分解为各个部分（位或位组），并且这些部分以规定的

次序进行传输。这样每个输入数据流即成为输出数据流中的一个“时间片段”。



SDH 同步数字体系中的 TDM 技术，就是其传送序列的一种方式。SDH 是通过 TDM 技术，

实现高速率的数据传送。

二、实验规划

做实验项目之前需要进行实验规划，包括场景选择、设备选择、线路连接、单板安装等。

场景的选择如表所示。

场景选择和各个场景中设备的选择，见表 3.1。

表 3.1整体规划

主场景选择 实验小场景 安装设备

地上站台 站点机房 1 SDH_1、ODF、IPBBX_1、电话_1

地下站台 中心机房 SDH_2、ODF、IPBBX_2、电话_2

各个设备之间线路连接的单板以及端口号，见表 3.2。

表 3.2连线规划

设备 源 宿

SDH_1 SDH_1-OI4D-Port0 SDH_2-OI4D-Port0

SDH_1-SP2D-E1 Port0 E1 Port0-IPPBX_1-TEL1—电

话 1-TEL0

SDH_2 SDH_2-OI4D-Port0 SDH_1-OI4D-Port0

SDH_2-SP2D-E1 Port0 E1 Port0-IPPBX_2-TEL2—电

话 2-TEL0

SDH 设备参数规划，见表 3.3。

表 3.3SDH 参数配置（SDH_1和 SDH_2配置一样）

SDH_1参数配置

SDH_1卡槽号 单板名称

0 OI4D

1 EFS

2 SP2D



3 SCB

公务电话 0

呼叫等待

时间(s)

公务电话类

型

会议电话 电话 1 电话 2 电话 3

5 查询 9999 1001 1002 1003

保护环 0

保护环

ID

保护环类型 保护环名称 保护环方式 保护环恢复模式 保 护

环 倒

换 方

式

资源共

享

1 复用 1 4 非恢复模式 单 端

倒换

是

SDH业务 0

业 务

ID

业

务

类

型

保 护

ID

设 备

作 用

功能

源支路

板类型

源 支

路 板

槽号

源 支

路 板

端 口

类型

源支路

板端口

号

宿线路

板类型

宿 线

路 板

槽号

宿线路

板端口

号

1 E1 1 端 局

设备

SP2D 2 E1 0 OI4D 0 0

电话号码参数配置，见表 3.3。

表 4.4 号码配置

设备 号码设置/SIP号码

电话 1 9001

电话 2 9002

三、实验步骤

该部分内容主要讲解场景选择、设备安装、设备连线以及最终完成的安装连线组网结构。

打开城市轨道光传输仿真网络仿真系统，登陆账号后会出现如下界面。如下图 3.2 所示。



图 3.2 登录系统

1.场景选择

进入“系统安装”可以看到如下界面，仿真综合场景提供了如下 2 个（地上站台、地下

站台）大场景，根据实验规划，任意选择所需场景。在这儿根据实验需求选择了 2 个场景。

操作方式：鼠标选中左边场景图标，拖出放在右侧地图上即可。

同样按照规划表选择添加两个主场景，如下图 3.3 所示。

图 3.3 场景选择

2.设备安装



键盘 Q建切换第一人称或自由视角，第一人称模式下，使用 W、S、A、D 进行前后左右

移动，进入安装区域，点击地面可看到界面左边有电源与机柜，选中拖出安装在地面即可，

安装效果如下图。

以地上站台的站点机房 1为例，在机房内安装机柜、电源柜、SDH、IPBBX、ODF、电话。

另外一个场景也是如此安装。安装完成后如下图 3.4 所示。

图 3.4 设备安装

将电话设备名称改为电话 1，SDH 改为 SDH1。如图 3.5 所示。

图 3.5 设备名称修改

3.设备连线



当然完成两个场景的设备安装后，需要将设备之间连接起来。通过光纤将两个场景的

SDH 连接；通过中继线将 SDH 和 IPBBX 连接；通过电话线将 IPBBX 和电话连接；通过电源线

将 SDH 设备和 IPPBX 设备接入电源柜。连接明细请查看前面的连线规划表。

4.安装、连线完成图

所有设备根据规划安装、连线完成后即如下图所示。如下图 3.6 所示是在城市轨道的中

心机房安装的设备连线。

图 3.6 设备连线

当两个主场景里面的设备完成安装连线之后，进入系统调试界面，点击集中网管，如下

图 3.7 所示。

图 3.7 集中网管

下面分别对组网中的 SDH 设备进行参数配置。



配置设备参数的操作方式即鼠标选中目标设备右击，点击“参数配置”即可出现该设备

的配置界面。

5．参数配置

1.SDH_1 参数配置

SDH 的配置方式基本相同，根据参数规划表配置即可。SDH_1 板卡配置如下图 3.8 所示。

另外一个 SDH 板卡添加都一样，以 SDH1 为例。

图 3.8 板卡添加



公务电话默认保存一下就好，见图 3.9 所示。

图 3.9 公务电话配置

保护环中配置保护 ID 和名称，见图 3.10 所示。

图 3.10 保护环配置



由于源支路最后连接到电话，所以源支路板类型选择 SP2D，它通过中继端口连接到

IPBBX。并且单板槽位号是 2，类型为 E1，端口号为 0。见下图 3.11 所示。

图 3.11 SDH业务配置

完成 SDH 设备的参数配置后，就需要配置电话的号码。见下图 3.12、3.13 所示。

图 3.12 号码设置



图 3.13 号码设置

四、实验结果

完成一系列的操作，从设备安装、连线、改名、参数配置。就到了需要验证的时候了。

在系统调试界面，点击系统自检，无明显警告则点击系统开启，然后到系统安装见面进行验

证。如下图 3.14 所示就是通过电话 1 拨打电话 2。

图 3.14 结果验证



课后思考：

1、简述什么是 TDM。

2、仿真中，组网用到了哪些设备、线缆？

3、实验过程中，你处理过哪些重要的告警提示？

实验总结：

此次实验不仅要求在场景下完成设备的安装与连线和参数的配置，更需要实验终端的互

通，即电话的拨通语言业务，是一次系统性的仿真。本次实验意在让学生学习并理解 SDH

中的 TDM 技术，理解 SDH 设备是如何实现语音业务的，同时，也让学生对该仿真系统有了进

一步的操作体验以及仿真步骤。



实验四：SDH以太业务配置

一、实验目的

1、以太网业务需要主要用到什么板卡，且板卡的作用有哪些；

2、在完成实验后要知道以太网业务配置需要配置哪些参数；

整体的实验拓扑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4.1 拓扑图

实验原理：

以太网（Ethernet）是一种计算机局域网技术。IEEE 组织的 IEEE 802.3 标准制定了以

太网的技术标准，它规定了包括物理层的连线、电子信号和介质访问层协议的内容。

以太网业务，是一种以太网私有专线传输的信号的业务。采用部分以太网信号结构和接

口标准的分组数据业务。

在 SDH 同步数字体系中以太网采用带冲突检测的载波帧听多路访问（CSMA/CD）机制。

以太网中节点都可以看到在网络中发送的所有信息，因此，我们说以太网是一种广播网络。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7278&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6974&ss_c=ssc.citiao.link


二、实验规划

做实验项目之前需要进行实验规划，包括场景选择、设备选择、线路连接、单板安装等。

场景的选择如表所示。

场景选择和各个场景中设备的选择，见表 4.1。

表 4.1整体规划

主场景选择 实验小场景 安装设备

地上站台 站点机房 1 SDH_1、ODF、电脑 1

地下站台 中心机房 SDH_2、ODF、电脑 2

设备之间的连线规划见表 4.2。

表 4.2连线规划

设备 源 宿

SDH_1 SDH_1-OI4D-Port0 SDH_2-OI4D-Port0

SDH_1-EFS-FE0 电脑 1-FE0

SDH_2 SDH_2-OI4D-Port0 SDH_1-OI4D-Port0

SDH_2- EFS-FE0 电脑 2-FE0

SDH 设备参数规划（包括板卡、保护环、业务），见表 4.3。

表 4.3SDH 参数配置（SDH_1和 SDH_2配置一样）

SDH_1参数配置

SDH_1卡槽号 单板名称

0 OI4D

1 EFS

2 SP2D

3 SCB

保护环 0

保护环

ID

保护环类型 保 护 环 名

称

保护环方式 保护环

恢复模

STM选

择

保 护

环 倒

资源共

享



式 换 方

式

1 复用保护 1 4 非恢复

模式

VC4-1 单 端

倒换

是

SDH业务 0

业 务

ID

业

务

类

型

保 护

ID

设 备

作 用

功能

源 支

路 板

类型

源 支

路 板

槽号

源 支

路 板

端 口

类型

源支路

板端口

号

宿线路

板类型

宿 线

路 板

槽号

宿线路

板端口

号

1 FE 1 端 局

设备

EFS 1 FE 0 OI4D 0 0

给两台电脑 IP 地址做一个规划，见表 4.4。

表 4.4 IP地址规划

设备 IP地址 子网掩码

电脑 1 192.168.1.1 255.255.0.0

电脑 2 192.168.1.2 255.255.0.0

三、实验步骤

同样本实验设备的安装也需要根据实验规划表选择相应的场景安装相应的设备，然后将

设备进行连线。打开软件，输入账号密码后登录，出现如下图 4.2 所示界面。



图 4.2 登录系统

1.场景选择

进入“系统安装”可以看到如下界面，仿真综合场景提供了如下 2 个（地上站台、地下

站台）大场景，根据实验规划，任意选择所需场景。在这儿根据实验需求选择了 2 个场景，

如下图 4.3 所示。

操作方式：鼠标选中左边场景图标，拖出放在右侧地图上即可。

图 4.3 场景选择



2.设备安装

键盘 Q建切换第一人称或自由视角，第一人称模式下，使用 W、S、A、D 进行前后左右

移动，进入安装区域，点击地面可看到界面左边有电源与机柜，选中拖出安装在地面即可，

安装效果如下图 4.4 所示。

图 4.4设备安装

完成设备安装后将设备修改名称，将 SDH 设备改名为 SDH1，其余设备也一一按照个数

修改。（分别修改为 SDH1、SDH2、电话 1、电话 2）如下图 4.5 所示。

图 4.5 设备名称修改



3.设备连线

当然完成两个场景的设备安装后，需要将设备之间连接起来。通过光纤将两个场景的

SDH 连接；通过网线将 SDH 和电脑连接；通过电源线将 SDH 设备和 IPPBX 设备接入电源柜。

连接明细请查看前面的连线规划表。线路连接完成具体如下图 4.6 所示。

图 4.6 设备连线

场景的设备都完成安装后就需要到仿真的“系统调试”界面内对设备进行参数配置。系

统调试界面如下图 4.7 所示，点击集中网管即可出现在“系统安装”内安装连线的组网拓扑

结构。

图 4.7 集中网管



4．参数配置

1.SDH_1 参数配置

SDH 的配置方式基本相同，根据参数规划表配置即可。SDH_1 板卡配置如下图 5.8 所示。

另外一台 SDH 的板卡添加都一样，见下图 4.8 所示。

图 4.8 板卡添加

需要将两台电脑连接的端口处于一个局域网下，因此需要设置 VLAN。如下图 4.9 所示。

图 4.9 VLAN配置

设置 SDH 的保护环，如下图 4.10 所示。



图 4.10 保护环配置

配置 SDH 业务，由于源支路连接电脑，所以选择 EFS 板卡。如下图 4.11 所示。

图 4.11 业务配置

将两台电脑 IP 地址设为同一网段，如下图 4.12 所示。具体参数见规划表。



图 4.12 电脑 IP 地址配置

四、实验结果

通过对 SDH 以太网业务配置，也就是需要验证两台电脑之间能否互通。经过系统自检没

有警告后开启系统，然后在系统安装里面通过电脑 1ping 电脑 2的地址。如下图 4.13 所示。

图 4.13 电脑互通

课后思考：

1、简述以太网的概念。



2、仿真中，组网用到了哪些设备、线缆？

3、实验过程中，你处理过哪些重要的告警提示？

实验总结：

此次实验完成了 SDH 同步数字体系中以太业务的配置，在完成相关设备安装、连线与参

数配置后，实现了终端电脑之间的互通。本次实验意在让学生学习并掌握 SDH 同步数字体系

中的以太业务，让学生独立的完成实验后最终达到终端电路互通的结果，理解是如何达到这

一结果的。

实验五：SDH通道保护配置

一、实验目的

完成此实验后要了解一下几点：

1、通道保护的含义是什么；

2、倒换方式的不同有什么区别，且倒换与否是依照什么来决定；

整体的实验拓扑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5.1拓扑图

实验原理：

通道保护：双发选收（发送端向两个方向发送信号，接收根据状况选收从两个方向来的



信号），一个环网中假如其中的一端光纤断掉，那么接收端就接收从另一端过来的信号。通

道保护，保护的是 2M 之类的低速信号。

对于通道保护环，它保护的单位是通道，倒换与否以离开环的每一个通道信号质量的优

劣而定，一般利用告警指示信号（AIS）来决定是否应该进行倒换。这种环属专用保护，保

护时隙为整个环专用，在正常情况下，保护段往往也传业务信号。

而 SDH 同步数字体系中的通道保护，与上述一致，起到保护作用。

二、实验规划

做实验项目之前需要进行实验规划，包括场景选择、设备选择、线路连接、单板安装等。

场景的选择如表所示。

场景选择和各个场景中设备的选择，见表 5.1。

表 5.1整体规划

主场景选择 实验小场景 安装设备

地上站台 站点机房 1 SDH_1、电脑_1、ODF

地上站台 站点机房 2 SDH_2、ODF

地下站台 站点机房 SDH_3、电脑_2、ODF

地下站台 中心机房 SDH_4、ODF

SDH 的单板选择如表 5.2 所示。

表 5.2设备硬件规划

SDH1 卡

槽号

单板名称 SDH2 卡

槽号

单板名称 SDH3 卡

槽号

单板名称 SDH4 卡

槽号

单板名称

0 OI4D 0 OI4D 0 OI4D 0 OI4D

1 EFS 1 EFS 1 EFS 1 EFS

2 SP2D 2 SP2D 2 SP2D 2 SP2D

3 SCB 3 SCB 3 SCB 3 SCB

设备之间的连接源和宿如表 5.3 所示。

表 5.3连线规划



设备 源 宿

SDH1 SDH1-OI4D-Port0 SDH1-OI4D-Port0

SDH1-OI4D-Port1 SDH4-OI4D-Port1

SDH1-EFS-FE0 电脑 1-FE0

SDH2 SDH2-OI4D-Port0 SDH1-OI4D-Port0

SDH2-OI4D-Port1 SDH3-OI4D-Port0

SDH3 SDH3-OI4D-Port0 SDH2-OI4D-Port1

SDH3-OI4D-Port1 SDH4-OI4D-Port0

SDH3-EFS-FE0 电脑 2-FE0

SDH4 SDH4-OI4D-Port0 SDH3- OI4D-Port1

SDH4-OI4D-Port1 SDH1- OI4D-Port1

SDH1 的参数配置规划见表 5.4 所示。

表 5.4 SDH1参数配置（SDH_1和 SDH_3配置一样）

SDH_1参数配置

SDH_1卡槽号 单板名称

0 OI4D

1 EFS

2 SP2D

3 SCB

VLAN配置

VLAN ID 2

系统时钟

系统时

钟源
外部时钟源

时钟源

槽位号

时钟源

单板名

时

钟

源

端

口

号

同步状态

字节
时钟源优先级

外部时

钟源
2Mbit/s 0 SCB 0 SA4 1

系统时

钟

切换策

略

时钟源恢

复方式

时钟源

等待

恢复时

间

Atuo 自动 5Min



保护环 0

保护环

ID

保护环类型 保护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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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方

式

保护环恢复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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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环

倒

换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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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通道保护 1 非恢复模式 单

端

倒

换

是

SDH业务 0

业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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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务

类

型

保

护

ID

设

备

作

用

功

能

源

支

路

板

类

型

源

支

路

板

槽

号

源

支

路

板

端

口

类

型

源

支

路

板

端

口

号

宿 线

路 板

类型

宿

线

路

板

槽

号

宿

线

路

板

端

口

号

保护

线路

板类

型

保

护

线

路

板

槽

号

保

护

线

路

板

端

口

号

S

T

M

选

择

时

隙

号

(VC12)

0 FE 0 端

局

设

备

EFS 1 FE 0 OI4D 0 0 OI4D 0 1 VC4-1 1-4

SDH2 的参数配置与 SDH1 相同，可参考规划表 5.4。

表 5.5 SDH2参数配置（SDH_2和 SDH_4配置一样）

SDH_2参数配置

SDH_2卡槽号 单板名称

0 OI4D



1 EFS

2 SP2D

3 SCB

系统时钟

系 统

时 钟

源

外部时钟源
时钟源

槽位号

时钟源

单板名

时钟源端口

号

同步状态

字节

时钟源优先级

外 部

时

钟源

2Mbit/s 0 OI4D 0 SA4 1

系 统

时钟

切 换

策略

时钟源恢复

方式

时钟源

等待

恢复时

间

Atuo 自动 5Min

保护环 0

保 护

环 ID

保护环类型 保护环

名称

保护环方式 保护环恢复模式 保 护

环 倒

换 方

式

资 源 共

享

0 通道保护 1 非恢复模式 单 端

倒换

是

SDH业务 0

业 务

ID

保

护

ID

设 备

作 用

功能

源支路

板槽号

源支路

板类型

源 支

路 板

端 口

号

宿线路

板类型

宿

线

路

板

槽

号

宿

线

路

板

端

口

号

S

T

M

选

择

时 隙 号

（VC1-4）

0 0 中 继

设备

0 OI4D 0 OI4D 0 1 VC

4-1

1-4

两台电脑 IP 地址规划见表 5.6 所示。



表 5.6 IP 地址规划

设备 IP地址 子网掩码

电脑 1 192.168.1.1 255.255.0.0

电脑 2 192.168.1.2 255.255.0.0

三、实验步骤

该部分内容主要讲解场景选择、设备安装、设备连线以及最终完成的安装连线组网结构。

打开城市轨道光传输仿真网络仿真系统，登陆账号后会出现如下界面。如下图 5.2 所示。

图 5.2 登录系统

登录系统后在进入系统安装界面选择项目规划好的场景。如下图 5.3 所示。



图 5.3 场景选择

进入地上站台场景里的站点机房 1，安装电源柜、机柜、SDH、ODF、电脑。如下图 5.4

所示。

图 5.4 设备安装



在完成站点机房 1 的设备安装后，就需要将 SDH、电脑进行名称修改，修改名称是为了

在实验验证的时候容易分辨。将 SDH 改为 SDH1。如下图 5.5 所示。

图 5.5 设备名称修改

站点机房 1的电脑名称改为电脑 1。如下图 5.6 所示。

图 5.6 电脑名称修改



地上站点的站点机房 2 设备安装如下图 5.7 所示。

图 5.7 地下站点中心机房设备安装

同样将地上站点的站点机房 2 的 SDH 改名为 SDH2。其余场景设备按照设备数进行改名。

如下图 5.8 所示。

图 5.8 设备改名



当将 2 个大场景里的设备都完成安装和改名之后，就需要对设备进行连线。选用电源

线将 SDH 设备接入电源柜；选用光纤线将不同场景里的 4 台 SDH 设备连接，通过 OI4D 板卡

的 Port 口以及 ODF 作为接口单元进行连接；选用网线将 PC 设备接入 SDH 设备 EFS 板卡的

FE 口。连接明细请查看前面的连线规划表。如下图 5.9 是地下站台站点机房场景设备连线。

图 5.9 设备连线

地下站台中心机房场景设备连线。如下图 5.10 所示。

图 5.10 设备连线



将 2 个大场景里的设备完成连线后，在系统安装最初始的界面可以看到 2 个场景之间

已经有了关联。如图 5.11 所示。

图 5.11 场景相关联

下面分别对组网中的 SDH 设备和与 SDH 相连接的终端 PC 设备进行参数配置。

配置设备参数的操作方式即鼠标选中目标设备右击，点击“参数配置”即可出现该设备

的配置界面。

1.SDH 参数配置

SDH 的配置方式都基本相同，下面以 SDH1 设备的参数配置为例。如下图 5.12 是 SDH 的

板卡添加（板卡包括 OI4D、EFS、SP2D、SCB）。



图 5.12板卡添加

由于 SDH1 是连接电脑 1，所以需要对板卡 EFS 的 FE0 口配置允许通过的 VLAN。如下图

5.13 所示。

图 5.13 EFS 端口（FE0）参数配置



当然配置端口 VLAN 前是必须要创建一个 VLAN。如下图 5.14 所示，创建 VLAN。

图 5.14添加 VLAN并配置参数

系统时钟配置默认保存就好，如下图 5.15 所示。

图 5.15系统时钟参数配置



在此添加保护环，保护类型选择“通道保护”，保护环方式选“1”。如下图 5.16 所示。

图 5.16添加保护环并配置

SDH 业务进行配置，保护 ID 和保护环的 ID 一样；实验是通过两台电脑验证互通，所以

业务类型属于 FE，源支路板也就是 EFS，且 EFS 的板槽位号是 1，通过端口 0连接电脑 1（SDH1

和 SDH3 配置一样）。如下图 5.17 所示。

图 5.17 SDH业务配置



SDH2 参数配置和 SDH1 不同的是由于不用作为端局不用连接电脑，所以不用创建 VLAN

也不用配置端口 VLAN。只需要添加单板即可。如下图 5.18 所示。

图 5.18 SDH2板卡添加

同样给 SDH2 保护环配置，保护类型设为通道保护。如下图 5.19 所示。

图 5.19 保护环配置



SDH2 业务配置，由于 SDH2 没有连接终端设备，将它作为一个中继。因此源支路板和宿

支路板都是 OI4D（SDH4 配置一样）。如下图 5.20 所示。

图 5.20 SDH2业务配置

2.电脑 1 参数配置

电脑的配置方式都相同，下面以电脑 1 设备的参数配置为例，电脑 2根据参数规划表配

置即可。如下图 5.21 所示。



图 5.21电脑 1端口参数配置

四、实验结果

通过对 SDH 通道保护配置，SDH1 和 SDH3 作为端局设备分别连接一台电脑。也就是需要

验证两台电脑之间能否互通。经过系统自检没有警告后开启系统，然后在系统安装里面通过

电脑 1ping 电脑 2 的地址。如下图 5.22 所示。

图 5.22 结果验证



课后思考：

1、请简述通道保护的概念。

2、仿真中参数配置，保护环中的保护 ID 与 SDH 业务中的保护 ID 有什么关系？

实验总结：

此次实验完成了 SDH 同步数字体系中的自愈环通道保护的设备安装、连线与参数配置，

在系统自检后若无告警，则通道保护参数配置正确，最后在终端电脑中验证是否完成配置。

本次实验意在让学生学习并掌握通道保护的概念，以及通道保护的相关知识。学生在终端电

脑中验证并理解通道保护的原理及过程。

实验六：SDH复用保护配置

一、实验目的

完成此实验后要了解一下几点：

1、复用段保护的含义是什么；

2、复用段保护以什么为基础

3、复用段中的倒换与否以什么决定的；

整体的实验拓扑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6.1 拓扑图



实验原理：

复用段保护：所有 VC4 中其中的一半（从中间划分）前部分 VC4 做工作通道，后半部

分起保护。

复用段保护是将同个通信设备上的多个 STM-N 光接口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保护组，端口

之间互相进行保护。在 SDH 复用帧中不同的字节传递着不同的信息，其中 K1\K2 字节专门传

递到换信息，来通知各个 STM-N 光接口要不要变换状态，或从工作状态到保护状态，或从保

护状态中恢复工作状态，依情况而定。

复用段保护环，业务量的保护是以复用段为基础的， 倒换与否按每一对节点间复用段

信号质量的优劣而定，当复用段出故障时，整个节点间的复用段业务信号都转向保护段。复

用段保护环需要采用自动保护倒装（APS）协议，从性质上来看，多属于共享保护，即保护

时隙由每一个复用段共享，正常情况下，保护段往往是空闲的。复用段保护环也有采用专用

保护方式的，但目前用得很少。

二、实验规划

做实验项目之前需要进行实验规划，包括场景选择、设备选择、线路连接、单板安装等。

场景的选择如表所示。

场景选择和各个场景中设备的选择，见表 6.1。

表 6.1整体规划

主场景选择 实验小场景 安装设备

地上站台 站点机房 1 SDH_1、电脑_1、ODF

地上站台 站点机房 2 SDH_2、ODF

地下站台 站点机房 SDH_3、电脑_2、ODF

地下站台 中心机房 SDH_2、ODF

https://wenwen.sogou.com/s/?w=%E5%A4%8D%E7%94%A8%E6%AE%B5%E4%BF%9D%E6%8A%A4&ch=ww.xqy.chain


SDH 的单板选择如表 6.2 所示。

表 6.2设备硬件规划

SDH1 卡

槽号

单板名称 SDH2 卡

槽号

单板名称 SDH3 卡

槽号

单板名称 SDH4 卡

槽号

单板名称

0 OI4D 0 OI4D 0 OI4D 0 OI4D

1 EFS 1 EFS 1 EFS 1 EFS

2 SP2D 2 SP2D 2 SP2D 2 SP2D

3 SCB 3 SCB 3 SCB 3 SCB

设备之间的连接源和宿如表 6.3 所示。

表 6.3连线规划

设备 源 宿

SDH1 SDH1-OI4D-Port0 SDH1-OI4D-Port0

SDH1-OI4D-Port1 SDH4-OI4D-Port1

SDH1-EFS-FE0 电脑 1-FE0

SDH2 SDH2-OI4D-Port0 SDH1-OI4D-Port0

SDH2-OI4D-Port1 SDH3-OI4D-Port0

SDH3 SDH3-OI4D-Port0 SDH2-OI4D-Port1

SDH3-OI4D-Port1 SDH4-OI4D-Port0

SDH3-EFS-FE0 电脑 2-FE0

SDH4 SDH4-OI4D-Port0 SDH3- OI4D-Port1

SDH4-OI4D-Port1 SDH1- OI4D-Port1

SDH1 的参数配置规划见表 6.4 所示。

表 6.4 SDH1参数配置（SDH_1和 SDH_3配置一样）

SDH_1参数配置

SDH_1卡槽号 单板名称

0 OI4D



1 EFS

2 SP2D

3 SCB

VLAN配置

VLAN ID 2

系统时钟

系统时

钟源
外部时钟源

时钟源

槽位号

时钟源

单板名

时 钟

源

端 口

号

同 步 状

态字节
时钟源优先级

外部时

钟源
2Mbit/s 0 SCB 0 SA4 1

系 统时

钟

切 换策

略

时钟源恢

复方式

时钟源等

待

恢复时间

Atuo 自动 5Min

保护环 0

保 护环

ID

保护环类型 保护环名

称

保护环方

式

保 护

环 恢

复 模

式

保 护 环

倒 换 方

式

STM 选

择

时隙选择

0 复用保护 4 非 恢

复 模

式

单 端 倒

换

VC4-3 1-4

SDH业务 0

业

务

I

D

业

务

类

型

保

护

ID

设

备

作

用

功

能

源

支

路

板

类

型

源

支

路

板

槽

号

源

支

路

板

端

口

类

型

源

支

路

板

端

口

号

宿 线

路 板

类型

宿 线

路 板

槽号

宿

线

路

板

端

口

号

保护

线路

板类

型

保

护

线

路

板

槽

号

保

护

线

路

板

端

口

号

S

T

M

选

择

时

隙

号

（

V

C

12)

0 FE 0 端

局

设

EF

S

1 FE 0 OI4D 0 0 OI4

D

0 1 V

C

4-1

1-4



备

SDH2 的参数配置规划见表 6.5 所示。

表 6.5 SDH2参数配置（SDH_2和 SDH_4配置一样）

SDH_2参数配置

SDH_2卡槽号 单板名称

0 OI4D

1 EFS

2 SP2D

3 SCB

系统时钟

系 统

时

钟源

外部时钟源
时钟源

槽位号

时钟源

单板名

时钟源

端口号

同步状

态字节
时钟源优先级

外 部

时

钟源

2Mbit/s 0 SCB 0 SA4 1

系 统

时钟

切 换

策略

时钟源恢

复方式

时钟源

等待

恢复时

间

Atuo 自动 5Min

保护环 0

保 护

环 ID

保护环类型 保护环

名称

保护环方式 保护环恢

复模式

保 护 环

倒 换 方

式

STM 选

择

时 隙 选

择

0 复用保护 4 非恢复模

式

单 端 倒

换

VC4-3 1-4

SDH业务 0

业 务

ID

保

护

ID

设 备

作 用

功能

源支路

板槽号

源 支

路 板

类型

源

支

路

板

端

口

号

宿 线

路 板

类型

宿 线

路 板

槽号

宿线路

板端口

号

STM

选择

时隙号

（VC12）



0 0 中 继

设备

0 OI4D 0 OI4D 0 1 VC4-1 1-4

两台电脑 IP 地址规划见表 6.6 所示。

表 6.6 IP 地址规划

设备 IP地址 子网掩码

电脑 1 192.168.1.1 255.255.0.0

电脑 2 192.168.1.2 255.255.0.0

三、实验步骤

部分内容主要讲解场景选择、设备安装、设备连线以及最终完成的安装连线组网结构。

打开城市轨道光传输仿真网络仿真系统，登陆账号后会出现如下界面。如下图 6.2 所示。

图 6.2 登录系统

登录系统后在进入系统安装界面选择项目规划好的场景。如下图 6.3 所示。



图 6.3 场景选择

进入地上站台场景里的站点机房 1，安装电源柜、机柜、SDH、ODF、电脑。如下图 6.4

所示。

图 6.4 设备安装

在完成站点机房 1 的设备安装后，就需要将 SDH、电脑进行名称修改，修改名称是为了



在实验验证的时候容易分辨。将 SDH 改为 SDH1。如下图 6.5 所示。

图 6.5 设备名称修改

站点机房 1的电脑名称改为电脑 1。如下图 6.6 所示。

图 6.6 电脑名称修改



地上站台的站点机房 2 设备安装如下图 6.7 所示。

图 6.7 地上站台站点机房 2设备安装

同样将 SDH 改名为 SDH2。其余场景设备按照设备数进行改名。如下图 6.8 所示。

图 6.8 设备改名



当将 4个小场景里的设备都完成安装和改名之后，就需要对设备进行连线。选用电源线

将 SDH 设备接入电源柜；选用光纤线将不同场景里的 4 台 SDH 设备连接，通过 OI4D 板卡的

Port 口以及 ODF 作为接口单元进行连接；选用网线将 PC 设备接入 SDH 设备 EFS 板卡的 FE

口。连接明细请查看前面的连线规划表。如下图 6.9 是地下站台站点机房场景设备连线。

图 6.9 设备连线

地下站台中心机房场景设备连线。如下图 6.10 所示。

图 6.10 设备连线



将 4 个小场景里的设备完成连线后，在系统安装最初始的界面可以看到 2 个大场景之

间已经有了关联。如图 6.11 所示。

图 6.11 场景相关联

下面分别对组网中的 SDH 设备和与 SDH 相连接的终端 PC 设备进行参数配置。

配置设备参数的操作方式即鼠标选中目标设备右击，点击“参数配置”即可出现该设备

的配置界面。

1.SDH 参数配置

SDH 的配置方式都基本相同，下面以 SDH1 设备的参数配置为例。如下图 6.12 是 SDH 的

板卡添加（板卡包括 OI4D、EFS、SP2D、SCB）。



图 6.12 板卡添加

由于 SDH1 是连接电脑 1，所以需要对板卡 EFS 的 FE0 口配置允许通过的 VLAN。如下图

6.13 所示。

图 6.13 EFS 端口（FE0）参数配置



当然配置端口 VLAN 前是必须要创建一个 VLAN。如下图 6.14 所示，创建 VLAN。

图 6.14 添加 VLAN 并配置参数

系统时钟配置默认保存就好，如下图 6.15 所示。

图 6.15 系统时钟参数配置



在此添加保护环，保护类型选择“复用保护”，保护环方式选“4”。如下图 6.16 所示。

图 6.16添加保护环并配置

SDH 业务进行配置，保护 ID 和保护环的 ID 一样；实验是通过两台电脑验证互通，所以

业务类型属于 FE，源支路板也就是 EFS，且 EFS 的板槽位号是 1，通过端口 0连接电脑 1（SDH1

和 SDH3 配置一样）。如下图 6.17 所示。

图 6.17 SDH业务配置



SDH2 参数配置和 SDH1 不同的是由于不用作为端局不用连接电脑，所以不用创建 VLAN

也不用配置端口 VLAN。只需要添加单板即可。如下图 6.18 所示。

图 6.18 SDH2板卡添加

同样给 SDH2 保护环配置，保护类型设为复用保护。如下图 6.19 所示。

图 6.19 保护环配置



SDH2 业务配置，由于 SDH2 没有连接终端设备，将它作为一个中继。因此源支路板和宿

支路板都是 OI4D（SDH4 配置一样）。如下图 6.20 所示。

图 6.20 SDH2业务配置

2.电脑 1 参数配置

电脑的配置方式都相同，下面以电脑 1 设备的参数配置为例，电脑 2根据参数规划表配

置即可。如下图 6.21 所示。

图 6.21电脑 1端口参数配置



四、实验结果

通过对 SDH 通道保护配置，SDH1 和 SDH3 作为端局设备分别连接一台电脑。也就是需要

验证两台电脑之间能否互通。经过系统自检没有警告后开启系统，然后在系统安装里面通过

电脑 1ping 电脑 2 的地址。如下图 6.22 所示。

图 6.22 结果验证

课后思考：

1、请简述复用保护的概念。

2、仿真中参数配置，保护环中的保护 ID 与 SDH 业务中的保护 ID 有什么关系？

实验总结：

此次实验完成了 SDH 同步数字体系中的自愈环复用段保护的设备安装、连线与参数配置，

在系统自检后若无告警，则通道保护参数配置正确，最后在终端电脑中验证是否完成配置。

本次实验意在让学生学习并掌握复用段保护的概念，以及复用段保护的相关知识。学生在终

端电脑中验证并理解复用段保护的原理及过程。

实验七：SDH综合业务组网

一、实验目的

1、什么是源支路、宿支路，保护支路；

2、保护 ID 与什么有关；



3、端局设备与中继设备的区别是什么；

整体的实验拓扑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7.1拓扑图

实验原理：

时钟：时钟单元与 SDH 网络同步性能关系哨着密切的关系，时钟板的主要功能就是向系

统提供网同步时钟，从而实现整个网的同步。

TDM 技术：TDM 就是时分复用模式。时分复用是指一种通过不同信道或时隙中的交叉位

脉冲，同时在同一个通信媒体上传输多个数字化数据、语音和视频信号等的技术。TDM 业务

其实就是一种通信业务。SDH 同步数字体系中的 TDM 技术，就是其传送序列的一种方式。SDH

是通过 TDM 技术，实现高速率的数据传送。

以太业务：以太网业务，是一种以太网私有专线传输的信号的业务。采用部分以太网信

号结构和接口标准的分组数据业务。在 SDH 同步数字体系中以太网采用带冲突检测的载波帧

听多路访问（CSMA/CD）机制。

通道保护：通道保护：双发选收（发送端向两个方向发送信号，接收根据状况选收从两

个方向来的信号），一个环网中假如其中的一端光纤断掉，那么接收端就接收从另一端过来

的信号。通道保护，保护的是 2M 之类的低速信号。

复用段保护：复用段保护是将同个通信设备上的多个 STM-N 光接口组织起来，形成一个

保护组，端口之间互相进行保护。在 SDH 复用帧中不同的字节传递着不同的信息，其中 K1\K2



字节专门传递到换信息，来通知各个 STM-N 光接口要不要变换状态，或从工作状态到保护状

态，或从保护状态中恢复工作状态，依情况而定。

二、实验规划

做实验项目之前需要进行实验规划，包括场景选择、设备选择、线路连接、单板安装等。

场景的选择如表 7.1 所示。

表 7.1整体规划

主场景选择 实验小场景 安装设备

地上站台 站点机房 1
SDH_1、IPPBX_1、电脑_1、电脑_2、电话

_1、ODF

地上站台 站点机房 2 SDH_2、IPPBX_2、电话_2、ODF

地下站台 站点机房 SDH_3、电脑_3、ODF

地下站台 中心机房 SDH_4、电脑_4、ODF

SDH 的单板选择如表 7.3 所示。

表 7.2设备硬件规划

SDH1 卡

槽号

单板名称 SDH2 卡

槽号

单板名称 SDH3 卡

槽号

单板名称 SDH4 卡

槽号

单板名称

0 OI4D 0 OI4D 0 OI4D 0 OI4D

1 EFS 1 EFS 1 EFS 1 EFS

2 SP2D 2 SP2D 2 SP2D 2 SP2D

3 SCB 3 SCB 3 SCB 3 SCB

设备之间的连接源和宿如表 7.3 所示。

表 7.3连线规划

设备 源 宿

SDH1 SDH1-OI4D-Port0 SDH4-OI4D-Port0

SDH1-OI4D-Port1 SDH2-OI4D-Port0

SDH1-EFS-FE0 电脑 1-FE0



SDH1-EFS-FE1 电脑 2-FE0

SDH1-SP2D-E1 Port0 E1 Port0-IPPBX_1-TEL0

—电话 1-TEL0

SDH2 SDH2-OI4D-Port0 SDH1-OI4D-Port1

SDH2-OI4D-Port1 SDH3-OI4D-Port0

SDH2-SP2D-E1 Port0 E1 Port0-IPPBX_2-TEL0

—电话 2-TEL0

SDH3 SDH3-OI4D-Port0 SDH2-OI4D-Port1

SDH3-OI4D-Port1 SDH4-OI4D-Port1

SDH3-EFS-FE0 电脑 3-FE0

SDH4 SDH4-OI4D-Port0 SDH3-EFS-FE1

SDH4-OI4D-Port1 SDH1-EFS-FE1

SDH4-EFS-FE0 电脑 4-FE0

SDH1 参数规划见表 7.4。

表 7.4SDH1参数规划

SDH_1参数配置

SDH_1卡槽号 单板名称

0 OI4D

1 EFS(FE0、FE1 允许通过 VLAN2)

2 SP2D

3 SCB

VLAN配置

VLAN ID 2

系统时钟

系统时

钟源
外部时钟源

时钟源

槽位号

时钟

源

单板

名

时钟

源

端口

号

同步状态

字节
时钟源优先级

外部时 2Mbit/s 0 SCB 0 SA4 1



钟源

系统时

钟

切换策

略

时钟源恢

复方式

时 钟 源

等待

恢 复 时

间

Atuo 自动 5Min

保护环 0

保护环

ID

保护环类型 保 护 环

方式

STM

选择

保护环恢复模

式

保护环倒

换方式

资源共享

1 复用保护 4 VC4-3 非恢复模式 单端倒换 是

保护环 1

保护环

ID

保护环类型 保 护 环

方式

STM

选择

保护环恢复模

式

保护环倒

换方式

资源共享

2 复用保护 4 VC4-3 非恢复模式 单端倒换 是

保护环 2

保护环

ID

保护环类型 保护环方式 保护环恢复模

式

保护环倒

换方式

资源共享

3 通道保护 4 非恢复模式 单端倒换 是

SDH业务 0

业

务

I

D

业

务

类

型

保

护

I

D

设

备

作

用

功

能

源支

路板

类型

源

支

路

板

槽

号

源

支

路

板

端

口

类

型

源

支

路

板

端

口

号

宿线

路板

类型

宿 线

路 板

槽号

宿

线

路

板

端

口

号

保护

线路

板类

型

保护

线路

板槽

号

保

护

线

路

板

端

口

号

S

T

M

选

择

时

隙

号

(V

C1

2)

1 E

1

1 端

局

设

备

SP2

D

2 E

1

0 OI4

D

0 0 OI4D 0 1 V

C

4-1

1-4

SDH业务 1

业

务

I

D

业

务

类

型

保

护

I

D

设

备

作

用

功

源支

路板

类型

源

支

路

板

槽

源

支

路

板

端

源

支

路

板

端

宿线

路板

类型

宿 线

路 板

槽号

宿

线

路

板

端

保护

线路

板类

型

保护

线路

板槽

号

保

护

线

路

板

S

T

M

选

择

时

隙

号

(V

C1



能 号 口

类

型

口

号

口

号

端

口

号

2)

2 F

E

2 端

局

设

备

EFS 1 F

E

0 OI4

D

0 0 OI4D 0 1 V

C

4-1

1-4

SDH业务 2

业

务

I

D

业

务

类

型

保

护

ID

设

备

作

用

功

能

源支

路板

类型

源

支

路

板

槽

号

源

支

路

板

端

口

类

型

源支

路板

端口

号

宿线

路板

类型

宿

线

路

板

槽

号

宿线

路板

端口

号

保护

线路

板类

型

保

护

线

路

板

槽

号

保

护

线

路

板

端

口

号

S

T

M

选

择

时

隙

号

(V

C

12

)

3 FE 3 端

局

设

备

EFS 1 FE 1 OI4

D

0 0 OI4

D

0 1 V

C

4-

1

1-

4

SDH2 参数规划见表 7.5。

表 7.5 SDH2参数规划

SDH_2参数配置

SDH_2卡槽号 单板名称

0 OI4D

1 EFS

2 SP2D

3 SCB

系统时钟

系统时

钟源
外部时钟源

时钟源

槽位号

时钟源

单板名

时

钟

源

端

同步

状态

字节

时钟源优先级



口

号

外部时

钟源
2Mbit/s 0 SCB 0 SA4 1

系统时钟

切换策略

时钟源恢

复方式

时钟源

等待

恢复时

间

Atuo 自动 5Min

保护环 0

保护环 ID 保护环类型 保护环

方式

STM选择 保护环恢复

模式

保 护

环 倒

换 方

式

资源共享

1 复用保护 4 VC4-3 非恢复模式 单 端

倒换

是

保护环 1

保护环 ID 保护环类型 保护环

方式

STM选择 保护环恢复

模式

保 护

环 倒

换 方

式

资源共享

2 复用保护 4 VC4-3 非恢复模式 单 端

倒换

是

保护环 2

保护环 ID 保护环类型 保护环

名称

保护环方式 保护环恢复

模式

保 护

环 倒

换 方

式

资源共享

3 通道保护 3 4 非恢复模式 单 端

倒换

是

SDH业务 0

业

务

I

D

业

务

类

型

保

护

I

D

设

备

作

用

功

能

源

支

路

板

类

型

源

支

路

板

槽

号

源

支

路

板

端

口

类

源支

路板

端口

号

宿

线

路

板

类

型

宿 线

路 板

槽号

宿

线

路

板

端

口

号

保护

线路

板类

型

保

护

线

路

板

槽

号

保

护

线

路

板

端

口

S

T

M

选

择

时 隙

号

(VC12

)



型 号

1 E

1

1 端

局

设

备

SP2

D

2 E

1

0 OI4

D

0 0 OI4

D

0 1 V

C

4-

1

1-4

SDH业务 1

业务 ID 保护 ID 设 备

作 用

功能

源支

路板

槽号

源

支

路

板

端

口

类

型

源 支

路 板

端 口

号

宿

线

路

板

类

型

宿线

路板

槽号

宿线

路板

端口

号

S

T

M

选

择

时 隙

号

(VC1

2)

2 2 中 继

设备

0 OI4

D

0 OI4

D

0 1 V

C

4-1

1-4

SDH业务 2

业务 ID 保护 ID 设 备

作 用

功能

源支

路板

槽号

源

支

路

板

端

口

类

型

源 支

路 板

端 口

号

宿

线

路

板

类

型

宿线

路板

槽号

宿线

路板

端口

号

S

T

M选

择

时 隙

号

(VC1

2)

3 3 中 继

设备

0 OI4

D

0 OI4

D

0 1 V

C

4-1

1-4

SDH3 参数规划见表 7.6。

表 7.6 SDH3参数规划

SDH_1参数配置

SDH_1卡槽号 单板名称



0 OI4D

1 EFS(FE0允许通过 VLAN2)

2 SP2D

3 SCB

VLAN配置

VLAN ID 2

系统时钟

系统时

钟源
外部时钟源

时钟源

槽位号

时 钟

源

单 板

名

时钟

源

端口

号

同 步 状

态字节
时钟源优先级

外部时

钟源
2Mbit/s 0 SCB 0 SA4 1

系 统 时

钟

切 换 策

略

时钟源恢

复方式

时钟源等待

恢复时间

Atuo 自动 5Min

保护环 0

保 护 环

ID

保护环类型 保护环方式 STM

选择

保护环恢复模

式

保护环

倒换方

式

资源共享

1 复用保护 4 VC4-

3

非恢复模式 单端倒

换

是

保护环 1

保 护 环

ID

保护环类型 保护环方式 STM

选择

保护环恢复模

式

保护环

倒换方

式

资源共享

2 复用保护 4 VC4-

3

非恢复模式 单端倒

换

是

保护环 2

保 护 环

ID

保护环类型 保护环名称 保 护

环 方

式

保护环恢复模

式

保护环

倒换方

式

资源共享

3 通道保护 3 4 非恢复模式 单端倒

换

是

SDH业务 0

业务 ID 保 设备作用 源 源支 源 支 宿线 宿 宿线路 S 时 隙 号



护

ID

功能 支

路

板

槽

号

路板

类型

路 板

端 口

号

路板

类型

线

路

板

槽

号

板端口

号

T

M选

择

(VC12)

1 1 中继设备 0 OI4

D

0 OI4

D

0 1 V

C

4-1

1-4

SDH业务 1

业

务

I

D

业

务

类

型

保

护

ID

设

备

作

用

功

能

源 支

路 板

类型

源

支

路

板

槽

号

源

支

路

板

端

口

类

型

源支

路板

端口

号

宿 线

路 板

类型

宿线

路板

槽号

宿

线

路

板

端

口

号

保护

线路

板类

型

保

护

线

路

板

槽

号

保

护

线

路

板

端

口

号

S

T

M

选

择

时 隙

号

(VC1

2)

2 F

E

2 端

局

设

备

EFS 1 F

E

0 OI4D 0 0 OI4

D

0 1 V

C

4-

1

1-4

SDH业务 2

业务 ID 保

护

I

D

设备作用

功能

源

支

路

板

槽

号

源支路

板端口

类型

源 支

路 板

端 口

号

宿线

路板

类型

宿

线

路

板

槽

号

宿线

路板

端口

号

STM 选

择

时 隙 号

(VC12)

3 3 中继设备 0 OI4D 0 OI4

D

0 1 VC4-1 1-4

SDH4参数规划见表 7.7。

表 7.7 SDH4参数规划

SDH_4参数配置

SDH_4卡槽号 单板名称

0 OI4D

1 EFS(FE0允许通过 VLAN2)



2 SP2D

3 SCB

VLAN配置

VLAN ID 2

系统时钟

系

统

时

钟

源

外部时钟源
时钟源

槽位号

时钟源

单板名

时钟源

端口号

同 步 状

态字节
时钟源优先级

外

部

时

钟

源

2Mbit/s 0 SCB 0 SA4 1

系

统

时

钟

切

换

策

略

时钟源恢

复方式

时钟源等

待

恢复时间

Atu

o
自动 5Min

保护环 0

保护环

ID

保护环类型 保护环方

式

STM选择 保护环恢复模式 保 护

环 倒

换 方

式

资源共享

1 复用保护 4 VC4-3 非恢复模式 单 端

倒换

是

保护环 1

保护环

ID

保护环类型 保护环方

式

STM选择 保护环恢复模式 保 护

环 倒

换 方

式

资源共享

2 复用保护 4 VC4-3 非恢复模式 单 端 是



倒换

保护环 2

保

护

环

ID

保护环类型 保护环名

称

保护环方式 保护环恢复模式 保 护

环 倒

换 方

式

资源共享

3 通道保护 3 4 非恢复模式 单 端

倒换

是

SDH业务 0

业

务

ID

保

护

ID

设

备

作

用

功

能

源

支

路

板

槽

号

源支路板端

口类型

源

支

路

板

端

口

号

宿

线

路

板

类

型

宿

线

路

板

槽

号

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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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号码参数配置，见表 7.8。

表 7.8 号码配置

设备 号码设置/SIP号码

电话 1 1001

电话 2 1002

给四台电脑 IP 地址做一个规划，见表 7.9。

表 7.9 IP地址规划

设备 IP地址 子网掩码

电脑 1 192.168.1.1 255.255.0.0

电脑 2 192.168.1.2 255.255.0.0

电脑 3 192.168.1.3 255.255.0.0

电脑 4 192.168.1.4 255.255.0.0

三、实验步骤

该部分内容主要讲解场景选择、设备安装、设备连线以及最终完成的安装连线组网结构。

打开城市轨道光传输仿真网络仿真系统，登陆账号后会出现如下界面。如下图 7.2 所示。



图 7.2系统主界面

1.场景选择

进入“系统安装”可以看到如下界面，仿真综合场景提供了如下 2 个（地上站台、地下

站台）大场景，根据实验规划，任意选择所需场景。在这儿根据实验需求选择了 4个场景，

如下图 7.3 所示。

操作方式：鼠标选中左边场景图标，拖出放在右侧地图上即可。

图 7.3综合场景界面



本次实验选择地上站台作为讲解示例，选中目标场景拖出在地图上后，鼠标点击进入即

可看到如下场景。如下图 7.4 所示。

图 7.4地上站台场景



在此主场景界面下方有一栏导航图标，可以通过第二个图标了解到地上站台场景中具体

可以安装设备的小场景，可以看到有站点机房 1、站点机房 2 这两个小场景。如下图 7.5 所

示。

图 7.5小场景选择

在此选择站点机房 1，点击进入，站点机房 1 场景如下。如下图 7.6 所示。

图 7.6站点机房 1场景



2.设备安装

键盘 Q 建切换第一人称或自由视角，第一人称模式下，使用 W、S、A、D 进行前后左右

移动，进入安装区域，点击地面可看到界面左边有电源与机柜，选中拖出安装在地面即可，

安装效果如下图。如下图 7.7 所示。

图 7.7电源柜与机柜安装

以上步骤完成后，使用鼠标双击选中机柜，在机柜中安装光传输设备及相关组网设备。

如下图，在界面的左边有设备列表，选择 SDH 设备拖出至机柜即可。如下图 7.8 所示。

图 7.8 SDH 设备安装



接着给 SDH 设备添加板卡，鼠标双击设备，界面左方出现可以添加的板卡，鼠标选中板

卡拖出安装在 SDH 内，插入时板卡周围出现绿色光圈即可插入。如下图 7.9 所示。

图 7.9 SDH 单板添加

按照上面同样的安装方法，在机柜中安装 1 台 ODF 设备与 2 台 PC 机以及 1 台 IPPBX 和

1 台电话，安装效果图如下。如下图 7.10 所示。

图 7.10设备安装



设备安装完成调试鼠标右击 SDH 设备，将设备名改为 SDH_1 然后点击修改。其余的设

备也同样修改名称（电脑分别改为电脑 1、电脑 2，电话改为电话 1），其与场景里的设备按

个数进行修改名称。以下图 7.11 为例。

图 7.11 修改设备名称

然后退出当前场景，进入地上站台场景的站点机房 2。如下图 7.12 所示。

图 7.12设备安装

按照在地上站台场景里面安装的步骤，将一台电源柜、一台机柜、一台 SDH、一台 ODF、



一台电话、一台 IPPBX 分别安装好。如下图 7.13 所示。

图 7.13设备安装

另外两个场景也是一样安装，只需要安装电源柜、机柜、SDH、ODF、一台电脑。如下图

7.14 所示。

图 7.14设备安装



3.设备连线

选用电源线将 SDH 设备和 IPPBX 设备接入电源柜；选用光纤线将不同场景里的 4 台 SDH

设备连接，通过 OI4D 板卡的 Port 口进行连接；选用网线将 PC 设备接入 SDH 设备 EFS 板卡

的 FE 口。连接明细请查看前面的连线规划表。

4．安装、连线完成图

所有设备根据规划安装、连线完成后即如下图所示。如下图 7.15 所示是在地上站台的

站点机房 1安装的设备连线。

图 7.15设备连线

如下图 7.16 所示是在地上站台的站点机房 2 安装的设备连线。

图 7.16设备连线



如下图 7.17 所示是在地下站台的站点机房安装的设备连线。

图 7.17设备安装

如下图 7.18 所示是在地下站台的中心机房安装的设备连线。

图 7.18安装连线完成图



整个场景的设备全部安装连线后，回到场景选择界面就可以看到场景之间已经相关联。

如下图 7.19 所示。

图 7.19场景相关联

5．参数配置

1.SDH_1 参数配置

SDH 的配置方式基本相同，根据参数规划表配置即可。SDH_1 板卡配置如下图 7.20 所示。

图 7.20添加板卡

在 SDH1 中对板卡 EFS 的端口 FE0 允许通过 VLAN 为 2（FE1 允许通过 VLAN 也是为 2）。



如下图 7.21 所示。

图 7.21 端口 VLAN设置

SDH1 创建 VLAN2，如下图 7.22 所示。

图 7.22 创建 VLAN



SDH1 系统时钟配置，如下图 7.23 所示。

图 7.23 系统时钟配置

SDH1 公务电话配置，如下图 7.24 所示。

图 7.24 公务电话配置



由于综合业务实验包含三个业务，所以添加三个保护环，且每个保护环 ID 分别是 1、2、

3。具体见下图 7.25、7.26、7.27 所示。

图 7.25 保护环 0配置

图 8.26 保护环 1配置



图 7.27 保护环 2配置

SDH1 有三个业务，第一个业务主要用于电话，第二个业务和第三个业务用于电脑。所

以业务 0 中业务类型为 E1，源支路板类型为 SP2D。如下图 7.28 所示。

图 7.28 业务 0配置



第二个业务用于电脑。所以业务 1中业务类型为 FE，源支路板类型为 EFS。如下图 7.29

所示。

图 7.29 业务 1配置

第三个业务用于电脑。所以业务 3 中业务类型为 FE，源支路板类型为 EFS。如下图 7.30

所示。

图 7.30 业务 2配置



SDH2 同样添加 4块单板如下图 7.31 所示。

图 7.31 单板配置

SDH2 的系统时钟配置，如下图 7.32 所示。

图 7.32 系统时钟配置



SDH2 的公务电话配置，如下图 7.33 所示。

图 7.33公务电话配置

SDH2 三个业务的保护环分别是 0、1、2，且相对应的保护 ID 是 1、2、3。如下图 7.34、

7.35、7.36 所示。

图 7.34 保护环 0配置



图 7.35 保护环 1配置

图 7.36 保护环 2配置



SDH2 的业务也有三个，分别是业务 0、1、2。业务 0 主要用于电话，因此业务类型为

E1，源支路板槽为 SP2D。如下图 7.37 所示。

图 7.37业务 0配置

SDH2 的第二个业务用于电脑，而 SDH2 主要作为中继设备。因此源支路板槽位和宿支路

板槽位都是 OI4D。如下图 7.38 所示。

图 7.38业务 1配置



业务 3和业务 2一样都是用于电脑，因此和业务 2的配置是一样的。如下图 7.39 所示。

图 7.39 业务 3配置

SDH3 板卡添加如下图 7.40 所示。

图 7.40 板卡添加



EFS 端口 FE0 设置允许通过 VLAN2。如下图 7.41。

图 7.41 板卡 EFS 端口 VLAN设置

SDH3 创建 vlan2，如下图 7.42 所示。

图 7.42 VLAN创建



SDH3 系统时钟设置，如下图 7.43。

图 7.43 系统时钟设置

SDH3 的三个保护环设置，保护环 ID 分别为 1、2、3。如下图 7.44、7.45、7.46 所示。

图 7.44 保护环 0设置



图 7.45 保护环 1设置

图 7.46 保护环 2设置



SDH3 的三个业务设置，业务 0 和业务 2 都是中继设备，源支路板槽位和宿支路板槽位

都为 OI4D。业务 1 是端局设备，源支路板槽位为 EFS，宿支路和保护支路板槽位都是 OI4D。

分别如下图 7.47、7.48、7.49 所示。

图 7.47 业务 0设置

图 7.48 业务 1设置



图 7.49 业务 2设置

SDH4 板卡也需要添加 4 块，如下图 7.50 所示。

图 7.50 板卡添加



SDH4 创建 vlan2，如下图 7.51 所示。

图 7.51 板卡 EFS 端口 VLAN设置

SDH4 创建 VLAN，如下图 7.52 所示。

图 7.52 VLAN创建



SDH4 的三个保护环设置，保护环 ID 分别为 1、2、3。如下图 7.53、7.54、7.55 所示。

图 7.53 保护环 0设置

图 7.54 保护环 1设置



图 7.55 保护环 2设置

SDH4 的三个业务设置，业务 0 和业务 1 都是中继设备，源支路板槽位和宿支路板槽位

都为 OI4D。业务 2 是端局设备，源支路板槽位为 EFS，宿支路和保护支路板槽位都是 OI4D。

分别如下图 7.56、7.57、7.58 所示。

图 7.56 业务 0配置



图 7.57 业务 1配置

图 7.58 业务 2配置



完成 4 个 SDH 的参数配置后下一步需要对两台电话号码进行配置，如下图 7.59 所示是

对电话 1 的配置，电话 2参照规划表自行配置即可。

图 7.59 电话号码配置

完成电话参数配置后下一步需要对 4台电脑的 IP 地址以及指望掩码进行配置，如下图

7.60 所示是对电脑 1的配置，电话 2、电脑 3 和电脑 4 参照规划表自行配置即可。

图 7.60 电脑 1 IP 配置



四、实验结果

完成一系列的设备安装、连线、参数配置之后，最后就要进行实验验证。首先在系统

调试界面，点击系统自检，无显示重要告警则点击系统开启。然后在系统安装界面进行验证。

如下图 7.61 是业务 0 电话互通验证.

图 7.61 电话互通验证

如下图 7.62 是业务 1 中的电脑 1、电脑 3 互通验证。

图 7.62电脑互通验证



如下图 7.63 是业务 2 中的电脑 2、电脑 4 互通验证。

图 7.63 电脑验证

课后思考：

1、本实验综合业务是哪几条？

2、终端之间通信，是通过哪些参数来区分业务的？

3、系统安装内的单板安插顺序与系统调试内的单板槽位号顺序有什么联系？

实验总结：

此次实验综合了前面的几个实验，从多个方面来理解 SDH 同步数字体系，在学生完成场

景下的设备安装、连线和调试部分的参数配置以及系统自检后，应实现终端电话之间的互通、

终端电脑 1和电脑 3之间的互通、终端电脑 2 和电脑 4 之间的互通。学生应理解终端之间是

如何达到互通的。本次实验意在让学生对前面的实验原理进行巩固，对仿真系统的操作得到

进一步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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