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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Rv6/EVPN 技术的新型城域网中多云汇聚网络的探讨 

张 妍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北京 

【摘要】云网融合是 CT 与 IT 深度融合中走向的协同一体，是今年来新型基础设施不可避免的变革。

在云网融合的大背景下，必将催生出更多丰富多彩的云上应用，推动千行百业加速数字化转型。本文首先

介绍云网融合的概念及其发展现状，并结合实际情况阐述多云汇聚网络建设的意义，提出满足客户需求的

多云汇聚网络（云 POD）的网络部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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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loud-network integration is a synergistic integration trend in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CT and IT, 
and it is an inevitable change in new infrastructure this yea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loud-network integration, 
more and more colorful cloud-based applications will be born, and thousands of industries will accelerate thei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cloud-network convergence and its development 
status, and combines the actual situation to describe the significance of multi-cloud convergence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proposes a multi-cloud convergence network (cloud POD) network deployment scheme that 
meets customer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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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网融合概念和其应用场景 
1.1 云网融合 
近年来，随着云计算和云服务产业的不断发展

成熟，基于整体行业用户的业务需求发展和运营商

大力推行技术创新的并行驱动下，网络架构正在随

之发生着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要求云与网之间

高度协同，彼此间不再各自独立，而是互为支撑，

互为借鉴的一种发展模式。 
云业务的开展需要更为强大的网络能力支撑，

同时要求基础网络具备根据不同的云服务需求，可

以按需分配网络能力，并实现网和云之间业务的快

速开通和按需互联，从而体现出云网融合模式下整

体业务发展的智能化、自动化、高效化。而与此同

时，网络资源的高效建设和优化分配，以及如何高

效并充分地满足不同行业用户对于云服务的各种个

性化需求，同样需要借鉴云计算的理念，因此云网

融合的概念应运而生。 
云计算和网络间的互相渗透，使得通信和信息

技术实现深度融合。而云网融合的最终目标是形成

一体化供给、一体化运营和一体化服务，即网络和

云资源的统一定义、封装和编排，全域资源感知、

一致质量保障、一体化规划和运维管理，云网业务

的统一受理、统一交付、统一呈现。“一体化”使

云成为运营商 2B 业务的重要平台和入口，基于

Underlay 基础网络优势，打造云+网+X 的一站式 2B
新商业模式，挖掘 2B 业务新增长点，开创 2B 业务

新时代。 
1.2 云网融合的应用场景 
（1）混合云 
混合云场景是指企业本地计算环境（私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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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数据中心、企业私有平台等）与公有云资源池

之间的高速互联，最终实现本地与云资源池之间的

数据迁移、容灾备份、数据通信等需求。混合云业

务场景下，除去基本的互联互通需求外，对于数据

的传输质量、稳定性和安全可靠有着更高的要求，

并要求长期保证网络质量的安全稳定，避免数据在

传输过程中被窃取或丢失。 
（2）同一公有云的多节点互联 
同一公有云的多节点互联场景是指同一公有云

服务商的不同资源池间的高速互联，主要用于解决

分布在不同地域的云资源池的互联需求。进而使得

将企业可通过将业务在不同的资源池间的分布部

署，来完成备份、数据迁移等工作。 
在实际应用中，很多用户会因为业务需求、开

通顺序等因素，导致云主机分布在不同位置和区域

的资源池节点。对于类似情况跨区域云主机的数据

互访需求，当前主流的云服务商一般采用 POP 点到

POP 点间的云专网传输服务，来实现公有云之间的

数据交互。而通过云专网实现不同地域资源池 VPC
间的私网通信，既可以解决绕行公网带来的稳定性

隐患，又可以避免用户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

问题，同时又可以保证海量数据的实时高速传输。 
（3）跨云服务商的云资源池互联 
跨云服务商的云资源池互联，也叫多云互联，

是指不同的云服务商的公有云资源池间的高速互

联。该场景主要用于解决用户同时访问不同厂商公

有云资源池的需求，实现跨云服务商跨云资源池的

互联。 
在该场景下，诸如运营商的网络服务商可以依

托于自身的网络覆盖优势，将多个第三方优质公有

云资源同时接入到自身网络之中，形成一种网络资

源与公有云资源合作共赢的合作模式。在此其中，

网络资源是该场景下的核心部分，即要求网络资源

需要根据不同云服务商的云资源池 POP 点部署位

置，在光缆管道、光纤资源、连接节点等网络资源

上实现全方位覆盖，用以提供端到端的网络服务质

量保证和业务快速开通能力。同时，要求网络服务

商云资源池间的各连接节点需要具备与各类云服务

商 DCN 网络的自动对接开通能力。 
2 多云汇聚网络的意义 
在数字化的浪潮下，企业云专线市场的发展已

经显而易见，传统专线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市场的需

求，行业用户逐步发展的多样化需求，使得构建用

于客户入云及多云连接的 DCI 网络成为了一种趋

势： 
2.1 统一架构、一点对接 
（1）多种入云专线和云间互联业务的统一接入 
（2）多种接入方式的涉云业务的统一接入 
2.2 自动化业务开通 
（1）省内多张 IP 网及集团 CN2 入云专线业务

开通 
（2）支持不同云服务提供商的多种合作模式 
（3）云汇接中心网络内部具备自动化业务开通

能力 
2.3 弹性、可扩展 
（1）支持根据业务规模的网络结构灵活扩展 
（2）支持多样化网元形态。 
云网融合概念下最基础，同样也是最重要的服

务能力，是基于云专网提供的入云接入与多云互访

能力。进而才能在此基础上，通过与云服务商的各

种云平台合作，推广出满足不同场景需求的云网专

线产品（如云专线、SD-WAN 等），并与各种类型

的云服务（如计算、存储、安全等）深度结合，最

终形成可以延伸至多种行业应用的复合型云网解决

方案。 
3 网络建设及业务部署方案 
3.1 云 POD 网络总体架构 
项目整体选择采用 IDC内部网络建设较为成熟

的 SPINE/LEAF 架构，进行云 POD 网络的试点建

设，该网络主要提供各天翼云、三方云、行业云等

多种云资源池之间的云间互联业务及多张 IP 网络

的上云专线业务，并专门部署的 B-LEAF 设备用以

对接 IPRAN/STN 网络的 ASBR 设备，采用 OptionA
的方式进行 AS 间对接，提供 IPRAN/STN 的上云专

线。而云 POD 网络内部，选择采用 SRv6/EVPN 技

术，实现业务的“一跳入云”和“配置简化”，见

图 1。 
3.2 业务编排控制系统架构 
云 POD 中的网络设备采用控制器负责云 POD

网络设备的管理及业务下发；并将 NCE-IP 通过北

向接口与上层业务编排器多云汇聚平台对接，实现

业务的自动下发和开通，满足企业用户的“电商化

体验”，即一键开通与秒级开通。除此之外，其它

网络沿用现网已有控制器/网管方式进行管理。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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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系统之间关系如下图 2 所示： 
3.3 业务部署方案 
（1）云间互联方案 
① L3 互联业务 
云-Leaf之间直接建立EVPN L3VPN over SRv6

承载云间互联 L3 专线业务,基于用户场景要求，可

以存在多个云之间的 L3 专线，云-Leaf 采用静态路

由方式接入 DC-GW（要求用户侧端口 L2 专线与

L3 专线采用不同的物理链路），见图 3。 
② L2 互联业务 
云-Leaf 之间直接建立 EVPN VPWS over SRv6

承载 L2 云间互联专线业务，云-Leaf 与 DG-GW 之

间采用 E-Trunk 方式提供保护。用户 IP 只在云内体

现，云 POD 无需感知用户 IP。配置需求：满足中

国电信DCSW数据中心交换机典配模型 16的需求，

见图 4。 
（2）入云专线方案 
①方案 1 
用户 CE 当前只考虑从 IPRAN/STN 接入，因近

期 A 设备无法升级支持 SRv6 能力采用 option A 方

案进行入云专线的对接，可以保证 IPRAN/STN 继

承传统的业务发放模型，减少投资，同时云 POD
无需部署 MPLS，只部署 SRv6 协议，可以保证新

型城域网内的协议的简化。部署 Border-Leaf 做

ASBR 的角色，对接 STN/IPRAN 网络，STN/IPRAN
采用 MS-PW 方案，新型城域网采用 EVPN VPWS 
over SRv6 方案，见图 5。 

②方案 2 
A 设备无法支持 SRv6 时，方案 2 采用全程

MPLS 方式，需要对 STN/IPRAN 网络先进行改造：

核心 ER 与新型城域网建立 EBGP，使能标签能力，

两络网络互相发布带标签的 loopback 路由，建立 B
设备到云-Leaf 的 BGP LSP，A 与云-Leaf 之间建立

MS-PW 的上云业务，其中 B 设备为交换节点，见

图 6。 
③方案 3 
对于 A 设备可以支持 SRv6 的场景，A 设备与

云-Leaf 之间直接建立 EVPN VPWS over SRv6 承载

L2 点到点专线，部署端到端的 SRv6 业务可以起到

协议简化及运维方案统一的目的，见图 7。 
建议初期采用方案 1，快速开通业务。后续直

接采用方案 3，进行端到端的专线业务部署。 

 
图 1 云 POD 系统的网络总体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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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业务编排控制系统架构图 

 

图 3 云间互联业务-L3 互联业务示意图 

 
图 4 云间互联业务-L2 互联业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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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入云专线方案 1 示意图 

 
图 6 入云专线方案 2 示意图 

 

图 7 入云专线方案 3 示意图 

 
4 结语 
多云汇聚网络（云 POD）是用于客户入云及多

云连接的 DCI 网络，实现多种云专线和云间互联业

务的统一接入、自动化开通以及弹性扩展等服务。

云 POD 通过与 IP 城域网、承载网、以及 IDC 等节

点的对接，实现自有云、行业云、第三方云（腾讯、

阿里、华为云等）的上云专线以及云间互联专线业

务。 
本项目落地部署，有助于改进运营商业务的整

体格局，充分释放现有云资源池的潜力，助力企业

数字化转型，并进一步提高云网融合背景下运营商

的服务能力和产品竞争力，提升运营商 ToB 市场经

济效益。云网融合将在市场需求、技术演进、开放

合作三大动力推动下，不断迭代，为客户提供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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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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