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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由於全球資訊網的廣泛的流行及使

用，已經讓網路的存取無所不在。然而
網路流量的快速成長以及現行網路架構
沒有能力處理這些需求，已經使得這個
現象成為「全球資訊等待」(World Wide
Wait)的現象了。服務品質的條件，簡單
而言，是指由使用者透過網路所看到的
效能，例如即時影像的影像品質。由於
多元傳播的網路架構(例如 Mbone)日漸
普及，所以支援多元傳播傳輸的服務品
質已經成為最近網路的研究焦點。因此
我們架設了一個可以支援多向式傳輸的
小型區域網路，以便測試一些多元傳輸
的工具，測試的項目包含了文字、聲音、
影像等，且在尚未建立服務品質的網路
上觀察各個軟體對其網路上的影響，以
便瞭解各個優缺點加以改進。接著，開
始利用資源頻寬保留和可選擇的排隊方
法建立一個有服務品質的網路。

關鍵詞：多元傳播網路架構、多元傳播、
服務品質、資源頻寬保留。

Abstract
The popularity and widespread use of

the World Wide Web (WWW) has caused
Internet access to become ubiquitous.
and

However, exponentially increasing traffic
and the inability of the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to cope with the demands
have also led to a phenomenon known as
the “ World Wide Wait.”  The term
“Quality of Service” (QoS) refers to the
performance seen by the end user across a
network such as the Internet. Mbone, as a
popular multicast infrastructure, provides
little Quality of Service assurance. QoS-
based multicast routing has therefore
become the focus of research in the
Internet community recently.

In the first year of this project, we
have set up a local LAN to support IP
multicast and various Mbone tools. The
test applications include text, voice, video,
etc. In our design, RSVP and Alternate
Queueing (ALTQ) have been utilized in
our testbed to provide the enabling
mechanisms to support QoS services.

Keywords: Mbone, multicast, QoS, RSVP,
ALTQ

二、緣由與目的
    在網際網路上，眾多的主機之間所
進行的多方面通信交流，一般傳統上所
採



                                       

                                         

圖一：Host B和 Host C在非 Mbone 上，
向 Host A 要求相同的封包時

採行的作法牽涉到下面幾個步驟：
1. 第一，在發送端的主機，必須對於即

將發送的資訊封包，預先複製出跟接
收端一樣多的數目。

2. 接下來，開始發送每一個封包到每一
個接收端。

3. 最後，接收端接收到了封包以後，開
始進行重組，處理等手續。

基本上，這種方式由於極佔網路上的網
路空間，以致於對於參加與此類多方面
通信交流主機數目，不得不做出一些嚴
格的限制，因為，為了要能夠傳輸每一
份封包到每一個目的地，自然而然地造
成了網路交通的壅塞，同時在發送端的
主機上，為了要能複製出多份的封包，
更加無可避免的加重了其在運算執行上
的負荷。Mbone 以完全能夠克服這一個
問題，也就是說，在 Mbone 的運作體系
下，那些參與多方面通信交流的任何一
部主機，都沒有必要也不需去複製它所
欲傳的封包，如圖之一、之二所示。

圖二：Host B 和 Host C 在 Mbone 上，接
收到從 Host A 送到同一群群組的封包

所以由圖知多址傳播允許傳送者將
同一封包利用傳送樹傳遞至隸屬於同一
群組之其他成員，相較於傳統之單址傳播
及廣播技術，它可有效減少不必要之複製
及封包傳送，提昇網路之使用效率。由於
多址傳播符合多媒體應用的需要，此技術
被列為新一代網際網路核心機制之一。

QoS 為多媒體通訊成功的必要條
件，考慮在不同用戶端擁有相異處理能力
之軟硬體及網路資源之可用度的情況
下，仍能提供具QoS保證之服務，此方法
結合多址傳播、RSVP、和QoS routing的
機制，針對客端異質之需求，找尋符合其
所需之資料傳送路徑並進行資源保留。

各種頻寬網路應用的發展日新月
異，由於過去傳統的網際網路服務型態，
所謂「最大努力服務」（ Best effort
service）已不敷所需。近年來網際網路協
定以及網路設備，包括路由器、整合之路
由器/交換機等，均已朝向「服務品質導
向（QoS Guarantee）」的功能發展，不但
已有如 RSVP 協定之訂定，市場上並已有
初步具有類似功能之網路。然而建立完整
的服務品質保證架構絕非以現有商業化
產品可以



以完成。所以對於能使 Mbone 完全商業
化的 RSVP 科技之安裝及建立扔然是迫
切和必要的，因為如果一個系統能夠執行
網路資源的預定及分配，再加上 QoS 的
品質服務保證，如此才能建立出一個有服
務品質的網路環境。

三、結果與討論
    因為在現行的網路環境中，很少有現
成的路由器（Router）支援多向式傳輸
（Multicast）的傳送方式，故我們架設
了一個可以支援多向式傳輸（Multicast）
的小型區域網路(圖三)，以便測試一些
multicast 的工具。接著，使用了一些公
開的 Mbone 軟體如 WB、VIC、VAT 等，在
這個小型區域網路上來做一些測試。

圖三
接著，我們考慮到因為現行的路由器有些
並不支援 Multicast 的封包格式，故我們
加入 Tunnel(圖四)的方法，它的主要的功
用在於幫助傳送流通於 Mbone 網路之間
的多址資訊封包，當這個多址資訊封包要
流經一個舊型的網路器時，很明顯這個路
由器並不認得多址資訊封包，這時候就由
Tunnel 將多址資訊封包重新包裝在一個
普通的單址 IP 資訊封包內。如此，在 IP
單址路由器看到此一封包時，會將其認為
單址資訊封包，並將它送出去而不是把它
丟掉。

圖四
    當我們完成以上這些的架設時，此時
我們開始架設路由器上的 RSVP 協定，因
為可以藉著 RSVP 協定在路由器之間來
做保留頻寬的訊息傳遞和動態的對接收
端所要求不一樣服務種類下去做頻寬保
留。並採用 Alternate Queueing (ALTQ)的
軟體，對路由器的 queueing下去做改進，
因為我們都知道現行的路由器 queueing
的方法大多使用 FIFO，但是我們都知道
這種 queueing 的方法是最差的，故我們
用 ALTQ 來實做一些不一樣的 queueing
方式，其中 ALTQ 就是使用 CBQ（圖五）
的方式來實做 queueing，以上的這些方法
都是可以實做在我們所架的系統當中，我
們可以利用上述之架構來架構一個有服
務品質的網路環境。



四、計畫成果自評
    在這個研究中我們提出一套系統，來
整合 Mbone 與服務品質。首先，我們架設
了 Mbone 的環境，也成功的將 Tunnel 的
功能加入環境，並找了 Vic 和 Vat 進行測
試傳輸聲音和影像的功能之後。在針對服
務品質方面下去做改進，我們在路由器中
以 RSVP 協定和 ALTQ 軟體下去建造一
個具有服務品質的網路環境，並且我們也
開始在嘗試對 ALTQ 稍做修改，以期望
路由器能夠對封包區分不同服務的等級
能夠做得更好。另外，在應用程式方面，
我們將使用具有 RSVP 的應用程式，如此
使用者可以根據自己所需下去做頻寬的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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