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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dea of customer-oriented, IMS (IP Multimedia Subsystem) is one of the key technol-
ogies of all-IP network in future. For the existing administrative switching network, the voice 
switch is the main service. But it can’t adapt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power system IP busi-
ness, so the telecommunication business network is introducing the IMS technology while the 
electric power business network begins to try this new technolog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ar-
chitecture, the function entit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MS. It also contrasts with soft-switch to 
show the advantages of IMS technology. It basically introduc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ianjin 
electric power exchange network. Finally, it proposes an application scheme of IMS in Tianjin 
electric power exchang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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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MS技术是引领全IP网络的关键技术之一，它是以用户为核心的理念发展的必然结果。目前电力行政交

换网提供以语言交换为主的业务，不能适应电力系统业务IP化的发展趋势，所以在电信业务交换网络逐

步引入IMS体系架构的同时，电力专网也开始涉足这一新技术。文章对IMS技术体系架构、功能实体和特

点进行了介绍；对IMS技术和软交换技术进行了比较，得出IMS技术的优点；简要介绍了电力系统交换网

及天津交换网现状；最后提出了IMS技术在天津电力交换网中的应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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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天津电力通信交换网自组建以来为天津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有力的通信保障，但随着天津

电网的不断建设，新业务和新需求不断增长，使电力通信专业的服务领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程控语音通

信等窄带业务，而是向多媒体通信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等宽带综合业务转变。程控交换设备很难承载

统一通信、视频通话等多媒体业务，不能与企业信息化系统同步发展。针对这些问题，业界提出了 IP 多

媒体子系统(IMS, IP Multimedia Subsystem)，IMS 是全新的多媒体业务形式，能够满足用户多样新颖的业

务需求。 

2. IMS 系统简介 

2.1. IMS 体系架构及功能实体 

IMS [1]技术由国际化组织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GPP)在 2002 年启动的 R5 规范中正式提出，定义由

提供 IP 多媒体业务的所有构架在分组传送网上的核心网元构成了 IMS。IMS 体系架构如下图 1 所示，IMS
中的主要功能实体有 CSCF、MGCF、BGCF、HSS 等。 

(1) 呼叫会话控制功能(CSCF) 
呼叫会话控制功能主要由 P-CSCF、I-CSCF、S-CSCF 3 个功能实体组成。P-CSCF 是用户设备(UE)

和 IMS 子系统的第一个连接点，主要实现代理服务器和用户代理功能。I-CSCF 是 IMS 域的互通关口局，

其功能主要有：① 管理 S-CSCF 并通过为用户分配相应的 S-CSCF 资源来处理用户的登记请求；② 隐藏

网络信息，如拓扑、容量和配置；③ 产生相关计费数据。S-CSCF 具有 SIP 登记员和 SIP 代理服务器的

功能，是 IMS 系统的核心控制部分，具有用户管理、SIP 消息处理、业务交换控制、计费等一系列功能。 
(2) 媒体网关控制功能(MGCF) 
其功能为控制媒体网关中媒体通道的建立、释放以及呼叫的状态，它还可以根据被叫号码和来话情

况来选择 CSCF，并实现 ISUP 与 IMS 之间的呼叫控制协议转换功能。 
(3) 出口网关控制功能(BGCF) 
实现网络的选择和媒体网关控制功能的选择。 
(4) 媒体资源功能(MRF) 
媒体资源功能分为媒体资源控制部分(MRFC)和媒体资源处理部分(MRFP)。媒体资源功能控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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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Architecture of IMS 
图 1. IMS 体系架构 

 

控制 MRFP 中的媒体流资源，转化应用服务器和 S-CSCF 的信令，根据接收的信令控制相应的 MRFP，
同时它还产生计费数据格式。媒体资源处理部分可以混合媒体流，提供多媒体放音资源，还可以实现音

频代码转换功能。 
(5) 归属用户服务器(HSS) 
HSS 是存储用户信息的中心数据库，它除了存储用户的签约和位置信息外，还保存与用户相关的用

来处理多媒体会话的定制数据。 

2.2. IMS 的技术特点 

IMS 的特点就是采用 SIP 协议作为呼叫控制信令协议，与接入无关，并能很好地支持多媒体业务，

主要优势有： 
(1) IMS 终端无论在何时何地接入，均可获得拜访地 SIP 代理地址，并通过拜访地代理转接到归属地

业务环境进行 IMS 业务处理和触发。 
(2) IMS 架构提供了不同接入方式的统一的认证接口，IMS 的用户数据集中存储在 HSS 中，数据库本

身并不区分用户类型(固定用户和移动用户)，这无疑降低了由用户数据分散冗余而引起的建设和运维开销。 
(3) 公共共享组件架构使网络业务控制层与业务的底层网络相分离，提供了一个共享的控制层，使得

网络和业务的融合成为可能；同时 IMS 架构所提供的业务平台，能快速开发增值业务，且能将新增业务

所带来的网络重复建设的代价最小化。 
(4) IMS 在网络安全和 QoS 方面均有完善的定义和指导，在不同运营商间进行 IMS 网络路由时可隐

藏拓扑，支持完善的 IP QoS 控制机制和网络安全机制。 

3. IMS 与软交换的比较 

继电路交换技术后，先后出现了 IMS 和软交换两种下一代网络(NGN)交换技术[2]，这两种技术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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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和专网中均已有大规模成熟应用，是当前主流的交换技术。IMS 和软交换技术有很多相似处：如都是

基于 IP 分组网技术、都实现了承载和控制的分离、大部分的协议都相似、许多网关设备和终端设备是可

以相互兼容。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以下区别： 

3.1. 技术定位方面 

两种体制各有优点，如软交换技术适用于大规模商用、网元设备相对简单、运维较容易、部署灵活；

而 IMS 技术拥有开放的业务开发环境、统一的标准协议、屏蔽了接入层的差异，实现了业务与会话控制

的进一步分离，服务定位于丰富的多媒体业务和固定移动业务的融合。 

3.2. 体系结构方面 

软交换是以 IP 网络为核心网，而 IMS 则是端到端的全 IP 网络。IMS 实现了控制与接入的完全独立，

不需要像软交换设备那样通过接入网关来实现对不同类型终端的接入适配与控制；IMS 是在移动网络的

基础上提出的，具有交换控制与用户数据相分离的特点，而软交换网络并没有用户数据独立存储的优点，

数据存放采用传统的交换机的方式，只是在设备和数据容量上有所提升；软交换是一个物理设备，而 IMS
是一种网络架构。相比软交换，IMS 打破了垂直业务模式，有利于业务的发展。 

3.3. 产业链生命力方面 

程控交换设备产能已逐步萎缩，软交换设备运营商也已不再大规模扩容，IMS 则是目前运营商所青

睐的交换网技术，产业链方面较为成熟。 
总体来讲，IMS 是更软的软交换，开放的网络架构体系，与接入无关的结构设计，通过 IP 技术集聚

了不同的网络，IMS 的这些特征促使进一步的网络融合。鉴于 IMS 较软交换优势颇多，其必然成为下一

代网络的核心技术，也是电力系统程控交换网换代升级的首选技术。 

4. 电力系统交换网 

电力系统交换网分为行政交换网和调度交换网，目前行政交换网[3]主要承载了电力系统[4]的行政办

公、生产、会议电话等语音业务，是电力通信网中最为直接、最为面广量多的面向用户的系统之一。 
天津市电力公司目前运行的非调度[5]交换设备分为行政交换网和万门交换网设备，行政交换网承担

了公司行政办公电话与市话的汇接、全公司行政办公电话与电力专网的汇接工作；万门交换网承担二级

单位行政办公电话与市话的汇接工作，这两套设备均采用传统程控交换机组网，具有稳定可靠、安全性

强等特点。近年来公司引进了行政软交换设备作为行政交换系统的备用和扩充，主要布放在行政电话网

络不能覆盖的办公地点。 

5. 应用方案 

软交换在天津电力公司获得了应用,为了保护已有投资，在建设 IMS 系统的同时须考虑 IMS 与软交

换系统的兼容，可分阶段建设实现软交换系统与 IMS 的平滑过渡。下面就 IMS 技术在天津电力系统交换

网中的应用作如下阐述： 

5.1. 网络架构 

天津行政交换网可分三个阶段向 IMS 网络演进：第一阶段建设两套 IMS 核心网元，采用全 IP 化、

扁平化的组网方式，1 + 1 互备的容灾方式。第二阶段进行 IMS 割接入网，并替换行政汇接交换机，为了

使网络进一步扁平化，根据具体情况对现有行政交换机以及万门交换机进行替换。第三阶段随着天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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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公司基层单位的程控交换机达到运行年限的情况，可根据实际需求以及接入条件，选择合适的接入设

备进行替换，并接入 IMS 网络，最终 IMS 网络架构如下图 2 所示。 

5.2. 接入层建设原则 

(1) AG 用于提供模拟用户线接口，直接将普通电话接入到交换网中，其位于 IMS 或软交换架构当中

的边缘接入层。适用于用户容量大，且较为集中的情况，如办公大楼话音接入。 
(2) IAD 也能够提供话音业务，且具有数据与语音处理特性，能对模拟语音进行处理并具有媒体流传

送功能，支持数据业务和 IMS 现有的及以后发展的新业务。适合大规模推广，是天津电力公司基层单位

的主流 IMS 通信终端接入设备，例如供电所、营业厅、变电站等。 
(3) 现网已部署 IP PBX 的基层单位，适时将 IP PBX 割接入 IMS 网络。 
(4) 软终端功能强大，且能结合办公场景定制出具有公司特色的业务应用，能获得更好的业务体验。 

 

 
Figure 2. The architecture of Tianjin electric power exchange network 
图 2. 天津电力 IMS 网络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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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数据网能到达的区域，用户通过 PC、PAD 等终端都可以使用软终端体验 IMS 业务。软终端可适时

部署。 

5.3. 承载网建设方案 

采用数据通信网作为承载网，使用现有数据通信网网管 VPN 来承载 CE 管理信息，IMS 媒体和信令

信息的承载通过新增 IMS 信令 VPN 来实现，计费信息的承载通过新增 IMS 计费 VPN 来实现。 

6. 结束语 

随着电网智能化[6]的不断推进，无论从加强安全生产、高效生产，还是从新业务扩展、资源整合的

角度看，IMS 技术均满足智能电网所要求的通信信息技术的融合[7]，也符合通信与信息技术的未来发展

要求。但由于电力行业的网络和业务具有特殊性，IMS 网络的建设需谨慎、系统。相信随着 IMS 技术和

产品的逐步成熟与完善、业界运营经验的积累，一定会为 IMS 技术在电力专网中的应用提供良好的技术

支持，为建设坚强智能电网提供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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