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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域云网自动化运营能力提升

王奇文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北京  100032）

摘  要：北京电信作为城域云网试商用重点省份，根据集团规范和省内业务发展进行城域云网网络建设。为有效提升城域云网业务调度能

力和运营维护能力，北京采用 IP 能力调度子系统与自研 SDN 控制器共同配合，已实现城域云网内二层 SRv6-TE/BE 隧道业务开通调度,

三层 SRv6-TE/BE 隧道业务开通调度能力，极大的提升城域云网网络自动驾驶能力，并通过自研 SDN 控制器实现新一代云网体系下对于

网元采控能力升级，通过 IP 能力调度子系统实现新一代云网架构下城域云网网元流量秒级汇总分析、告警实时监控等日常运营维护能力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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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十四五”新基建规划提出，全面推进网络重构，打造云网融

合新型基础设施，北京公司 2021 年底启动城域云网规模部署。引入

转控分离 SRv6/EVPN 等新承载技术，同步推动云网运营系统演进。 

北京电信作为城域云网试点重要省份，面对新业务承载国内无

经验可循，对于承载业务调度如何在新一代云网体系下实现业务流

程贯通和设备自动配置，如何满足采控体系框架下城域云网运营维

护智慧化要求等问题迎难而上，结合本省 IP 调度子系统与集团自研

SDN 控制器的特性，共同实现城域云网业务调度和运营能力提升。 

1 过程分析 

1.1 现状分析 

城域云网业务调度和运营工作基本分为资源勘查工作，资源调

度，业务分段配置操作三个基础步骤。 

业务受理售前阶段，需人工对资源进行摸底，勘察接入地点是

否具备接入能力，接入类型是否满足客户需求，接入设备是否具备

开通要求和能力等，形成施工报告，进行售中环节。随着城域云网

业务发展，接入类型用户需求及接入类型多元化，多专业技能需要

掌握，勘察工作复杂性的提升，对勘察人员技能水平要求成倍提高。 

业务受理售中阶段，需要人工登录设备或使用厂家专业网管对

设备进行配置，不同路径节点需要多方合作配置，随着用户业务接

入增加，业务要求多元化，人工配置工作时间周期会变长，响应速

度会变慢，所需投入专业人员数量也会增多。 

业务受理售后阶段，需要人工登陆设备对设备数据进行周期性

采集或者使用厂家专业网管对数据进行采集，人工对数据进行合成

分析，得到运营维护所需数据，随着用户量的提升，数据分析工作

量也会随之提升。 

以上所有业务受理相关售前、售中、售后的工作对于城域云网

全新的技术体系结构下业务调度、网络运营要求均随着用户业务多

元化接入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成倍的增长。 

1.2 问题总结 

通过对现有城域云网业务流程的梳理，我们发现大量售前、售

中、售后的工作仍以人工为主、系统为辅的方式完成，影响了业务

受理全生命周期效率的同时，也降低了客户满意度感知，而这些工

作是未来城域云网业务受理的必须过程，若通过自动化的程序替代

人工完成此类工作，可以大大节省业务售前、售中、售后的周期时

间、降低技术难度，屏蔽专业技能要求差异，提升操作效率，节约

人工成本，提升客户满意度。 

2.解决措施 

2.1 方案设计 

秉承用最少的投资解决问题的想法，我们首先对现有系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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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进行梳理，基于新一代云网运营支撑体系，将城域云网运营场

景融入到现有的采控体系架构下，规划出 IP 能力调度系统子系统对

新城网业务进行数据分析、数据运维、业务自动配置等应用能力，

结合自研 SDN 控制器对华为 NEC 和中兴 OMC 能力做总采控集成实

现与设备直接对接能力，从而达到新一代云网运营支撑体系要求，

通过电信自研能力，缩短能力支撑周期，避免重复的开发投入。 

我们将 IP 能力调度子系统和自研 SDN 控制器的能力按需进行

整合，将新城基础数据采集作为采集插件、业务能力控制作为控制

插件，实现应用于数据基座分离新一代云网架构体系，在 IP 能力调

度子系统里以编排的形式实现资源自动分配、业务虚指令生成、设

备实指令操作过程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和监控，自研 SDN 控制器与设

备直接互联发布公共可调度解耦的能力 API 方法实现 IP 能力调度子

系统应用场景需求，从而达到业务调度、运营维护能力的自动智能

驾驶业务场景需求。 

2.2 效果展示 
TE 业务路径可视，业务自动调度场景如图 1 

 

 

图 1  业务智能调度场景 

2.3 结果验证 

IP 能力调度子系统和自研 SDN 控制器上线后已实现二层 TE 隧

道业务开通调度、二层 BE 隧道业务开通调度、三层 BE 隧道业务开

通调度。通过定制化业务场景提升业务调度能力，对业务路径监控

实现运营维护能力提升。 

目前 IP 能力调度子系统和自研 SDN 控制器已配合完成城域云

网设备 100%纳管，调用自研 SDN 控制器 OPENAPI 数千次，并完成

各类 SRv6 业务开通数十条，试点业务自动驾驶场景四个，在北京城

域云网建设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助力作用。 

3.结论 

IP 能力调度子系统和自研 SDN 控制器上线至今已完成各类

SRv6-BE\TE 等定制化业务自动开通场景，包括云专线、云专网、5G

切片专线等新业务产品。规避了过程人员干预，缩短了业务开通时

间，系统业务将逐渐随推广到更多的业务开通场景中，进一步提升

城域云网业务调度、运营维护、自动驾驶能力。 

在后续开发建设过程中，我们计划将进一步扩大自研 SDN 控制

器能力输出，纳入更多厂家新城网络设备，通过 IP 能力调度子系统

提供更细的原子可调度、编排能力。IP 能力调度子系统将全方面支

撑后续城域云网客户业务订制场景，最终打造城域云网从指令执行、

自动运维、客户服务感知、策略及规则决策和专家知识库等更高维

度的网络智能化运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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