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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背景与意义

车载网的发展
随着智能交通系统的快速发展，车载

网作为其核心组成部分，在车辆安全、

交通效率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传统车载网的局限性

传统车载网在灵活性、可扩展性和可

管理性等方面存在诸多局限性，难以

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

SDN技术的引入
软件定义网络（SDN）作为一种新型

网络架构，通过解耦控制平面和数据

平面，为车载网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

方案。



车载网现状及发展趋势

车载网现状

当前车载网已广泛应用于智能交通系

统各个领域，如车辆安全、交通拥堵

控制、自动驾驶等。

发展趋势

随着5G、边缘计算等新技术的不断涌

现，车载网将向着更高带宽、更低时

延、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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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N是一种新型网络架构，通过集中化的控制平

面和可编程的数据平面，实现对网络资源的灵活

调度和按需分配。

SDN定义

SDN的核心思想是将网络控制逻辑从底层硬件中

解耦出来，通过软件编程的方式实现网络资源的

灵活配置和调度。

SDN核心思想

SDN技术具有灵活性、可扩展性、可管理性等优

势，能够降低网络复杂度，提高网络资源利用率。

SDN技术优势

SDN技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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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N在车载网中架构设
计



SDN在车载网中通常采用分层架构，包括应用层、控制层和

数据层。应用层负责提供各种车载应用服务，控制层负责网

络控制和资源管理，数据层负责数据转发和处理。

分层架构

控制器是SDN架构的核心，负责网络的全局视图和集中控制。

在车载网中，控制器可以部署在路边基础设施（RSU）或车

载单元（OBU）中，实现网络的灵活控制和高效管理。

控制器部署

总体架构设计



控制平面采用集中式控制方式，通过控制器对网络进行全局管理和控制。控制器收集网络状态信息，制定路由策

略，下发流表规则，实现网络的动态调度和优化。

集中式控制

针对大规模车载网络的场景，可以采用分布式控制方式。多个控制器协同工作，分担网络负载，提高网络的可扩

展性和可靠性。

分布式控制

控制平面设计



流表转发
数据平面采用流表转发机制，根据控制器下发的流表规则进行数据转发和处理。

流表规则可以根据网络状态和应用需求进行动态调整，实现网络的灵活性和高

效性。

硬件加速
针对车载网络中高速移动和低延迟的需求，可以采用硬件加速技术，如FPGA、

ASIC等，提高数据平面的处理能力和转发效率。

数据平面设计



网络动态性

车载网络具有高度动态性，车辆的高速移动和网络的快速变化给SDN架构的设计和实现带来挑战。需要研究如何适应

网络动态性，实现网络的稳定控制和高效管理。

安全性问题

车载网络涉及到交通安全和人身安全等重要问题，安全性是SDN在车载网中应用的关键挑战之一。需要研究如何保

障网络安全，防止恶意攻击和数据泄露等问题。

跨域协同

车载网络通常涉及到多个域和异构网络的协同工作，如何实现跨域协同和异构网络的互联互通是SDN在

车载网中应用的另一个关键挑战。需要研究如何设计跨域协同机制，实现网络的统一管理和优化。

关键技术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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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DN的车载网路由
优化



静态路由配置

传统车载网中，路由配置通常是

静态的，无法根据网络状况实时

调整，导致网络性能不佳。

路由协议开销大

传统路由协议需要维护大量的路

由表项，导致协议开销大，难以

满足车载网对实时性和高效性的

要求。

缺乏全局视图

传统路由协议仅根据局部信息进

行路由决策，缺乏全局视图，容

易导致网络拥塞和性能下降。

传统路由协议局限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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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工程

SDN控制器可以实时监测网络流量并进行调度，避免网络拥塞，

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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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控制

SDN采用集中控制的方式，通过控制器获取全局网络视图，并

根据网络状况实时调整路由策略，提高网络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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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路由配置

基于SDN的车载网可以根据实时交通信息和网络状况进行动态

路由配置，选择最佳路径进行数据传输。

基于SDN的路由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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