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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电力通信传输网的发展01

随着电力行业的快速发展，电力通信传输网作为支撑电力系统安全稳定

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其规模和复杂度不断提升。

传统传输技术的局限性02

传统的传输技术在面对大容量、高带宽、低时延等需求时逐渐暴露出局

限性，无法满足电力通信传输网的发展需求。

OTN技术的优势03

OTN技术作为一种新型的传输技术，具有大容量、高可靠性、灵活调度

等优点，能够很好地满足电力通信传输网的发展需求，提升电力系统的

运行效率和安全性。

背景与意义



OTN（Optical Transport Network）即光传送网，是一
种以波分复用技术为基础、在光层组织网络的传送网，是
下一代的骨干传送网。

OTN技术的定义

OTN技术具有多种客户信号封装和透明传输、大颗粒的带
宽复用、交叉和配置、强大的开销和维护管理能力、增强
了组网和保护能力等特点。

OTN技术的特点

OTN技术遵循ITU-T G.709、G.798、G.870、G.872等标
准协议，其中G.709是OTN的核心标准，规定了OTN的帧
结构、开销、客户信号的映射和复用等。

OTN技术的标准与协议

OTN技术概述



电力通信传输网的发展历程

电力通信传输网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铜缆到光缆、从单一业务到多业务的发展历程，

逐渐形成了覆盖各级电网、支持多种业务的通信网络。

电力通信传输网的现状与挑战

目前，电力通信传输网已经具备了较高的传输能力和可靠性，但仍然存在带宽不足、时延

较大、调度不够灵活等问题，难以满足未来智能电网的发展需求。

电力通信传输网的发展趋势

未来电力通信传输网将朝着更高带宽、更低时延、更灵活调度的方向发展，同时还需要支

持更多的业务类型和更复杂的网络拓扑结构。

电力通信传输网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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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N技术原理及特点



01
光传输网络（OTN）是一种以波分复用技术为基础、在光层组织网络的传送网，

是下一代的骨干传送网。

02
OTN通过G.872、G.709、G.798等一系列ITU-T的建议所规范的新一代“数字

传送体系”和“光传送体系”，将解决传统WDM网络无波长/子波长业务调度

能力差、组网能力弱、保护能力弱等问题。

03
OTN跨越了传统的电域（数字传送）和光域（模拟传送），是管理电域和光域

的统一标准。

OTN技术原理



• 多种客户信号封装和透明传输：基于ITU-T G.709的OTN帧结构可以支持多种客户信号的映射和透明传输，如

SDH、ATM、以太网等。

• 大颗粒的带宽复用、交叉和配置：OTN定义的电层带宽颗粒为光通路数据单元（ODUk ，k =1，2，3），即

ODU1（2.5 Gbps）、ODU2（10 Gbps）以及ODU3（40 Gbps），光层的带宽颗粒为波长，相对于SDH的

VC-12/VC-4的调度颗粒，OTN复用、交叉和配置的颗粒明显要大很多，对高带宽数据客户业务的适配和传送

效率显著提升。

• 强大的开销和维护管理能力：OTN提供了和SDH类似的开销管理能力，OTN光通路（OCh）层的OTN帧结构

大大增强了该层的数字监视能力。另外OTN还提供6层嵌套串联连接监视（TCM）功能，这样使得OTN组网时

，采用端到端和多个分段同时进行性能监视的方式成为可能。

• 增强了组网和保护能力：通过OTN帧结构、ODUk交叉和多维度可重构光分插复用器（ROADM）的引入，大

大增强了光传送网的组网能力，改变了目前基于SDH VC-12/VC-4调度带宽和WDM点到点提供大容量传送带

宽的现状。

OTN技术特点



OTN在子波长调度和保护功能上弱于SDH，但在大颗

粒业务的传送和调度方面以及传送网的组网方面要强

于SDH，且总体的传送容量也远远大于SDH。

与SDH技术比较

OTN对于WDM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子网连接保护管理

上。WDM传输系统目前是提供点到点之间的大容量

传输，但组网能力相对较弱，OTN将解决WDM这一

问题，提供波长/子波长业务的调度能力，提供网络保

护恢复功能，并提供强大的OAM功能，使得WDM层

面不仅具有传送能力，而且还具有光网络组网能力。

从使用的传输技术来看，WDM仅仅作为一种传输手

段，拓展了传输容量，但是却没有提供业务接入、调

度等组网能力，OTN将解决这一问题，在WDM传输

系统上增加了独立的控制平面，对WDM传输系统进

行管理和控制，WDM传输系统仅仅作为一种承载手

段嵌入到OTN中。

与WDM技术比较

与其他传输技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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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N技术在电力通信传输网中应用场景



    

大容量长距离传

OTN技术通过采用高阶调制、前向纠

错等技术，提高了传输容量和距离，

满足了电力通信传输网对大容量、长

距离传输的需求。

OTN技术支持多种速率等级，可根据

业务需求灵活配置，提高了传输效率。

OTN技术具有强大的开销管理能力，

可对传输质量进行实时监测和动态调

整，保证了传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1

2

3

OTN技术提供了丰富的接口类型，可支持SDH、

PDH、以太网等多种业务接入，满足了电力通信

传输网多业务承载的需求。

OTN技术采用统一的交叉矩阵，实现了不同业务

之间的灵活调度和高效传输。

OTN技术支持多层网络结构，可实现分层管理和

优化，提高了网络资源的利用率。

多业务接入与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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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N技术可对网络进行实时监控和性能分析，及时发现并处理

潜在故障，提高了网络的维护效率。

01
OTN技术提供了多种保护方式，如1+1保护、M:N保护等，可

根据业务需求灵活选择，提高了网络的可靠性和可用性。

02
OTN技术支持快速重路由和恢复机制，可在短时间内恢复业务

传输，减少了故障对业务的影响。

网络保护与恢复



智能化运维管理

OTN技术采用智能化运维管理系统，实现了对网络资源的集中管理和优化

配置。

OTN技术支持远程监控和故障诊断功能，可快速定位并处理故障，提高了

运维效率。

OTN技术提供了丰富的性能统计和分析工具，可帮助运维人员准确评估网

络性能和资源利用情况，为网络优化和扩容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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