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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0研制 12345267系统的信令测试软件是对移动终端开发与测试的支撑)介绍了研制的 1234523

67系统的信令测试软件结构以及综合运用789:;<=控件和动态链接库等技术的方法>这些结构和方法广

泛适用于通信系统信令测试软件的开发)并能大大提高软件研制和运行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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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基于 12345267技术的第三代移动

通信系统的发 展 战 略)要 实 现 与 现 有 b46 网 络 的

全兼容)需早日 开 通 与 b46 移 动 通 信 网 络 兼 容 的

12345267试验系统>12345267移动通信终端

的研究开发需相应测试设备的研制和开发作支撑)
以准确地验证移动终端的各项技术1信令和性能要

求>我国在移动通信测试设备的研制尚处于起步阶

段)对 12345267系统的测试方法1测试标准及测

试设备的开发均处于空白)尤其是对移动终端的测

试的需要更为迫切>我们主要针对移动通信终端的

信令及业务的测试)使用软件包 2:!*[]533 开发

关键的信令软件>在实际的研发过程中)为达到能与

实际硬件环境组成实际测试系统的应用水平)开发

了系统模拟器和移动终端模拟器 B个软件模块)在

计算机串行连接的情况下实现对测试过程的仿真>

E 软件系统的结构与组成

具 体 设 计 软 件 时 考 虑 采 用 分 布 式 软 件 体 系 结

构)这可使软件设计简化)又可减小软件模块间的耦

合)有利于软件的编写1调试和维护>软件由系统模

拟器1移动台模拟器及接口与通信 D部分组成>
系统模拟器是用于仿真基站的)如图 E所示)其

功能可分为人机界面1信令程序编译1信令提取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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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信令消息收发 "个功能模块#人机界面提供用户

与软件的交互功能$主要包括测试程序的编译环境

和测试规程的演示界面#信令程序编译完成把测试

程序翻译成供信令测试分析用的测试项目文件$该

数

据

库

接口与通信

信令消息收发

信令提取和解释

信令程序编译人机界面

图% 系统模拟器&&

’()*%&+,-./ ,(/012-34&&

文件包括测试过程和

信 令 消 息 参 数 等 信

息#信令提取和解释

按信令测试程序的执

行过程$收发信令$并

完成信令参数的提取

及信令消息的合成等

功 能$同 时 为 人 机 界

面提供所需演示的参数信息#信令消息收发器完成

信令的识别和收发功能#
移动台模拟器结构与系统模拟器类似$只是少

了信令测试程序编译部分#它的信令处理是按照信

令标准的规定设计为固定的程序模块#
根据有限状态自动机原理$信令测试程序被设

计为面向信令状态的程序$其中编译器提供关键字5

&-2-.$6.7-&-2-.$&.89$:;<.=.(>.$&-24-$&-24-?

@(/.4$:;@(/.A0-$B(11@(/.4$&.-C308-.4$D99?

C308-.4$:;$&-3E等 等#信 令 测 试 程 序 经 编 译 器 编

译$生成供测试软件主模块调用的伪代码#
例5@F&:G移动用户暂时识别号H再分配过程5
/3I(1.,-2-(38 8.-J34K

@F&:<LDMCFN

OPPPP &-24-@QRST

@F&:<LDMCAF

PPPPU &-3E@QRST

测试程序5
&-2-.G&@D<@HV

&.89G@/,(P<.213=2-(38PC3//289HV

&-24-@(/.4G@QRSTHV

6.7-&-2-.GW2(-P@<CHV

&-2-.GW2(-P@<CHV

:;<.=.(>.G@/,(P<.213=2-(38PC3/E1.-.HV

B(11@(/.4G@QRSTHV

&-3EV

R 移动通信系统信令的分析与处理

由于移动通信系统的复杂性$所以其呼叫控制

过程中所传送信令中的控制信号也相当多$相应的

信令组成结构复杂#信令消息的合成拟采用 R种方

法综合使用$这样可以充分利用 R者的优点#一种是

直接生成法$对于一些不需要使用编码库的简单信

令消息$则在编译生成的目标文件中就包含该消息

的数据流$信令收发器可对其进行直接收发V另一种

是信息单元组合法$是在进行测试时或测试之前才

由软件组合生成的信令消息$这种方法用于信息单

元需要编码的复杂信令消息#
由 @N?&CNFD信 令 标 准 可 以 看 出$移 动 性 管

理GFFH!呼 叫 控 制GCCH!分 组 交 换 移 动 性 管 理

GXY<&FFH!分 组 交 换 会 话 管 理GXY<&&FH部 分

的信令消息编码及数据长度都非常确定$这部分的

信 令 编 解 码 程 序 设 计 方 便#而 对 于 无 线 资 源 控 制

G<<CH部分的信令消息是采用标准 D6&*%描述方

法中定义的数据类型及数据值#而对这种描述方法

的实现则有许多种编码规则可供选择$如 ZL<GZ2?

,(=L=39(8)<01.,H或 YL<GY2=K.9L=39(8)<01.,H
规则#目前主要是采用 YL<规则对 D6&*%描述的

信令进行编码#我们设计了一系列与YL<规则相应

的基本编码数据类$由这些类按照如图 R所示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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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R 构成方式组成<<C的信令类

’()*R<<C,()821(8)9(2)42/ >(2=3/E3,(-(38,

造方式组成 <<C信令类#依据标准的规定$信令的

解码是按照信令信息单元的编排顺序进行#若某信

息单元解码错误$则有 R种处理方法5一是完全丢弃

该信令V另一种是保留解码正确的那些信息单元$忽

略解码错误以后的所有信息单元#
系统模拟器信令处理的 分 析 流 程 如 图 Q$是 按

测试标准中测试规程的描述进行的#把测试程序中

&-2-.定义的语句作为状态机的一个状态$触发状态

转移的事件是接收到信令$定时器超时V与下一个状

态有关的输出事件为发送信令$启动定时器#信令的

收发及定时都在编写的信令测试程序中体现#

[T%[

RTTR年第 R期 重庆邮电学院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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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信令测试程序处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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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口与通信设计

为了保证测试软件测试过程的信令传输9数据

在 :;<’<标准串口的传输基础上9同时要求保证可

靠传输=其设计思想是基于帧传输方式9即发送数据

时是一帧一帧地发送9对于应用程序来讲9应用程序

所发送的和所接收的都是流式数据9即如果应用程

序需要进行上层的协议解释的话9它将面对这些流

式数据的重新拼装=在进行数据传输时9采用发送>
应答>握手>失败方式9即发送一帧数据9一个应答9
若应答没收到9重新进行协商握手9握手失败则向应

用程序报告错误=
为了更好使 <台台式机通信9设计了数据帧?数

据 应 答 帧?检 测 帧?检 测 应 答 帧?系 统 错 误 帧?

@AB:C帧等 D类帧=应用程序送过来的数据作为

一 个 流 而 放 入 内 部 缓 冲 区 内9按 协 议 分 帧9切 割 发

送9在接收端9分帧的数据去掉帧头重新归到接收缓

冲区流9由应用程序接收=整个过程的示意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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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帧9去掉帧头

面向应用程序数据缓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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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FFFFF发送

发送缓冲区

应用程序数据

图E 应用程序所发送和接收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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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MNOPQRS控件与动态链接库应用

E+T MNOPQRS控件应用

根据信令测试软件的特点9底层协议处理和友

好的用户界面完全可以分开来做9只需定义好严密

的应用接口=根据这一特点9我们在界面设计中还采

用了 @/3)J7U控件技术=@/3)J7U技术仍然是 BVW
技术9并且 @/3)J7U控件与 BXU一样=控件的接口

可 以 用 属 性?方 法?事 件 ’方 面 来 描 述=采 用 @/Y

3)J7U控 件 技 术 后9我 们 用 如 XZZA[),H72等 一 些

设计界面比较方便的软件包为信令测试软件设计了

一些灵活的控件=软件的研制过程实现了界面设计

与协议处理设计独立开发9调试方便=

E+< 动态链接库技术应用

测试程序的实时与快速是设计软件时所必须考

虑的问题=信令测试软件所涉及的协议越多9所需处

理的信令系统也越来越庞大9这将会给软件的设计

和调试带来影响9并且同时调入这么多处理模块9将

会大大影响测试程序运行的速度=若按照不同接口

处的协议或不同通信系统的协议将信令处理进行分

类9分别将这些信令设计成不同的动态链接库9这样

不仅大大提高了设计和调试的灵活性9还增加了测

试软件的运行效率=
本文介绍了 C\Y;X\]@信令测试软件的结构

及研制方法9这是大多数信令测试软件所必须具备

的=我们运用这一套方法9成功地扩展解决了 X\Y

]@<̂^̂?_X\]@?‘;YabX\]@等 标 准 信 令 测 试

软件模块的构建=并且处理的协议越多时9越能体现

这些软件结构和方法的效率=

参 考 文 献

cTd \-6A761*79@e1G])2e1+f)5[1,;3[H)-使用

大全c]d+北京g人民邮电出版社9Taah+

c<d X012,)7X1,J723+XZZ A[),H72应用开发大全

c]d+北京g人民邮电出版社9Taaa+

c’d ‘CiYC U+DaT+‘64-2G13)-6C7/06-,-*LY

@;%+T76/-H)6*2[,75Y587/)4)/13)-6-4j1/k7H

W6/-H)6*:[,75ljW:mc;d+Taan+

cEd ’ojjC;’E+T̂a+C72G)61,V-*)/1,C753‘6Y

37241/7&;87/)1,X-64-2G16/7C753)6*([6/Y

3)-65c;d+<̂^̂+

cbd ’ojjC;’E+T̂h+X-GG-6C753W6J)2-6Y

G76354-2iW X-64-2G16/7C753)6*c;d+

<̂^̂+ l编辑g龙能芬m
pTTp

李盘林9等g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 C\Y;X\]@
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

信令测试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