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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点测试

1.1 网元上线纳管能力

1.1.1 U 设备手动上线

测试目的 通过管控验证 CPE-U 设备手动上下线

测试配置

(1) 第 1 台设备上线时，该设备不下挂或对接其他设备，其网管口接交换机至管控系统；

(2) 第 1 台设备上线后，再将其他 CPE-U 设备与第 1 台通过 NNI组网，仅通过 GCC 通道经

第 1 台 CPE-U 设备对接管控。

测试步骤

(1) 由厂家按照测试人员要求配置第 1 台 CPE-U 设备的网管口互联地址、Loopback 地址，

其他 U 设备仅配置 loopback 地址。

(2) 由厂家在第 1 台 CPE-U 设备上配置至管控系统的静态路由或默认路由；同时需确认是

否需要做其他额外配置（例如做端口环回等），其他 U 设备不配置静态或默认路由。

(3) 在管控系统上通过第 1 台 U 设备的网管口地址、设备用户名、口令创建网元；其中设

备用户名、口令由厂家提供。查看设备是否可正常上线（网元状态和工作状态是否均

符合预期）。

(4) 第 1 台设备正常上线后，修改设备口令，并删除设备。

(5) 在管控平台上通过网元 Loopback 地址、设备用户名、修改前的口令创建第 1 台网元。

查看设备是否上线失败，在管控上删除第 1 台 U 设备。

(6) 在管控平台上通过网元 Loopback 地址、设备用户名、修改后的口令创建第 1 台网元。

查看设备是否可正常上线（网元状态和工作状态是否均符合预期），查看拓扑界面是否

显示该网元的视图。

(7) 将其他 U 设备与第一台 U 设备通过 NNI 接口串接起来，然后在管控平台上通过网元

Loopback 地址、设备用户名、修改前的口令上线其他所有 U设备网元。查看设备是否

可正常上线（网元状态和工作状态是否均符合预期）。

(8) 查看拓扑界面是否与实际连纤一致（包括连纤关系和连纤数量），链路详情是否正确。

(9) 主动通过管控网元信息管理点击下线第一台 U 设备，查看工作状态是否自动更新为下

线，是否不影响环上其他 U 设备的上线状态。查看拓扑中网元是否更新为灰色，相关

连线是否更新为灰色虚线。

(10) 主动通过管控网元信息管理点击重新上线第一台 U 设备，查看工作状态是否自动更新

为上线。查看拓扑中网元是否更新，连线是否更新为实线。

(11) 被动拔掉第 1 台 U 的网管口线缆，查看所有 U 设备的工作状态是否自动更新为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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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拓扑中网元是否更新为灰色，连线是否更新为灰色虚线。

(12) 被动恢复第 1 台 U 的网管口线缆，查看所有 U 设备的工作状态是否自动更新为上线。

查看拓扑中网元是否更新，连线是否更新为实线。

(13) 被动拔掉第 1 台 U 与第 2 台 U 之间的第 1 个 NNI 口光纤，查看工作状态是否保持为上

线（记录闪断情况），收到第一台 U 设备发的 peer 变更通知，拓扑中连线数量更新。

拔掉第 2 个 NNI 口光纤，收到第一台 U 设备发的 peer 变更通知，查看工作状态是否更

新为下线，拓扑中网元是否更新为灰色，连线是否更新为灰色虚线。

(14) 被动恢复第 1 台 U 与第 2 台 U 之间的第 2 个 NNI 口光纤，查看工作状态是否自动更新

为上线，收到第一台 U 设备发的 peer 变更通知，拓扑中网元是否更新，连线是否更新

为实线；恢复第 1 个 NNI 口光纤，查看工作状态是否保持为上线，收到第一台 U 设备

发的 peer 变更通知，查看拓扑中网元是否更新，连线数量是否更新。

预期结果

（1）管控平台可通过互联地址纳管 CPE-U 设备。

（2）管控平台可通过 Loopback 地址纳管 CPE-U 设备。

（3）管控平台可修改 CPE-U 设备口令，并生效。

（4）拓扑连线符合预期，链路详情正确。

（5）主动上下线状态和拓扑更新符合预期。

（6）被动上下线状态、peer 变更通知和拓扑更新符合预期。

测试结果

1. U 设备上 IP 地址信息及路由配置信息截图：

1.1 ip 地址

1.2 路由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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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控平台网元上线测试符合预期：

2.1 管理口上线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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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loopback 地址上线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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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记录管控平台上对 U 设备用户口令修改情况。

3.1 网元管理器中，删除 NE2(二七路)网元，

3.2 修改 U 设备密码，管控上用修改前密码创建网元（默认 loopback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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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网元上线失败。

3.4 修改 U 设备密码，管控上用修改后密码创建网元（默认 loopback 地址）,

3.5 网元上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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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拓扑图显示正常。

4. 从管控系统上截取拓扑图和链路详情；（略）

     测试网元间无链路！

5. 记录主动上下线的截图-网元信息管理首页和拓扑界面。（略）

->管控平台下线网元“郑州”，在拓扑中颜色为灰色，相关连线变为灰色虚线：

->管控平台重新上线网元“郑州”，在拓扑中颜色恢复正常，相关连线变为蓝色实线：

6. 记录被动上下线的截图-网元信息管理首页、通知界面和拓扑界面。（略）

->拔掉第一台 U 的管理口网线,整个链路所有网元下线，拓扑中网元颜色变为灰色，连纤变

更为灰色虚线：

->拔掉第一台 U 与第二台 U 之间的第一个 NNI 口，收到第一台 U 的 peer 变更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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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扑中连纤数量变更：

->拔掉第一台 U 与第二台 U 之间的第二个 NNI 口，收到第一台 U 的 peer 变更通知：

->第二台 U 设备下线，拓扑中网元更新为灰色，连线变更为灰色虚线：

->被动恢复第一台 U 与第二台 U 之间的第二个 NNI 口，收到第一台 U 的 peer 变更通知：

->第二台网元上连，拓扑中颜色更新为蓝色、连纤变更为实线

->被动恢复第一台 U 与第二台 U 之间的第一个 NNI 口，收到第一台 U 的 peer 变更通知：

->连纤数量变更，工作状态保持为上线

注意 同种型号设备的版本应一致，每型号测试不少于 1 台，所有型号测试总数量不少于 2 台。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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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A 设备自动上线

测试目的 通过管控验证 CPE-A 设备自动上下线功能

测试配置

CPE-A 设备出厂默认配置中需要添加用户/密码：admin/admin123

封闭 CPE-A 设备的本地管理接口。

A 设备通过 2 个 NNI 接口与同厂家 U 设备对接。

五种 A 设备 DHCP 自动上线方式配置说明：

（1） 通过 PPP 链路发现方式（默认方式）

a) 按标准规定的 PPP 链路建立流程，通过 IPCP 协议获取 IP 地址，在 A 设备和 U 设

备之间实现 IP 互通

（2） 通过 OSPF 方式

a) A 设备默认起 OSPF 协议，默认 area 号为 0，RouteID 使用 IP地址；

b) U 设备应支持配置 OSPF 协议，默认 area 号为 0，人工配置指向网管地址的静态或

默认路由

（3） 通过 ETH 方式

a) U 设备存在默认 VLAN（建议为 VLAN 4094）,或通过管控配置管理 VLAN 或者

VLANList

b) A 设备通过默认管理 VLAN 或依次从 1-4094 VLAN 进行 DHCP 申请。对于 VLANList

情况，使用第一个作为管理 VLAN。

（4） 通过代管方式

a) A7 通过 U 设备代管方式上线

测试步骤

（1）由管控在 CPE-U 设备上增加 2个 DHCP relay 服务器地址，relay server 为主备管控

系统的南向地址。主备南向地址在一个网段内。在管控上查询 U 设备上的 DHCP relay

服务器地址是否与配置一致。

（2）主用管控系统进行 DHCP 地址池配置，其中 relay 地址填写 U设备 loopback 地址，地

址池范围采用 3.x.x.x~3.x.x.x 形式，具体由测人人员指定；确认 DCHP 服务绑定的网

卡状态为 up。

（3）CPE-A 设备上电时，应主动发起 DHCP 请求；记录管控上 DHCP 报文请求日志。在主备

管控服务器的 2 个网口上抓包查看是否收到目的地址为主备南向地址的 DHCP 请求报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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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控上查看 CPE-A 设备是否成功分配地址池的 IP 地址，并自动上线纳管，上线后管

控自动更新 A 设备口令为新的安全口令。

（5）主动通过管控网元信息管理点击下线，查看工作状态是否自动更新为下线。

（6）主动通过管控网元信息管理点击重新上线，查看工作状态是否自动更新为上线。

（7）查看拓扑界面是否与实际连纤一致（包括连纤关系和连纤数量），链路详情是否正确。

（8）被动拔掉第 1 个 NNI 口光纤，查看工作状态是否保持为上线（记录闪断情况），收到 U

设备发的 peer 变更通知，拓扑中连线数量更新。拔掉第 2 个 NNI 口光纤，查看工作状

态是否更新为下线，收到 U 设备发的 peer 变更通知，拓扑中网元是否更新为灰色，连

线是否更新为灰色虚线。

（9）被动恢复第 2 个 NNI 口光纤，查看工作状态是否自动更新为上线，收到 U 设备发的

peer 变更通知，网元是否更新，连线是否更新为实线；恢复第 1 个 NNI 口光纤，查看

工作状态是否保持为上线，收到 U 设备发的 peer 变更通知，查看拓扑中网元是否更

新，连线数量是否更新。

（10）管控上删除该 A 设备，通过拔纤方式触发 A 设备新的 DHCP 请求，在管控上查看 A设

备是否成功分原 IP 地址，并自动上线纳管，并查看拓扑界面及连纤关系是否正常。

（11）本步骤仅 A6 测试：纳管后，记录 10 分钟内的纳管状态变化；将 A6的 UNI 口接入网

络交换机，然后在管控服务器抓包，查看是否不存在广播包，测试完后本步骤后，断

开 UNI 与交换机的连接。

预期结果

6. 管控平台能发现并分配 CPE-A设备的管理 IP，可自动上线纳管。

6. 拓扑连线符合预期，链路详情正确。

6. 主动上下线状态符合预期。

6. 被动上下线状态、peer 变更通知和拓扑更新符合预期。

6. CPE-A 设备删除后可重新自动上线，且 IP 地址不变

6. A6 设备不发广播包

测试结果 1. U 设备 DHCP relay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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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控平台上 DHCP_Relay 配置：

3. 管控平台查看有 DHCP 报文请求结果，A 设备成功上线纳管；

3.1 DHCP 报文请求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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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A 设备成功上线纳管（图 1、2），远端信息上报管控正确（图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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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控系统上查看 A 设备与 U 设备的关联信息详情及链路光纤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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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控上测试 A 设备主动上下线：

5.1 手动下线 A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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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重新上线 A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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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管控上测试 A 设备被动上下线：

6.1 拔掉光纤，U 设备上报挂载 A 设备的 ETH 口“信号丢失”告警和 A 设备“连接中

段”告警，

->同时，A 设备下线，网元拓扑状态变更且连纤消失（此时连纤已断开，并非显示蓝色连纤），

测试正常。

6.2 恢复光纤，U 设备下挂 A 的 ETH 口“信号丢失”告警和 A 设备“连接中段”告警消除，

远端重新上线。



19

7. 管控平台删除 A 设备，要求插拔光纤后重新上线：

7.1 管控上删除 A 设备，通过插拔光纤触发 DHCP 请求，A 设备上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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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记录自动发现的方式（PPP or OSPF）

ETH 口上线

9. 记录 A6 设备广播报文情况

A6广播抓包.pcapng

备注 CPE-A 设备要求上电插入光纤后，不得通过本地维护端口进行配置。

签名

1.2 网元资源上报能力

测试目的
通过管控平台验证网元资源上报能力

测试配置

测试步骤 （1）在 CPE 管控平台网元详情上查看网元信息：

- 查看网元名称、网元唯一标识、城市、网元厂商名称；

- 查看产品名称、网元型号、网元版本、YANG 版本、设备类型支持的层协议（是否

正确）；

- 查看网元 IP、掩码及网关地址是否正确。

- 查看单板数量、端口数量、UNI 端口占用率是否正确。

- 查看是否上报 ssm-enable 状态、wtr 时间（s）；查看是否上报时钟源信息，包括

名称、优先级、接收的 ssm 质量等级、ssm 质量等级是否手动修改；查看是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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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当前是时钟同步信息，包括当前在用时钟源、时钟同步状态。

- A6 设备需查看是否上报当前工作模式（bridge-mode or normal-mode）

（2）在 CPE 管控平台网元详情上查看板卡信息：

- 查看板卡在位状态、工作状态（初始化、工作、异常）

- 板卡信息查询，包括：板卡名称（包含 shelf/slot/subslot，shelf 不从 0 开始）、

板卡类型、板卡 SN 号、板卡所在槽位、板卡软硬件版本等；

- 板卡能提供的端口数量是否正确；

- 集中交叉盘需查看是否上报各类集中交叉能力

- 板卡所属槽位是否正确

（3）在 CPE 管控平台网元详情上查看端口信息（A 设备全部端口均验证，U 设备选择 ETH、

SDH、ODU NNI 端口进行验证）：

- 查看端口的运行状态（正常、不正常、未知）、管理状态（可管理、不可管理、未

知）和光模块状态，对于不正常、不可管理和未知状态需注明原因。

- 查看端口层协议、接口类型、支持的接口类型、带宽利用率、所属的板卡、端口

环回状态。

- 查看端口支持的集中交叉类型列表、端口支持的板内交叉类型列表是否完整

- 查看端口激光器自动关断状态及使能状态

- 查看端口 DHCP RELAY 使能状态(仅测试 U 设备)

- 在有光模块和光纤环回时，端口状态是否 UP,在有光模块和管控配置内环回时，

端口状态是否 UP；在有光模块和无内环回时，端口状态是否 down；在无光模块

时，端口状态是否 down。

（4）在 CPE 管控平台网元详情上查看机框信息：

- 查看机框型号、机框序号、业务槽位数量、已用槽位数量是否正常

（5）在 CPE 管控平台网元详情上查看槽位信息：

- 查看槽位名称、槽位序号是否正常

- 查看是否上报支持的板卡型号列表

- 查看是否上报背板带宽及对应协议类型

预期结果 （1）网元信息全面正确

（2）板卡信息全面正确

（3）端口信息全面正确

（4）机框信息全面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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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槽位信息全面正确

测试结果 1. 网元名、别名、软硬件版本、wtr、时钟、ip、掩码、设备类型及支持的层协议等参数

上报正常：

1.1 单板数量、端口数量、NNI 时隙占用率正确

2. 板卡在位、工作状态，板卡类型，序列号，所在槽位号，软硬件版本等参数管控上报正

常，单板物理端口数量统计正确，所属槽位号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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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端口工作状态，管理状态、光模块状态等相关参数上报正确

4．开关激光器、激光器自动关断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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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光模块和光纤环回时，端口状态是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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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在有光模块和管控配置内环回时，端口状态是down；

5.2 在有光模块和无内环回时，端口状态是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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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在无光模块时，端口状态是否down。

6．机框信息统计正确

7．槽位信息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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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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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业务配置管理

1.3.1 透传业务配置测试

测试目的
验证管控平台在CPE-U设备下发ODUk透传业务配置和管理

测试配置

测试步骤 （1）在管控平台上下发 NE1 至 NE2设备的 ODUk 透传有保护业务，业务名称“透传 GE+ODU0

有保护业务-1-XX 厂家”：业务 A 端选 NE1 板卡的第 1 个透传 GE 口，业务 Z 端选择 NE2

板卡的第 1 个透传 GE 口，信号类型均为 ETH-1Gb；客户侧信号适配类型选择 TTT+GMP;

交叉颗粒度为 ODU0;主备线路侧时隙分别为第 1 和第 2 个，ODU 映射方式为 ODUj21;保

护方式为端到端 ODU-SNCP/S，WTR 设置为 300s，Holdoff 时间为 5ms，倒换方式为单

端倒换，返回模式为返回。

（2）管控平台查看业务详情（包括各网元的保护组信息）及业务路由是否与配置一致。

（3）仪表对接 NE2设备，NE1的客户端口环回；打双层 VLAN流（流速 1000M，内层 CVLAN=100，

外层 SVLAN=101）验证，仪表抓包验证是否透传。

（4）拔掉 NE1 设备 NNI 侧主用端口发方向的尾纤，验证 NE2 设备 NNI 当前工作端口是否倒

换为原备用端口，NE1 设备的当前工作端口是否无变化，在拓扑界面是否有断纤提示，

告警列表中是否有 NE2 设备原主用 NNI 端口上报的 OPTI_LOS 告警，通知列表有 NE2 上

报的保护倒换通知。仪表倒换后，打流无丢包，记录倒换时间（应大于 5ms）。

（5）恢复 NE1 设备 NNI 侧主用端口发方向的尾纤，验证 NE2 设备的当前工作端口是否恢复

为原主用端口，恢复等待时间是否为 300s，NE1 设备的当前工作端口是否无变化，在

拓扑界面是否光纤恢复，告警列表中 OPTI_LOS 告警是否已完成（自动清除），通知列

表有 NE2 上报的保护倒换通知。仪表倒换后，打流无丢包，记录倒换时间（应大于 5ms）。

（6）拔掉 NE1 设备 NNI 侧备用端口发方向的尾纤，验证 NE2 设备 NNI 当前工作端口是无变

化，NE1 设备的当前工作端口是否无变化。恢复 NE1 设备 NNI 侧备用端口发方向的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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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

（7）以上业务删除。

（8）在管控平台上下发 NE1 至 NE2 设备的 ODUk 透传有保护业务，业务名称“透传

10GE+ODUflex 有保护业务-1-XX 厂家”：业务 A 端选 NE1 板卡的第 1 个透传 10G 口，

业务 Z 端选择 NE2 板卡的第 1个透传 10G 口，信号类型均为 10GE；客户侧信号适配类

型选择 GFP-F;交叉颗粒度为 ODUflex;主备线路侧时隙均为第 1、3、6，ODU 映射方式

为 ODUj21;保护方式为端到端 ODU-SNCP/S，WTR 设置为 300s，Holdoff 时间为 5ms，倒

换方式为单端倒换，返回模式为返回。

（9）重复步骤（2）-(6)。其中仪表打流改为 10GE 信号,打双层 VLAN 流（流速 10000M，内

层 CVLAN=100，外层 SVLAN=101）验证，仪表抓包验证是否透传，查看仪表收包速率是

否与时隙数量匹配。

（10）将仪表打流流速修改为 3000M,对“透传 10GE+ODUflex 有保护业务-1-XX 厂家”的线

路侧时隙进行调增，增加时隙 2、4、5，将仪表打流流速修改为 10000M,查看仪表收包

速率是否与时隙数量匹配。

（11）将仪表打流流速修改为 3000M,对“透传 10GE+ODUflex 有保护业务-1-XX 厂家”的线

路侧时隙进行调减，减少时隙 1、3、6，将仪表打流流速修改为 10000M,查看仪表收包

速率是否与时隙数量匹配。

（12）以上业务删除。

预期结果

测试结果 1. 业务下发成功，管控上业务详情（包括各网元上的保护组信息）与配置信息一致。

1.1 网元 NE1（郑州路局）：

->业务下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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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信息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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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网元 NE2（二七路）

->业务下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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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信息截图。

2. 仪表打双层 vlan 流符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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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断光纤后保护生效，符合测试预期。

3.1 拔掉 NE2（二七路）主用收方向光纤，设备上报 OPTI_LOS 告警，倒换生效，工作端口

切换到备用，NE1（郑州路局）工作端口没有变化，测试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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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通知列表显示倒换详情。

4. 恢复光纤后保护恢复，符合测试预期。

4.1 恢复网元 NE2(二七路)收方向光纤，设备 OPTI_LOS 告警消除，一定时间后倒换切回主

用，查看此时 NE1 和 NE2 的工作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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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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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EOO-EPL 业务配置测试

测试目的
验证管控平台在CPE-U设备下发EOO-EPL业务配置和管理

测试配置

测试步骤 (1) 在管控平台上下发 NE1 至 NE2设备的 EOO-EPL 有保护业务，业务名称“EOO-EPL-GE+ODU0

有保护业务-1-XX 厂家”：业务 A 端选 NE1 板卡的第 1 个 ETH-GE 口，业务 Z 端选择 NE2

板卡的第 1 个 ETH-GE 口，信号类型均为 ETH-1Gb，CIR=1000M/PIR=1000M，不增加

SVLAN；客户侧信号适配类型选择 GFP-F;交叉颗粒度为 ODU0;主备线路侧时隙分别为第

4 和第 5 个，ODU 映射方式为 ODUj21;保护方式为端到端 ODU-SNCP/S，WTR 设置为 300s，

Holdoff 时间为 5ms，倒换方式为单端倒换，返回模式为返回。

(2) 管控平台查看业务详情（包括各网元的保护组信息）及业务路由是否与配置一致。

(3) 仪表对接 NE2 设备，NE1 的客户端口环回；通过仪表分别打单层 VLAN 流（流速 1000M，

CVLAN=100，）、双层 VLAN 流（流速 1000M，内层 CVLAN=100，外层 SVLAN=101，）、untag

流（流速 1000M，）验证，查看仪表是否有丢包。后文中，untag、单层 VLAN、双层 VLAN

流若不明确指出 VLAN 值、流速，默认按上述值；仪表连接关系及打流配置若未明确说

明，默认不需修改（保持当前连接关系和配置不变）。

(4) 拔掉 NE1 设备 NNI 侧主用端口发方向的尾纤，验证 NE2 设备 NNI 当前工作端口是否倒换

为原备用端口，NE1 设备的当前工作端口是否无变化，在拓扑界面是否有断纤提示，

告警列表中是否有 NE2 设备原主用 NNI 端口上报的 OPTI_LOS 告警，通知列表有 NE2 上

报的保护倒换通知。仪表倒换后，打流无丢包，记录倒换时间（应大于 5ms）。

(5) 恢复 NE1 设备 NNI 侧主用端口发方向的尾纤，验证 NE2 设备的当前工作端口是否恢复为

原主用端口，恢复等待时间是否为 300s，NE1 设备的当前工作端口是否无变化，在拓

扑界面是否光纤恢复，告警列表中 OPTI_LOS 告警是否已完成（自动清除），通知列表

有 NE2 上报的保护倒换通知。仪表倒换后，打流无丢包，记录倒换时间（应大于 5ms）。

(6) 拔掉 NE1 设备 NNI 侧备用端口发方向的尾纤，验证 NE2 设备 NNI 当前工作端口是无变

化，NE1 设备的当前工作端口是否无变化。恢复 NE1 设备 NNI 侧备用端口发方向的尾

纤。

(7) 仪表保持打 untag 流（流速 1000M），收包速率应是 1000M;管控平台修改 NE1 上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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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500M/PIR=500M，NE2 上不修改,查看仪表收包速率是否为 500M;管控平台修改 NE1

上业务 CIR=900M/PIR=900M，NE2 业务 CIR=500M/PIR=500M，查看收包速率是否为 500M;

修改 NE2 上业务 CIR=900M/PIR=900M，NE1 上不修改，查看收包速率是否为 900M。

(8) 删除上述业务。

(9) 在管控平台上下发 NE1 至 NE2设备的 EOO-EPL 有保护业务，业务名称“EOO-EPL-GE+ODU0

有保护业务-2-XX 厂家”：业务 A 端选 NE1 板卡的第 1 个 ETH-GE 口，业务 Z 端选择 NE2

板卡的第 1 个 ETH-GE 口，信号类型均为 ETH-1Gb，CIR=1000M/PIR=1000M，NE1 侧增加

SVLAN=201，NE2 侧不配置 SVLAN；客户侧信号适配类型选择 GFP-F;交叉颗粒度为 ODU0;

主备线路侧时隙分别为第 5和第 4个，ODU映射方式为 ODUj21;保护方式为端到端 ODU-

SNCP/S，WTR 设置为 300s，Holdoff 时间为 5ms，倒换方式为单端倒换，返回模式为返

回。

(10) 管控平台查看业务详情（包括各网元的保护组信息）及业务路由是否与配置一致。

(11) 仪表端口 1 接 NE2 设备的第 1个 ETH-GE 口，仪表端口 2接 NE1 的第 1 个 ETH-GE 口。

-> NE2 的第 1 个 ETH-GE 口打：单层 VLAN 流（流速 1000M，CVLAN=200，），NE1 的第 1

个 ETH-GE 口打，单层 VLAN 流（流速 1000M，CVLAN=100，），记录 NE1 端和 NE2 端收

包速率，若有收包，在 NE1 和 NE2 端抓包记录；

-> NE2 的第 1 个 ETH-GE 口打：单层 VLAN 流（流速 1000M，SVLAN=201，），NE1 的第 1

个 ETH-GE 口打，单层 VLAN 流（流速 1000M，CVLAN=200，），查看 NE1 端和 NE2 端收

包速率是否为 1000M，在 NE1和 NE2 端抓包记录；

-> NE2 的第 1 个 ETH-GE 口打：双层 VLAN 流（流速 1000M，内层 CVLAN=200，外层

SVLAN=201，），NE1 的第 1 个 ETH-GE 口打，单层 VLAN 流（流速 1000M，

CVLAN=200，），查看 NE1 端和 NE2 端收包速率是否为 1000M，在 NE1 和 NE2 端抓包记

录；

(12) 仪表保持最近一次打流配置（流速 1000M），收包速率应是 1000M 左右;管控平台修改

NE1 上业务 CIR=500M/PIR=500M，NE2 上不修改,查看仪表收包速率是否为 500M;管控平

台修改 NE1 上业务 CIR=900M/PIR=900M，NE2 业务 CIR=500M/PIR=500M，查看收包速率

是否为 500M;修改 NE2 上业务 CIR=900M/PIR=900M，NE1 上不修改，查看收包速率是否

为 900M。

(13) 删除上述业务。

预期结果 (1) 业务下发成功，管控上业务详情（包括各网元上的保护组信息）与配置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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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仪表打流符合预期。

(3) 端口限速符合预期

(4) 中断光纤后保护生效，符合测试预期。

(5) 恢复光纤后保护恢复，符合测试预期。

测试结果 1.管控上查看业务详情（包括各网元上的保护组信息）与配置信息一致：

1.1 NE1/NE2 业务下发成功

1.2 NE1/NE2 业务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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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仪表打流正常。

->单层vlan流（图略）

->双层vlan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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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ag流（图略）

3.限速符合预期。

3.1 管控修改NE1网元流量500M，NE2不变，仪表收500M流量截图（untag流）

3.2 管控平台修改NE1上业务CIR=900M/PIR=900M，NE2业务CIR=500M/PIR=500M，查看收包速

率是否为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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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倒换测试

4.1 二七路保护信息截图、当前工作端口截图

4.2 郑州路保护信息截图、当前工作接口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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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拔掉NE2(二七路)收方向光纤，los告警上报成功，通知列表显示正常，倒换时间>5ms；

倒换后二七路网元工作端口切换到备用，郑州路局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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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插回NE2(二七路)光纤，los告警消失，一定时间后网元NE2工作端口切回主用，NE1工作

端口保持不变，倒换时间>5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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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签名

1.3.3 EOS-EPL 业务配置测试

测试目的
验证管控平台在CPE-U设备下发EOS-EPL业务配置和管理

测试配置

测试步骤 (1) 在管控平台上下发 NE1 至 NE2 设备的 EOS-EPL 有保护业务，业务名称“EOS-EPL-

GE+STM4(VC4)+ODU0 有保护业务-1-XX 厂家”：业务 A 端选 NE1 板卡的第 1 个 EOS-GE

口，业务 Z 端选择 NE2 板卡的第 1 个 EOS-GE 口，信号类型均为 ETH-1Gb，

CIR=270M/PIR=270M，不增加 SVLAN,SDH 虚端口为 STM-4；虚端口信号适配类型选择

CBRX-GMP;VC 颗粒度为 VC4,ODU 交叉颗粒度为 ODU0;主备线路侧 ODU 时隙分别为第 1

和第 1 个，VC4 时隙分别为第 1、2 和第 3、4 个，ODU 映射方式为 ODUj21;保护方式为

端到端 VC-SNCP，WTR 设置为 300s，Holdoff 时间为 5ms，倒换方式为单端倒换，返回

模式为返回。EOS 的相关参数：LCAS 设置为禁止，TSD 不使能。

(2) 管控平台查看业务详情（包括各网元的保护组信息）及业务路由是否与配置一致。

(3) 仪表对接 NE2 设备，NE1 的客户端口环回；通过仪表分别打单层 VLAN 流（流速 1000M，

CVLAN=100）、双层 VLAN 流（流速 1000M，内层 CVLAN=100，外层 SVLAN=101）、untag

流（流速 1000M）验证，查看仪表收包速率是否 270M。后文中，untag、单层 VLAN、

双层 VLAN 流若不明确指出 VLAN 值、流速默认按上述值；仪表连接关系及打流配置若

未明确说明，默认不需修改（保持当前连接关系和配置不变）。

(4) 仪表保持打 untag 流（流速 1000M），收包速率应是 270M;管控平台修改 NE1 上业务

CIR=100M/PIR=100M，NE2 上不修改,修改打流速率为 100M,查看仪表收包速率是否为

100M;管控平台修改 NE1 上业务 CIR=350M/PIR=350M，NE2 业务 CIR=100M/PIR=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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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收包速率是否为 100M，无丢包;修改 NE2 上业务 CIR=350M/PIR=350M，NE1 上不修

改，查看收包速率是否为 100M，无丢包。

(5) 删除上述业务

(6) 在管控平台上下发 NE1 至 NE2 设备的 EOS-EPL 有保护业务，业务名称“EOS-EPL-

GE+STM4(VC12)+ODU0 有保护业务-2-XX 厂家”：业务 A 端选 NE1 板卡的第 1 个 EOS-FE

口，业务 Z 端选择 NE2 板卡的第 1 个 EOS-FE 口，信号类型均为 ETH-1Gb，

CIR=20M/PIR=20M，NE1 侧增加 SVLAN=201，NE2 侧不配置 SVLAN，SDH 虚端口为 STM-

4；虚端口适配类型选择 CBRX-GMP;VC 颗粒度为 VC12,ODU 交叉颗粒度为 ODU0;主备线

路侧 ODU 时隙分别为第 2 和第 2 个，主备 VC12 时隙分别为第 1 个 VC4 的第 1~10 和第

2 个 VC4 的第 1~10，ODU 映射方式为 ODUj21;保护方式为端到端 VC-SNCP，WTR 设置为

300s，Holdoff 时间为 5ms，倒换方式为单端倒换，返回模式为返回。EOS 的相关参数：

LCAS 设置为禁止，TSD 不使能.

(7) 管控平台查看业务详情（包括各网元的保护组信息）及业务路由是否与配置一致。

(8) 仪表端口 1 接 NE2 设备的第 1个 EOS-FE 口，仪表端口 2接 NE1 的第 1 个 EOS-FE 口。

(9) NE2 的第 1 个 ETH-GE 口打：单层 VLAN 流（流速 1000M，SVLAN=201），NE1 的第 1 个

ETH-GE 口打，单层 VLAN 流（流速 1000M，CVLAN=200），查看 NE1 端和 NE2 端收包速率

是否为 20M，在 NE1 和 NE2 端抓包记录；

(10) 删除上述业务

预期结果 （1）业务下发成功，管控上业务详情（包括各网元上的保护组信息）是否与配置信息一致。

（2）仪表打流符合预期。

（3）端口限速符合预期

（4）中断光纤后保护生效，符合测试预期。

（5）恢复光纤后保护恢复，符合测试预期。

测试结果 EOS-EPL-GE+STM16(VC4)+ODU1有保护业务

1．业务下发成功，管控上业务详情（包括各网元上的保护组信息）与配置信息一致。

1.1 NE1/NE2业务创建成功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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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NE1(郑州路)配置信息截图，

1.3 NE2(二七路)配置信息截图，

2.仪表打流符合预期。

2.1 双层VLAN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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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单层VLAN流

2.3 untag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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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端口限速符合预期。

3.1 仪表发untag流，分别对网元NE1、NE2进行限速测试（带宽100M左右）：

-> NE1、NE2均不修改，仪表打流1000M，

->NE1限速100M，NE2不修改，仪表打流3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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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1限速350M（带宽极限100M），NE2修改100M，仪表发分别发350M、100M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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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断光纤后保护生效，符合测试预期。

4.1 中断网元NE2（二七路）RX方向光纤：

->管控上报“信号丢失”告警，

->设备通知列表显示倒换通知，

-> NE2(二七路)工作端口切换到备用，NE1(郑州路)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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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恢复光纤后保护恢复，符合测试预期。

5.1 恢复网元NE2（二七路）收方向光纤：

->“信号丢失”告警自动清除，

->设备通知列表显示倒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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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1、NE2工作端口均在主用，

EOS-EPL-GE+STM16(VC12)+ODU1有保护业务：

1. 业务下发成功，管控上业务详情（包括各网元上的保护组信息）与配置信息一致。

1.1 NE1、NE2业务下发成功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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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NE1(郑州路局)业务信息配置截图，

1.3 NE2(二七路)业务信息配置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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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仪表打流符合预期：

->双层VLAN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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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层VLAN流

->untag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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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倒换测试符合预期。（图略）

4. 限速符合预期。（图略）

备注

签名

1.3.4 管控系统创建业务与厂家 EMS 创建业务转译功能

测试目的
验证管控系统创建业务与厂家EMS创建业务转译功能

测试配置

测试步骤 (1) 在厂家 EMS 上下发 NE1 至 NE2 设备的 EOS-EVPL 有保护业务，业务名称为“EOS-EVPL-

GE+STM4(VC4)+ODU0 有保护业务转译-1-XX 厂家”：业务的 A 端为 NE1 设备的第 1 个

EOS-GE口，Z端为 NE2的第 1个 EOS-GE口，信号类型均为 ETH-1Gb，CIR=130M/PIR=130M，

CVLAN 匹配 VLAN100;SDH 虚端口为 STM-4；虚端口适配类型选择 CBRX-GMP;VC 颗粒度

为 VC4,ODU 交叉颗粒度为 ODU0;主备线路侧 ODU 时隙分别为第 1 和第 1 个，VC4 时隙

为第 1 个，ODU 映射方式为 ODUj21;保护方式为端到端 VC-SNCP，WTR 设置为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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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off 时间为 5ms，倒换方式为单端倒换，返回模式为返回。EOS 的相关参数：LCAS

设置为禁止，TSD 不使能。

(2) 厂家 EMS 查看业务详情（包括各网元的保护组信息）及业务路由是否与配置一致。

(3) 仪表对接 NE2 设备，NE1 的客户端口环回；通过仪表打单层 VLAN 流（流速为 130M，

CVLAN=100），无丢包。

(4) 自研管控系统同步 NE1 和 NE2网元交叉数据和端到端业务数据，查看是否与厂家 EMS 下

发的参数一致。

(5) 删除上述业务。

预期结果 (1) 自研管控可同步厂家 EMS 创建的业务。

(2) 厂家 EMS 可同步自研管控创建的业务。

测试结果 1. 厂家EMS创建业务：

->如下↓



59

2. 管控同步厂家EMS业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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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创建用户名为U设备用户名admin，非后台admin

签名

1.4 告警管理

测试目的 网元告警上报及管理能力验证

测试配置 设备正常上线，对拓扑无要求

测试步骤 (1) 在设备正常在线时，通过对 7U 设备拔出光模块制造“光模块不在位”告警,在管控查

看告警列表是否自动更新告警，记录通知上报情况；然后将光模块插入原端口，查看

告警列表中的对应告警是否结束（清除），记录通知上报情况。

(2) 通过管控下线 7U,然后对 7U 设备插拔光模块制造“光模块不在位”告警。管控上线上

述设备，然后进行历史告警查询，查看是否可将设备下线期间的告警同步至管控，记

录通知上报情况。

(3) 在设备正常在线时，通过对 7U设备拔出光模块制造“光模块不在位”告警；在管控上

对拔出光模块的端口进行告警抑制的设置，记录此时告警列表中“光模块不在位”告

警的状态；将光模块插入原端口，记录此时告警列表中“光模块不在位”告警的状态，

记录通知上报情况；再拔出光模块，查看是否不再新上报“光模块不在位”告警，记

录通知上报情况。

(4) 在设备正常在线时，通过对 7U 设备断开连接光纤制造“信号丢失”告警,在管控查看

告警列表是否自动更新告警，记录通知上报情况；然后将光纤还原连接，查看告警列

表中的对应告警是否结束（清除），记录通知上报情况。

(5) 通过管控下线 7U,然后对 7U 设备断开连接光纤制造“信号丢失”告警。管控上线上述

设备，然后进行历史告警查询，查看是否可将设备下线期间的告警同步至管控，记录

通知上报情况。

(6) 在设备正常在线时，通过对 7U设备断开连接光纤制造“信号丢失”告警；在管控上对

该端口进行告警抑制的设置，记录此时告警列表中“信号丢失”告警的状态；将断开

开的光纤还原连接，记录此时告警列表中“信号丢失”告警的状态，记录通知上报情

况；再断开光纤连接，查看是否不再新上报“信号丢失”告警，记录通知上报情况。

(7) 对 7U 设备的光接口的输出光功率 TCA 进行设置，根据当前光功率，设置其上限值小于

当前功率，查看管控告警列表是否新上报有越限告警，修改其上限值大于当前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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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管控上越限告警是否结束；设置其下限值大于当前功率，查看管控告警列表是否

新上报有越限告警，修改其他下限值小于当前功率，查看管控上越限告警是否结束。

预期结果 (1) 告警信息符合要求。

(2) 支持告警结束（清除）。

(3) 支持告警抑制状态的设置，告警抑制后不出现该告警

(4) 支持 TCA 告警

测试结果
1. 拔掉网元 1槽 1 口光模块，管控平台更新“光模块不在位”告警：

1.1 插入光模块，告警清除。测试正常！

2．主动下线网元，制造“光模块不在位”告警，然后重新上线网元，历史告警查询中光模

块不在位告警同步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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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拔掉网元 1 槽 1 口光模块，制造“光模块不在位”告警，5min 后重新上线网元，

2.2 同步网元历史告警

2.3 历史告警同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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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网元 1 槽 1 口端口设置“光模块不在位”告警抑制，重新插拔光模块，告警列表无“光

模块不在位”告警，抑制成功，取消端口告警抑制，同步网元告警，告警重新出现在告警列

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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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拔掉网元 13、14槽 1 口_RX方向光纤，制造“信号丢失”告警，管控上报正常，恢复连

纤后告警消除：

4.1 本端收方向断纤后，对端网元上报 BDI 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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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动下线网元，断纤制造“信号丢失”告警，然后重新上线网元，在历史告警查询中“信

号丢失”告警正常上报管控，显示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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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CA 告警

未测试成功。

结论 通过（   ）    未通过（   ）部分通过（   ）未测试（   ）部分测试并通过（    ）

备注

1.5 性能管理

测试目的 网元性能管理能力验证

测试配置 设备正常上线，对拓扑无要求

测试步骤

(1) 通过管控查询 7U 设备是否上报各个性能参数的开关状态。

(2) 通过管控对 7U 进行全量 15 分钟历史性能采集，查看设备是否支持联通要求的历史性

能参数，记录每个参数的历史数据存储数量，每个参数的采集时刻是否为 15 分钟的倍

数，参数的数值是否明显异常。查看采集过程中，网元是否不掉线。

(3) 通过管控对 7U 进行全量 24 小时历史性能采集，查看设备是否支持联通要求的历史性

能参数，记录每个参数的历史数据存储数量，每个参数的采集时刻是否为 0 点，参数

的数值是否明显异常。查看采集过程中，网元是否不掉线。

(4) 在管控上新建性能任务，采集对象 7U 光端口的发光功率，周期 15 分钟，结束时间为

开始时间的 T+24H。管控上查看性能曲线是否正常。

(5) 在管控上新建性能任务，采集对象 7U 光端口的发光功率，周期 24 小时，结束时间为

开始时间的 T+24H。管控上查看性能曲线是否正常。

(6) 通过管控，将未默认打开的性能参数（激光器温度）设置为打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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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管控上新建性能任务，采集对象 7U 激光器温度，周期 15 分钟，结束时间为开始时

间的 T+24H。管控上查看性能曲线是否正常。

(8) 在管控上新建性能任务，采集对象 7U 激光器温度，周期 24 小时，结束时间为开始时

间的 T+24H。管控上查看性能曲线是否正常。

预期结果

(1) 可以查询及修改性能参数的开关状态

(2) 历史性能可正常采集，性能任务工作期间，应不影响网元上线状态。

(3) 当前性能任务可正常下发，管控上可查看性能曲线。

测试结果

1.查询、修改性能参数开光状态正常：

2．历史性能可正常采集，性能任务工作期间，网元上线状态不受影响：

->15min  历史性能采集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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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h 历史性能采集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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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性能任务正常下发、查看性能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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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过（ ）未通过（ ）部分通过（ ）未测试（   ）部分测试并通过（  ）

备注

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