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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ＳＯ／ＩＥＣ１３２３９：２００２《信息技术　系统间远程通信和信息交换　高级数据链路控

制（ＨＤＬＣ）规程》（英文版）。

本标准代替 ＧＢ／Ｔ７４２１—１９８７《信息处理系统 　 数据通信 　 高级数据链路控制规程》、

ＧＢ／Ｔ７４９６—１９８７《信息处理系统　数据通信 高级数据链路控制规程　帧结构》、ＧＢ／Ｔ７５７５—１９８７

《数据通信　高级数据链路控制规程　规程要素汇编》、ＧＢ／Ｔ１４４００—１９９３《信息处理系统　数据通信

　高级数据链路控制平衡类规程　交换环境中数据链路层地址的决定／协商》和 ＧＢ／Ｔ１５６９８—１９９５

《信息技术　系统间远程通信和信息交换　高级数据链路控制规程　通用 ＸＩＤ帧信息字段内容和

格式》。

本标准与 ＧＢ／Ｔ７４２１—１９８７、ＧＢ／Ｔ７４９６—１９８７、ＧＢ／Ｔ７５７５—１９８７、ＧＢ／Ｔ１４４００—１９９３ 和

ＧＢ／Ｔ１５６９８—１９９５的不同之处在于：

———本标准是 ＧＢ／Ｔ７４２１—１９８７、ＧＢ／Ｔ７４９６—１９８７、ＧＢ／Ｔ７５７５—１９８７、ＧＢ／Ｔ１４４００—１９９３和

ＧＢ／Ｔ１５６９８—１９９５的整合；

———本标准的名称为《信息技术　系统间远程通信和信息交换　高级数据链路控制（ＨＤＬＣ）规

程》；

———增加了ＨＤＬＣ帧的非基本格式；

———增加了无连接类别（不平衡无连接类别和平衡无连接类别）的相关内容；

———增加了起／止传输的相关内容；

———增加了模３２７６８和模２１４７４８３６４８的控制字段格式；

———增加了可选功能的一些选项以及可选功能的使用；

———增加了帧检验序列协商规则。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Ｈ均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翠、黄家英、张晖、徐冬梅、郭楠、卓兰。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７４２１—１９８７，ＧＢ／Ｔ７４９６—１９８７，ＧＢ／Ｔ７５７５—１９８７，ＧＢ／Ｔ１４４００—１９９３，ＧＢ／Ｔ１５６９８—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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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高级数据链路控制（ＨＤＬＣ）规程是为进行同步或起／止、码透明的数据传输而设计的。两个数据站

间进行码透明数据通信的正常周期由数据源到数据宿信息帧的传送和反向确认帧的传送组成。通常在

包含数据源的数据站接收到确认之前，应把原来的信息保存在存储器中，以便需要重传时使用。

在要求它的这些情况下，数据源和数据宿间的数据顺序完整性用编号方法实现。该编号在本标准

规定的模数内循环，编号单位以帧计。数据链路上每个数据源／数据宿的组合采用独立的编号方法。

数据宿采用把所期望的下一个顺序编号通知数据源的办法来实现确认功能。这种确认功能可用一

个单独的无信息的帧或在有信息的帧的控制字段内来实现。

ＨＤＬＣ规程适用于不平衡和平衡数据链路。

不平衡数据链路

一条不平衡数据链路包含两个或多个数据站。为了达到控制目的，数据链路上有一个数据站负责

组织数据流并负责处理不可恢复的数据链路层差错情况。负有这种责任的站，在不平衡连接方式数据

链路中称为主站，在不平衡无连接方式数据链路中称为控制站。主站／控制站发送的帧为命令帧。数据

链路上其他的数据站在不平衡连接方式数据链路中称为次站，在不平衡无连接方式数据链路中称为辅

助站。次站／辅助站发送的帧为响应帧。

为了在主站／控制站和次站／辅助站间进行数据传送，考虑两种数据链路控制情况（见图 Ａ 和

图Ｂ）：

第一种情况：包含数据源的数据站执行主站／控制站数据链路控制功能并通过选择型命令来控制包

含数据宿的具有次站／辅助站数据链路控制功能的数据站。

第二种情况：包含数据宿的数据站执行主站／控制站数据链路控制功能并通过探询型命令来控制包

含数据源的具有次站／辅助站数据链路控制功能的数据站。

信息从数据源流向数据宿，而确认总是以相反方向发送。

这两种控制情况可以组合，因此在数据链路上能进行双向交替或双向同时的通信。

图犃　不平衡数据链路功能（情况１）

图犅　不平衡数据链路功能（情况２）

平衡数据链路

一条平衡数据链路只包含两个数据站。为了达到控制目的，每一个数据站都负责组织数据流并负

责处理各自发起的传输中所产生的不可恢复的数据链路层差错状态。每一个数据站在平衡连接方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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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链路中都称为组合站，在平衡无连接方式数据链路中都称为对等站。它们都能发送和接收命令帧与

响应帧。

为了在组合站／对等站之间进行数据传送，可利用图Ｃ所示的数据链路控制功能。每一个组合站／

对等站中的数据源通过选择型命令控制另一个组合站／对等站中的数据宿。信息从数据源流向数据宿，

而确认总是以相反方向发送。每一个组合站／对等站都可利用探询型命令请求来自另一个组合站／对等

站的确认和状态响应。

图犆　平衡数据链路功能

数据链路配置

高级数据链路控制（ＨＤＬＣ）规程的类别是描述数据链路操作的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允许在各种逻

辑配置和物理配置的数据站间进行同步的或起／止的、码透明的数据传输。这些规程类别在整个

ＨＤＬＣ体系结构中，以一致的方式定义。本标准目的之一是在不平衡规程、平衡规程和无连接规程的

基本类别间保持最大限度的兼容性，这对具有可配置能力的数据站特别需要，这些数据站按特定通信实

例的要求，可具有主站、次站、组合站、控制站、辅助站或对等站的特征。

本标准定义了五种基本的规程类别（两种不平衡的、一种平衡的和两种无连接的），不平衡类别适用

于专用或交换的数据传输设施上，点对点和多点两种配置（见图Ｄ，使用主站／次站术语）。不平衡类别

的特征是数据链路的一端只有一个主站，而另一端有一个或多个次站，数据链路的管理由主站单独负

责，因此，称为“不平衡”规程类别。

图犇　不平衡数据链路配置

不平衡无连接类别适用于专用或交换的数据传输设施上的点对点配置，或专用数据传输设施上的

点对多点配置（见图Ｄ，使用控制站／辅助站术语）。不平衡无连接类别的特征是数据链路的一端只有一

个控制站，而另一端有一个或多个辅助站。控制站负责决定辅助站何时被允许发送。控制站和辅助站

都不支持任何形式的连接建立／断开规程、流量控制规程、数据传输确认规程或差错恢复规程，因此指定

“无连接”规程类别。

平衡类别适用于专用或交换的数据传输设施上的点对点配置（见图Ｅ，使用组合站术语）。平衡类

别的特征是在一条逻辑数据链路上，有两个称为组合的数据站，它们对数据链路的管理负有同等责任。

因此称为“平衡”规程类别。

图犈　平衡数据链路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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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无连接类别适用于专用或交换的数据传输设施上的点对点配置（见图Ｅ，使用对等站术语）。

平衡无连接类别的特征是在一条数据链路上，有两个称为对等站的数据站，它们分别独立控制其何时发

送。每个对等站都不支持任何形式的连接建立／断开规程、流量控制规程、数据传输确认规程或差错恢

复规程，因此指定“无连接”规程类别。

对于每种规程类别，可按照该类别基本表上具备的命令和响应能力，规定一种操作方法。同时，还

列出了各种不同的可选功能。并定义了使用这些可选功能的规程上的描述。

应该认识到，用本标准定义的不平衡规程类别，可以在一条单一的数据电路上，构成对称的配置来

进行工作。例如，将两个不平衡的规程，按相反的方向组合起来（Ｉ帧只用作命令），就能形成对称的点

对点配置（见图Ｆ）。

图犉　对称数据链路配置

这些 ＨＤＬＣ规程把交换标识符（ＸＩＤ）命令／响应帧定义为交换数据链路信息的一种可选功能（标

识、参数、功能能力，等等）。定义了通用ＸＩＤ帧信息字段的内容和格式。

这些 ＨＤＬＣ规程还规定了被两个数据站用来在逻辑数据链路建立之前相互确定数据链路层地址

的参数和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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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系统间远程通信和信息交换

高级数据链路控制（犎犇犔犆）规程

１　范围

本标准为采用面向比特的高级数据链路控制（ＨＤＬＣ）规程的数据通信系统规定了帧结构、规程要

素、规程类别、通用交换标识符（ＸＩＤ）帧的内容和格式以及交换环境中数据链路层地址决定／协商的

手段。

　　注：涉及到 ＨＤＬＣ控制规程的短语“面向比特”的使用与用于 ＨＤＬＣ控制目的的各种子字段的非整数个比特的指

派有关。然而，作为整体的帧可能为了传输目的由面向八位位组的单元构成（例如，起／止方式）。

帧结构部分定义了基本帧格式和非基本帧格式的各种组成部分的相对位置。还定义了用来获得在

帧内比特模式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均具有独立性（透明性）的机制。此外，还规定了三种帧检验序列

（ＦＣＳ），定义了地址字段的扩充规则，并描述了编址可用约定。

规程要素部分为在两个方向上使用独立帧编号的同步或起／止代码透明数据传输规定了数据链路

控制规程要素。

根据次站、辅助站、对等站或组合站收到命令时所发生的动作特定地定义了这些 ＨＤＬＣ规程要素。

本标准应用范围比较广泛，例如，用在通常具有缓冲能力的数据站之间进行的单向、双向交替或双

向同时的，包括在不同类型（如多点／点对点、全双工／半双工、交换／非交换、同步／起／止等）的数据电路

上工作的数据通信。

所定义的ＨＤＬＣ规程要素可作为建立不同类型的控制规程的共同基础。本标准不定义任何单个

系统，也不应将它看作为某个数据通信系统的规范。对特定的系统实施，并非所有的命令或响应都

需要。

规程类别部分描述了用于同步或起／止数据传输的 ＨＤＬＣ不平衡规程类别、ＨＤＬＣ平衡规程类别

和ＨＤＬＣ无连接规程类别。

对于不平衡类别，数据链路由一个主站加上一个或多个次站组成，并在点对点或多点配置中以正常

响应方式或异步响应方式操作。对于平衡类别，数据链路由两个组合站组成，并在点对点配置中以异步

平衡方式操作。对于不平衡无连接类别，数据链路由一个控制站加上一个或多个辅助站组成，并在点对

点或多点配置中以不平衡无连接方式操作。对于平衡无连接类别，数据链路由两个对等站组成，并在点

对点配置中以平衡无连接方式操作。在每种情况下都定义了命令和响应的基本表。但是，数据链路的

能力，可用可选功能加以修改。

平衡操作预期用于数据链路任何一端都要求有相等控制的环境。按照整个 ＨＤＬＣ的体系结构来

包括这些操作要求。

通用交换标识符（ＸＩＤ）帧部分的内容和格式建立在ＸＩＤ帧的主要用途是在两个或多个 ＨＤＬＣ站

之间交换数据链路信息的事实上。对于本标准，数据链路信息应包括任何一个或全部基本操作特征，例

如有关的每个站的可选功能和设施的标识、鉴别和／或选择。当一个或多个站能够提供多种选择时，本

标准为建立操作特征定义了单次交换协商规程。

本标准为在需要通信的双方之间建立至少一个数据链路连接提供交换所需信息的手段。本标准为

此目的描述了通用ＸＩＤ帧信息字段内容和格式。

本标准只定义了与基本 ＨＤＬＣ标准有关的信息编码。提供了在已定义基本参数的协商的同时允

许把通用ＸＩＤ帧信息字段用来协商单个ＸＩＤ交换中的私有参数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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