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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ＳＯ／ＩＥＣ８０７３：１９９７《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提供连接方式运输服务的协议》

和其修正案ＩＳＯ／ＩＥＣ８０７３：１９９７／Ａｍｄ１：１９９８，本标准对国际标准进行了必要的编辑性修改。

修正案ＩＳＯ／ＩＥＣ８０７３：１９９７／Ａｍｄ１：１９９８对标准正文的表６、１２．２．３．２、１４．２、１４．３、１４．４、Ｃ．６．２、

Ｃ．９．３、Ｃ．９．４、Ｃ．９．５和第Ｃ．１０章进行了修改，在相应条文的右方用“｜｜”标记。

ＧＢ／Ｔ１２５００—１９９０是参照ＩＳＯ８０７３：１９８６而制定的，本标准是ＧＢ／Ｔ１２５００—１９９０的修订版。我

国没有制定与国际标准第２版和第３版对应的国家标准。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２５００—１９９０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变更标准名为《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提供连接方式运输服务的协议》；

———本标准不对内容进行分篇，前一版本标准分为三篇；

———本标准正文添加了无连接方式网络服务的技术内容；

———本标准的附录Ａ增加了无连接方式网络服务的内容；

———本标准增加了附录Ｂ网络连接管理子协议的内容；

———本标准增加了附录ＣＰＩＣＳ形式表的内容；

———本标准的附录Ｄ校验和算法采用原标准的附录Ｂ；

———本标准增加了附录Ｅ在连接方式和无连接方式网络服务上运行４类的状态表的内容。

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和附录Ｅ是规范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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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楠、徐冬梅、张翠、张晖、卓兰。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２５００—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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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是为了便于信息处理系统互连而制订的一组标准之一。这组标准包括为完成这种互连所要

求的服务和协议。

按照开放系统互连基本参考模型（ＧＢ／Ｔ９３８７．１）定义的各层及其他有关标准来确定运输协议标准

的位置。本标准与运输服务标准（ＧＢ／Ｔ１２４５３）联系最为紧密，并处于其应用范围之内。它还使用和参

考网络服务标准（在我国国家标准制定前参考ＧＢ／Ｔ１５１２６），以便实现运输协议的目标。这些标准之

间的相互关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　运输协议和相邻服务之间的关系

　　本标准详细说明了公共编码及用于各种不同网络服务质量的各类运输协议规程。

本标准旨在力求使运输协议简单而通用足以适应所有可能的网络服务质量，但又不限制将来的扩

充。

将本协议分成几个协议类，是为了尽可能减少不兼容性和降低实现的费用。

根据为两个会话实体互连提供所要求的服务质量的运输服务和网络服务来选择协议类（为提高服

务质量每类协议提供不同的功能集）。

本标准定义了可用来优化网络收费和提高下列服务质量的机制：

ａ）　不同的吞吐量；

ｂ）　不同的差错率；

ｃ）　数据完整性要求；

ｄ）　可靠性要求。

本标准既不要求一个具体实现使用所有这些机制，也不规定测量获得的服务质量的方法和在服务

质量降级之后决定何时释放运输连接的准则。

本标准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提供一组通信规则，这组通信规则以对等实体在通信时所执行的若干规

程来表达。这些通信规则旨在为下列各种用途提供坚实的开发基础，即：

ａ）　作为实现者和设计者的指南；

ｂ）　供设备测试和采购时使用；

ｃ）　作为准许系统接入开放系统环境的一部分协定；

ｄ）　加深对ＯＳＩ的理解。

由于期望本标准的最初用户将是设备的设计者和实现者，因而它在其注解或附录中包含对实现标

准中的各种规程的指导。

宜指出，由于有效的协议序列数量巨大，所以要用当前的技术来验证一个具体实现能在任何环境下

正确地执行本标准所规定的协议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测试，可以相信一个具体实现在典型环境下正

确执行本协议。然而，当两个具体实现不能通信时，本标准可用来确定是其中一方还是双方没有正确执

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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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内有一篇是有关实现本标准各规程的设备的一致性声明。为了验证特定实现的一致性，有

必要对给定ＯＳＩ协议实现的能力和选项进行声明。这样的声明称为协议实现一致性声明（ＰＩＣＳ）。附

录Ｃ提供了ＰＩＣＳ形式表。要注意的事实是，标准中不包含论证本一致性的任何测试。

本标准内可用的各种变体和选项对于在各种网络服务质量上为广泛应用提供运输服务是必不可少

的。于是，一个最低限度遵守协议的具体实现将不适于在所有可能的环境中使用。为此，为提供或要求

的选项条文或预先规定的或预期使用的条文来限制对这个标准的所有引用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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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提供连接方式运输服务的协议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

ａ）　运行在连接方式网络服务上的五类规程：

１）　０类：简单类；

２）　１类：基本差错恢复类；

３）　２类：复用类；

４）　３类：差错恢复和复用类；

５）　４类：差错检测和恢复类。

这五类规程是为从一个运输实体向对等运输实体传送连接方式的数据和控制信息而规定的。

ｂ）　运行在无连接方式网络服务上的一类规程（第４类）；

ｃ）　协商运输实体使用的规程类的方法；

ｄ）　用于传送数据和控制信息的运输协议数据单元的结构和编码。

各规程从下列几个方面来定义：

ⅰ）对等运输实体间通过交换运输协议数据单元进行的交互；

ⅱ）在同一系统中，运输实体和运输服务用户之间通过交换运输服务原语进行的交互；

ⅲ）运输实体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通过交换网络服务原语进行的交互。

这些规程是在本标准的正文中规定的，附录Ａ中的状态表对本标准作了补充。

这些规程适用于支持 ＯＳＩ参考模型运输层和希望在一个开放系统环境中互连的系统间通信的

实例。　　

第１４章规定了系统实现这些规程的一致性要求，并提供ＰＩＣＳ形式表以符合这些相关的要求，其

与ＩＳＯ／ＩＥＣ９６４６２给出的相关指导一致。它不包含能用来验证这种一致性的测试。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２．１　等同的国际标准

ＧＢ／Ｔ１２４５３—２００８　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运输服务定义（ＩＳＯ／ＩＥＣ８０７２：１９９６，ＩＤＴ）

ＧＢ／Ｔ１５１２６—２００８　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网络服务定义（ＩＳＯ／ＩＥＣ８３４８：１９９７，ＩＤＴ）

２．２　技术内容上相等的成对标准

———ＣＣＩＴＴ建议Ｘ．２００（１９８８）ＣＣＩＴＴ应用的开放系统互连参考模型

ＧＢ／Ｔ９３８７．１—１９９８信息处理系统　开放系统互连　基本参考模型　第１部分：基本模型

（ｉｄｔＩＳＯ／ＩＥＣ７４９８１：１９９４）

———ＣＣＩＴＴ建议Ｘ．６５０（１９９２）开放系统互连　基本参考模型的命名和编址

ＧＢ／Ｔ９３８７．３—１９９５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基本参考模型　第３部分：命名与编址（ｉｄｔ

ＩＳＯ／ＩＥＣ７４９８３：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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