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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IEC/IEEE8802-1AS:2014《信息技术 系统间的远程通信和信息交换 局

域网和城域网 第1AS部分:桥接局域网用时间敏感应用的定时和同步》。
本文件与ISO/IEC/IEEE8802-1AS:2014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增加了10GEPON、XGPON和10GPON等PON技术。国际标准原文中仅介绍了EPON相

关技术,而我国在PON相关技术领域内已升级至10GEPON、XGPON等10GPON,因此增

补了10GEPON和XGPON技术,并增加了对YD/T2375—2019的规范性引用,以适应我国

的实际使用情况(第5章)。
———更改IPSec技术为TLSec技术。IPSec技术是三层隧道加密协议,是IETF采用的安全方案。

TLSec技术是基于三元对等架构的有线局域网媒体访问控制安全,是国家标准GB/T15629.3
采用的安全方案,因此将IPSec技术替换为TLSec技术(第15章)。

———更改了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15629.11代替了ISO/IEC8802-11,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5629.3代替了IEEE802.3(第2章)。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在本文件3.15中,增加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为被认可的标准时间源的示例;
———为符合GB/T1.1—2000的相关规定,将国际标准原文的1.1和1.2进行了合并,相关技术内

容保持一致;
———为与我国技术发展相适应,删除了国际标准原文中15.5中的管理信息库代码。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重庆邮电大学、上海芯问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省计算

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昆山睿翔讯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华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电信规

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深圳赛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赛西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华东分院、北京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雷根、杨宏、卓兰、谢昊飞、郭雄、李刚、黄庆卿、李敏、王婷、郭春扬、韦锦驹、

张焱、张弛、李家京、孙旭、袁涛、张岳、马磊、汪炎、李仁刚、张旭东、张闯、刘云淮、苏玥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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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系统间远程通信和信息交换
局域网和城域网 桥接局域网用时间

敏感应用的定时和同步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用于桥接局域网和虚拟桥接局域网的时间敏感应用满足同步要求的协议和过程,包
括在网络组件正常运行、添加、删除、失效以及网络重新配置的情况下,进行时间同步维护。

本文件适用于使连接到桥接局域网站点的时间敏感应用能够满足各自抖动、漂移和时间同步的要

求,包括涉及传递到多个端点及多个流的时间敏感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5629.3 信息技术 系统间远程通信和信息交换 局域网和城域网 特定要求 第3部

分:带碰撞检测的载波侦听多址访问 (CSMA/CD)的访问方法和物理层规范(GB/T15629.3—2004,
ISO/IEC/IEEE8802-3:2000,MOD)

GB15629.11 信息技术 系统间远程通信和信息交换 局域网和城域网 特定要求 第11部

分:无线局域网媒体访问控制和物理层规范(GB15629.11—2003,ISO/IEC/IEEE8802-11:1999,
MOD)

GB/T25931—2010 网络测量和控制系统的精确时钟同步协议(IEC61588:2009,IDT)
YD/T2375—2019 高精度时间同步技术要求

ISO/IEC/IEEE8802-1Q:2020 信息技术 系统间远程通信和信息交换 局域网和城域网 第

1Q部分:桥接和桥接网络(Telecommunicationsandexchangebetweeninformationtechnologysys-
tems—Requirementsforlocalandmetropolitanareanetworks—Part1Q:Bridgesandbridgednet-
works)
IEEE802.1ag:2007 局域网和城域网 虚拟桥接局域网 勘误5:连通性故障管理(Localand

metropolitanareanetworks—VirtualbridgedLocalAreaNetworks—Amendment5:Connectivity
FaultManagement)

IEEE802.1D:2004 局域网和城域网 媒体访问控制(MAC)网桥(Localandmetropolitanarea
networks—MediaAccessControl(MAC)bridges)

IEEE802.3av:2009 信息技术 第3部分:修订1:10gb/s无源光纤网络物理层规范和管理参数

(Informationtechnology—Part3:Amendment1:PhysicalLayerSpecificationsandManagementPa-
rametersfor10Gb/sPassiveOpticalNetworks)

IEEEP802.11v 信息技术 系统间远程通信和信息交换 局域网和城域网 特定要求 第11部

分:无线局域网媒体访问控制和物理层规范 修订8:IEEE802.11无线网络管理。(Informationtech-
nology—Telecommunicationsandinformationexchangebetweensystems—Localand metropolitan
areanetworks—Specificrequirements,Part11:WirelessLAN MediumAccessControl(MAC)and
PhysicalLayer(PHY)Specifications—Amendment8:IEEE802.11WirelessNetwork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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