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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光网发展里程碑

2011年发布“宽带中国光网城市”战略

2012年上海电信建成国内光网第一城

2013年骨干网大规模部署100G波分系统

2015年四川电信建成国内首个全光网省

覆盖全国超5亿住宅，40万+行政村

100G波分覆盖全国31省

率先实施光进铜退

率先规模部署100G波分系统

2016年启动长江中下游ROADM网络

2018年上海电信建成全球首个千兆城市

2019年建成覆盖全国的政企OTN精品网和ROADM网

2020年广西电信建成全球首个千兆光网省

千兆光网覆盖280城市

政企OTN覆盖200+城市

规模推进千兆光宽升级

建成全球最大的全光网络

2023年实现城区及发达乡镇千兆覆盖

2024年基于50G-PON探索万兆应用

2025年重点行政村具备千兆能力，FTTR规模应用

2026年400G ROADM规模商用

“三千兆”引领，光联万物

千兆普及，全光网无缝覆盖

奠定云网融合基础

十二五

十三五

十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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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全光网2.0，全面向”三化六光”演进

全光网2.0目标技术架构 “三化六光”内涵

架构扁平化
从国干、省干、城域、接入等多层架构向
“骨干+城域”两层架构演进

网络全光化
光网络在传输、接入全光化的基础上，实现
交换路由全光化

运营智慧化
自主掌控全光网端到端的自动化和智能化运
营能力

安全可靠大容量全光传输

六光
绿色低碳低时延全光交换

泛在超宽全场景全光接入

灵活高效确定性业务承载(全光承载)

自动智能数字化智慧化运营(全光智治)

云网融合开放性全光网络（全光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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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扁平化 -基于ROADM构建以DC为中心的多层次时延圈

➢ 骨干全光网“多层+分域”的立体扁平化网络架构

➢ 打破传统以行政区域为主的网络架构，计划通过提升西部枢纽节点在网络中的层级，东西部直达链路等多种手段，降低东

部主要城市到西部枢纽节点的时延，从而构建以DC为中心的多层次时延圈。



5

网络全光化 - 400G高速大容量全光传输日趋成熟

工艺 5nm7nm16nm

第一代400G

实验室：600km 
城域

2015 2018 2020

第二代400G

实验室：1000km
城域/骨干

第三代400G

实验室：2000km
骨干

2018 2020 2023~24年份

400G技术发展代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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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一体化阶段一 C+L一体化阶段二 C+L一体化阶段三

4.采用C6T+L6T一体化全光交换技术，实现

系统80个波长间具备任意调谐、调度，结

合集中计算+分布式控制WSON控平技术，

最大程度上发挥ROADM全光交换能力

2.结合C6T+L6T波段

技术，支持80波系统

以及单纤容量32T，

系统容量翻倍

3.单比特功耗进一步

降低，预估为100G

技术的2/3，更符合

绿色低碳发展要求

1.单波速率达到

400G，能够满足

400GE以太网业务

单波长承载需求

总体情况

• 400G全光传输技术目前已基本成熟，现网部署预计
采用多波段高性能调制传输技术，助力打造高速大
容量的全光运力底座

• 400G系统常结合多波段传输技术，实现一体化传输

未来规划

• 国内运营商正在积极推动400G传输系统的（试）商
用，待技术成熟后会进一步推动大规模部署

• 400G全光传输系统的一体化需产业链的支持，预计
2026年可基本成熟，实现全光网一体化架构与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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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全光化 -盒式波分助力光网络开放解耦

◼ 自主研发盒式波分系列产品，定位解决全光网2.0城域波分应用和大带宽数据中心互联应用（DCI、多AZ）场景，面向DCI场

景提供自有品牌的云间互联产品与服务，助力打造城域高品质全光网底座

◼ 光层开放、电层自由接入，实现光电解耦，构建光网开放新生态；控制器统一定义标准接口，多厂商设备直接管理，统一纳管，

实现软硬解耦

◼ 盒式波分系列产品已规模应用

推动开放解耦

降低城域波分组网成本

传统框式波分

价格贵、尺寸大、功耗高

助力云网融合

适配DC化机房

盒式波分（DCI-BOX）

降成本、盒式化、低碳节能

散热方式：前后风道，适配DC环境

供电灵活：DC -48V、AC 220V、HDC 

240V

4G/5G

政企

乡镇/综合
业务接入区

核心枢纽

盒式波分控制器
工业

家宽

骨干传输网

定制化盒式波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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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域传输网

产品2022年入选《中央企业科技创新成果》，目前已推动城域波分建网成本降低40%以上，可在城域波分的现网建设中实现长效降本和自主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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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全光化 - M-OTN/OSU技术走向商用化阶段

• 大量高价值专线业务依旧保持GE以下的小颗粒属性，现有OTN小颗粒业务承载方案存在设备容量不足、带宽

调整不灵活、业务承载方式繁多等问题。

• 中国电信联合业界提出以OSU为核心的M-OTN技术体系，为下一代城域传送网提供低时延、大容量、灵活带

宽配置的综合业务承载方案。

• 中国电信在M-OTN/OSU产业发展中引领技术和标准发展，联合产业链上下游各方打造完整的生态圈，积极推

进M-OTN/OSU的规模部署和应用。

2023年4月，在安徽电信完成业界首次跨厂商、跨地市的现网
设备OSU平滑升级试验，验证了OSU技术的规模商用部署能力

M-OTN/OSU现网试点

SDH停建退
网和小颗粒
专线业务承
载需求驱动
OTN网络下
沉到网络边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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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全光化 - 50G-PON技术趋近成熟，可打造“万兆”网络能力

◼ 50G-PON实现“万兆”光接入网络底座的关键技术，可为云网融合新应用、VR/AR、机器视觉等新业务提供灵活高速带

宽接入能力；中国电信牵头50G-PON系列标准，提出了基于多模多代际光模块的50G-PON升级方案，均已纳入国际标准，

引领关键技术研究和突破；中国电信已分阶段有序开展现网试验，持续引领和推动产业发展和先进应用。

一阶段现网试验10GE/50G-PON覆盖5省6地市
二阶段现网试验GPON/XG-PON/50G-PON覆盖多省

相继发布50G-PON白皮书

第七届未来网络发展大会
《面向万兆接入的50G-PON技术》

5.17上海电信发布
《50GPON全光万兆发展白皮书》

50G-PON ONU

8K云游戏

协作办公

光显远程教育

8K视频

办公

娱乐

健
康

4K远程会议

教育

智
能
家
居

健康感知

沉浸XR游戏/视频/购物

裸眼3D通话

智能照明

沉浸XR教育

智能安防
智能家电

沉浸XR办公

家庭诊所
手环健
康检测

“万兆”网络

50G-PON 光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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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全光化 - 光纤到房间(FTTR) 蓬勃发展

• 基于光纤的室内组网技术，构建全新的室内局域网形态，呈现引领未来家庭/行业网络变革的迹象

• 新的、更贴近用户的运营商网络入口，（超）千兆接入能力延伸入室内，提升千兆用户感知和业务体验

• FTTR-H已规模应用部署，FTTR-B产业和市场正在积极培育

承载网

管理平台

FTTH/O
PAD 打印机

PC
摄像头

手机

用户体验提升主从设备解耦 Wi-Fi协同覆盖全光泛在连接

P2MP方案

主设备（房间1）

从设备 (房间2)

分光器
从设备 (房间3)

从设备 (房间4)

10G-PON 2.5G
10G

校园办公解决方案及效果

三楼

二楼

一楼
640Mbps

609Mbps
1091Mbps

广覆盖：支持在宿舍、

教室等校园多个区域高

并发接入，稳定性好

优体验： Wi-Fi 6速度

快，信号强，漫游无卡

顿，带宽达套餐承诺值

有粘性：专线延伸到企

业组网服务，增强用户

黏性

2B 直播带货

酒店融合园区覆盖

行业应用

海外加速 游戏加速

天翼看家 NAS业务

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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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全光化 - 工业PON规模应用，构筑工业连接可信光底座

◼ 行业首创：中国电信行业内牵头提出工业PON理念、架构、及技术方案，为工厂数据的接入和传输提供可信网络通道

◼ 全光架构：一网到底（生产/办公/安防/无线全覆盖）、一网承载（数据/语音/视频/监控全承载）、一网融合（数采/AI/MEC全融合）

◼ 技术领先：首创工业PON确定性技术体系，满足工业场景对网络带宽、时延抖动和高可用性等确定性需求，达国际先进水平

面板ONU

工控机 工控机 监控

盒式ONU

制
造

办公

PC

安防

AP

盒式
ONU

面板
ONU

门禁 打印机会议

核心交
换机

2:N 光分
双归属保护

制造网OLT

核心交
换机

2:N 光分
双归属保护

安防网OLT

核心交
换机

2:N 光分
双归属保护

办公网OLT

工业PON自
服务平台

⚫ 案例情况：厂区14万平方米，13000个信息点，采用完整的中国

电信工业PON技术体系，应用自研的工业PON自服务平台

⚫ 案例特点：降低部署成本、提升网络性能、实现网络自主管控

3C制造：大型新建工厂案例 冶金制造：工业控制应用案例

⚫ 案例情况：基于工业PON承载镁炉延炼的能耗控制业务，采用

中国电信工业PON确定性技术体系，应用自研工业PON产品

⚫ 案例特点：控制效果稳定在60微秒，每年节电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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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智慧化 - 解耦、开放、重构

光层（OLS20）

电层（OTE20）

控制器
（ONC20）

盒式波分控制器 工业PON自服务平台

算网融合

东数西算

基于SDN理念自主开发，已在多省部署了UMS，盒式波分控制器，工业PON自服务平台等产品。积极推动管控接口标准化，

完成网元直控和多厂商设备的统一纳管。从源头提升网络数据采集质量，提升管控效率，为智能化奠定了基础。

接入型OTN统一管控系统

数字化智能运营底座(OT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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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智慧化 - 智能化提升运维效率

态势感知 故障溯源

流程

通过态势感知技术对光纤光缆“哑资源”进行智能监测和数字化管理，提前识别并排除潜在隐患；通过故障根因分析技术分

析海量告警数据，自动定位故障位置，形成高效、智能、安全的智慧运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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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探索-全光化

未来，对新型光纤进行探索以应对容量增长需求，降低建设成本、设备成本和功耗、满足客户对时延的需求；探索下一代更高

速PON系统，提升系统容量；将下一代全光网络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至自由空间光通信，使全光网成为空天地一体化网络。

研究多芯光纤和少模光纤的应用场景与系统需求，关注高效
率放大、低损快速熔接、低损低串扰器件发展

空芯光纤传输系统空分复用传输系统

研究空芯光纤系统，关注并推动光缆制备、低损耗低回损熔
接、部署与运维等技术的发展

研究大气光通信、卫星间光通信和星地光通信，使全光网成
为空天地一体化网络

自由空间光通信

Tu3H.1.pdf OFC 2017

研究200G系统容量及以上的下一代PON系统架构、关键调
制技术，关注核心光电技术发展

下一代PON VH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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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探索-智慧化

共芯共波长传输

光网络数字孪生

光网络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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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理网络上建立镜像网络，支撑光网络全生命周期智能化

构建光网络大模型，助力 L5 级自智网络达成。

基于通信传感一体化系统架构，实现高速率通信与通信状态监测

通感一体

通感一体，光网络数字孪生、光网络大模型等新型技术，将为光网络智慧化转型持续赋能

ALARMGPT 意图驱动光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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