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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ISSU（In-Service Software Upgrade，不中断业务升级）是一种可靠性高的升级设备启动软件的方

式，保证升级过程中业务不中断。 

随着网络在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一些关键的网络中，短暂的网络中断也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因此用户对网络设备操作系统可靠性的要求越来越高，需要网络设备具有更长的持续运行时间。而

软件升级又是网络设备的常用操作，保证软件升级时业务不中断对网络设备至关重要。 

Comware V7 根据不同的升级需要，支持多种升级策略，本文将介绍各种升级策略在软件升级时的

实现原理。 

2  软件升级 

2.1  软件包 

2.1.1  基本概念 

• BIN 包：是软件特性的基本单元，每个 BIN 包均提供特定的功能。用户通过操作 BIN 包来完

成业务的新增、删除以及版本更新。 

• IPE 文件（Image Package Envelope，复合软件包套件）：是多个 BIN 包的集合。将多个 BIN
包整合成一个 IPE文件对外发布，以减少不同类型BIN包之间的版本管理问题。用户获取 IPE
文件后，用户可直接使用 IPE文件更新设备软件，也可以使用 display install ipe-info

命令查看该 IPE 文件中包含了哪些 BIN 包，然后通过 install add 命令将 IPE 文件解压生

成 BIN 包，再利用 BIN 包更新设备软件。 

2.1.2  BIN 包类型 

BIN 包按功能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 Boot 软件包：包含操作系统内核的包，提供进程管理、内存管理、文件系统、应急 shell 等功

能。 

• System 软件包：软件基础包，包含设备运行必须的模块和基本功能模块，比如设备管理、接

口管理、配置管理和路由模块等。 

• Feature 软件包：用于业务定制的软件包，能够提供更丰富的业务。是否支持 Feature 包以及

支持哪些 Feature 包与设备的型号有关。 

• 补丁包（Patch 包）：用于在不重启设备的情况下快速修复系统 Bug。补丁包只能修复启动软

件包的缺陷，不涉及功能的添加和删除。所以补丁包只有安装而没有升级的说法。补丁包分为

叠加补丁包和非叠加补丁包，具体定义如下： 

 叠加补丁包：两个版本的叠加补丁包之间所解决的问题可以是包含、不包含或不完全包含

的关系。只有当两个版本的叠加补丁包之间所解决的问题为不包含的关系时，设备才可以

同时安装这两个补丁包。 

 非叠加补丁包：新版本的补丁包包含旧版本的补丁包所解决的所有问题，每个 Boot、System
和 Feature 包只能安装一个非叠加补丁。为同一个 Boot、System 或 Feature 包安装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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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丁包的同时，设备会卸载旧版本的补丁包。为 Boot、System 或 Feature 包安装的非

叠加补丁包可以同时安装在设备上。 

 

• 叠加补丁包和非叠加补丁包可以同时安装到设备上。 

• 设备必须具有 Boot 包和 System 包才能正常运行。 

 

引入软件包概念，便于软件的管理和维护。将系统软件中比较稳定的基础进程和相对比较活跃的业

务进程分离。通常情况下，不需要升级基础进程，只需升级部分业务进程，而且，业务进程之间互

相独立，当某业务需要版本更新时，只需升级该业务对应的软件包即可，不用升级所有模块，从而

不会对其它业务造成影响。 

2.2  ISSU升级策略 

软件在发布的时候，开发会根据当前版本和历史版本是否兼容以及兼容的程度，制定升级策略。ISSU
升级策略分为兼容升级和不兼容升级。兼容升级又分为：增量升级、软重启升级和重启升级。 

进行 ISSU 升级时，设备会根据新、旧软件版本差异自动选择一种升级策略。如果选择的是兼容升

级，则能实现升级过程中业务不中断；如果选择的是不兼容升级，虽然升级过程中不可避免业务中

断，但可以减少中断时间。本文重点讨论兼容版本的 ISSU 升级。 

1. 增量升级 

增量升级是通过分析升级前后版本间的差异，仅对差异部分的进程实施升级。该升级方式对系统影

响最小、升级速度最快，为 ISSU 升级的最佳方式。 

2. 软重启升级 

软重启升级的实质为将系统运行瞬间的数据（运行数据、配置数据、硬件数据）和状态全部保存在

内存中，再使用新软件重启 CPU，重启期间硬件继续提供转发能力。CPU 重启后使用上次保存的

数据、状态继续运行。对于需要实时和对端交互协议报文来保持连接的，则通过协议代理进程来确

保在软重启升级过程中连接和协议状态不受影响。相比增量升级而言，软重启影响了本 CPU 上运

行的所有模块，升级时间较长。软重启升级一般在新旧版本软件差异较大时实施。 

3. 重启升级 

重启升级是通过重启本主控板（包括 CPU 和转发芯片）加载新软件的方式完成升级。重启升级只

有在设备同时具有主用主控板和备用主控板时才能做到 ISSU，如果设备只有主用主控板没有备用

主控板，则该方式无法保证在升级过程中业务不中断。重启升级一般在新旧版本软件无法完全兼容

时实施。 

2.3  ISSU技术 

ISSU 是一种复杂的综合技术，每种 ISSU 的升级策略，都需要多种技术配合，才能达到 ISSU 的效

果。下面几章将分别介绍每种 ISSU 升级策略相关的主用技术，以及在各种场景下，这些技术如何

配合做到 IS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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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量升级 

3.1  相关技术 

3.1.1  模块化 

Comware V7 系统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各个网络服务功能分别运行各自的进程，每个进程可以单

独启动、终止。进程间运行空间隔离，单个进程的重启不会影响系统其他部分。 

模块化后，单个特性在系统运行过程中以新版本重启进程完成本特性的升级，而不需要重启整个系

统软件。 

模块化对系统的扩展性也有很大好处，很容易在不影响系统运行的情况下添加新功能。 

图1 Comware V7 模块化体系结构 

 

 

3.1.2  进程级 GR 

Comware V7 采用进程级的 GR 技术，实现进程级的重启恢复。即每个进程运行过程中进行备份，

重启时，与此进程相关的软硬件均不删除此进程的相关数据，待进程重新运行，恢复自身数据后，

与相关软、硬件进行数据平滑，保证运行状态一致，继续运行。整个重启过程中业务不中断，系统

其他部分功能不受影响，邻居设备不感知此过程。重启的服务只在重启期间不提供服务，重启后马

上恢复服务，且不影响重启前正在进行中的服务。 

进程级 GR 的冗余备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数据的备份，另一种是进程的备份。根据备份方式不同，

有两种进程级的 GR，单进程的 GR 和主备进程的 GR。 

• 单进程的 GR 时，进程运行过程中将必要的数据进行备份，备份数据保存在本地的内存数据库

中。当系统发现进程故障时，自动重启，进程重新启动后使用备份的数据恢复运行，最后与系

统中其他相关进程交互数据，以弥补重启期间可能缺失的变化事件，完成整个恢复过程。这种

方式对系统的要求少，占用资源少，一般用在盒式设备的进程或分布式设备接口板的进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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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单进程 GR 

 
 

• 主备进程的 GR 时，开启服务时会同时启动主备进程，备进程会实时接收主进程的状态，以随

时准备接替主进程运行。当系统发现主进程故障后自动重启主进程，但无需等待其重启，备进

程将升级为主进程，直接接替工作。当故障进程重启完成后，将工作在备状态，以备进程身份

运行。这种方式相对于单进程的 GR，恢复时间更短，可用性更高，但占用资源稍多，一般分

布式系统的主控板进程使用此方式。 

图3 主备进程的 GR 

 

 

通过支持进程级的 GR，使得特性升级时可以进行平滑的重启恢复，升级时其他特性不受影响，业

务不中断，而且不会对网络上其他设备的协议运行造成影响。 

3.2  技术应用 

3.2.1  增加特性 

加载新的功能包或者进行版本升级时，经常会增加一些新的特性。在 Comware V7 模块化的架构下，

只有用户使用的功能才会运行，未使用的功能并不运行，因此多数情况下这些新增的特性在升级后

并不会立即运行。这样增加新的特性对系统的运行没有任何影响，只是增加了一些功能，供用户在

升级后使用。而在用户使用这些新特性前，系统的运行与升级前完全一样。 

个别特性是缺省运行的，即不需要用户使能就开始运行，如果升级增加这些特性，会在升级完成后

将新增加的特性自动运行，同样不会对当前业务造成影响。 

3.2.2  删除特性 

功能包卸载或降级时，往往会删除一些特性，这些特性在降级后将不再提供。如果在降级前这些特

性并未运行，那么降级的操作仅仅影响系统可使用的功能范围，对系统的运行没有任何影响。如果

待删除的特性正在运行，会在降级时停止运行，但对其他特性不会有影响，即降级后版本中仍然提

供的特性业务不会中断。为了避免用户不必要的疑惑及减少对网络的影响，建议用户在降级前有步

骤的逐一停止这些降级后不再支持的特性。 

Process 1

active standby

HA

Process 2

Process n

HA

Process 1

Process 2

Process n

Process 1

active standby

HA

Process 2

Process n

HA

Process 1

Process 2

Process n

active standby

HA

Process 2

Process n

HA

Process 2

Process n

Process 1

active standby active



 

5 

3.3  技术实现 

3.3.1  未运行特性的升级 

功能包升级时有时是对当前未使用的功能进行升级，由于 Comware V7 中这些不使用的功能并不运

行，因此对这些特性进行升级，对系统运行没有任何影响，可以做到 ISSU。 

3.3.2  运行特性的升级 

(1) 对正在运行的特性进行升级，需要利用进程级的 GR 功能，平滑的终止当前运行的进程，启动

新版本的进程。 

如果升级特性在系统中存在主备进程，则需要分别先后对备进程、主进程进行升级。一般来说，

在分布式双主控的设备上运行在主控板的程序，以及 IRF 中运行在各逻辑主控板的程序有主

备进程。 

 备进程的终止重新运行对系统功能没有影响，可以直接在不影响系统的情况下完成升级。 

图4 备进程升级 

 

 

 主进程的升级使用主备进程的 GR 功能，通过主备进程倒换完成平滑的重启，升级后的进

程以备进程状态运行。 

图5 主进程升级 

 

 

(2) 在分布式单主控设备运行在主控板的程序、集中式设备及分布式设备接口板上运行的程序没有

备进程保护。这些进程升级需要利用单进程的 GR 技术做到 IS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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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单进程 GR 

 
 

4  软重启升级 
Comware V7 的大部分功能升级都可以使用增量升级方式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完成升级，但是如果升

级涉及软件核心部分，对每个单板还是涉及停止整个软件运行，再运行新版本软件的过程。为了让

这个过程中业务不中断，Comware V7 提供了软重启的升级方式。在软件升级过程中，只终止原有

版本的软件运行，重启运行新的版本，而硬件不复位，一直保持升级前状态不变，转发芯片仍然按

照原有转发表项进行数据转发。新版本运行后恢复重启前的配置、状态数据，直接接管对硬件的控

制，继续设备运行，整个升级过程中业务不中断。 

Comware V7 通过以下一系列相关技术的配合来完成各种场景下的软重启升级。 

4.1  相关技术 

4.1.1  软重启恢复 

在软重启中首先要做到升级后各进程可以继续运行，而不是重新以初始状态开始运行，即进行软重

启恢复。 

Comware V7 支持进程级的 GR，各进程运行过程中会根据需要将运行状态数据实时保存在内存数

据库中。但由于软件的重启，内存数据库中的数据无法在重启后仍然保有重启前的数据，因此在软

重启升级前，当各进程终止运行后，会将内存数据库中需要在重启后继续使用的数据进行持久化保

存，既将数据保存到非易失存储介质中。新版本软件启动后，在其他进程运行前，内存数据库恢复

先期保存到非易失存储介质中的数据。这样各进程启动时，可以从数据库恢复数据，继续程序运行。 

图7 软重启恢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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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协议代理 

一些控制协议会定时发送 Hello、keepalive 等保活报文，如果在一定时间内不能接收，会认为控制

中断而改变协议状态。为了防止升级过程中，由于控制程序短暂停止工作，使得保活报文不能及时

发出，造成不必要的网络动荡，Comware V7 增加了协议代理功能。在整个系统中选择一个正常运

行的单板启动协议代理服务，对升级软件中时间敏感的控制逻辑，临时交由代理服务帮助处理。 

其过程为：在软重启前启动代理服务，通知代理接管部分控制功能。在软件重启过程中，协议代理

完成重启板协议保活，发送所需报文。新版本启动后通知代理不再接管处理，各控制协议继续正常

运行。如图 8 所示。 

图8 协议代理处理过程 

 

 

4.1.3  报文重定向 

当对系统中一个单板进行升级时要保证其他单板的运行不受影响，这一方面通过进程级的 GR，保

证在升级时，不影响其他进程的运行；另一方面还要保证其他正常运行的单板可以正常收发报文，

即使此报文需要经过正在进行升级重启的单板，既做到本机通信不中断。 

对于发送报文，由于各板均有转发能力，而软重启时硬件仍然可以正常转发，因此可以直接将报文

通过硬件发送，升级时不会有影响。 

对于接收报文，Comware V7 会在单板软重启前，将从此单板接口接收的目的地为本设备的报文，

重定向到当前未进行升级操作的一个主控板，这样保证到本设备的所有报文都可以被接收，正常运

行的进程均不会丢失接收报文。当升级结束后，再取消重定向，将报文正常上送到单板本地 CPU
处理。 

4.1.4  系统级倒换 

对于有多个主控板的系统，可以通过逐板升级，保证至少有一个主用主控板对整个系统进行控制。

由于每个主控板都具有相同的全局控制功能，这样可以保证升级过程中这些对整个系统的控制功能

不中断。而各主控板控制权的平滑倒换，则依靠系统级的高可用性功能实现，以保证倒换的过程中

业务不中断。Comware V7 保留了整板倒换的系统级高可用性功能，可以保证主、备主控板倒换时

业务不中断。 

4.1.5  协议 GR 

当系统只有单一主控板、无法通过设备内协议的状态备份做到升级时的协议不中断，这时就需要使

用协议 GR 技术，以确保协议进程升级时的转发不中断，以及升级后进程数据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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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 GR 是一种保证转发业务在设备进行 IP/MPLS 转发协议（如 BGP、IS-IS、OSPF、LDP 和

RSVP-TE 等）重启或主备倒换时不中断的技术。它需要周边设备的配合来完成路由等信息的备份

与恢复。 

各种协议均有各自的 GR 协议标准，但原理都是类似的。首先和邻居设备协商 GR 能力，均具有

GR 能力，才在一方重启时启动 GR 恢复功能。GR 过程如下： 

(1) 当一方设备的协议重启时，此设备不会删除转发表项，仍然按照原有的转发表项转发报文。邻

居设备发现对端协议重启后，也不会删除从该设备学习到的路由，只将这些路由进行标记，仍

按照这些路由转发报文，从而确保协议重启时，报文转发不会中断。 

(2) 协议正常重启后，会重新与邻居建立会话，并进行信息交互。通过交互的信息，重启的协议恢

复路由信息；邻居设备确定哪些标记的路由可以恢复正常，而哪些需要删除。 

如果协议不能正常重启，邻居设备会在一定时间后删除所有标记的路由。 

4.2  技术应用 

4.2.1  接口板软重启 

接口板软重启时，由当前主控板启动代理功能完成重启接口板的保活，所有此接口板接口接收的到

本机的报文重定向到主控板处理。再配合接口板各进程的软重启恢复，做到业务不中断。软重启过

程如下： 

(1) 运行时各进程根据需要将运行状态数据实时保存在内存数据库中。 

(2) 软重启前将数据持久化，既将数据保存到非易失存储介质中。启动代理服务，通知代理接管部

分控制功能。完成数据接收位置的切换，将本板硬件接收的到本机的数据报文重定向到主控板，

以保证重启过程中未重启部分能正常收发报文。 

(3) 进行软件重启，停止老版本软件运行，加载运行新版本软件。重启过程中由于硬件未复位，因

此流量不中断。重启前的准备保证了其他板控制协议不中断，协议代理完成重启板协议保活。 

(4) 新版本启动后数据库恢复先期保存到非易失存储介质中的数据。 

(5) 各进程启动，从数据库恢复数据，通知代理不再接管处理，继续重启前的运行。应该本地接收

的数据切换回本板 CPU 处理。 

图9 接口板软重启过程 

 

 

通过以上软重启技术，使得整个升级过程转发业务不中断，未重启单板控制不中断，重启单板控制

协议可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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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双主控板软重启 

双主控板进行软重启升级时，通常采用主备板的倒换使运行在主控板的各种业务不中断，但是主控

板也有一些只在单个板运行的本地功能，这在 IRF 中更为明显，IRF 中的每个逻辑主控板通常也会

有业务口，因此包含接口板的全部功能。这些本地功能没有备份的进程，需要采用类似于接口板软

重启的方式进行软重启恢复。因此双主控升级时软重启技术与主备倒换技术同时发挥作用，保证各

业务不中断。 

图10 双主控环境主用主控板软重启过程 

 
 

如图 10 所示，4、5、6 进程为本地功能，通过软重启恢复实现 ISSU，1、2、3 进程为全局功能，

当主用主控板升级软重启时立即进行主备倒换，备用主控板进程变为主进程接替工作。 

备用主控板升级时相对简单，因为备进程不参与系统运行，因此重启升级时对业务完全没有影响，

只需要重启后重新接收备份数据即可完成升级。这样备用主控板上只需要保证本地业务的 ISSU，

即类似于接口板软重启的恢复过程。 

图11 双主控环境备用主控板软重启过程 

 
 

由于备用主控板的升级对系统的影响小于主用主控板升级，因此在双主控升级时一般先升级备用主

控板，再升级主用主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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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集中式软重启 

集中式设备软件升级时，因为没有其他主控板参与 ISSU，因此软重启时无法借助主控板完成代理

功能，需要在 ISSU 前做好准备工作。对于有保活机制的协议适当延长保活报文的间隔时间，或关

闭相关功能。另外路由等三层协议需要启用协议 GR 功能，以便在软重启后与周边设备配合恢复表

项。 

软重启过程如下图： 

(1) 运行时各进程根据需要将运行状态数据实时保存在数据库中。 

(2) 软重启前将数据持久化，既将数据保存到非易失存储介质中。 

(3) 进行软件重启，停止老版本软件运行，加载运行新版本软件。重启过程中由于硬件未复位，因

此流量不中断。 

(4) 新版本启动后数据库恢复先期保存到非易失存储介质中的数据。 

(5) 各进程启动，从数据库恢复数据。 

图12 集中式软重启过程 

 
 

如果升级前进行了前面介绍的准备工作，修改了配置，那么软重启完成后需要恢复原有配置。 

4.2.4  单主控板软重启 

单主控板的软重启过程与集中式软重启相同，由于没有备进程保护，因此所有进程均需要通过软重

启进行恢复。而路由、MPLS 等协议需要在重启后通过协议 GR 完成数据的恢复。 

5  重启升级 
重启升级是在版本差异较大时的一种升级方式，由于版本差异较大无法进行软重启恢复时，采用重

启升级方式。重启升级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也能做到 ISSU。即当升级不涉及接口板，且为双主控板

设备时可以通过主控板的倒换做到 IS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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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重启过程 

 
 

升级过程如图 13 所示，先将备用主控板软件重启升级，再将主用主控板软件重启升级，重启主用

主控板时会造成主备倒换，由已经升级成新版本的备用主控板接替工作。由于普通的分布式设备主

控板没有业务口，因此重启主控板不会造成流量的中断，可以通过重启升级方式做到 ISSU。 

6  ISSU 操作过程 

6.1  集中式设备或单主控板设备升级 

对于独立运行的集中式设备或单主控板设备，只有一个主控板需要升级，因此升级步骤简单，只需

要对此主控板进行升级即可。但是由于没有其他主控板的保护，因此需要进行更多的升级前的准备

工作，以帮助升级更加平滑的完成。 

6.1.1  升级前准备 

1. 关闭新版本中不支持的功能（可选） 

新的版本比原有版本功能少一般出现在降级的场合。用户进行升降级操作之前，首先需要确定当前

设备使用的功能是否在新版本里仍然支持。如果不能支持，就意味着升降级操作后会有一些功能缺

失，因此需要判断是否可以不再使用这些功能，以决定是否进行升降级操作。如果仍然决定进行升

降级操作，则应该首先手动关闭这些功能，一旦发现关闭后网络功能异常，尽快恢复配置，停止升

降级操作。这样慎重的操做可以有效的减少错误的升降级，并可以在错误发生时及时发现并纠正。 

2. 保存配置（可选） 

对待升级的设备使用 save 命令保存当前配置。如果不保存配置，当前配置会在设备重启后丢失。 

3. 确认有足够的存储空间 

各种升级都要确保存储介质有足够的空间保存需要升级的版本。因此升级前需要查看剩余的存储空

间是否足够保存待升级的 IPE 文件及其解压出的软件包。 

4. 下载 IPE 文件 

通过 FTP 或 TFTP 将软件包下载到设备存储介质的根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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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状态检查 

检查系统状态，保证各部分均为稳态运行，没有正在进行中的单板插拔处理。 

6. 升级策略检查 

可以通过 display version comp-matrix 命令检查待升级版本的兼容情况，同时预测待升级

软件包将使用的升级策略，根据不同的升级策略，决定后面的操作步骤。 

7. 其它准备（可选） 

如果升级涉及路由、MPLS 等有 GR 机制协议进程的重新运行，则要保证升级时 GR 功能开启。通

过升级策略检查可以确定是否涉及这些协议的重新运行，如果是软重启策略则涉及所有当前运行的

协议重新运行；如果是增量升级，升级预测命令会显示涉及的服务，如果涉及路由、MPLS 协议且

此协议正在运行，则也需要保证 GR 功能开启。缺省情况下，设备上的 GR 功能都是开启的。但也

不排除某些可靠性要求比较低的场合没有开启 GR 功能，或者由于误操作将 GR 功能关闭。因此升

级前请检查 GR 功能是否开启。 

如果为软重启升级、只有单个主控板时，需要额外考虑协议的保活。既手工延长保活时间或临时停

止保活检测。此操作还有可能需要修改网络上其他设备的配置，以 MSTP 为例，需要修改其他设备

的时间参数，以延长超时时间。 

如果以上准备工作修改了待升级设备的配置，请使用 save 命令进行配置保存。 

6.1.2  升级过程 

1. 升级软件 

这一步是真正的升级动作，会终止相关进程，使用新版本进程重新运行，使用 issu load file ipe 
filename 命令进行软件升级。 

如果升级涉及接口板软件，则此步会将主控板及所有接口板一起升级。 

2. 提交完成 

软件升级后通过 issu commit 命令完成升级过程。 

未提交的升级会在一定时间后自动回退到升级前版本，取消本次升级。 

6.1.3  升级完成 

ISSU 完成以后，可以开始使用新版本软件的各种功能。如果升级前准备时对系统配置进行了修改，

可以根据需要恢复原有设置，再使用 save 命令重新保存配置。 

6.2  双主控板升级 

6.2.1  升级前准备 

请检查两主控板当前运行的版本及 ISSU 状态，保证各板均使用相同版本正常运行，且不在 ISSU
的中间状态。其它准备请参见“6.1  集中式设备或单主控板设备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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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升级过程 

按照以下步骤完成升级。在升级过程中不要修改设备配置，以及对设备进行其他操作，以减少对

ISSU 过程的影响。 

图14 双主控板升级过程 

 
 

1. 升级备用主控板 

在 Comware V7 上实现了控制平面分布式，各个主控板采用负载分担方式运行，每个主控板都可以

运行一些协议的主进程，但系统中仍然有主用主控板与备用主控板的区分，一些基础功能一直在主

用主控板上运行主进程。首先升级备用主控板对系统影响相对较小，并且可以在出现异常时及时回

退。因此首先使用 issu load file ipe filename slot slot-number 命令进行备用主控板

软件升级。 

2. 主备倒换 

使用 issu run switchover 命令进行主备倒换，使得已经进行软件升级的主控板成为系统的主

用主控板，接管对设备的控制。 

3. 升级确认 

为了提高 ISSU 过程的可靠性，在升级过程中会启动回滚定时器，如果用户不对升级结果进行确认，

系统将自动回退到升级前的软件版本。因此需要使用 issu accept 命令对升级进行确认，以表示

升级过程正常，无需回滚。 

4. 提交完成 

最后通过 issu commit 命令完成升级过程，将系统中其他未升级的备用主控板、接口板进行软件

升级。 

6.2.3  升级完成 

ISSU 完成以后，可以开始使用新版本软件的各种功能。如果升级前准备时对系统配置进行了修改，

可以根据需要恢复原有设置，再使用 save 命令重新保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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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IRF升级 

只有一台集中式设备的 IRF、只有一块主控板的分布式设备的 IRF 升级操作过程同“6.1  集中式设

备或单主控板设备升级”。其它情况的 IRF 均能虚拟成多块主控板的分布式设备，其中一块主控板

为全局主用主控板，其它主控板为全局备用主控板，因此升级过程与双主控设备升级类似。区别如

下： 

• 对于分布式设备组成的 IRF 系统，升级 IRF 系统过程中只需以框为单位进行升级操作。在升

级每个框时，系统会按照框内主用主控板、备用主控板的情况，依次自动完成升级。 

• 由于通常情况下，IRF 中存在多个从设备，因此需要依次针对各个从设备使用 issu commit

命令进行升级提交。 

6.4  卸载功能包 

卸载功能包可以认为是一种简化的软件包降级过程，由于只是删除功能，没有新的功能需要运行，

也不存在有正在运行功能的变化，因此过程比较简单。 

1. 关闭卸载报对应的功能（可选） 

在卸载功能包之前，请先手工关闭卸载包对应的功能，并删除该功能对应的配置。 

2. 保存配置（可选） 

对待升级的设备使用 save 命令保存当前配置。如果不保存配置，当前配置会在设备重启后丢失。 

3. 卸载各板的软件包 

使用 install deactivat 命令依次卸载各主控板的软件包，卸载顺序的总体原则是先备用主控

板后主用主控板，先从设备后主设备。 

4. 降级确认 

通过 install commit 命令确认软件包的卸载结果。 

6.5  支持MDC 

一个设备上的所有逻辑设备必须运行相同的版本，因此在运行 MDC（multitenant device contexts，
多租户设备环境）功能的设备上进行升级时，相当于所有的逻辑设备一起升级。升级操作只在缺省

MDC 进行，升级步骤与没有启用 MDC 时完全相同，一旦升级成功，各个逻辑设备均完成升级。 

在存储介质中只会保存一份版本文件，因此升级前无需预留更多的存储空间。但是与设备运行相关

的升级前准备工作需要在各个逻辑设备进行。这包括关闭新版本不再提供的功能，以及单主控升级

时的延迟保活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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