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测试

多地宽带缺斤少两

据清华大学网络中心工程师许伟林介绍， 首先他们是用 iperf 这个工

具测试上传带宽，结果只有 0.5 兆，丢包率达到了 12%；然后，他们用 FTP

协议测试下载带宽。 最终结果显示，下载带宽只有 0.29兆。 也就是说，上网

高峰期用户实际拥有的带宽还不到所购买宽带带宽的百分之五。

此前，向苏小姐提供宽带服务的北京“英联宽带”网络服务商明确地告

诉记者，他们向用户承诺的是独享带宽，也就是说，用户买的 6 兆的宽带，

实际享用到的也就应该是 6兆的带宽。

而许伟林介绍，从 6 月到 8 月，他们不定期地在上网的高峰期和非上

网高峰期多个时段进行了测试，发现带宽最高的时候只有 3 兆，最低的时

候才零点几兆。这就充分说明一个问题，用户使用的这个宽带，它不是独享

带宽，而是一个共享带宽。

记者跟随清华大学的网络技术专家先后在北京、四川、天津、深圳、河

北、山东等地，对英联宽带、中宽网、同创宽带等网络服务商提供给用户的

宽带进行测试调查后发现，像这种宽带带宽缺斤短两、网速严重偏慢的现

象绝非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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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宽带不宽 多地“缺斤短两”

6 兆宽带实际最高时仅有 3 兆；运营商将有限带宽卖给大量用户，致网速过慢

近日，不少人投诉花了更多的钱买了更快的宽带，但网速却并没有真的快起来。有关报

告指出，国内超半数用户实际宽带下载速率低于运营商提供的名义宽带速率，中国的宽带

是“假宽带”。

专业的中国互联网调查组织机构和数据平台 DCCI 互联网数据中心今年年初公布的

一项《中国宽带用户调查》数据表明，多数用户办理的固网宽带带宽为 2 M 或 4 M 。4 M 宽带，

理论上应有 5 1 2 KB/ s的网速； 2 M 宽带，理论网速是 2 5 6 KB/ s，而实际上， 2 M 带宽下用户平

均上网速度仅为 1 4 2 . 2 KB/ s， 4 M 带宽下平均网速仅仅为 2 3 2 . 7 KB/ s，与名义速度相差很大。

爆料

6兆宽带看视频很卡

北京市的苏小姐由于嫌 4 兆宽

带网速慢，便在今年 3 月 9 日花 2100

元钱，购买了包月的 6兆宽带。 然而，

钱花出去半年多了，至今网速都没有

快起来。 苏小姐介绍，基本都是很卡，

比如她要看一个东西， 得先缓冲，缓

冲 5 到 10 分钟， 然后能看个 5 到 10

分钟，然后再缓冲，再看。 调查中，记

者注意到，像苏小姐一样怀疑宽带网

速有问题的用户不在少数。 北京的郭

先生甚至觉得家里的 6 兆宽带和之

前安装的 3兆宽带网速相差不大。

为了了解用户所用宽带的真实技

术参数信息， 专业技术人员对苏小姐

家的宽带进行了专业测试，结果发现，

实际带宽和所购买的带宽相差甚远。

晨报讯（鹤壁日报记者 席波）10 月 8 日，

记者从市农科院获悉，2011 年 1 月 22 日国务院

总理温家宝在市农科院为享誉全国的“浚单”系

列玉米品种取的名字———永优， 已正式通过国

家商标局核准注册，商标授权使用年限 10年。

半个世纪以来，著名玉米育种专家、市农科院

院长程相文带领他的团队先后选育出 39个玉米新

品种，其中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浚单 20”作

为“浚单”系列中一个享誉全国的玉米品种，已成为

黄淮海夏玉米区种植面积第一、全国种植面积第二

的玉米品种，累计推广 2亿多亩，创经济效益 200

多亿元， 实现了我国玉米核心种质改良的重大突

破，为我国玉米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永优”作为温总理给市农科院优良玉米

品种取的名字， 深深寄托着总理对我市乃至

我省农业科研成果的肯定和殷切希望。 为切

实保护好“永优”这块金字招牌，在多家国内

农资企业争相预备注册这个商标的情况下，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农科院捷足先登，

积极申请注册， 在省、 市工商局的大力支持

下，经过申请公示、提交证据、异议裁定等相

关法定程序，“永优”商标于今年 6 月 21 日正

式通过国家商标局核准注册，7 月 6 日在中国

商标网开始公示，至 10 月 6 日公示期 3 个月

已满。

“温总理给‘浚单’起名为‘永优’，就是要求

我们一定要有自主知识产权。 目前，‘永优’商标

成功注册了，我们很高兴。 我们要维护和捍卫好

‘永优’这个品牌，将‘永优’玉米种业做大做强，

为粮食高产创建， 打造国家粮食核心区作出新

贡献，决不辜负党和国家、社会各界对我们的期

望！ ”程相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温家宝总理命名的“永优”商标注册成功

“永优”成为国字号招牌

据清华大学网络中心工程

师许伟林介绍， 首先他们是用

iperf 这个工具测试上传带宽，

结果只有 0.5 兆，丢包率达到了

12%；然后，他们用 FTP 协议测

试下载带宽。 最终结果显示，下

载带宽只有 0.29兆。也就是说，

上网高峰期用户实际拥有的带

宽还不到所购买宽带带宽的百

分之五。

此前，向苏小姐提供宽带服

务的北京“英联宽带”网络服务

商明确地告诉记者，他们向用户

承诺的是独享带宽， 也就是说，

用户买的 6兆的宽带，实际享用

到的也就应该是 6兆的带宽。

而许伟林介绍，从 6 月到 8

月，他们不定期地在上网的高峰

期和非上网高峰期多个时段进

行了测试，发现带宽最高的时候

只有 3兆，最低的时候才零点几

兆。 这就充分说明一个问题，用

户使用的这个宽带，它不是独享

带宽，而是一个共享带宽。

记者跟随清华大学的网络

技术专家先后在北京、四川、天

津、深圳、河北、山东等地，对英

联宽带、中宽网、同创宽带等网

络服务商提供给用户的宽带进

行测试调查后发现， 像这种宽

带带宽缺斤短两、 网速严重偏

慢的现象绝非个别。

内幕

共享带宽冒充独享带宽

目前， 我国宽带运营体系除联通公司和电信公司等一级宽带运营商外，还

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二级、三级宽带运营商，以及小区宽带运营商，他们从上一级

宽带运营商手里集中购买一定数量的宽带，然后再转售给宽带用户牟利。

由于宽带用户几乎很少会同时在线上网，对于宽带运营商、宽带公司来说，

用最低的成本获取宽带资源，然后，再尽可能地最大化地利用这些资源，也就是

卖给许许多多的宽带用户，就可以极大地摊薄宽带公司的运营成本，所以，大量

的宽带用户，拥挤在有限的宽带资源上，必然会出现上网高峰期网络拥挤、网速

急速下降的情况。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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