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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性能测试 

1.1 RoCEv2打流测试 

1.1.1 RoCE与 TCP性能对比 

测试项目 RoCE与TCP性能对比 

测试目的 对带宽、时延、CPU利用率三项指标进行RoCE与TCP对比测试。 

测试环境 

测试组网： 

 

前置条件： 

1) 根据以上拓扑设备正常工作。 

2) 网卡配置PFC、DCQCN。 

3) 交换机上配置PFC/ECN等特性，所有用例中PFC/ECN配置保持固定。 

测试步骤 

4) 在同一个Leaf下选择2个Server使用ib_write_bw工具进行1打1带宽测试，

消息长度遍历64B、1024B、4096B、65536B，QP数为1。记录带宽利用率、

CPU利用率。 

5) 在同一个Leaf下选择2个Server使用ib_write_lat工具进行1打1时延测

试，消息长度遍历64B、1024B、4096B、65536B。记录时延。 

6) 在同一个Leaf下选择2个Server使用iperf3工具进行TCP 1打1带宽测试，

消息长度遍历64B、1024B、4096B、65536B，进程/线程数为1。记录带宽

利用率、CPU利用率。 

7) 在同一个Leaf下选择2个Server使用netperf工具进行TCP 1打1时延测试，

消息长度遍历64B、1024B、4096B、65536B。记录时延。有预期结果1。 

8) 选择跨Leaf的2个Server重复步骤1~4，有预期结果1。 

预期结果 
1) 消息长度相同的条件下RoCEv2的吞吐比TCP的更高，时延、CPU利用率比

TCP的更低。 

测试结果 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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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1.2 RoCE流量 4打 1 

测试项目 RoCE流量4打1 

测试目的 测试在4打1流量模型下RoCE的无丢包、高带宽、低时延特性。 

测试环境 

测试组网： 

 

前置条件： 

1) 根据以上拓扑设备正常工作。 

2) 网卡配置PFC、DCQCN。 

3) 交换机上配置PFC/ECN等特性，所有用例中PFC/ECN配置保持固定。 

测试步骤 

1) 对同Leaf下的5台服务器使用ib_write_bw工具进行4打1带宽测试，消

息长度遍历64B、1024B、4096B、65536B，源端QP数遍历1、32、64、

128。记录带宽利用率。 

2) 使用步骤1)的流量作为背景流的情况下，对同Leaf下的2台服务器使

用ib_write_lat工具进行时延测试，消息长度与背景流的消息长度保

持一致，目的端为同一服务器。记录时延。 

3) 对跨Leaf的5台服务器使用ib_write_bw工具进行4打1带宽测试，消息

长度遍历64B、1024B、4096B、65536B，源端QP数遍历1、32、64、

128。记录带宽利用率。 

4) 使用步骤3)的流量作为背景流的情况下，对跨Leaf的2台服务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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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_write_lat工具进行时延测试，消息长度与背景流的消息长度保持

一致，目的端为同一服务器。记录时延。 

预期结果 1) 交换机无丢包，交换机出接口带宽达到95%以上。 

测试结果 

同 Leaf 

 

跨 Leaf 

 

备注  

 

1.1.3 RoCE流量 8打 1 

测试项目 RoCE流量8打1  

测试目的 测试在8打1流量模型下RoCE的无丢包、高带宽、低时延特性。 

测试环境 测试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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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条件： 

1) 根据以上拓扑设备正常工作。 

2) 网卡配置PFC、DCQCN。 

3) 交换机上配置PFC/ECN等特性，所有用例中PFC/ECN配置保持固定。 

测试步骤 

1) 选择9台服务器使用ib_write_bw工具进行8打1带宽测试,其中4个源端

和目的端处于一个Leaf下，另外4个源端和目的端处于不同Leaf下。

消息长度遍历64B、1024B、4096B、65536B，发流端的QP数遍历1、

32、64、128。记录带宽利用率。 

2) 使用步骤2)的流量作为背景流的情况下，对跨Leaf的2台服务器使用

ib_write_lat工具进行时延测试，消息长度与背景流的消息长度保持

一致，目的端为同一服务器。记录时延。 

预期结果 1) 交换机无丢包，交换机出接口带宽达到95%以上。 

测试结果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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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CP+RoCEv2 混跑测试 

1.2.1 混跑 4打 1 

测试项目 混跑4打1  

测试目的 
测试TCP、ROCE混跑场景下调度的精准性、出接口带宽，同时测试RoCE时延

不受TCP影响保持低时延。 

测试环境 

测试组网： 

 

前置条件： 

1) 根据以上拓扑设备正常工作。 

2) 网卡配置PFC、DCQCN。 

3) 交换机上配置PFC/ECN等特性，所有用例中PFC/ECN配置保持固定。TCP

流量映射到队列0，RoCE流量映射到队列3，配置0、3队列调度方式为

DRR。 

测试步骤 

1) 对同Leaf下的5台服务器使用ib_write_bw工具进行4打1带宽测试，同

时使用netperf工具进行TCP4打1，消息长度遍历64B、512B、1024B、

4096B，发端QP数遍历1、2、4、8、16，DRR调度比重覆盖1:9，3:7，

5:5，7:3，9:1，记录带宽利用率和带宽比例。 

2) 使用步骤1)的流量作为背景流的情况下，对同Leaf下的2台服务器使用

ib_write_lat工具进行时延测试，消息长度与背景流的消息长度保持

一致，目的端为同一服务器。记录时延。 

3) 对跨Leaf的5台服务器使用ib_write_bw工具进行4打1带宽测试，同时

使用netperf工具进行TCP4打1，消息长度遍历64B、512B、1024B、

4096B，发端QP数遍历1、2、4、8、16，DRR调度比重覆盖1:9，3:7，

5:5，7:3，9:1，记录带宽利用率和带宽比例。 

4) 使用步骤3)的流量作为背景流的情况下，对跨Leaf的2台服务器使用

ib_write_lat工具进行时延测试，消息长度与背景流的消息长度保持

一致，目的端为同一服务器。记录时延。 

预期结果 

1) 交换机上RoCEv2流量无丢包，除64B外交换机出接口带宽达到95%以

上。吞吐比例控制在5%误差范围内。 

2) RoCE时延在TCP:RoCE=9:1比例下控制在1ms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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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 

同 L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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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L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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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ODCC无损网络测试基准  

 

2020-09-02    Page 11 of 32 

 

1.2.2 混跑 8打 1 

测试项目 混跑8打1  

测试目的 
测试TCP、ROCE混跑场景下调度的精准性、出接口带宽，同时测试RoCE时延不受

TCP影响保持低时延。 

测试环境 

测试组网： 

 

前置条件： 

1) 根据以上拓扑设备正常工作。 

2) 网卡配置PFC、DCQCN。 

3) 交换机上配置PFC/ECN等特性，所有用例中PFC/ECN配置保持固定。TCP流量

映射到队列0，RoCE流量映射到队列3，配置0、3队列调度方式为DRR。 

测试步骤 

1) 选择9台服务器使用ib_write_bw工具进行8打1带宽测试, 同时使用netperf

工具进行TCP8打1，其中4个源端和目的端处于一个Leaf下，另外4个源端和

目的端处于不同Leaf下。发端QP数遍历1、2、4、8、16，DRR调度比重覆盖

1:9，3:7，5:5，7:3，9:1，记录带宽利用率和带宽比例。 

2) 使用步骤1)的流量作为背景流的情况下，对跨Leaf的2台服务器使用

ib_write_lat工具进行时延测试，消息长度与背景流的消息长度保持一致，

目的端为同一服务器。记录时延。 

预期结果 

1) 交换机上RoCEv2流量无丢包，除64B外交换机出接口带宽达到95%以上。吞吐

比例控制在5%误差范围内。 

2) RoCE时延在TCP:RoCE=9:1比例下控制在1ms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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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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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维功能 

2.1 PFC 死锁预防 

测试项目 PFC死锁预防 

测试目的 验证设备在同POD内支持预防PFC死锁。 

测试环境 

测试组网： 

 

前置条件： 

1) 根据以上拓扑设备正常工作。 

2) 网卡配置PFC、DCQCN。 

3) 交换机上配置PFC/ECN等特性，所有用例中PFC/ECN配置保持固定。其中RoCE映射

到3队列，开启3、4队列PFC功能，并配置3、4队列DRR调度，调度比例为5:5。 

4) 交换机上不配置PFC死锁检测功能。 

测试步骤 

1) 为了触发更多PFC复现Deadlock，交换机关闭AI Fabric，关闭DCQCN；  

2) 按照以上拓扑shutdown两条链路。 

3) 如图所示打四条DSCP为24的流(ROCEv2)，造成队列3的CBD，触发Deadlock。（调

整流量路径的方法：配置静态主机路由，或调整传输层port号等）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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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流量不够大没有触发足够的PFC，可以对leaf2或leaf3的上行流量限速，触发

更多PFC，最终触发Deadlock。 

5) 停止所有流量，观察PFC Deadlock仍然持续。 

6) 关闭CBD中任一port的PFC，从而切断CBD，解除Deadlock。 

7) 设置死锁预防配置，重新打上述流量，Deadlock不再发生。 

8) 观察PFC的变化，观察各端口流量cos队列的变化。 

预期结果 
1） 复现 PFC Deadlock。 

2） 设置死锁预防配置后，不能复现 PFC Deadlock。 

测试结果 

H10<->h7 

H4<->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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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PFC dead lock free流量不受影响 

 

出现4队列报文 

 

停流后 

Pfc计数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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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2.2 RoCE 丢包可视化 

测试项目 丢包可视化 

测试目的 测试设备支持RoCEv2报文的丢弃报文信息查看 

测试环境 

测试组网： 

 

 

测试步骤 

1) 使能丢弃报文捕获功能。 

2) 所有交换机的使用的端口下去使能PFC， ECN等无损网络功能，对9个节点

使用ib_write_bw打流工具产生8打1的RoCE流量，有预期结果1。 

预期结果 
1) 通过命令行可以查看到交换机丢弃报文的信息，包括丢包时间、丢包数、

源IP、目的IP、源MAC、目的MAC等信息。 

测试结果 

端口下去使能 PFC、ECN 

 

2打 1 RoCE 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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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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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RoCE 性能可视化 

测试项目 RoCE性能可视化 

测试目的 测试设备支持RoCEv2报文的基于流的路径、吞吐、RTT可视化 

测试环境 

测试组网： 

 

前置条件： 

1) 根据以上拓扑设备正常工作。 

2) 网卡配置PFC、DCQCN。 

3) 交换机上配置PFC/ECN等特性，所有用例中PFC/ECN配置保持固定。 

测试步骤 

1) 在Leaf上配置丢包可视和性能可视的RoCEv2智能流量分析功能。 

2) 同一对Leaf的2台Server发送双向RoCE流量，有预期结果1。 

3) 跨Leaf的2台Server发送双向RoCE流量，有预期结果1。 

预期结果 1) 通过命令行可以查看到基于流的吞吐、RTT、流量在交换机的出入端口。 

测试结果 

配置： 

 

 
同 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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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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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3 分布式存储测试 

3.1 分布式存储性能(DSS) 

 

测试项目 分布式存储性能测试 

测试目的 分布式存储性能测试 

测试环境 

测试组网： 

 

前置条件： 

1) Spine和Leaf之间配置动态路由，多条链路形成ECMP，其中Leaf1下6台存储节

点安装NVME SSD硬盘。 

2) 部署分布式存储系统，将所有存储节点池化，计算节点安装FIO工具 

3) 在Leaf2下的18个计算节点安装FIO工具以测试IO读写性能。 

4) 交换机上配置PFC/ECN等特性，所有用例中PFC/ECN配置保持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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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步骤 

1） 每个计算节点挂载 4个 LUN，每个 LUN100G，一共 72个 LUN。使用 fio工具同

时对这个 72 个 LUN测试以下典型存储流量模型，记录带宽、IOPS、平均时延、拖

尾指标。 

业务类型 
IO 类型 典型读写比例 IO 大小 

随机 顺序 读 写   

OLTP Y   50% 50% 8K-64K 

OLAP   Y 50% 50% 
256K- 

4M 

VDI Y   20% 80% 1K-64K 

Exchange  Server 
Y   60% 40% 32K-

512K Y   30% 70% 

视频 

  Y 20% 80% 64K 

  Y 20% 80% 
16K-

64K 

  Y 40% 60% 
16K-

64K 

 

 

预期结果 记录 IOPS、BW和平均时延、拖尾时延。 

测试结果  

备注  

4 大规模 RoCE 网络测试 

4.1 跨 POD 混跑 4 打 1 

测试项目 跨POD混跑4打1 

测试目的 
测试TCP、ROCE混跑场景下调度的精准性、出接口带宽，同时测试RoCE时

延不受TCP影响保持低时延。 

测试环境 测试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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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条件： 

1) 根据以上拓扑设备正常工作。 

2) 网卡配置PFC、DCQCN。 

3) 交换机上配置PFC/ECN等特性，所有用例中PFC/ECN配置保持固定。

TCP流量映射到队列0，RoCE流量映射到队列3，配置0、3队列调度方

式为DRR。 

测试步骤 

1) 对跨POD的5台服务器使用ib_write_bw工具进行4打1带宽测试，同时

使用netperf工具进行TCP4打1，消息长度遍历64B、512B、1024B、

4096B，发端QP数遍历1、2、4、8、16，DRR调度比重覆盖1:9，3:7，

5:5，7:3，9:1，记录带宽利用率和带宽比例。 

2) 使用步骤3)的流量作为背景流的情况下，对跨POD的2台服务器使用

ib_write_lat工具进行时延测试，消息长度与背景流的消息长度保持

一致，目的端为同一服务器。记录时延。 

预期结果 

1) 交换机上RoCEv2流量无丢包，除64B外交换机出接口带宽达到95%以

上。吞吐比例控制在5%误差范围内。 

2) RoCE时延在TCP:RoCE=9:1比例下控制在10ms内。 

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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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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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跨 POD 混跑 8 打 1 

测试项目 跨POD混跑8打1 

测试目的 
测试TCP、ROCE混跑场景下调度的精准性、出接口带宽，同时测试RoCE时延

不受TCP影响保持低时延。 

测试环境 

测试组网： 

 

前置条件： 

1) 根据以上拓扑设备正常工作。 

2) 网卡配置PFC、DCQCN。 

3) 交换机上配置PFC/ECN等特性，所有用例中PFC/ECN配置保持固定。TCP

流量映射到队列0，RoCE流量映射到队列3，配置0、3队列调度方式为

DRR。 

测试步骤 

1) 选择9台服务器使用ib_write_bw工具进行8打1带宽测试, 同时使用

netperf工具进行TCP8打1，其中4个源端和目的端处于一个POD下，另外

4个源端和目的端处于不同POD下。发端QP数遍历1、2、4、8、16，DRR

调度比重覆盖1:9，3:7，5:5，7:3，9:1，记录带宽利用率和带宽比

例。 

2) 使用步骤1)的流量作为背景流的情况下，对跨POD的2台服务器使用

ib_write_lat工具进行时延测试，消息长度与背景流的消息长度保持一

致，目的端为同一服务器。记录时延。 

预期结果 

1) 交换机上RoCEv2流量无丢包，除64B外交换机出接口带宽达到95%以上。

吞吐比例控制在5%误差范围内。 

2) RoCE时延在TCP:RoCE=9:1比例下控制在10ms内。 



 

ODCC无损网络测试基准  

 

2020-09-02    Page 27 of 32 

 

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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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跨 POD 的 PFC 死锁预防 

测试项目 跨POD的PFC死锁预防 

测试目的 验证设备在跨POD流量下支持预防PFC死锁功能。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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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环境 

测试组网： 

 

前置条件： 

1) 根据以上拓扑设备正常工作。 

2) 网卡配置PFC、DCQCN。 

3) 交换机上配置AI Fabric特性。其中RoCE映射到3队列，开启3、4队列PFC功能，并

配置3、4队列DRR调度，调度比例为5:5。 

4) 交换机上不配置PFC死锁检测功能。 

测试步骤 

1) 为了触发更多PFC复现Deadlock，关闭AI Fabric，关闭DCQCN；  

2) 按照以上拓扑shutdown4条链路。 

3) 如图所示打四条dscp为24的流(TCP或ROCEv2)，造成队列4的CBD，触发Deadlock。

（调整流量路径的方法：配置静态主机路由，或调整传输层port号） 

4) 停止所有流量，观察PFC Deadlock仍然持续。 

5) 关闭CBD中任一port的PFC，从而切断CBD，解除Deadlock。 

6) 设置死锁预防配置，重新打上述流量，Deadlock不再发生。 

7) 观察PFC的变化，观察各端口流量cos队列的变化。 

预期结果 
1) 复现PFC Deadlock。 

2) 设置死锁预防配置后，不能复现PFC Deadlock。 

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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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d lock free使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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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