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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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要
看一个东西，我得先缓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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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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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宽带不宽 多地缺斤少两
经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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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网速过慢

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
透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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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宽带业内人员透露，
比 如 说 ，他 包 了 100 兆 之
后，他自己再往外分。每
人 10 兆的话，可以分给 10
个人；每人 1 兆的话，就可

以 分 给 100 个 人 ，这 样 共
享。如果说这 100 个人，只
有 10 个人在上网的时候，
它就能保证它那个质量，
但如果这 100 个人都在上
网的话，那这个速度就达
不到了。

“英联宽带”的业务员
最终向记者承认：他们向苏
小姐等宽带用户所提供的
宽带网速事实上达不到所
承诺的标准。而且他还向
记者透露，宽带的带宽缺斤
短两是行业内的一个普遍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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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或4M。4M宽带，理论上应有512KB/s的网速；2M宽带，理论
网速是256KB/s，而实际上，2M带宽下用户平均上网速度仅为142.2KB/s，4M
带宽下平均网速仅仅为232.7KB/s，与名义速度相差很大。

一些用户在质疑网速
低于名义网速的时候，宽
带服务商都会建议怀疑网
速有问题的用户，可以用
网上公开的一些测速软件
去检测网速。用户测试后

发现，尽管宽带用起来很
慢，但测试显示的网速却
并不低。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网
上公开供人免费使用的网
速测试软件，由于有设计缺

陷，会显示虚高的网速测试
结果，无形中又帮了宽带网
络服务商的忙，让用户不容
易对宽带网速产生怀疑。

据央视《每周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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