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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全球计算机技术、现代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
这就导致具有楼宇自动化(Building．Automatization，BA)、通信自动化(CommunicationAutomatization
，CA)、办公自动化(Office Automatization，OA)等功能的智能建筑在世界范围蓬勃兴起。
而综合布线系统正是智能建筑内部各系统之间、内部系统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换的硬件基础。
综合布线系统(Premises Distribution System，PDS)是现代化大楼内部的“信息高速公路”，是信息高速
公路在现代化大楼内的延伸。
　　近年来，我国的计算机网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规模上都有了飞速发展。
从事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的广大工程技术人员迫切需要一套面向网络项目开发、网络方案设计、工程
施工、应用基础平台集成等一系列解决方案的系统性专业资料。
　　综合布线工程是一门跨应用、跨专业的系统工程。
主要涵盖楼宇机电工程(电力、空调、消防、监控等)、通信办公自动化工程(电话、传真、视频传输
等)和计算机信息网络工程。
但无论从习惯上还是事实上，对于国内的网络系统集成商来说，所谓的综合布线，主要针对最后一种
，即网络综合布线系统。
本书中介绍和讨论的范围也仅限于此。
　　本书主要针对网络综合布线工程安装施工和组网实施阶段的主要技术展开讨论。
本书重点阐述了如何根据网络总体方案来设计和实施网络综合布线系统。
内容包括网络综合布线技术背景知识、传输介质和接续设备、综合布线系统设计、施工、测试等过程
的技术细节及案例。
另外，本书还简要介绍了网络系统集成工程中网络设备的安装、连接、调试技术及无线局域网的设计
。
目的在于帮助读者了解、学习和掌握当前主流的网络综合布线技术和组网技术，更好地指导实施网络
施工工程。
　　全书共分为12章和4个附录。
第l～8章为第一部分，主要讨论网络综合布线技术；第9～12章为第二部分，主要讨论组网技术。
读者可根据自身的工作需要，选择相关内容进行阅读。
　　第l章和第2章概述了网络综合布线背景知识。
主要介绍了网络综合布线技术基础、网络传输介质和端接设备的类型、指标和性能参数。
　　第3章阐述了网络综合布线工程设计技术，重点阐述了综合布线系统设计规范和设计方法。
　　第4～7章为本书的核心，系统地介绍了网络综合布线系统施工与安装的一般常识、铜缆和光缆的
布线、端接、管理技术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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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综合布线与组网工程(包含多个实用工程范例)》主要针对网络综合布线工程安装施工和组
网实施阶段的主要技术展开讨论。
书中重点阐述了如何根据网络总体方案来设计和实施网络综合布线系统。
《网络综合布线与组网工程(包含多个实用工程范例)》共分12章：第1章概述了网络综合布线技术基础
；第2章介绍了网络传输介质、端接设备和布线系统的选型；第3章介绍了综合布线系统的工程设计；
第4～6章对网络综合布线系统的铜缆和光缆的施工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第7章对电源、接地与机房环境
的施工技术做了阐述；第8章介绍了当今国际及国内的综合布线系统测试标准及铜缆和光缆的测试方
法；第9章给出了网络综合布线系统设计实例；第10～11章简要介绍了网络系统集成工程中网络设备的
安装、连接和调试技术及系统的验收；第12章介绍了无线局域网及其设计。
《网络综合布线与组网工程(包含多个实用工程范例)》叙述全面，内容通俗易懂，其实例均取自近两
年来的工程实践，内容紧跟当前主流的网络布线技术和网络产品。
　　《网络综合布线与组网工程(包含多个实用工程范例)》既可作为培养新世纪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
工程师的教材，也可作为从事计算机网络的规划、设计、施工、管理和应用集成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必
备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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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网络综合布线技术基础　　网络布线可以与建筑物一起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将各种线
缆预先埋设在建筑物内，资金大约只占建设阶段总投资的3％～5％，至于现在或将来安装或增设何种
应用系统，完全可以根据资金和需要、发展与可能来决定。
也就是说，只要有了综合布线这条信息高速公路，以后想在上面跑什么“车”，都将变得非常简单。
本章首先介绍网络综合布线的概念、意义、相关标准、系统结构与综合布线系统的实施。
　　1.1　网络综合布线概述　　网络线路加网络设备构成了物化的现代信息网络体系。
网络线路作为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在网络系统集成中占有重要地位。
网络线路选材、敷设、连接和安装的质量均直接影响着网络通信的质量。
无论是建造电信级的数据网络、城域网，还是建造局域网，越来越多的网络建设者把提高网络线路设
计施工质量放到战略的高度来规划和考虑。
　　1.1.1　综合布线系统简介　　综合布线系统（Premises Distribution System），是指按标准统一的技
术规范，运用系统科学原理和结构化方法，共同考虑、设计、布置和敷设建筑物内或建筑群之间各种
系统的通信线路，包括数据网络系统线路、电话网络系统线路以及其他弱电系统线路等，从而形成一
种标准通用的信息传输系统。
这是理想中的广义综合布线系统的概念。
　　综合布线系统是通信技术与建筑工程密切结合的产物。
智能建筑、智能大厦和智能小区等概念，是指在建筑／小区的新建或改造中，加入综合布线系统，以
便在将来的应用中不至于因敷设通信线路而反复对建筑物或建筑群“动手术”，既影响建筑物的结构
和外观，又陡增一笔工程费用。
据计算，只要在建筑预算中多投入约5％即可建设成智能建筑，如果布线系统能够有效利用，智能建
筑的效益还是非常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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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技术要点：　　网络综合布线技术基础；网络传输入介质、端接设备与布线系统选型；网络综合
布线系统设计；网络综合布线系统施工与安装；铜览与光缆布线施工技术；机房电源、接地与施工；
综合布线系统的测试与故障修复；综合布线系统设计实例；网络设备安装与调试；综合布线系统的验
收；无线局域网的规划与设计。
　　本书由一线网络系统集成工程师结合当前最新布线技术与实践精心编写。
　　系统地讲解了网络综合布线的必备知识，包括：网络综合布线技术基础，传输介质、端接设备和
布线系统的选型，综合布线系统的设计过程及施工技术，并简要介绍了网络系统集成工程中网络设备
的安装、连接、调试技术及系统的验收，适合进入网络系统集成领域的新手学习。
　　本书实例均取自作者近两年来的工程案例，内容紧跟当前主流的网络布线技术和网络产品，有较
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读者对象　　刚刚踏入网络系统集成领域的新人。
　　计算机网络规划、设计、施工、管理和应用集成的专进技术人员；　　网络技术与网络工程师培
训机构；　　大专院校网络工程专业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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