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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通信网络正在向下一代网络演进，网络规模在迅速扩大，网络结构在不断优化，网络的技术
水平在显著提高，交换技术作为其核心技术正在向综合化、宽带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为了培养适应现代通信技术发展的应用型、技术型高级专业人才，提高通信企业职工的业务素质
，保证现代通信网络优质高效安全运行，促进通信业务的发展，我们在总结多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
组织专业教师编写了《交换技术》一书。
　　《交换技术》系统地介绍了现代通信交换理论和主要技术，全书共分12章：交换技术基础、程控
数字交换技术、No.7信令技术、综合业务数字网、智能网、s1240 EC74版程控交换设备、分组交换技
术、ATM交换技术、IP交换技术、多协议标记交换技术、光交换技术、软交换技术。
在编写过程中注意从培养技能出发，注重技术的实际应用，简明阐述了各种交换技术的基本原理、系
统结构和支持的业务。
本书涉及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主要参考了ITU-T建议和信息产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通信行业标准
》。
　　本书结合了交换技术在通信企业的最新应用，内容全面、新颖，实用性强，深入浅出，各章后附
有习题，便于自学。
本书作为通信类专业教材，课时为60～100课时；电子、计算机和信息类高职高专各专业主要讲授第1
～5章，课时为50课时左右。
本书也可作为其他大专院校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及通信企业的职工培训教材。
　　本书由蒋青泉担任主编和统稿，并负责第1、2、3、5、6、8、10、11章的编写。
第4、7、12章由雷新生编写；第9章由张治元编写。
在本书的审稿过程中，得到了中南大学通信与信息系统研究所的王果平和王国才老师的热心帮助，提
出了很多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鉴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妥或错误之处，诚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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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现代通信交换理论和主要技术，着重新技术、新业务的应用，注意交换技术的
最新研究成果，重点论述各种交换技术的原理、网络结构、业务应用和互连互通。
全书共分12章，内容包括：交换技术基础、程控数字交换技术、NO．7信令技术、综合业务数字网、
智能网、S1240 EC74版程控交换设备、分组交换技术、ATM交换技术、IP交换技术、多协议标记交换
技术、光交换技术、软交换技术。
    本书内容新颖，层次清楚，实用性强，配有丰富的图表和习题，可适合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
本书可作为通信、电子、信息类高职高专学校的教材，也可作为通信企业的职工培训教材和通信技术
专业岗位培训、通信行业职业技能鉴定辅助教材，适合于通信技术人员、通信企业管理人员、营销人
员和大专院校师生阅读或作为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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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帧中继原理　7.4　帧中继网络　习题　第8章　　ATM交换技术　8.1　ATM协议参考模型
　8.2　ATM交换原理　8.3　ATM交换机　8.4　ATM交换设备　8.5　ATM宽带网络　习题第9章　IP
交换技术　9.1　TCP／IP　　9.2　IP交换概述　9.3　IP网络设备　9.4　宽带IP网络　9.5　IP电话　9.6
　移动IP网络　习题　第10章　　多协议标记交换技术　10.1　MPLS概述　　10.2　MPLS网络体系结
构　　10.3　MPLS　VPN　　习题第11章　光交换技术第12章　软交换技术附录：英文缩略语参考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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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3交换方式　　交换技术从传统的电话交换技术发展到包括软交换在内的现代交换技术，其发
展大致经历了人工交换，机电交换（步进制、纵横制），电子交换（程控数字交换、分组交换、宽带
交换）等阶段。
交换方式主要有电路交换、分组交换和宽带交换。
　　1.电路交换　　电路交换的概念始于电话交换。
传统电话网由传输线路、交换机和电话机组成，处于网络节点的电话交换机用来完成对主叫、被叫用
户之间传输链路的选择和连接。
一次长途电话呼叫建立一般需要经过发端局、转接局（汇接局）和收端局。
交换机的作用是在主叫、被叫用户通话前根据信令将传输链路逐段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主叫至被叫的
物理电路（一对实线、一个时隙或频段），通话结束时拆除该物理电路，这种交换方式称为电路交换
方式。
电路交换的基本过程包括呼叫建立、双方通话和电路释放3个阶段。
　　电路交换可分为模拟电路交换和数字电路交换（简称数字交换）。
早期的步进制交换机、纵横制交换机采用模拟电路交换方式，称为模拟交换机；程控数字电话交换机
采用数字电路交换方式，称为数字交换机。
　　电路交换具有以下特点：　　①实时交换。
当主叫用户呼叫被叫用户时，应立即在主、被叫之间建立电路连接，如果没有空闲传输链路，呼叫就
会失败。
所以应配备足够的传输链路，使网络接通率达到规定值。
　　②主、被叫通话期间独占一条物理电路，只要用户不发出释放信号，即使无信息传送，也要虚占
物理电路。
　　③对传送的语音信息没有差错控制措施。
　　电路交换的优点是延时小、实时性好，交换设备成本低。
电路交换的缺点是网络资源利用率低、电路接续时间长、通信效率低。
　　2.分组交换　　分组交换源于数据通信，它解决了数据通信的通信线路资源共享问题。
数据通信的特点一是业务的突发性，二是高度的可靠性，而对实时性要求不严格。
分组交换方式是在传统的存储转发式交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交换方式，其工作过程是分组
终端将用户要发送的数据分割为定长的一个个数据分组，每个分组有一个分组头，用以指明该分组发
往的地址，然后按顺序送分组交换网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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