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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未来网络模型将是光传输和IP的智能融合，以便满足网络性能和管理能力方面不断增长的要求。
本书深入系统地介绍了下一代光IP网络的每一种建网思路、标准化进展、新技术发展和组网应用。
主要内容包括：目前和将来的运营网络结构；消除骨干网络中间层次的组网方案；光联网技术基
础--WDM、DWDM、数据传送技术和网络生存性问题；光网络的控制平面技术--静态IP、动态IP和集
成IP结构；使光IP网络具有强大的流量工程能力的MPLS技术；新型的多协议波长标签交换（MPLmS）
模型的结构、要素和应用；光网络设计和应用实例研究，如企业存储网、ISP网络和运营网络等。

本书可供电信运营商、业务提供商等从事光IP网络建设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阅读，也可
供高等院校通信工程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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