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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电信运营级VoIP技术的解决方案。
内容包括：如何使用IP技术传输语音，H.323协议，会话初始化协议（SIP），媒体网关控制和软切换
体系结构，IP语音和7号信令系统，服务质量等。
为计划开发VoIP解决方案的公司和计划提供VoIP解决方案给用户的公司提供了技术方面的参考。
    本书主要读者对象为通信领域和IT行业的开发人员、技术人员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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