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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讲述现代电信的相关概念、涉及的关键技术及工作原理。
　　、　　全书共分13章。
第一章基本概念，介绍信号的频域分析、模拟通信与数字通信、二进制、多进制等，为非通信专业人
员阅读本书做知识准备。
第二章数字化技术及SDH，是学习后续各章的基础。
其他各章内容包括数据通信技术，光纤通信，数字微波中继通信与卫星通信，移动通信，接入网，交
换技术，NO。
7信令系统，多媒体技术，智能网，电信管理网（TMN）以及信息安全技术。
　　本书内容新颖，覆盖面宽。
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注重从基本概念出发讲清关键技术的工作原理，避免了繁琐的数学推导。
　　本书可作为大专院校电信及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通信、广电等部门的工程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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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德本，1962年7月毕定于北京邮电学院（现北京邮电大学）无线电通信与广播专业。
毕业后留校任教师，至今。
曾任经京邮电大学教务处处长；现任北京邮电信工程学院教授。
在北京邮电大学曾主讲线性代数、网络理论、最优化方法、能信一书的主编之一。
主讲并录制《现代电信技术概论》VCD一套，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社发行。
　　李惠敏，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技术专业。
现任北京邮电大学电信工程学院副教授。
在北京邮电大学内外曾主讲模似电子电路数字电路、程控交换、现代交换技术。
　　他们共同编著《通信概论》、《信息高速公路》、《现代电信技术概论》。
　　10多年来，他们多次邀到全国各地为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联通、中国广电、中兴通讯、巨
龙通讯、润迅通信、润汇通信、大庆油田通信公司、大港油田通信公司、海军通信部、总参通信中等
单位讲授现代电信技术，，深受各类学生的好评和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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