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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满足电信网络朝着高速化、数字化、综合化及智能化方向发展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
时分多路复用的同步数字系列(SDH)逐步取代了准同步数字体系，成为当今电信传输网络的主要传输
技术。
由于目前电时分复用技术已大多使用2.5Gbit／s的速率，且当传输速率超过10Gbit／s时就会遇到传输瓶
颈，而在一根光纤上利用多个波长传输光信号的DWDM技术已得到业界的认可，并被认为是光纤通信
系统的主要发展技术，当前国内各大运营商干线网普遍采用80／160波，单波速率2.5Gbit／s或10Gbit
／s的DWDM系统。
由于DWDM技术的出现和发展，SDH的角色有了很大的转变。
除了在核心网继续作为承载技术外，SDH的作用已经降低为DWDM层的客户层，其角色正开始向网络
边缘转移。
迅猛发展的数据业务对带宽需求的提升，迫使SDH系统和DWDM系统均要进行大量扩容，所以部署下
一代传输网首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提升网络容量。
本书是作者在积累了近10年SDH与DWDM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高职高专的教学要求和特点，以及
对网络维护、网络监控传输专业的岗位职业要求，参考了最近几年SDH和DWDM技术的最新发展趋势
和主流应用而编写的。
本书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重点突出实践。
全书分3大部分，共12章。
第一部分SDH技术，主要介绍了SDH的基础理论知识、SDH网元设备及其功能、SDH网络及其自愈能
力、电信管理网(TMN)和SDH管理网(SMN)、SDH．网同步与数字同步网、SDH传输网络性能、SDH
新业务发展及应用、SDH设备介绍与安装等内容；第二部分DWDM技术，主要介绍了DWDM技术概
要、实现DWDM通信的关键技术、全光网络涉及的技术和设备以及对全光网络的展望等内容；第三部
分传输维护要求，主要介绍了日常维护的项目与注意事项、故障处理的方法、常见故障的处理等内容
。
通过本书的学习与实践，可为读者今后从事SDH和DWDM设备的维护、管理和设计打下良好的基础，
实现高职毕业生零距离上岗的要求；同时也可作为从事SDH和DWDM设备维护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
书。
全书由何一心担任主编，并负责第9、10、11章的编写和全书的审稿工作，第l、5、7章由文杰斌编写
，第2、3章由王韵编写，第4章由林燕编写，第6章由张振中编写，第8、12章由朱永平编写，文杰斌和
王韵担任全书的文字整理工作。
由于通信技术发展很快，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指正。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长沙通信职业技术学院和中国电信长沙分公司各级领导、同事的悉心指导和鼎力帮
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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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分三大部分共12章。
第一部分SDH技术，主要介绍了SDH的基础理论知识、SDH网元设备及其功能、SDH网络及其自愈能
力、电信管理网（TMN）和SDH管理网（SMN）、SDH网同步与数字同步网、SDH传输网络性能
、SDH新业务发展及应用、SDH设备介绍与安装等内容；第二部分DWDM技术，主要介绍了DWDM
技术概要、实现DWDM通信的关键技术、全光网络涉及的技术和设备以及对全光网络的展望等内容；
第三部分传输维护要求，主要介绍了日常维护的项目与注意事项、故障处理的方法、常见故障的处理
等内容。
    本书概念清晰、内容丰富，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重点突出实践。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通信技术、电子信息等专业相关课程的教材，实现高职毕业生零距离上岗要求；
同时也可作为从事SDH和DWDM设备维护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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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SDH基础知识 【本章内容简介】本章系统介绍了同步数字系列（SDH）技术的概念和内容，包
括：PDH的主要缺陷，SDH的特点及帧结构，SDH段开销，SDH的映射和复用，SDH指针技术，ATM
、IP映射入STM-N等基础知识。
【本章重点难点】本章重点是SDH帧结构，SDH段开销，SDH的映射和复用，SDH指针技术；难点
是SDH映射和复用过程，SDH指针调整。
1.1 SEIH的产生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要求通信网能提供多种多样的电信业务，通过通信网传输、交换
处理的信息量将不断增大，这就要求现代化的通信网向数字化、综合化、智能化和个人化方向发展。
传输系统是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传输系统的好坏直接影响着通信网的发展。
为了扩大传输容量、提高传输效率，在数字通信中，常常将若干个低次群低速数字信号以数字复用的
方式合成为一路高速数字信号。
数字复用必须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
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部门（ITU-T）的前身，原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CCITT）规定了两种基
本复用标准，即准同步数字系列（PDH）和同步数字系列（SDH）。
我国在1995年以前采用PDH复用方式。
1995年以后，随着光纤通信的迅猛发展引入了SDH复用方式，原有的PDH数字传输网可逐步纳入SDH
传输网。
 1.1.1 PDH的帧结构和主要缺陷 PDH技术将每路模拟话音信号进行抽样、量化、编码，变为一
路64kbit/s的数字信号，为了提高线路利用率和传输容量，采用时分复用技术，将多路64kbit/s数字信号
以字节为单位进行间插复接。
在欧洲，将30个独立的64kbit/s话音信道与两个信息控制信道一起形成一个32个小时隙的信号结构，其
传输速率为2.048Mbit/s；在北美和日本，则将24个65kbit/s信道的信号间插复用在一起，形成一
个1.544Mbit/s的信息流。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光传输网络技术>>

编辑推荐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光传输网络技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