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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通信网是信息化社会的基础设施，包括公用网络、专用网络和虚拟专用网络，本书主要讨论公用
网。
公用网络是指由通信运营商建设和管理，为公众提供通信服务的网络。
公用网是由各种类型的网络组成的，包括业务网、传送网和支撑网，业务网如固定电话网、移动电话
网、Internet等。
专用网络是为某一特定团体服务的网络，如证券公司、航空公司等专用的计算机网络，是为本单位提
供某一项具体服务的网络。
利用公用网络的设施，建设为本单位服务的专用网络则称为虚拟专用网络。
　　通信网的发展方向是下一代网络（NGN）。
NGN是一个内涵十分广泛的术语，即泛指一个不同于当代或前一代的网络体系结构，通常是指以数据
为中心的融合网络体系结构。
从广义上讲，NGN应是一个能够提供包括语音、数据、视频和多媒体业务的基于分组技术的综合开放
的网络架构。
NGN的含义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理解：从业务上看，它应支持语音、数据、视频和多媒体业务；从网络
层面上看，在垂直方向它应包括业务层、传送层等不同层面，在水平方向它应覆盖核心网和边缘网。
NGN包含下一代交换网、下一代传送网、下一代互联网、下一代移动网和下一代接入网。
　　网络技术已经成为通信工程中一项重要的技术。
此项技术涉及网络的结构、接口、协议、性能等一系列的问题。
网络技术知识已经逐步成为通信工程专业学生必备的专业知识。
为了适应通信网技术发展和教学的需要，我们编写了《通信网技术基础》一书。
在这本书中，介绍已经建设的主要的通信网络，包括电话网、互联网、数据网、传送网、接入网和软
交换网络。
同时还讲述电信网支撑技术，包括信令网和信令网关技术，数字同步和时间同步技术，网络监控和管
理技术。
此外还从网络的结构、接口、协议和组成对通信网进行讨论和分析，并对通信网进行理论和性能分析
，讨论了图论和排队论在网络分析中的应用，以利于读者系统地掌握通信网的基本技术和基本理论，
为今后从事通信网的规划、设计、维护和管理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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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信运营商建设和管理的各类公用通信网，包括固定和移动电话网、数据网、互联网、传送网、
接入网和软交换网络；同时讲述了电信网支撑技术：公共信道信令网和IP信令网技术，数字同步和时
间同步网技术，网络监控和管理技术；讨论和分析了通信网络的结构、接口、协议和组成，并对通信
网进行理论和性能分析，介绍了图论和排队论在网络分析中的应用，也对下一代交换网的性能进行了
分析。
　　《通信网技术基础》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工程、网络工程和信息工程专业“通信网基础”课程的
教材，也可供从事通信网规划、设计、维护和管理工作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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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通信网概述　　通信网技术是规划、设计、建设和维护网络方面的技术。
要想把通信网建设好、维护好，必须了解各种类型通信网的结构、接口、协议和技术指标，了解各类
通信网之问的关系和互连。
本章将讨论通信网的类型、通信网的发展和通信网体系结构。
　　1.1　通信网的类型　　1.1.1　通信网类型的划分　　通信网是在用户之问提供通信功能的网络，
是信息化社会的基础设施。
通信网分为公用网、专用网和虚拟专用网。
公用网是指由通信运营商建设和管理，为公众提供通信服务的网络，如固定电话网、移动电话网和因
特网；专用网是为某一特定团体服务的网络，如证券公司、航空公司的专用计算机网络；而利用公用
网络的设施，建设为本单位服务的专用网络则称之为虚拟专用网络。
　　早期的公用通信网仅包括电话网和电报网，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通信网的类型以及通过通信网
向公众提供的电信业务的类型不断增加，服务质量不断提高。
通信网具有各种不同的类型，根据子网的功能可以分为业务网、传送网和支撑网。
　　·业务网是指向公众提供电信业务的网络，包括固定电话网、移动电话网、互联网、IP电话网、
点数据通信网、智能网、窄带综合业务数字网（N.ISDN）、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B—ISD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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