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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网络的飞速发展需要我们培养一批懂得网络发展规律的人才，以应对现代化网络发展带来的机遇
和挑战.而这方面的人才培养，离不开对通信网内部理论规律的认识和了解。
为了向本科生、研究生和其他高级工程技术人员进行通信网相关理论的系统介绍，周炯槃院士自20世
纪80年代以来主持了指导“通信网的优化设计”、“ISDN交换体系结构的研究”、“宽带ISDN基本
理论与发展的研究”等一系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博士点基金和国家“七五”攻关项目的研究，在此
研究成果基础上，1991年周炯槃院士编著了《通信网理论基础》一书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通信网理论基础》一书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的图论、排队论、可靠性理论和网络优化理论
进行了总结，以此为基础构成了书中通信网理论基础的4个方面，并把它们成功地用于分析通信系统
和通信网，从而展开了通信网理论与技术的丰富内容。
该书不但及时、准确地总结了当代国内外有关方面的先进成果，而且也是作者数十年来从事通信理论
与技术方面研究的结晶。
该书有新意，有创见，是一本系统性强、理论水平高、有实践性和启发性的好书。
该书在1991年的出版及时地适应了我国通信事业现代化的需要，也解决了通信网方面教学科研工作的
急需。
该书在正式出版之前，作为讲义就已被众多高校和科学工作者所采纳，作为教材和理论参考。
自出版以来已经被国内多所高等院校指定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正式教材。
北京邮电大学自工986年起，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博士生、硕士生的学位课就以此书（或讲义）为教材
；信息工程系信息工程专业、信息科学专业、自动化专业的本科生必修课“通信网基础”，选定此书
作为教材。
《通信网理论基础》一书于1997年获原邮电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通信网理论基础》一书自出版以来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多次印刷仍出现脱销现象。
我们同人民邮电出版社共同申请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修订再版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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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信网理论基础(修订版)》系统介绍了通信网的理论基础。
全书共分为6章，分别介绍了通信网的概念和网络的基本组成，网络的业务分析和排队论原理，多址
接入系统分析，通信网结构，通信网中的流量优化，通信网中的可靠性。
　　《通信网理论基础(修订版)》可作为高等院校信息与通信工程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
教材，也可作为通信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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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电磁波携带含有信息的一个信号时，就构成一条信道，一条传输线路也可形成多条信道。
电磁波传播的方式一般可分为无界传播和导引传播两大类，前者指在自由空间中传播，即通过发射天
线发射而向外传播，在接收天线处接收下来，这类信道称为无线信道；后者是沿导体传播，如同轴电
缆中，电磁波是在内导体和外导体间传播，是沿着电缆被导引着向前传播的，这类信道可称为有线信
道。
除了简单的线路，如电话用户线那样只是一条电缆作为通道外，不论无线信道还是有线信道，都要加
一些设备才能构成传输线路，尤其是线路被复用时。
以下将分别讨论无线信道、有线信道、信道的复用设备以及对信道的要求等问题。
　　无线信道中的传输通道主要是自由空间，但必须有发射机、发射天线、接收天线和接收机，才能
使载荷信息的信号正常传输，从而组成一条无线线路。
有时也把发射机前的调制器和接收机后的解调器包括在内，组成能传输基带信号的传输线路。
根据这类设备的频率范围，一般可把无线线路分类为长波线路、中波线路、短波线路、超短波线路和
微波线路.各种频率的电磁波在地球上空的传播特性各不相同，因而有不同的用途。
　　长波线路所用的频率是在300 kHz以下，波长在1000 m以上。
这种电磁波沿地面，尤其是海面的传播损耗较小，这是有利的，但可用的带宽较小，不宜于传送大容
量的信息，而且发射和接收天线都很庞大，一般只用于航海导航系统中。
　　中波线路是指频率在O.3 MHz到3 MHz或波长在（100 m到1000 m）范围内的系统。
这一频段（MF）内的电磁波，还是以地面波为主要传输方式。
传播损耗比长波大一些，但还不十分大，传播距离也还是较大的。
500 kHz到1500 kHz这一段是标准的调幅声广播波段。
　　短波线路的频段是从3 MHz到30MHz，波长从10 m到1OO m，也称为高频（HF）线路。
这频段的地面传播损耗已较大，但借助于地球上空的电离层的反射，可进行远距离通信。
世界性的声音广播和业余电台常采用这频段。
　　频率再高一些就是超短波线路。
它的频率范围通常认为是30 MHz到3 000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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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通信网理论基础(修订版)》重点讨论了影响现代通信网设计与规划的一些基本问题。
《通信网理论基础》一书自出版以来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本次修订对其中的内容进行精简、增删
、勘误、使关键内容更加精炼。
《通信网理论基础(修订版)》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特点：（1）注意了近现代网络技术，特别是以IP网
络为代表的分组交换网络对网络总体发展的影响，重点讨论了影响现代通信网设计与规划的一些基本
问题。
（2）适度增强了网络规划与优化部分的内容。
（3）注意了学生接受知识的特点，在某些算法原理介绍时调整了表达方式和理论证明思路，让某些
理论内容更加形象化、生动化。
每章附有的习题将有助于读者对《通信网理论基础(修订版)》内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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