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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通信技术专业作为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示范性重点建设专业，其专业建设不断深入，实践环境不断
完善。
要培养出专业知识扎实、实践技能熟练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使毕业生能零距离上岗，在教学过程中
必须要对旧的教学环节进行改革，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实践需求。
教学改革必然涉及教学目标、课程组织、考试方法、教师队伍以及其他方面。
为使得教学与实践环节进一步适应当前社会对交换技术人才的需求，改进教学质量和效果，提高学生
的综合应用能力，我们编写了《交换机（中兴）安装、调试与维护》和《交换机（中兴）安装、调试
与维护实践指导》，这两本教材应配套使用。
其中，本书主要包括相关任务的学习引导、工作页、练习页以及任务评价等。
《交换机（中兴）安装、调试与维护实践指导》一书主要包括针对本书中涉及的学习要点、学习中存
在的问题和意见而设计的记录表单，所有任务完整工作过程的详细记录表单，以及针对学生专业能力
、团队协作、情感态度等方面的评价表单。
任务评价采取自评、组内互评、教师对小组评价以及教师对个人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公正地对
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
本书分为4个学习情境。
学习情境1：认识交换机；学习情境2：交换机系统的勘察、设计与安装；学习情境3：交换机的软件调
试；学习情境4：交换机的维护。
本书由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的中兴通讯学院联合开发。
由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教研团队牵头，中兴通讯学院Nc教育管理中心的专职讲师配合，并且特邀
中兴公司资深技术专家组成顾问与评审团队协助教材的开发编写。
学习情境1和学习情境4由中兴通讯学院的王田甜和黄金两位高级培训讲师共同编写，学习情境2由刘业
辉老师编写，学习情境3由方水平老师编写。
全书由方水平老师负责统稿，由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系王怀群主任主审。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通信教研室同事和中兴通
讯、华为等企业同仁的帮助，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由于工程类教材开发的特殊性，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NC教育管理中心特别邀请了行业内的相关技
术专家来协助本书的开发，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限于编者的水平，书中难免有错误和疏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使本书更趋完美，也更加
符合职业技术教育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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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交换机助理工程师的工作任务为主线，市话交换机务员、线务员、客服话务员、程控交换
机生产等工作岗位的工作任务为辅线，以实际的交换系统工程项目为依据，设置4个情境：认识交换
机，交换机系统的勘察、设计与安装，交换机的软件调试，交换机的维护。
　　本书与《交换机(中兴)安装、调试与维护实践指导》配套使用，使学生掌握通信网组网等相关的
基本概念、软硬件的基本构成、信号(信令)系统等基本内容，具备进行程控交换机安装、设计、电话
开通、计费和新业务的设置、交换机的维护等技能，为今后从事数字程控交换系统的生产、安装、维
护和应用等方面工作打下良好的专业基础。
学生学完本书内容后即可以应考通信行业的中、高级市内电话交换机机务员、交换机助理工程师等资
格证书。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通信技术、通信工程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的教师、学生和工
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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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现今通信中的许多业务，其信源信号是模拟的，利用数字通信系统传输模拟信号时，首先要将
模拟信号数字化，然后用数字通信方式传输。
模拟信号数字化的方法有多种，目前采用最多的是信号波形模／数转换方法。
即在通信系统的发送端，经过抽样、量化和编码等步骤，把模拟基带信号转换成数字基带信号，在接
收端，则通过对应的逆变换，将数字信号恢复成模拟信号。
此转换过程的编码方式主要有脉冲编码调制（PCM）和增量调制（DM）两大类。
PCM过程主要包括抽样、量化、编码3个步骤。
抽样把时间上连续的模拟信号转换成时间上离散而幅度上连续的抽样信号；量化则把幅度上连续的抽
样信号变换成幅度上离散的量化信号；编码则把时间和幅度已经离散的量化信号用二进制码组表示。
从调制的观点来看，PCM是以模拟信号为调制信号，对二进制脉冲序列进行载波调制，从而改变脉冲
序列中各个码元的取值。
所以通常也把PCM称为脉冲编码调制，简称脉码调制。
1.抽样定理及其应用将时间上连续的模拟信号变为时间上离散的抽样值的过程就是抽样。
抽样定理表明：如果对某一带宽中有限时间内的连续信号（模拟信号）进行抽样，且抽样速率达到一
定数值时，那么根据这些抽样值就能准确地确定原信号。
这就是说要传输模拟信号，不一定要传输模拟信号本身，而可以只传输按抽样定理得到的抽样值。
抽样定理则主要讨论能否由离散的抽样序列重新恢复为原始模拟信号的问题，这是所有模拟信号数字
化的基础。
模拟信号依据信号的最低（或最高）频率与带宽的关系，可以将模拟信号分为低通型信号和带通型信
号。
设模拟信号的频率范围为（fl，fH），信号的带宽为B，若B>=fL，则称该信号为低通型信号；若B≤fL
，则称该信号为带通型信号。
现在分这两个情况来介绍抽样定理。
（1）低通型信号抽样定理。
抽样定理的具体内容为：一个频带限制在（0，fH）内的时间连续信号m（t），如果以不大干1／
（2fH）s的间隔对其进行等间隔抽样（也就是抽样频率fs大于或等于2fH），则m（t）将被所得到的抽
样值完全确定。
此抽样定理称为均匀抽样定理，因为它用在均匀间隔Ts≤1／（2fH）s上给定信号的抽样值来表征信号
。
由该抽样定理可知，当被抽样信号的最高频率为fH时，每秒内抽样点的数量将等于或大于2fH个，这
意味着对于信号中的最高频率分量至少在一个周期内要对它取两个样值。
如果这个条件不能得到满足，则接收端还原该信号时必然出现信号的失真。
该抽样频率称为奈奎斯特频率。
抽样信号的变化过程和频谱图变化如图1-6所示。
在工程设计中，考虑到信号绝不会严格带限以及实际滤波器特性的不理想，通常取抽样频率约为8kHz
，以避免失真。
例如，语音信号带宽通常限制在3300Hz左右，而抽样频率通常选择8kHz。
根据抽样的基本原理可知其实现的方法如图1-7所示。
由图1-6可知要想从样值中恢复原信号，可通过低通滤波器来实现，如图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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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交换机(中兴)安装、调试与维护》：世纪英才高等职业教育课改系列规划教材(通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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