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PTN网络建设及其应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PTN网络建设及其应用>>

13位ISBN编号：9787115223074

10位ISBN编号：7115223076

出版时间：2010-4

出版时间：人民邮电出版社

作者：王晓义，李大为　主编，田君　等编

页数：174

字数：2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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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PTN网络建设及其应用>>

前言

　　在电信业务IP化趋势的推动下，传送网承载的业务从以TDM为主向以IP为主转变。
　　PTN兼顾分组业务的灵活性和高效率，同时继承了SDH设备简化运维的特性，已经成为业界关注
的焦点：中国移动集团对PTN开展了大规模的集采活动，中国电信积极开展PTN试点，中国联通也启
动了PTN的测试。
浙江移动作为PTN技术的倡导者和商用部署的先行者，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希望通过《PTN
网络建设及其应用》的总结能给后续开展的PTN规划和建设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借鉴。
　　浙江省移动公司2007年开始便非常关注分组传送网络技术，与业界主流设备供应商开展广泛的交
流与研讨：2008年初开始组织PTN的单功能测试，并且在宁波开展了小规模现网测试。
在对多厂商的PTN设备和技术开展了进一步的考察后，又开展了浙江移动PTN组网模式和建设策略的
软课题研究。
在形成初步的建网思路后，选定华为公司合作开展网络规划和部署活动。
杭州移动PTN至开通以来运行状态良好，城域网络维护团队并没有因“分组化”而增加额外的人力，
开通了业界首个1588V2商用局，运营状态稳定，1588V2的部署规模正进一步扩大。
　　PTN城域承载网络的规划和建设与传统的MSTP承载网相比：前者与无线等业务网络之间的耦合
性更强。
同时考虑投资回报关系，PTN的部署还需要充分考虑与原有的承载网络之间的组网配合关系。
中国移动浙江省公司、杭州分公司，华信设计院以及华为公司组建了联合团队共同开展PTN规划和现
网测试等活动，项目组成员严谨务实的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是项目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其他地区的城域网络状况和组网模式可能与《PTN网络建设及其应用》介绍的杭州移动的情况略有不
同，但所分析、论证和总结的系统性思考方式、PTN建设的关注重点和维护实践等内容，将对PTN的
部署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借鉴。
　　《PTN网络建设及其应用》以实践为背景，围绕分组化传送技术和应用，以最新的国际标准和研
究资料为基础，辅以作者多年以来对光传送网、城域网、IP网、同步网、无线传输网络等领域的研究
成果和参与国家相关重大项目的经验，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分组化传送网的关键技术、实现原理、应用
模式等，重点介绍了PIN的各种关键技术和设备功能及组网性能的测试方法。
　　在《PTN网络建设及其应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国内运营商、设备制造商、科研院所、业界专
家学者的悉心指导和大力帮助，让我分享了很多业界朋友的最新研究成果，与他们的广泛交流和探讨
给了我们很多的灵感，在此表示最深切的谢意。
　　PTN是一项正在发展中的技术，涉及IP网络、以太网、传送网、无线网等众多研究方向，很多技
术还处在研究之中，有些还有待于标准化的进展和重大技术进步。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误和不当之处，恳请同行和读者批评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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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实际工程实践的角度出发，详细阐述了PTN技术的发展、PTN设备的组网策略和组网原则
、PTN工程实践、网络性能测试和PTN维护等内容。
全书共分为7章。
第一章简要介绍了PTN技术的概念、与相识技术的对比、以及目前主流设备厂家的PTN设备介绍；第
二章分析了PTN技术的定位、与现有网络的关系、PTN的组网建设策略和建设原则；第三章详细阐述
了PTN的现网规划和实施，包括网络结构模型、业务开发模式、保护策略、QoS规划，设备的各种IP
地址和ID规划等；第四章详细讲述了PTN设备在现网的测试情况和测试方案，以及PTN与NB和RNC的
联合性能测试；第五章主要总结了PTN技术的现网工程建设经验；第六章主要总结了PTN技术的现网
维护建设经验；最后一章附录，提供了PTN设备和网络的现网配置实例。
　　本书可供从事传送网、城域网、无线接入网传输维护和运营管理人员阅读，也可作为全业务接入
、宽带运营大客户业务部的运营管理人员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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