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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精心选取ISDN与ATM、IP技术以及宽带IP网络、移动网、智能网、下一代网络、网络管理等
典型通信网技术作为内容，以体现出现代通信网发展的多样化、宽带化、智能化、个人化的特点。
在对宽带IP、MPLS、软交换、Parlay等技术的介绍中，注重把握同ATM、智能网等已有技术的内在联
系，阐释了下一代网络的基本原理。

　　本书把飞速发展的网络技术同基本原理结合起来，对迅速发展和普及的现代通信网络及其主要相
关技术有一个全面概括，较好地把握成熟、实用的技术与热点技术之间的关系，既反映网络发展趋势
和规律，又不盲目迎合炒作。
本书对抽象复杂知识的介绍通俗易懂，深入浅出。
本书既便于教学实施，又适合读者自学。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电子信息工程类、通信工程类本科高年级学生、研究生教材或参考
书，也可供网络通信技术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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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①系统采用单端控制，任何传输链路中的扰动都将导致定时基准的扰动。
这种扰动将沿着传输链路逐段累积，影响网中定时信号的质量。
为减小传输链路引起的定时基准相位扰动，从节点时钟的锁相环应采用带宽极窄的环路来滤除扰动。
　　②一旦主节点基准时钟和传输链路发生故障，就会造成从节点定时基准的丢失，导致全系统或局
部系统丧失网同步能力。
为此，主节点基准时钟须采用多重备份手段以提高可靠性，而定时基准分配链路采用备用路由的时钟
或者在从节点设置具有存储功能的松耦合锁相环路来实现同步。
　　主从同步方式由于优点多，而缺点又可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克服，因此广泛应用于公用电信网中。
当数字网为分布式结构时，主从同步方式就不太适用了。
　　（3）相互同步　　相互同步技术是指数字网中没有特定的主节点和时钟基准，网中每一个节点
的本地时钟通过锁相环路受所有接收到的外来数字链路定时信号的共同加权控制。
因此，节点的锁相环路是一个具有多个输入信号的环路，而相互同步网构成将多输入锁相环相互连接
的一个复杂的多路反馈系统。
在相互同步网中各节点时钟的相互作用下，如果网络参数选择得合适，网中所有节点时钟最后将达到
一个稳定的系统频率，从而实现了全网的同步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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