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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03年《现代通信网概论》出版以来，读者给了我很多的鼓励与建议。
五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及VoIP、IPTV的广泛应用，现代通信网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传统的通信网，正向着宽带、IP、移动方向快速演进。
　　在此期间，作者曾在国内主要电信刊物上发表了近五十篇涉及现代通信网发展的文章，现作者将
这些内容以及所搜集到的通信网新技术资料充实到原书中，进行改版。
在改版中，作者在保持原书以分层概念为主线索与深入浅出的风格基础上，尽力跟踪现代电信网的发
展脉络，以网络融合为主旋律，对原书作了较大的改动。
由于在改版中增添了不少新内容，受篇幅所限，删除了一些逐渐淡出的内容。
　　改版后全书分为15章，主要增加内容如下：　　第1章“信息与通信”增添了现代通信技术的一些
基本知识，包括：媒体、多媒体、超媒体、流媒体的概念；压缩媒体文件格式（MPEG2、MPEG4等）
；信源编码、信道编码、数据调制、基带调制、频带调制的基本原理，并着重介绍了用于WLAN
、WiMAX、4G移动通信的正交频分复用（OFDM）技术。
　　第2章“通信基础网”新增多业务传送平台（MSTP）、弹性分组环（RPR）和卫星通信等内容。
　　第6章“计算机网”新增无分类IP地址编址（CIDR）与路由方式、IPv6、超宽带（UWB）技术、
城域网的宽带无线接入WiMAX、对等网络（P2P）、IP网的多媒体与流媒体应用等内容。
　　第7章“蜂窝移动通信网”新增移动数据增值业务、TD-SCDMA无线传输技术、高速下行链路数
据分组（HSDPA）技术、MIMO技术、3GPP的长期演进（LTE）项目，并对3G核心网部分进行了改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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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通信网概论（第2版）》以OSI-RM为主线索，并以分层的概念较全面讨论了现代通信网的
基本原理、结构、相关协议和各种业务节点设备；着重讲解了现代通信网技术的基础知识和通信网的
最新技术。
全书将现代通信网划分为通信基础网、业务网和支撑网三个层面进行讨论。
第1章介绍现代通信技术的基础知识，第2章讨论通信网的传送平台——通信基础网，第3章以交换设备
连网OSI-RM概念讨论各种业务节点设备，第4章至第11章介绍各种电信业务网以及相应的业务节点设
备，第12章至第14章介绍电信支撑网，第15章介绍下一代网络。
　　《现代通信网概论（第2版）》适合电信运营、制造、工程和设计等企业管理与工程技术人员，
从计算机、自动化等专业转为从事电信专业的人员以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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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通信基础网　　通信基础网又称传送网，为简化描述我们可将通信基础网简单看成是一个
以光纤、微波接力、卫星传输为主的传输网络。
在这个传输网络的基础上，根据业务节点设备类型的不同，可以构建成不同类型的业务网。
通信基础网的带宽正在不断拓宽，将逐步成为未来信息高速公路的传输平台。
　　对通信基础网的描述同样引入了网络分层概念，通信基础网可以分为三层：　　第一层：传输媒
介　　第二层：传输系统　　第三层：传送网节点设备　　2.1　传输媒介　　携带信息的电磁波需要
在一定的物理媒质中传播，我们将这种物理媒质称为传输媒介。
传输媒介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
　　2.1.1　电缆　　在通信网中最常用的电缆是双绞线电缆和同轴电缆。
双绞线广泛用于电话网中作为模拟用户线使用。
近年来由于局域网和宽带接入网的发展，多种性能优越的数据双绞线电缆不断涌现。
　　1.双绞线电缆　　多对双绞线按一定规则排列成芯线组，外层包以塑料或铅皮则形成双绞线电缆
。
双绞线是由一对相互按一定扭距绞合在～起的铜导线组成，每根导线表面涂有绝缘层并用一定颜色来
标记。
成对线的扭绞使电磁辐射和外部电磁干扰减至最小。
双绞线按其电气特性进行分类。
　　双绞线分为两大类：100Ω非屏蔽双绞线（UTP，Unshielded Twisted Paired）和150Ω屏蔽双绞线
（STP，Shielded Twisted Paired）。
非屏蔽双绞线原用于电话用户线，经过不断的改进与提高，目前已广泛用于局域网中，UTP价格低、
布线使用十分方便。
按照美国电气工业协会／电信工业学会（EIA／TIA，Electronic Industries Association
／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ies Association）所规定的线缆等级，其分类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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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通信网变得越来越复杂。
为清晰描述现代通信网的结构，作者将OSI分层概念引用到通信网中，并作为贯穿《现代通信网概论
（第2版）》的主旋律。
本讲书内容完整连贯，在讲清各类通信网的基本原理和结构的基础上，尽量涵盖国内外通信网络技术
的最新成就。
全书分为14章，以分层概念讨论现代通信网的基本原理、结构、相关协议及各种业务节点设备。
且各章节亦有一定独立性，读者既可通读全书，亦可选择章节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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