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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的通信网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快速发展，通信网络的技术水平显
著提高。
通信网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越来越离不开通信网，它已广泛地深入到
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人类牛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通信网由各种类型的网络组成，包括业务网、传送网和支撑网。
通信网的发展方向是数字化、宽带化、智能化、综合化，正在研究和开发的下一代网络NGN为通信网
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现代通信网，在内容安排上注重文用性。
全书共12章。
第1章介绍现代通信网的类型，对电话通信网、数据通信网、计算机通信网、综合业务数字网进行了
综述，对现代通信网的未来发展进行r展望；第2章介绍传送网，对同步数字传输体系、光纤通信、微
波通信、卫星通信均做了详细介绍；第3章介绍电话网，包括PSTN电话网络和ISDN网络；第4章对数
据通信网进行了介绍，主要内容有分组交换数据网、数字数据网、帧中继网、ATM组网等；第5章介
绍移动通信网.对GSM系统、CDMA系统、第三代移动通信进行了论述；第6章讲述计算机网，介绍了
计算机网的基本概念、局域网、城域网、广域网，以及计算机网络协议和计算机网的应用；第7章介
绍宽带IP网.对宽带IP网的体系结构、IP电话网、移动IP进行了讨论；第8章介绍智能网.讨论了智能网的
工作模式和概念模型，并介绍了智能网的应用；第9章介绍接入网技术，对V5接口、铜缆接入网、光
纤接入网、以太网接入网、电话接入网、无线接入网进行了论述；第10章讨论了电信支撑网，对信令
网、同步网、管理网做了详细说明；第11章讨论下一代通信网络（NGN）的问题，对NGN的特点和
主要技术进行了分析，并对软交换和NGN组网进行了介绍；第12章介绍通信网的互连形式和基本构成
，同时对互连网络管理进行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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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现代通信网的工作原理、体系结构、关键技术和网络之间的互通互连等。
主要内容包括：传送网（SDH、WDM、微波、卫星）；电话网（PSTN、ISDN） ；数据通信网（X.25
、DDN、FR/ATM、B-ISDN） ；移动通信网（GSM、GPRS、CDMA、3G） ；计算机网；宽带IP网
（IP电话网、移动IP、宽带IP城域网）；智能网（固定智能网、移动智能网）；接入网（V5接口
、ADSL、FTTX+LAN、小灵通接入）；电信支撑网（No.7信令网、同步网、TMN） ；下一代通信网
络以及通信网互连。
　　本书可作为通信类、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和网络技术类高职高专和普通高校二级（独立）学院
相关专业的教材或主要参考书，也可供通信企业的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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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灵活的复用映射方式。
由于SDH采用了同步复用方式和灵活的复用映射结构，使低阶信号和高阶信号的复用／解复用一次到
位，大大简化了设备的处理过程，省去了大量的有关电路单元、跳线电缆和电接口数量，从而简化了
运营与维护，改善了网络的业务透明性。
　　（2）兼容性好。
SDH网不仅能与现有的PDH网实现完全兼容，即PDH的1.544Mbit／s和2.048Mhit／s两大体系（含三个
地区性标准）在STM-1等级上获得统一，实现了数字传输体制上的世界性标准，同时还可容纳各种新
的数字业务信号（如ATM信元、FDDI信号等），冈此SDH网具有完全的前向兼容性和后向兼容性。
　　（3）接口标准统一。
由于SDH具有全世界统一的网络节点接口，并对各网络单元的光接口有严格的规范要求，从而使得任
何网络单元在光路上得以互通，体现了横向兼容性。
　　（4）网络管理能力强。
SDH的帧结构中安排了充足的开销比特，使网络的运行、维护、管理（OAM）能力大大加强。
通过软件下载的方式，可实现对各网络单元的分布式管理，同时也便于新功能和新特性的及时开发与
升级，促进了先进的网络管理系统和智能化设备的发展。
　　（5）先进的指针调整技术。
虽然在理想情况下，SDH网络中的各网元都由统一的高精度基准钟定时，但由于在实际网络中，各网
元可能分属于不同的运营者，所以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同步工作（同步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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