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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你有机会翱翔于太空，用你那双慧眼俯视人类的家园——地球，你能否想象到，我们这个星
球已经被一张张有形或无形的网所覆盖。
这些网有星罗棋布的交通网，有四通八达的通信网，还有正在不断延伸、把触角伸向各行各业和每个
家庭的互联网。
通信网和互联网都在向“无缝覆盖”的方向发展，不论你走到哪里，或天涯，或海角，都离不开这两
张网。
它们为你传递信息，为你打开通向广阔世界的门户，为你奉献上便捷而周到的服务⋯⋯　　在本书里
，我想通过对有关通信技术的介绍以及对上述这两张网的星星点点的描述，来反映一下我们所生活的
这个时代。
尽管这只是一孔之见，但它或许会对我们了解这个时代有少许帮助。
　　通信，简单地说就是信息的沟通。
19世纪，人类的通信进入了电信时代。
它包括有线电通信、无线电通信、光通信等通信形式。
电信是以传送符号的电报开始的，而后又相继出现了以传送话音、数据、图像以及由它们组合而成的
可视、可听或可用信息的各种通信方式。
　　电信是当今信息社会的重要支柱。
特别是计算机的出现，以及电信与计算机的迅速融合，更使电信如虎添翼，进入了一个多姿多彩、蓬
勃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
　　当今世界，以通信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浪潮正在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的生活产
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只要我们留心一下发生在周围的事，就不难觉察到这一点。
仅2011年春节期间，全国各类短信发送量累计竟达到260亿条！
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的数字。
它有力地说明，现代通信已深深地进入了人们的生活，成为很多人割不断的思念或难分难舍的伙伴。
　　这些年来，通信领域中的新技术、新业务、新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使人目不暇接。
如移动互联网、多媒体、高清晰度电视、宽带网、3G手机等等，无不充满朝气和魅力。
在这本书里，我还想尽可能通过科技与人文的融合，来展现现代通信新科技的风采，希望它能成为青
少年了解现代通信的入门向导。
如果它还能激发一些人进一步探索通信奥秘的兴趣，那我将更感欣慰。
　　通信是一个高科技产业，而且瞬息万变，要对它进行通俗、全面的描述不是一件易事。
因此，我期待着读者在看了这本书之后，能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我对它作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陈芳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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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果你有机会翱翔于太空，用你那双慧眼俯视人类的家园——地球，你能否想象到，我们这个星球已
经被一张张有形或无形的网所覆盖。
这些网有星罗棋布的交通网，有四通八达的通信网，还有正在不断延伸、把触角伸向各行各业和每个
家庭的互联网。
通信网和互联网都在向“无缝覆盖”的方向发展，不论你走到哪里，或天涯，或海角，都离不开这两
张网。
它们为你传递信息，为你打开通向广阔世界的门户，为你奉献上便捷而周到的服务⋯⋯
《通信》是“中国少年儿童科学阅读”系列之一。

在《通信》里，陈芳烈通过对有关通信技术的介绍以及对上述这两张网的星星点点的描述，来反映一
下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
尽管这只是一孔之见，但它或许会对我们了解这个时代有少许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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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芳烈，1938年生，浙江路桥人。
1962年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
同年入人民邮电出版社，历任助编、编辑、《电信技术》主编、《电信科学》主编、副总编辑、总编
辑。
在职期间，先后受聘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邮电学院、重庆邮电学院、邮电管理干部学院等院
校兼职教授。
1998年退休后，被聘为中国电信网站总编辑和《中国数据通信》总编辑历8年。
1990年被授予“有突出成绩的科普作家”荣誉证书；1991年被评为编审；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
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获“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荣誉称号以及第二届“高士其科普基金奖”；1999
年担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至今。
著译有《电信革命》、《现代电信剪影》、《现代电信百科》等专业类和科普类图书20余种，发表短
篇科普作品、论文约300余篇。
2007年因策划和主编《e时代N个为什么》丛书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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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电话是怎样传声的　　现代电话在瞬息之间便能把人讲话的声音传到千万里之外。
它之所以如此神通广大，是由于它插上了“电”的翅膀。
　　大家知道，电话是先把人的声音变为电流，然后再通过电信线路传送出去的。
把声音信号变成电信号传送至少有两大好处。
首先，是传送速度加快了。
声音每秒钟只能传340米，而电每秒钟能传30万千米，几乎相差100万倍！
速度快，是实现远距离实时通话的重要条件。
声音变成电信号之后，还便于利用现代电信技术进行“放大”、“调制”等处理，这也是实现远距离
通信的必要条件。
因为声音在变成电信号之后，无论是通过空间还是电话线路进行传输，都是有损耗的，如不给它补充
能量，传不了多远便会销声匿迹。
因此，在进行远距离电话通信时，在传输线路上每隔一定距离就要设置一个叫“中继器”的设备，对
信号进行“放大”，给它加足“油”后再往下传。
就这样，传一阵，便“放大”一次，就好像在进行接力赛跑一样，把电信号传到远处。
　　声音变成电信号之后我们是听不懂的，这电信号到了对方的电话机之后，还需要通过受话器把它
再转换成声音，我们才能听懂。
　　声音不仅可以用“电”来携带，也可以用“光”来携带。
在用光实现的电话通信中，话音信号要先变成电信号，然后再变成光信号进行传输；到彼端后，再通
过与上述相反的过程把光信号还原成声音，为对方所接收。
在通过光实现的电话通信中，要使声音传得很远，同样需要采取“接力”的办法。
在每个“接力站”里都要设置“再生中继器”，其作用类似于电传输中的放大器。
　　电话交换机的变迁　　当你需要与某人通电话时，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将你的电话机与你特定
对方的电话机连接起来。
担负这一重要使命的设备就叫做“电话交换机”。
电话交换机装在电话交换局（简称电话局）里。
　　据史料记载，在电话发明后不到两年，即1878年1月28日，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纽好恩便出现了世界
上第一个市内电话交换所。
当时只有20个用户。
早期使用的电话交换机是靠人工操作的，称“人工电话交换机”。
自从有了人工电话交换机，这个系统便几乎成了“女儿国”。
1878年9月1日，波士顿姑娘艾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女性接线员。
她甜美的音色和敏捷的操作，曾创造了这一领域的职业规范。
　　在使用人工电话交换机的城市，用户中的任何两个人要通电话，都要通过接线员临时连线。
譬如，当接线员得知甲用户要与乙用户通电话时，便将一根塞绳的一端插进连接甲用户的塞孔，而另
一端插入连接乙用户的塞孔，为他们“牵线搭桥”；通话完毕，接线员还要及时把这条塞绳拔掉。
其间，还要进行一些别的操作，可见，接线员是十分繁忙的。
随着电话用户数的增加，往往一个接线员要同时为许多用户服务，难免手忙脚乱，一天下来就会疲惫
不堪，而且还很容易出错。
上页的图片是一张1895年拍摄的人工电话交换局的照片。
照片里坐着一排接线员，她们正在紧张繁忙地工作着。
　　在电话交换采取人工方式的年代，人们每打一个电话，都得靠坐在交换机前的接线员手工接线和
拆线。
如果同时打电话的人多了，接线员和线路都有可能会忙不过来，这时人们就要排队等待，有时等上个
半天也不足为奇。
如果这时有人恰巧是因急事打电话，岂不令人心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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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世纪70年代的一项统计，如果当时美国的电话交换全部采用人工方式，就需要有3000万人来当
接线员，才能使全国的电话保持畅通。
那是多么难以想象的情景啊。
　　为了更快捷、更方便地使用电话，人们一直在为提高电话交换的速度和效率而努力。
　　1892年，自动电话交换机首先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拉波特城投入使用。
这种电话交换机是根据电话用户拨号所发出的脉冲信号，自动完成接线动作的，不需要人工介入。
它使电话接续的速度大大加快了。
　　电话交换实现自动化后，又经历了三个有代表性的发展阶段，它们的标志性事件是：　　1926年
，瑞典安装了世界上第一台大型纵横制自动电话交换机。
　　1960年，美国贝尔系统试验成功程控电话交换机，首次实现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电话的交换接续。
　　1970年，法国开通了世界上第一台数字程控电话交换机，开创了电话通信的一个崭新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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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少年儿童科学阅读”丛书列入中国科协繁荣科普创作资助计划；十几位中国知名科普作家
、科学家倾心创作；最新鲜的科学信息、最先进的科技成果，让你做一个科学达人；3000多幅彩色图
片穿越时空，向你展示科学之美！
　　通信是一个高科技产业，而且瞬息万变，要对它进行通俗、全面的描述不是一件易事。
因此，期待着读者在看了陈芳烈编著的《通信》这本书之后，能多提宝贵意见，以便对它作进一步修
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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