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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2003年1月由教育部组织、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在黑龙江工程学院召开的“21世纪中国
高等学校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课题审定会的有关精神，在原高等学校通用的程控
交换技术的基础上，根据理工类应用型本科专业的特点，编写了现代交换技术教程的教材。
　　为了让读者能全面、系统地掌握现代交换技术的知识，达到教育部对应用型本科的要求，在编写
本教材时，根据应用型本科的特点，力求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通俗易懂，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准确
清晰。
本书结构条理清晰，重点要素突出。
　　现代交换技术教程内容包括3部分：第1部分程控交换技术和电话网，包括数字交换网络、信令系
统、数字程控交换系统和电话通信网；第2部分主要讨论现有的交换技术，包括综合业务数字网、智
能网、移动交换、ATM交换和IP交换；第3部分新型交换技术，包括软交换技术和光交换技术。
　　现代交换技术教程的内容简明扼要，着重论述各种交换系统的组成、工作原理及其采用的信令系
统或通信协议，并注重与相应的实际交换系统的结合。
特别注意以形象直观的操作形式来配合文字表述，重点突出，以帮助读者掌握关键技术并全面理解本
书内容。
　　本书共分12章。
第l章介绍交换技术的现状与发展（绪论）；第2章介绍数字交换网络的组成及工作原理；第3章研究讨
论程控交换的信令系统；第4章研究讨论数字程控交换系统的硬件组成和软件系统；第5章介绍电话通
信网的问题；第6章研究讨论综合业务数字网；第7章介绍智能网的原理和应用；第8章研究移动通信系
统中的交换技术；第9章研究讨论ATM交换技术的原理和应用；第10章介绍IP交换技术；第11章研究讨
论软交换技术；第12章介绍光交换的有关知识。
　　本书由郑仲桥、张建生任主编，张燕红、何一鸣、彭颖任参编。
其中第2、第3、第6、第9章由郑仲桥编写，第4、第7、第8章由张燕红编写，第5章由张建生、何一鸣
编写，第11章由彭颖编写，第1章由韩霞编写，第10章由许清泉编写，第12章由林琳编写。
本书由郑仲桥统稿，由钱显毅主审。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参考了许多教材和参考文献，许多同行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误或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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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交换技术教程》全面介绍了交换技术的概况及发展历史，讨论了各种交换技术的原理和应
用。
内容包括：交换的概念和发展历史（绪论）；数字交换原理，数字交换网络；信令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数字程控交换系统的结构、终端和接口，数字程控交换系统软件的基本特点、结构，程控操作系统
和呼叫处理程序的基本原理；电话通信网的基本组成和结构；综合业务数字网；智能网的概念和结构
；移动交换原理；ATM交换的结构和基本原理；IP交换技术的概念和工作原理；下一代网络的概念，
软交换网络的结构、组成、业务和组网方式；光交换技术的原理、结构和基本元件。
　　《现代交换技术教程》编写力求反映应用型本科的要求和理工类专业的教学特点，内容力求由浅
入深，循序渐进，通俗易懂，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准确清晰，说明简明扼要，注重理论与实际应用有
机的结合，并且特别注意以形象直观的形式来配合文字表述，重点突出，以帮助读者掌握现代交换技
术的主要内容。
　　《现代交换技术教程》可适应不同层次的读者选用，既可用于高等学校通信工程本科教材，也适
合各类通信工程技术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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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　数字交换网络　　2.1　数字交换技术基础　　2.1.1　语音信号数字化　　现代程控交换机都
是数字交换机，在数字交换机内部交换和处理的都是二进制编码的数字信号，在数字电话网中，普遍
采用模拟电话机和模拟用户线路，模拟电话机发出的话音信号是模拟信号，因此在程控交换机的用户
模块中，需要对用户线送来的模拟信号进行模数转换，将模拟的话音信号转变为数字信号，即进行语
音信号数字化；在相反方向上进行数模转换。
　　语音信号的数字化要经过抽样、量化和编码三个步骤。
　　1）抽样　　模拟信号在时间和幅度上都是连续的。
通过抽样，能够将模拟信号从时间上离散开来，将时间上连续的模拟信号变为时间上离散的抽样值，
如图2.1所示。
所谓抽样，指用很窄的脉冲按一定周期读取模拟信号的瞬时值。
在此后的传输和交换过程中，传送和处理的都是这些断续的抽样值的二进制编码信号。
那么，抽样频率应该取多少，抽样值在接收端才能够被恢复为原信号呢?著名的抽样定律给出了答案：
传送限带连续信号时，只要传送信号的单个抽样值（脉冲）的序列就足够了。
这些抽样值的幅度等于连续信号在该时刻的瞬时值，而抽样频率fc至少等于所传信号的最高频率的2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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