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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级通信工程师考试辅导教程（传输与接入）》由希赛教育通信学院组织编写，作为全国通信专业
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考试中级通信工程师传输与接入专业考试辅导指定教材。全书内容涵盖了考试大纲
规定的所有知识点，对考试大纲规定的内容有重点地进行了细化和深化。阅读《中级通信工程师考试
辅导教程（传输与接入）》，就相当于阅读了一本详细的、带有知识注释的考试大纲。准备考试的人
员可通过阅读《中级通信工程师考试辅导教程（传输与接入）》掌握考试大纲规定的知识，掌握考试
的重点和难点，熟悉内容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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