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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通信技术》

前言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信息科学成为最为活跃的学科领
域之一，信息技术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作为信息
传输基础的通信技术则成为信息产业中发展最为迅速，进步最快的行业。目前，个人通信系统和超高
速通信网络迅猛发展，推动了信息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并成为21世纪国际社会和全球经济的强大动力
。　　随着通信技术日新月异，学习通信专业知识不但需要扎实的专业基础，而且需要学习和了解更
多的现代通信技术和理论，特别是数字通信、卫星通信以及传感器网络的现代通信技术方面的知识。
从有线通信到无线通信，从固定设备间的通信到移动通信，从无线通信到无线因特网，到传感器网络
技术。未来的通信将为人们提供全方位以及无缝的移动性接入，最终实现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
间进行任何方式的通信，使得通信技术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呈现经久不衰的势头。　　网络技术的飞
速发展，通信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日趋重要，世界各国特别重视通信技术的理论研究和通信
技术专业人才的培养，国外有关通信领域的文献资料和专著较多。就国内来讲，通信专业人才大量急
需，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各高校和科研单位都在培养社会所需的通信专业人才。　　为了增
进通信及安全技术领域的学术交流，为了满足通信及信息安全专业领域的读者的需要，提供一套能系
统、全面地介绍和讲解通信技术原理及新技术的系列丛书，北京科技大学等组织编写了这套《现代通
信高技术丛书》。这套丛书内容涵盖了通信技术的主要专业领域，既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类、信息类
、电子类、计算机类等专业高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的教材，又可作为有关通信技术和科研人员的技术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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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通信技术》首先对通信的基础知识进行了简要介绍，然后对现代通信领域涉及的主要技术做了
比较全面、系统地讲述，其中涵盖了近年来涌现的新技术。全书共分8章，内容包括通信基础知识、
数字通信技术、电话网技术、数据通信技术、光纤通信技术、多媒体通信技术、无线通信技术和下一
代网络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内容丰富、简明易懂，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电子信息类专业高年级
学生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从事相关专业工作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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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3章　电话网技术　　3.1　电话网概述　　3.1.1　电话网的组成和结构　　电话网（Telephone
Network）是传递电话信息、开放电话业务的电信网，它由用户终端设备（用户话机）、交换设备（
交换机）和传输设备（用户双绞线、PCM中继线路等）组成，这3部分也是构成电话网的三要素。　
　电话网结构的基本形式有星型网、网状型网、环型网、树型网和复合型网等。　　就全国范围的电
话网而言，很多国家都采用等级结构。等级结构就是全部交换局划分成2个或2个以上的等级，低等级
的交换局与管辖它的高等级的交换局相连，各等级交换局将本区域的通信流量逐级汇集起来。一般在
长途电话网中，根据地理条件、行政区域、通信流量的分布情况等设立各级汇接中心，每一个汇接中
心负责汇接一定区域的通信流量，逐级形成辐射的星型网或网状型网。通常是低等级的交换局与管辖
它的高等级的交换局相连，形成多级汇接辐射网；最高级的交换局则采用直接互连，组成网状型网。
因此，等级结构的电话网一般是复合型网，采用这种结构可以将各区域的话务流量逐级汇集，达到既
保证通信质量又充分地利用电路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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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算是比较浅显的教材，各类通信方式如GSM、光纤、卫星通信都有所涉及，调制、复用等多种技
术也做了介绍。不过各章节之间也有重复的地方，总体说来是不错的入门级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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