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进中的电信传送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演进中的电信传送网》

13位ISBN编号：9787115124913

10位ISBN编号：7115124914

出版时间：2004-9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作者：李秉钧

页数：57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演进中的电信传送网》

内容概要

本书紧密结合电信传送网的发展，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传统电信传输系统向下一代传送网的发展历程，
完整地分析了从PDH到自动交换光网络(ASON)的演进路线，介绍了演进中出现的各种技术。全书共
分为12章，主要讨论了三部分内容：传送网的主要技术特点和标准化，以及传送网的发展方向；近年
来传送网领域内发生的重要技术演进；传送网管理和控制的智能化和ASON的组网、控制平面协议、
设备及其应用。　　本书的特点是以技术演进的观点来探讨电信传送网的发展，在编写过程中不仅从
技术角度，还从市场的角度对传送网的演进进行分析和讲解。考虑到传送网技术工作者分布在运营、
制造、市场、教学与研发等多个方面，本书在选材时以传送网的规划、运营方面的技术和管理的工作
内容为基本需求，兼顾各方面工作所涉及的内容。书中内容深入浅出、条理清楚、涵盖面广，可供电
信部门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市场营销人员阅读和参考，也可供相关院校通信专业的教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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