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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通信技术》

前言

　　本书自2003年出版，2006年再版以来，深受读者喜爱，先后印刷了10余次，总共印数近5万余册。
在此谨向广大热情的读者深表谢意。　　此次修订，尽可能对第2版的疏误之处进行修正，并且在原
书基础上增加了对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的介绍。　　2l世纪是通信信息时代，宽带上网、移动电话、
卫星电视等已迅速地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显而易见，这是基于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
以光纤通信、卫星通信和移动通信为代表的现代通信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　　随着通信的重要性
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不仅是通信专业的学生，而且非通信专业的学生以及其他领域的技术人员都
迫切要求学习通信技术。因此，为了使不同专业的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基本掌握现代通信技术的基本
原理，建立完整的通信系统概念，掌握现代通信网的组成，了解通信技术的发展趋势，我们将以往单
独设置的《通信原理》、《卫星通信》、《光纤通信》、《移动通信》、《业务通信网》和《接入网
技术》等课程综合成一门《现代通信技术》课程。为适应教学的需要，特组织编写此教材。　　全书
共分6章，第1章介绍通信的基础知识，第2章介绍卫星通信，第3章介绍光纤通信，第4章介绍移动通信
，第5章全面地阐述电话网、有线电视网、数字电视和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的业务通信网，第6章介绍
接人网技术。本教材计划学时为64课时。　　本书的第1章、第3章、第4章、第5章和第6章主要由朱月
秀老师编写，第2章由周珏老师编写，廖继红老师参与了第5章的编写。朱月秀老师担任本书的主编，
周珏老师为本书的副主编，朱月秀老师负责全书的统稿工作。上海同济大学天华学院陶亚雄博士主审
了全书。　　鉴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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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通信技术(第3版)》首先扼要介绍通信的基础知识，然后全面介绍了现代通信系统的组成，既讲
述了通信系统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又介绍新技术、新发展和新成果。重点讲述了卫星通信、光纤
通信和移动通信，对业务通信网（电话网、有线电视网、数字有线电视和宽带综合数据业务网等）做
了全面的阐述，最后介绍了接入网。《现代通信技术(第3版)》的宗旨是不管读者是否具备通信知识背
景，通过本教材的学习，都能建立完整的通信概念，理解当代应用最广泛的通信系统的工作原理并掌
握其组成结构。
《现代通信技术(第3版)》可以作为高职高专通信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教材，也可以作为高职高专电子、
计算机等其它专业的专业课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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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网型网　　见图1.11（a）所示。网型网最具代表性的是完全互连网，各结点之间直接以通信链
路连接，通信建立过程中不需要任何形式的转换。这种结构的最大优点是接续质量高，网络的稳定性
好。但当用户数量较大时，通信链路数将很大，因而网络投资费用很高。如果通信业务量不是很大的
话，经济性会很差。　　2.星型网　　见图1.11（b）所示。星型网中，各结点都通过转接中心进行连
接，N个用户需要N条通信链路。与网型网相比节省许多通信链路，但它需要有转接设备。由于各用
户之间的通信都要通过转接点，通信的接续质量和稳定性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尤其当转接设备发生故
障时，可能会造成整个网内的通信瘫痪。　　实用的星型网可以是多层次的，这种结构有时也称为树
型结构，长途电话系统就采用这种结构。　　3.环型网　　见图1.11（c）所示。环型网的拓扑结构为
一封闭环形，各结点通过中继器接入网内，各中继器由点到点链路首尾连接，信号单向沿环路逐点传
送。环型网的主要优点是通信链路短，初始安装比较容易，故障的诊断比较准确，十分适用于光纤传
输介质。但其可靠性差，可扩充性和灵活性也较其他网络差。　　4.总线型网　　见图1.1l（d）所示
。总线型网采用公共总线作为传输介质，各结点都通过相应的硬件接口连接到总线上，信号沿总线进
行广播式传送。总线型网的主要优点是通信链路短，安装容易，可靠性高并易于扩充。但故障诊断和
隔离困难，并且终端必须是智能的。　　环型网和总线型网在计算机通信中应用较多，在这两种网中
，一般传输的信息速率较高。它要求各结点或总线终端结点由较强的信息识别和处理能力。　
　1.1.5.2通信网的基本构成　　从通信网的基本结构可以看出，通信网主要由终端设备、通信链路和
转接交换设备三部分构成。终端设备是通信网中的源点和终点，它除对应于一般通信系统模型中的信
源和信宿外，还包括部分发送设备和接收设备。通信链路是网络结点的传输媒介，是信息的传输通道
，它除对应于通信系统模型中的信道外，也还包括部分发送设备和接收设备。转接交换设备是现代通
信网的核心，它的基本功能是完成接人交换结点链路的汇集、转接、接续和分配。目前广泛使用的转
接交换设备有电话网中的电路交换和计算机网中的分组交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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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以后再来补充
2、我觉得我是买错了，我有点看不懂！
3、对此门科目很感兴趣，正在学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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