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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通信交换技术》

前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信息化的需求，通信技术日新月异，通信产业目前已成为一个国家的
重要经济支柱之一。我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通信产业一直呈高速增长态势，固定电话网规模迅
速扩大，移动网从无到有，数据通信日益普及。目前在网络规模和用户数量上，我国都已跻身世界前
列。　　1876年，贝尔进一步发展了电报技术，发明了电话。他发现不仅消息能被转换为电信号，声
音也能直接被转换为电信号，然后由一条电压连续变化的导线传输出去。在导线的另一端，电信号被
重新转换为声音。这一伟大的发现诞生了通信业。由于人类对通信的迫切需求和科学技术的强力推动
，特别是计算机和数字处理技术的快速发展，电话通信也发生了质的飞跃，程控交换机的应用就是典
型代表。程控数字交换机能够将程控、时分、数字技术融合在一起。由于程控优于布控，时分优于空
分，数字优于模拟，所以时分程控数字交换机得到了极大发展。　　本书前6章主要讲述程控交换网
的基本概念和工程运用，后4章讲述有线网交换技术未来发展的几种类型。具体为：第1章绪论，第2章
数字交换原理与数字交换网，第3章呼叫处理与存储程序控制原理，第4章信令系统，第5章程控交换机
的结构，第6章数字程控交换网工程，第7章分组交换技术及应用，第8章光交换技术，第9章软交换技
术，第10章智能网。　　本书许多内容源于编者多年从事教学和通信工程实践的资料、经验和体会，
参编人员大多都具有教学和工程实践背景。为了适应高职院校教学和改革之急需，编写过程中采用任
务驱动和分项目训练的方式。全书共有10个任务，23个分项目，内容循序渐进，尽量保持叙述内容的
完整性，突出可操作性、实践性和实用性。书中配有图表和习题，书后配有附录，以便读者理解、查
阅。　　本书由马虹编著，并负责1、5、6、7、8、9、10章的编写；第2章由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的
韩伟老师编写；第3、4章由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孙小红老师编写。丁龙刚老师通读了全书并
提出了许多有益建议。编者同时查阅并引用了大量资料，在此，对所用内容的作者一并深表感谢。　
　需要说明的是，鉴于课程时数和教材字数所限，本书只对一般交换技术的内容作了简单介绍，不可
能面面俱到，也无法深入。需要进一步了解和掌握的读者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和本书的提示查找相关资
料。由于本书后5章相对独立，所以教学中也可针对需要进行适当取舍。有关任务驱动项目的设备、
实验装置及电路等主要以中兴HJD04-RM和s1240 1，2以及上海贝尔阿尔卡特SSUl2A数字程控交换机、
南京秦泰科技通信实验箱为依据，教学中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用。　　由于本书涉及的内容广泛，
加之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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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通信交换技术》

内容概要

《现代通信交换技术》内容简介：随着我国通信事业的发展，通信网络发展迅猛。通信网络交换技术
是通信网络核心技术之一。《现代通信交换技术》共分10章，以工程实践为背景，采用任务驱动为引
导，分项目实施的方式编写和组织内容，全面讲述了现代通信网络交换技术的方法和工程运用。
第1～6章介绍了数字程控交换的基本概念、交换模块、呼叫处理与存储程序控制、信令系统、软硬件
组成、网络工程等内容，第7～10章以每章一个专题的形式介绍了分组交换、光交换、软交换、智能网
方面的知识。
《现代通信交换技术》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语言通俗流畅，工程实践性强，书中配有大量插图和表
格，帮助读者形象直观地理解，每章后均附有习题，任务驱动项目便于教师组织实施综合实训。《现
代通信交换技术》适合高职院校通信类高年级学生使用，也可供一般从事通信工程技术和管理的人员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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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通信交换技术》

书籍目录

前言 任务驱动项目一：通信网交换技术基础　分项目训练一：掌握交换技术基本知识　分项目训练二
：了解交换方式　分项目训练三：了解电话交换网及其发展第1章　绪论　1.1　交换技术概述　
　1.1.1　交换的基本概念　　1.1.2　交换系统的基本功能　1.2　交换方式　1.3　电话交换网基本知识
　　1.3.1　话务基本知识　　1.3.2　网络阻塞的概念　　1.3.3　BHCA的测量　　习题一任务驱动项目
二：交换网模块研究　分项目训练四：PCM编译码电路识别　分项目训练五：空分交换网实例分析　
分项目训练六：时分交换网实例分析第2章　数字交换原理与数字交换网　2.1　PCM系统　2.2　数字
交换原理　　2.2.1　时隙交换的基本概念　　2.2.2　T接线器和S接线器　2.3　数字交换网　　2.3.1
　TT二级时分交换网　　2.3.2　TTT三级时分交换网　　2.3.3　TST交换网　　2.3.4　STS交换网　
　2.3.5　其他类型的交换网　　2.3.6　数字交换网用芯片及其应用　2.4　串/并变换原理及应用　习题
二任务驱动项目三：呼叫处理过程与系统配置　分项目训练七： HJD04?RM呼叫处理过程观察及测试
　分项目训练八：程控交换机的系统配置第3章　呼叫处理与存储程序控制原理　3.1　呼叫接续的处
理过程　3.2　输入处理　　3.2.1　用户线扫描及呼叫识别　　3.2.2　接收脉冲话机的拨号号码　
　3.2.3　按钮话机拨号号码的接收　3.3　分析处理　　3.3.1　去话分析　　3.3.2　号码分析　　3.3.3
　来话分析　　3.3.4　状态分析　3.4　任务执行和输出处理　　3.4.1　任务执行　　3.4.2输出处理　
习题三任务驱动项目四：信令产生与测试　分项目训练九：用户线信令　分项目训练十：信令的数据
配置　分项目训练十一：No.7信令系统配置　分项目训练十二： HJD04?RM交换机信号系统第4章　信
令系统第5章　程控交换机的结构第6章　数字程控交换网工程第7章　分组交换技术及应用第8章　光
交换技术第9章　软交换技术第10章　智能网附录 典型程控交换机介绍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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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电路交换的原理及优缺点。　　2）分组交换的原理与优点。　　3）了解ATM交换网。　　4
）了解光交换和软交换技术的基本概念。　　4.要求　　1）掌握电路交换基本原理。　　2）掌握分
组交换及演变。　　3）根据项目内容分析电路交换与分组交换的联系与区别，写出实训报告。分项
目训练三：了解电话交换网及其发展　　1.目的　　1）掌握电话交换网的基本知识。　　2）了解电
话交换网的发展历史。　　2.知识储备　　话务量又称为话务负荷或电话负荷，是反映交换系统话务
负荷大小的量，是指从主叫用户出发，经交换网到达被叫用户的话务量。显然，呼叫次数越多，每次
呼叫占用的时间越长，交换机的负荷就越重。所以，影响话务量的基本因素是呼叫次数和占用时长，
这可用爱尔兰公式来表示。　　由于交换系统的话源数远远大于话路数，同时呼叫的发生又是纯随机
事件，因此可能出现用户呼叫时，交换系统的M条话路全部被占用，在网络中找不到一条空闲出线，
致使接续不能建立，从而不能完成通话的情况出现。这是不能避免的事件。为统计该事件发生的情况
，需考核交换设备未能完成接续的电话呼叫业务量与用户发出的电话呼叫业务量的比值，称之为呼损
。　　交换网通常要由多级接线器组成，这些接线器之间的连线称为链路。有空闲的人线和有空闲的
出线，由于网络内部的级间链路不通，致使呼叫损失掉的情况称为交换网的内部阻塞。　　1837年，
莫尔斯发明了电报。从此，通信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一发明使通过无线电的电脉冲来传递信息
成为可能。报文的每一字符被转换为一串或长或短的电脉冲传输出去。1860年，里斯发现可以把电加
在电线上来传送声音。他在电线的一端绑了一个用香肠皮包裹着的软木塞（一个原始传声器），然后
把电线缠到编织针上，并在软木塞和编织针之间装上电池。当他把编织针放在小提琴的琴弦上时，每
次敲打软木塞，琴弦就会振动。反之，如果拨动小提琴的弦，软木塞也会发出声音。1876年，贝尔进
一步发展了电报技术，发明了电话。他发现不仅消息能被转换为电信号，声音也能直接被转换为电信
号，然后由一条电压连续变化的导线传输出去。在导线的另一端，电信号被重新转换为声音。贝尔为
他的发明“电报的改进”申请了专利并被誉为电话发明家。1877年，贝尔又为一个把接收器和传声器
装在一起的设备申请了专利。1878年，出现了人工交换机，它借助话务员进行话务接续，显然其效率
是很低的。从此电话交换技术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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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了解目前电信技术的好书，对现代通信技术详细的阐述和讲解，不可多得！
2、书不错，到货快，服务也好，关键是可以包邮，哈哈
3、书的质量挺好，服务也很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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