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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专门介绍SDH数字微波传输系统的图书。
内容有SDH微波传输的基本知识、SDH的基本概念和技术原理、基带数字信号的特点、纠错编码的原
理和应用知识、SDH微波传输中常用的数字调制技术、微波帧复用原理及微波传输信道的特性、微波
传输实用补偿技术、保护切换和微波传输系统的设计考虑、SDH微波传输网的网络管理、数字微波传
输系统的基本测试方法以及典型的SDH微波传输设备和SDH传输测试仪。
本书内容丰富，系统性强，实用价值较高，要供从事电信工作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阅读参考，也可
作为相关院校师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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