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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专门介绍通信线路维护知识的实用技术书籍，书中重点介绍了光电缆基本知识、光电缆接续与
测试技术以及线路障碍的查找和检修方法，并详细介绍了通信线路维护工作的基本任务、管理技术及
维护维修考核指标等。
对有关的线路建筑物和线路维护安全操作技术也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本书注重实际操作，其内容具有可操作性，可供从事通信线路工程和维护的技术管理人员以及线
务员在日常工作中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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