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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适应教育转型需要，反映人才培养方案对教学内容要求，体现技术发展、演进和应用特色
，系统、全面地介绍现代网络交换技术的相关教材还比较缺乏。
为此，我们根据教学需要，面向通信、电子及相关专业编写了《现代网络交换技术》这本教材。
编者根据多年在通信网与交换领域从事教学、科研、工程实践的经验和体会，以及对网络交换理论和
实际问题的深刻理解，对教材内容进行了精心设计，较好地把握成熟、实用技术与技术热点之间的关
系，既反映网络交换技术的发展趋势和规律，又不盲目迎合新技术的炒作，使读者对现代网络交换技
术有一个清晰而全面的认识，掌握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思维方法。
　　全书共1l章。
第1章概论，介绍交换的基本概念及各类交换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演进。
第1章是本教材的总纲，后续各章皆围绕本章展开。
第2章介绍经典的电路交换技术，包括数字程控交换机的软硬件结构、数字交换原理、呼叫处理原理
、程序的执行管理和电路交换机的技术指标等，并对电话网的相关内容进行了阐述。
第3章介绍信令的基本概念、No.7 信令系统、TUP、ISUP、SCCP、TCAP和No.7 信令网等有关信令方
面的基本知识和典型信令流程。
第4章介绍分组交换技术，阐述了分组交换原理、X.2 5、帧中继和ATM技术。
第5章介绍智能网技术，重点阐述智能网的概念、体系结构及智能网系统的基本组成，并对几种典型
的智能网业务的实现和信令流程进行介绍。
第6章对局域网体系结构和局域网交换技术进行介绍，并对局域网技术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第7章介绍路由器与IP交换技术，重点阐述了IP技术基础、路由器的工作原理和典型的路由协议，并
对MPLS技术及其应用进行介绍。
第8章介绍NGN和软交换，阐述了NGN的体系结构，软交换的基本原理，软交换组网设备、主要协议
及软交换的组网应用。
第9章介绍移动交换技术，具体内容包括GSM／GPRS组网结构、功能实体、编号计划及移动网的发展
演变，同时对移动通信的一般呼叫过程、移动性管理、会话管理、漫游与切换、网络安全和主要移动
通信业务的信令流程进行介绍，并对移动软交换及3G核心网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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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现代通信网络发展与融合的角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各类交换技术及其内在联系，并对推动通
信网演进和发展的新技术进行了讨论。
全书共分11章，内容包括：绪论、电路交换技术、信令系统、分组交换技术、智能网技术、局域网交
换技术、路由器与IP交换技术、移动交换技术、IMS技术和光交换技术。
本书各章均按照导言、正文、小结和习题的形式进行展开，便于教学和自学。
    本书内容新颖、概念准确、论述严谨、图文并茂，系统性、可读性和适用性强。
本书既注重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阐述，又力图反映交换技术的最新发展，同时注重技术、原理与应
用的结合。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本科通信、电子及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通信与网络工程技术人员的自
学用书或技术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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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通信网中，信息传递过程涉及诸多操作，如比特流传送、同步、流量控制、差错控制、拥塞控
制、路由选择、会话过程管理和数据加密等。
因此，寄希望由单一通信实体完成所有的操作和功能是不切实际的，同时也不利于定义具体的操作功
能。
现代通信网采用分层结构，主要原因如下。
　　（1）分层可以降低网络设计的复杂度。
网络功能越来越复杂，在单一模块中实现全部功能几乎不可能。
如果每一层都基于其下面一层提供的功能进行构建，可以简化系统设计。
　　（2）方便异构网络设备间的互连互通。
用户可根据需要决定采用哪个层次的设备实现互连，例如终端用户关心的往往是应用层的互连，运营
商关心的是网络层互连，它们使用的互连设施必然有所不同。
　　（3）增强网络的可升级性。
层次之间的相对独立和良好的接口设计，使得某层设施的升级更新不会对上、下层功能产生影响，便
于提高整个网络的稳定性和灵活性。
　　（4）促进竞争和设备制造商的分工。
分层的实质是开放，任何制造商的产品只要遵循接口标准，就可以在网上运行，这打破了以往专用设
备易于形成垄断的格局。
另外，制造商可以分工制造不同层次的设备，例如软件提供商可以分工设计操作系统和应用层软件，
硬件制造商可以分工设计不同层次的设备，开发设计工作可以并行展开，网络运营商则可以购买不同
厂商的设备，并将它们互连在一起。
　　在不同网络系统中，划分的层数、每层的命名和功能各不相同，但其分层设计的思想基本相同，
即每一层的设计目的都是为其上一层提供某种服务，同时屏蔽下层的实现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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