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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以《程控数字交换原理与应用》为基础，通过在内容和结构方面的适当修订而成。
《程控数字交换原理与应用》于1993年第一次出版，它较重视对交换机设计和具体实现的介绍，能较
好地帮助读者在理解原理的基础上提高实际设计能力。
该书的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适应广大读者，因此被不少高校选为通信专业本科生教材。
该书在14年时间里，共发行近3万册，为我国培养通信专业技术人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电子、通信和计算机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传统的电话交换机已由过去采用模拟交换技术、
只能提供单一话音业务的交换设备，发展成为以数字交换和存储程序控制为特征的、能提供包括话音
、数据和图像等多种业务的通用性通信网组网设备。
因此，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要，有必要对《程控数字交换原理与应用》的内容和结构作必要的修
订和补充。
　　首先，本书将话务理论基础与交换网络分开，作为独立的一章来介绍；其次，增加用户终端和传
输系统的组成及工作原理；第三，在接口电路中删去了目前已较少使用的模拟中继接口电路，在信令
系统中删去了相应的模拟局间信令，同时对原来的7号信令系统进行了扩充，增加了信令连接控制部
分SCCP、综合业务用户部分ISUP等方面的内容；最后，在存储程序控制中还增加了一种目前较流行
的呼叫处理进程调度方法，以适应存储程序控制技术的发展。
　　本书除进行了以上修订外，基本保留了原书中的实际交换系统的例子、专业集成电路原理的介绍
与应用，以及一些实用的曲线和图表，以供读者在实际工程中查用。
并对原书各章习题修改补充。
这些习题的目的不在于使读者获得某种普遍性的结论，而仅希望帮助读者理解和巩固正文中的内容。
交换类著作中常采用大量的英文缩写词，这为初学者阅读带来一定困难。
本书末尾附有英文缩写词语表，供读者阅读正文时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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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数字交换与通信网》论述了现代数字交换与通信网的基本概念、工作原理和实现技术。
全书分为10章。
第1章阐述现代程控数字交换与通信网的定义、术语、分类等基本概念，以及发展历史和现状。
第2章介绍现代程控数字交换和通信网的理论基础——话务量理论。
第3章介绍用户终端和传输系统的基本组成和工作原理。
第4章介绍程控交换机中各类接口及接口电路的原理和实现技术，以及一些实用的专用集成电路等。
第5章介绍数字交换网络设计的基础理论和具体实现方法。
第6章讨论通信网的信令系统。
第7章介绍现代交换和通信网的其它相关知识，包括：路由规划、编号制度、计费系统等。
第8至10章讨论交换机的存储程序控制，包括软硬件结构、开发工具、功能概述、呼叫处理和运行、管
理与维护等。
　　《现代数字交换与通信网》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工科院校电子类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也适
合于从事通信领域研究和生产的工程技术人员自学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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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0章　运行、管理与维护　　10.3　维护与诊断　　交换机在电信网中的位置决定了其维护工
作的重要性。
典型的要求是，在交换机40年的工作寿命期间，因故障造成的停机时间累积不得超过2小时。
因此，大多数故障应能限制在局部范围内，仅对少数用户或个别业务产生影响，且应能在不影响全机
工作的情况下修复。
为达到上述要求，程控数字交换机的维护与诊断系统必须能及时地发现并在不停机的情况下排除偶然
出现的个别故障，防止积累造成系统服务等级的严重下降或系统停运。
　　故障可以来自软件或硬件。
软件故障主要是设计、调试中未发现的隐患。
因此，采用良好的软件开发工具（例如CHILL语言）可以有效地减少软件在运行过程中才暴露出来的
故障。
软件设计故障通常是一次性的，在正确修复后不再出现。
软件故障的另一个可能是偶尔造成的程序或数据区数据的丢失或误改动。
这些问题可通过重新安装软件解决。
　　与软件故障相比，硬件故障是程控交换机中更常见的故障。
电子元器件的老化、损坏是硬件故障的主要来源。
除此之外，印刷电路板、接插头座、背板和连接线缆等都是易于出现故障的部件。
显然，电子元器件的数目越多或接插点越多，则机器发生故障的概率越高。
当然，故障概率还与元器件的可靠性及接插件、印刷电路板的质量有关。
对于目前的工艺技术水平，一台30000线的交换机典型地平均每天损坏一块电路板。
因此在设计时，必须考虑系统中部分电路出故障时，系统其余部分仍能提供适当的服务，或是说，系
统在发生局部故障时，其余部分仍能超负荷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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