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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OSI-RM为主线索，以分层的概念较全面地讨论了现代通信网的基本原理、结构、相关协
议以及各种业务节点设备。
全书着重讲解了现代通信网技术的基础知识和通信网的最新技术。
　　本书共分14章。
第1章将现代通信网划分为通信基础网、业务网和应用层三个层面；第2章讨论通信网的传送平台——
通信基础网；第3章以交换设备连网OSI-RM概念讨论各种业务节点设备；第4～11章介绍各种电信业务
网及其相应的业务节点设备；第12～14章介绍三大电信支撑网。
　　本书适用于电信运营、制造、工程和设计等企业的管理人员与工程技术人员，也可供从计算机、
自动化等专业转为从事电信专业的人员以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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