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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IP多媒体子系统(IMS)原先是3G移动网络中的一个业务子系统，用于提供基于IP的业务会话控制。
随着几年来的发展，IMS的重要性越来越凸现出来，业界基本上认为IMS将成为未来取代软交换，融合
固定交换网和移动交换网的首选方案(统一．IMS方案)。
同时，IMS与其他基于IP的业务网络，如IPTV等，也有很好的互通性和融合性。
　　为什么IMS会受到业界的青睐，成为未来语音与视频通信交换网络的首选方案呢?作者认为主要是
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IMS基于IP分组交换网络与未来网络发展方向一致；二是IMS的业务与会话
控制分离的思想，以及基于WebService的业务开放架构降低了新业务的接入门槛，激发了业务创新，
使基于IMS的增值业务将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三是IMS核心的SIP以及其他多数协议都是基于IETF的
标准，并在上面增加相应的扩展以满足移动网的要求，这在保证了IMS持续性发展的同时，也为通信
网和因特网的有机结合奠定了基础。
　　本书将围绕IMS这个主题展开描述，全书共分为9章。
　　第1章简单概述了IMS的概念、特点，介绍了基于IMS的业务。
　　第2章详细描述了IMS系统的组成结构、功能实体和各实体之间的接口参考点。
　　第3章介绍了实现IMS系统众多业务功能的各项信令协议和控制协议，通过对这些协议的了解将为
后续章节的深入学习打下必要的基础。
　　第4章讨论了IMS的细节部分，通过对一些IMS核心概念和关键技术的澄清，深入了解IMS各项技
术细节。
　　第5章是本书的重点部分，通过对IMS基本会话过程的学习，我们将知道IMS是如何通过各种交互
协议将各个功能实体串联起来以提供各种业务功能应用。
　　第6章是第5章的延续，介绍了一些相关的补充会话过程，从而使读者对IMS各种会话情况有一个
全貌的了解。
　　第7章重点介绍了基于IMS的3个主要业务的详细细节，本章对于应用开发人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第8章描述了IMS的标准化情况以及最新进展，以保证本书的内容跟得上IMS的最新发展。
　　第9章为本书的总结，给出了一些IMS的实际开发和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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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IMS核心原理与应用》以IP多媒体子系统(IMS)为核心内容，系统介绍了IMS的相关知识，主要
包括：IMS的概念、特征、网络结构和接口、协议、核心技术、会话过程，以及基于IMS的业务，同时
还介绍了IMS的标准化和最新发展情况以及IMS的实际开发和商用情况。
　　《IMS核心原理与应用》内容丰富，资料全面，紧跟IMS最新技术发展，既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
信息、计算机等专业研究生及本科高年级学生的教材或参考资料，也可作为从事3G、软交换等电信网
络以及因特网相关业务应用的研究开发、产品设计、设备制造、网络规划、生产和运营管理工作的技
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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