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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同步数字体系（SDH）从提出到现在已经20年了，作为主流传输技术在电信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SDH是以语音为代表的电路型业务为对象而设计的传送技术体制，在IP作为主导业务的今天，SDH
在效率与灵活性等方面的不适应已经显现，同时，以太网从局域网进入到城域网也面临服务质量
（QoS）保证的挑战。
目前，波分复用（WDM）技术的发展为在光层面组网提供了可能，从而促进了传送技术的演进。
随着下一代网（NGN）研究的深入，电信界也开始了对下一代传送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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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翔实地阐述了分组传送的由来、从电路型传送向分组化传送的演进历程、以通用交叉
和T-MPLS为核心的分组传送网技术。
　　全书共分5章。
第1章回顾了电信业的发展态势，介绍了骨干和城域网络向下一代分组传送网的演进需求，对业界提
出的分组传送技术进行了分类解读。
第2章简要介绍了IP和以太网业务在PDH、SDH、WDM、OTN/ROADM等各种电路型管道中的传送技
术，并包括了MSTP技术、10GE业务的封装映射技术。
第3章详细介绍了基于T-MPLS的分组传送网技术，重点包括T-MPLS体系结构、QoS、OAM、生存性、
全业务提供和应用定位等内容。
第4章在分析3G网络的传输需求和新技术挑战的基础上，阐述了基于各种分组传送技术的3G无线网络
的传输承载方案。
第5章详细阐述了OTN、ROADM和IP over WDM的关键技术和组网模式。
　　本书在内容上力求将网络发展和演进趋势与技术实现手段和电信级业务提供相结合，在叙述时力
求深入浅出，可供从事通信网络设备与系统开发、生产、工程建设、运行维护和运营管理的通信工程
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专业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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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分组传送网》在内容上力求将网络发展和演进趋势与技术实现手段和电信级业务提供相结合，在叙
述时力求深入浅出，可供从事通信网络设备与系统开发、生产、工程建设、运行维护和运营管理的通
信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专业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分组传送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