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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现代通信领域的最新技术，并对它们作了客观的比较。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T1/E1系统、X.25、B-ISDN、SS7、FDDI、MAN/SMDS、ATM、住宅宽带以及移
动通信系统、IPv6等。
全书各部分的内容各有侧重并且涵盖全面，适应作为大专院校、研究院所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供通
信领域的专业人员学习参考。
　　本社已于1998年出版了一套“ATM及B-ISDN技术丛书”的影印原文版。
该丛书发行后，颇受欢迎。
应广大读者要求，现又推出这套丛书的中文版，本书是其中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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