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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是1994年4月出版的《通信新技术》的补充，并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
全书共分八章，包括B－ISDN，ATM，光同
步传输网，互联网，数字移动通信网，帧中继网，数字数据网，智能网，No.7信令等，较全面地介绍
了我国正在使用和将
要发展的通信新技术、新业务。

本书是邮电部教育司组织编写的统编教材，可作为电信技术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继续教育的培训教材
，也可供需要学
习或了解通信新技术、新业务的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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