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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原理、仪表测量、计算机仿真三方面对无线电信号的频谱特征进行了分析讨论。
主要介绍了影响无线电信号频谱的因素，常用模拟、数字调制方式及频谱，常用发送滤波器及对无线
电信号频谱的影响，常见的无线电广播通信系统频谱特性；对产生各种无线电干扰的机理进行了计算
机仿真分析；简要介绍了计算机仿真的思想、方法。
　　书中提供的仪表测量以及仿真频谱图可供相关技术人员参考。
本书可以作为培训教材，也可以作为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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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基础知识　　无线电信号频谱涉及十分宽广的学科领域。
在此仅讨论与无线电信号频谱监测与检测关系较密切的相关知识。
　　第1章　无线电信号的频域、时域与相位域特性　　1.1　基带信号的频谱　　无线电通信（或者
广播等）系统的使命是将语音、图像、视频以及数字信号从发射端传输到接收端。
通常这些信号需要进行调制及相关处理以后再以无线电信号的方式发射到空中。
接收端将无线电信号经过解调及相关处理后还原为语音、图像、视频以及数字信号。
在此我们面对两种信号：无线电信号以及原来的语音、图像、视频和数字信号。
本书主要是讨论分析无线电信号。
　　从通信的角度观察，无论语音、图像、视频以及数字信号，除了具有各自的信号特征以外，在通
信系统中都以基带信号的身份出现。
它们都有自己的频谱特征（基带带宽是特征之一）。
基带信号经调制后生成的无线电信号的频谱特性与基带信号的频谱特性有着密切的关联，有许多情况
是基带频谱在频率轴上搬移的结果。
而接收端的任务，是最大限度还原被传输基带信号的相关特性，包括频谱特性。
　　讨论基带信号的频谱，我们来关注国家标准GB 12046-1989“无线电发射的标识及必要带宽的确定
”中的名词术语的定义，可以使我们对“基带信号”和“基带带宽”有更为准确的理解。
　　（1）基带信号。
用一条线路或一个无线电传输系统传送一路信号或若干多路复用信号所占有的频带。
无线电通信情况下，基带信号构成调制发射机的信号。
　　（2）基带带宽。
用一条线路或一个无线电传输系统传送一路信号或若干多路复用信号所占用的频带宽度。
　　基带信号分为两类：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
　　调幅广播、调频广播与通信系统（传输非数字信号）传输的信号都属于模拟信号。
可以看作在基带带宽范围内的若干不同幅度、相位的正弦信号的合成。
把上述信号进行傅里叶变换之后，就可以看到构成模拟信号的若干不同幅度、相位的正弦信号。
因此我们首先认识正弦信号的频谱特性，进而推广为模拟信号的频谱特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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