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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被称为信息时代的今天，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
人们所处理的信息种类越来越多，处理手段日益更新，所处理的信息量也越来越大。
此外，传输信息的系统——通信系统也不断地更新换代，系统容量越来越大，信息传输速率越来越高
，传输的信息种类也越来越丰富。
通信技术的发展，正朝着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实现与任何人进行任何种类的信息交换这一“
个人通信”的最高目标迈进。
　　众所周知，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首先依赖于信息与通信理论的不断发展。
由于信息与通信工程的研究对象涉及大量随机现象，所以用以描述随机现象的概率论、随机过程、数
理统计等随机数学理论成了必不可少的理论工具。
因此，对于从事这一领域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掌握足够的随机数学理论是进行科研的前提条件。
　　从1996年秋季开始，笔者为东南大学无线电工程系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的硕士研究生开设了学位
基础课程“随机过程”。
这门课的教学目的是使研究生掌握信息与通信领域的科研所必需的随机过程基础理论，为后续课程的
学习和将来的科研奠定随机数学的理论基础。
　　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国内关于随机过程方面的教材虽然不下数十种，但在内容的选择上各有
所重、深浅不一，缺乏针对信息与通信工程这一学科的专门教材。
这些教材有些是针对其他具体学科编写的，有些是针对多学科编写的，因而在内容的选择上，有些在
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中不常用的知识也占据了很大的篇幅，有些知识为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所必需，
但却没有提及。
　　事实上，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所需要的随机过程基础理论知识具有鲜明的学科特点。
即便在这一学科内部，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所需的科研预备知识的侧重点也发生了一些深刻
的变化。
例如，信息数字化的发展趋势，使得离散时间随机信号的处理更为常见，关于连续时间随机信号的一
些复杂处理已经变得不太常用；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Markov链及排队论的知识显得日益重要；计算
机仿真成了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的重要实验手段之一，这使得随机变量、随机过程的计算机模拟成为
必要。
　　所以，需要针对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的知识特点和发展趋势，既照顾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又考虑
到实际的学科应用背景，对内容进行取舍，并将随机数学的基础理论和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的应用实
例进行恰当关联，编写一本适用于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的《随机过程》研究生教材。
这样，可以使得硕士研究生在学业繁重的就读期间，具有针对性地掌握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所必需的
随机数学预备知识，为将来后续课程的学习及科研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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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注重概念的数学严密性和知识体系的逻辑性基础上，结合大量信息与通信工程中的问题和范例
，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所必需的随机数学基础。
内容包括：随机现象的数学建模，各种随机对象，随机数学分析，随机信号与线性系统，信号的统计
推断，Markov链，随机对象的计算机模拟等。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信息与通信工程一级学科下各专业的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教材，也可作为信
息与通信工程领域的科研人员及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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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随机现象的数学建模　　1.2 随机现象的频率稳定性　　由于导致随机系统的输出——随机
现象——的因素和这些因素间的作用机制已经超过了观察者的认知能力，产生随机现象的所有因素及
其作用机制在观察者面前成了一个“黑箱”。
因此，观察者无法对随机现象进行“从因推果”式的研究。
虽然观察者无法认知“黑箱”随机系统的内部机制，但随机系统的输出样本却是可观察的。
通过对随机系统大量试验的观察，人们发现，对于同一个随机系统，不同样本的发生频率具有一定的
稳定性。
　　1.2.1 样本的频率稳定性　　所谓样本的频率就是在若干次试验中，某个样本出现的次数占试验总
次数的比例。
频率稳定性是指当试验的次数增加时，样本的频率总是在一个常数左右微小波动。
以下是一些观察频率稳定性的实验结果。
　　例1.14历史上，曾经有人对抛硬币试验进行了观察，如有人抛4040次硬币，发现正面出现了2048次
，正面出现的频率为0.5069；又有人抛了12000次，结果发现正面出现了6019次，频率为0.5016。
人们发现，如果硬币是均匀的，桌面是水平的，则正反面的频率基本上稳定在1/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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