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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通信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推动未来信息社会发展的先导性和战略性产业，也是目前中
国乃至世界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
通信技术的发展，对加速全球信息化的进程，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当前，通信产业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和全新的挑战，以NGN、3G、LTE等技术为代表的新兴通
信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极大地促进了通信产业的发展，宽带化、智能化、个性化、媒体化、多功能化
等是通信技术发展的新趋势。
尤其是电信重组吹响了3G移动通信产业的号角，各大运营商对3G网络的大力兴建，促使逋信类人才需
求量急剧增加，特别是对于工程建设、设备生产、测试、网络运行与维护、网络优化等应用型人才需
求的缺口进一步扩大。
同时，随着3G应用的广泛拓展，其增值业务的开发和销售岗位所需人才也将持续增加，并将在今后一
段时期内维持较高的水平。
在通信行业对高素质技能型专业人才需求大幅度增长的同时，与产业增长相适应的人才储备却明显不
足。
综上所述，面对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可以预见通信产业又将迎来高速发展期，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剧
通信专业人才的供应缺口以及通信行业人才的结构调整。
　　高等职业教育强调“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结合发展道路”。
服务社会、促进就业和提高社会对毕业生的满意度，是衡量高等职业教育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结合发展道路”体现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本质，是高等职
业教育主动适应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009年3月，我们组织了全国25所设有通信类专业的高职高专院校，在北京召开了研讨会。
与会人员在如何进行通信类专业的教学改革和课程改革，以及教材建设等方面交换了意见，并决定以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教育科学）“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课
题（BJA06004.9）的子课题“以就业为导向的高等职业教育通信类专业教学整体解决方案的研究”为
平台，组织全国相关院校，对通信类专业的教学整体解决方案设计和教材建设进行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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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数字与数据通信技术的概念、基本原理和主要应用，主要内容有信号与噪声、
数字与数据通信概论、模拟信号数字化(包括语音信号编码的过程、语音压缩编码和图像压缩编码)、
数字信号的基带传输、数字信号的频带传输、数字复接与同步技术、差错控制编码，以及数据交换与
通信协议等。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通信、电子和计算机网络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领域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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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信息是现代社会存在的基础，是人类社会进行沟通、交流的纽带。
信息可以以语音、数据、图像等多种形式表现。
在目前的通信中，主要采用电子系统进行通信，而通常有用的信息是无法直接在网络中传输的。
例如，一段语音不能直接放在导线上从电话系统的发送端传到接收端，这些信息必须被进一步转换成
传输媒介可以接受的信号形式。
　　信号是信息传输的载体，是反映信息的物理量。
如当信息为图像时，首先在发送端对图像进行编码，生成0、1数字比特流（编码将在第3章介绍），然
后将0、1比特形式的数据流用电信号的形式表示出来（即将数字信号转换成电信号），并对该含有图
像信息的电信号进行传输。
在接收端，先将0、1数字从信号中提取出来，再将数字译码成图像信息，这是一个完整的信息传输过
程。
　　虽然信号有多种形式，如光、电、声信号，但在目前，由电子系统处理传输的主要是电信号，且
电信号易于与其他非电信号相互转换。
因此，我们主要讨论电信号，即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
信号的数学描述通常是变量为时间或空间的函数，因此“信号”也称为“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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