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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根据教育部颁发的中等职业学校“数字通信技术教学基本要求”编写，内容覆盖了教学基本
要求的全部课程目标，本书为CEAC认证指定教材，也可供全国中等职业学校通信技术专业、电子信
息类专业使用。
　　本书根据中等职业教育的特点，以掌握数字通信的基本概念（知识点），提高通信技术的综合职
业能力（能力点）这两条基本主线为出发点。
精选内容，降低难度，增加广度，同时有选择地介绍数字通信的新技术、新器件。
通过本书的学习，能使学生在规定的学时内，掌握数字通信的基本原理，对各种数字通信技术有一个
总体的了解。
在编写’本教材的时候力图突出以下特点：　　（1）突出课程的基本内容。
本教材的基本内容以PcM通信系统为主线，较为全面地介绍PCM通信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信源编码
、信道编码、差错控制、数字信号的传输）。
使学生掌握本课程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
并且通过实验，掌握数字通信的基本技能。
　　（2）本书力图体现当前数字通信技术中的新知识、新器件、新工艺、新技术的应用，每种原理
电路都有与之相对应的集成块介绍。
例如：PCM、DPCM编译码器选用较新的集成电路；增加现代数字调制技术一节，介绍目前数字通信
中常用的QAM、MPSK、DMSK等数字调制技术等；增加光纤通信、移动通信、计算机网络和数据通
信协议等内容。
　　（3）全书的内容以定性介绍为主，避免繁琐的理论分析。
用较少的篇幅、简单的语言来阐明相关知识。
读者会发现，你基本不看其它的参考书籍就能看懂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
因此本书适于学生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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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通信技术》是CEAC认证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信息产业部CEAC信息化培训认证管理
办公室联合推出。
《数字通信技术》参照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职业教育与就业准人制度互动关
系研究”成果之一——中等职业教育电子信息类“双证课程”培养方案，及教育部颁布的通信技术专
业教学指导方案编写，同时参考了相关行业职业资格标准或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标准。
　　《数字通信技术》共分为10章，主要包括了数字通信基本原理（1～5章）和数字通信技术应用（6
～10章）两大部分。
主要内容有：数字通信概述、数字终端技术、差错控制编码、数字信号的基带传输、数字信号的频带
传输、DSM数字移动通信系统、卫星通信系统、光纤通信系统、数据通信及相关实验。
　　《数字通信技术》可作为参加CEAC认证考试人员的复习考试用书，也可作为中等职业学校通信
技术专业、电子信息类专业教材及相关岗位培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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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4章数字信号的基带传输教学基本要求　　理解：基带传输系统的组成，并能通过数字基带再
生中继器组成框图说明各部分的作用。
　　了解：简单传输码的波形并能叙述其特点，常用基带传输码的特点及编码规则。
码间干扰产生的原因及无码间干扰传输的条件。
　　模拟信号经过信源编码得到的信号为数字基带信号，将这种信号经过码型变换，不经过调制，直
接送到信道传输，称为数字信号的基带传输。
例如，在较短距离用电传机直接进行数据通信，用中继再生方式在较长距离直接传送PCM信号等。
另外还有一种传输方式是将数字基带信号经过相应的数字调制器调制，使数字基带成为数字载波信号
再进行传输；接收端通过相应的数字解调器进行解调，恢复成数字基带信号。
这种经过调制和解调的数字信号传输方式称为数字信号的频带传输。
　　目前，数字信号的基带传输没有频带传输应用得广泛。
但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基带传输越来越广泛地被采用，同时频带传输系统同样存在着基带信号传输
问题，使基带传输方式成为数字通信中最基本的传输方式。
鉴于上述原因，本章将研究基带传输系统的组成，数字基带信号及基带传输的基本原理。
数字信号的频带传输在下一章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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