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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需要，满足我国高校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重
大转移阶段中社会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各类要求，探索和建立我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教研中心”）在承担全国教育科学“十五”国家规划课题
——“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组织全国100余所以培养
应用型人才为主的高等院校，进行其子项目课题——“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创
新与实践”的研究与探索，在高等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内容、课程体系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标志
性成果，并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支持和配合下，推出了一批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的立体化教材，
冠以“教育科学‘十五’国家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2002年11月，教研中心在南京工程学院组织召开了“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
创新与实践”课题立项研讨会。
会议确定由教研中心组织国家级课题立项，为参加立项研究的高等院校搭建高起点的研究平台，整体
设计立项研究计划，明确目标。
课题立项采用整体规划、分步实施、滚动立项的方式，分期分批启动立项研究计划。
为了确保课题立项目标的实现，组建了“2l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课
题领导小组（亦为高校应用型人才立体化教材建设领导小组）。
会后，教研中心组织了首批课题立项申报，有63所高校申报了近450项课题。
2003年1月，在黑龙江工程学院进行了项目评审，经过课题领导小组严格的把关，确定了首批9项子课
题的牵头学校、主持学校和参加学校。
2003年3月至4月，各子课题相继召开了工作会议，交流了各校教学改革的情况和面临的具体问题，确
定了项目分工，并全面开始研究工作。
计划先集中力量，用两年时间形成一批有关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等理论研
究成果报告和在研究报告基础上同步组织建设的反映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的立体化系列教材。
　　与过去立项研究不同的是，“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课题研究
在审视、选择、消化与吸收多年来已有应用型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成果基础上，紧密结合经济全球化
时代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工作的实际需要，努力实践，大胆创新，采取边研究、边探索、边实践的方
式，推进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工作，突出重点目标，并不断取得标志性的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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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无线通信技术》全面介绍了现代军事、工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各个领域中的无线通信技术
和网络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
知识涵盖面广，技术内容新是《现代无线通信技术》的主要特点。
　　全书共分10章，第1章是无线通信的基础知识，第2—9章分别介绍了短波通信、微波通信、卫星通
信、数字移动通信、数字广播电视、无线局域网、Ad Hoc网和无线激光通信等各类现代无线通信技术
。
第10章介绍了目前国内外关注的OFDN、MIMO和UWB等热点无线通信新技术。
　　《现代无线通信技术》内容丰富、概念清晰、语言通俗易懂、叙述深入浅出、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每章都配备了一定数量的习题和思考题，适合课堂教学，也便于读者自学和复习。
　　《现代无线通信技术》可作为高等院校应用型本科自动化、计算机、通信、电子等电类各专业的
专业基础课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人员的自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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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代短波通信网络是一种全自动短波数据通信网，和第二代短波网络兼容，在调制解调技术、
链路建立、网络管理和数据通过量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网络的核心设备是高频网络控制器（HFNC）。
网内所有设备都接受网络管理设备（嵌入式计算机）的管理和控制，这些设备包括电台、ALE控制器
与ALE调制解调器、数据控制器与数据Modcm、HFNC等。
它可实现快速链路建立，能有效地支持上百个台站构成的对等式网络中的突发数据信息，支持IP及其
应用等。
　　1.短波通信网的特点　　在短波频段中，无线电波有不同的传播形式，有类似中长波的地波传播
，也有靠电离层反射的天波传播等。
对于地波传播，不可避免地会引入较大的地表衰减和较强的本地干扰，通常只能用于几十千米以内的
通信。
天波传播距离较远，但受电离层的影响较大，电离层的变化、多径、干扰、传播损失、噪声、频偏等
许多因素都会引起短波信道的变化。
因此，短波组网必须考虑短波信道的特点，不能简单地将其他频段上的网络结构及技术直接用于短波
频段。
　　短波网络中有大量可移动站点，造成网络情况不停地变化。
结点的移动甚至丢失再加上信道因素，使短波网络呈现出一些和其他网络不同的特点，比如：网络拓
扑图样变化迅速；网络结点间链路有不确定性；与有线网络相比，短波网络的带宽较窄，可利用资源
有限等。
因此，在短波网络的组网设计中必须考虑这些特征。
另外，由于短波网络的主要应用是应急，所以还必须注意网络的可靠性和抗毁性，在较强的干扰和攻
击的条件下必须保证网络的可用性。
　　2.短波网络拓扑结构　　短波网络的拓扑结构有五种形式，如图2－7－1所示，其中，图（a）为
星形，图（b）为环形，图（c）为树形，图（d）为网形，图（e）为总线型。
　　星形结构平均传送延时小，结构简单，建网容易，但占用通信线较多，适用于需要集中控制的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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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无线通信技术》是一部关于无线电通信的高校教材，它全面介绍了现代军事、工农业生产
和日常生活各个领域中的无线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
全书内容涉及短波通信、微波通信、卫星通信、数字移动通信、数字广播电视、无线局域网、Ad Hoc
网和无线激光通信等，适合高校通信专业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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