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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部内容共分10章，包括数字通信系统概述、信道与噪声、信源编码／译码技术、数字信号的基
带传输技术、信道的多路复用与数字复接技术、数字信号的频带传输技术、数字信号传输的同步技术
、差错控制编码技术、多址技术与扩频通信技术、伪随机序列及其在通信中的应用。
　　《教育科学“十五”国家规划课题研究成果·数字通信》以应用性为原则，内容编排连贯，取材
先进，系统性强，层次分明，突出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阐述；注重通信技术在实际通信系统中的应
用，理论联系实际，注意知识的归纳、总结。
并在每章后附有小结和适量的习题，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通信系统的基本概念、分析方法及相关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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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数字通信系统概述　　1.1.1　　通信的定义　　通信（Communication）就是由一个地方
向另一个地方进行信息的有效传递与交换。
或者说通信是信息或其表示方式的时间和空间的转移。
　　随着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及它们的密切结合，通信已能克服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实现大
量的、远距离的信息传递、交换和存取。
　　自从人类组成社会以来，就有了通信。
　　远古时代的人类用表情和动作进行信息交换，这是最原始的通信。
在漫长的生活和劳动中，人类创造了语言和文字，进而用书信进行通信。
　　在电信号出现之前，人们还创造了许多信息传递的方式进行远距离通信，如我国古代的烽火台、
鼓声、消息树、旗语、航行用的信号灯等，这也是最初的数字通信的方式。
　　现代的通信方式以电子技术为基本手段，借助电信号和光信号实现信息的有效传递和交换，应称
为电通信，简称为通信。
因为光也是一种电磁波，所以，光通信也属于电通信。
　　电通信迅速、准确、可靠，且不受时间、地点、距离的限制，因而近百年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
广泛的应用。
　　1.1.2　通信发展简史　　在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初期，通信就成为被人们关注并率先突破的
技术领域之一。
　　1800年，伏打（Volta）发明电池以后，人们就试图用电技术进行通信，通信的发展进程由此展开
，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简要地回顾这一历程，纵观通信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将有助于对通信的发展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1837年，莫尔斯（Morse）发明了电信号的通信，即有线电报通信。
并于l844年建立了第一条试验型电报线路。
这种通信是利用导线中电流的有、无来区别“信号”和“空号”，用变长三进制莫尔斯码传输电报信
息，这亦是数字通信的雏形。
实时性长途通信开始启动。
　　1864年，麦克斯韦（J.C.Maxwell）提出了电磁波辐射的存在，并创立了麦克斯韦方程，为无线电
通信奠定了理论基础。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通信>>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