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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息论与编码》着重讲授以经典信息论内容为主的信息论基础；信息论的起源、发展及研究的
内容；香农信息论的三大基本概念：信息熵、信道容量和信息率失真函数以及与之对应的三大定理；
解决信息传输系统有效性、可靠性和安全性的三类编码；网络信息论与网络编码。
　　《信息论与编码》围绕信息传输系统这一工程应用背景。
特别强调概念阐述清楚、突出重点、深入浅出。
逻辑关系上。
力求通过建立信息与编码理论的分析方法，在写法上条理清楚，实例丰富翔实，注意循序渐进、难度
适中，并注重理论对实际应用的指导作用，引导读者理解信息论与编码的基本方法，培养抽象分析能
力和系统工程概念。
《信息论与编码》在体系结构上力求科学性、先进性与实用性相统一，内容安排注重体现系统性和相
对的完整性。
每章后配有习题。
　　《信息论与编码》可作为高等学校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信息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和
信息安全等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及教学参考书，不同专业可根据不同的学时数在内容上有
所取舍。
《信息论与编码》也可以作为信息、通信、电子工程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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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人的视觉、生理、心理学的论证可知，肉眼对大面积图像能分辨出的灰度等级比对小块图像或
细节部分的灰度等级大得多。
例如，在急剧的黑白跳动处，肉眼难以分辨灰度差别，因此可降低量化阶数，使P位数变少。
而对于图像中的平坦区域，可以降低取样频率，但要保持每一个样本值有较多的灰度等级；反之，对
于图像的边缘和细节部分，应保持较高的取样率，但对每一个样本值，只需要分配较少的量化比特数
，这就是空间／灰度分辨率转换，实践证明，P-R间也呈现双曲线关系。
因为肉眼对快速运动图像的灰度等级R的分辨能力较差，只能分辨较少的量化阶数，因此，可以减少
量化阶数，但要保证较高的画面切换速度，即保证图像有足够的运动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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