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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电气工程与自动化技术正以令人瞩目的发展速度，改变着我国工业的
整体面貌。
同时，对社会的生产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与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和能源科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它正在向智能化、网络化和集成化
的方向发展。
　　教育是培养人才和增强民族创新能力的基础，高等学校作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主要基地，肩负着教
书育人的神圣使命。
在实际教学中，根据社会需求，构建具有时代特征、反映最新科技成果的知识体系是每个教育工作者
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
　　教书育人，教材先行。
机械工业出版社几十年来出版了大量的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类教材，有些教材十几年、几十年长盛不衰
，有着很好的基础。
为了适应我国目前高等学校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类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配合各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进
程，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校在课程设置上的需求，由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电气工程及自动
化学科教育委员会、中国电工技术学会高校工业自动化教育专业委员会、机械工业出版社共同发起成
立了“全国高等学校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系列教材编审委员会”，组织出版新的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类系
列教材。
这类教材基于“加强基础。
削枝强干，循序渐进，力求创新”的原则，通过对传统课程内容的整合、交融和改革，以不同的模块
组合来满足各类学校特色办学的需要。
并力求做到：　　1．适用性：结合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类专业的培养目标、专业定位，按技术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教学实践等环节，进行选材组稿。
对有的具有特色的教材采取一纲多本的方法。
注重课程之间的交叉与衔接，在满足系统性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内容上的重复。
　　2．示范性：力求教材中展现的教学理念、知识体系、知识点和实施方案在本领域中具有广泛的
辐射性和示范性，代表并引导教学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3．创新性：在教材编写中强调与时俱进，对原有的知识体系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和发展，鼓励教
材涵盖新体系、新内容、新技术，注重教学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教学规律。
　　4．权威性：本系列教材的编委由长期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的知名教授和学者组成。
他们知识渊博，经验丰富。
组稿过程严谨细致，对书目确定、主编征集、资料申报和专家评审等都有明确的规范和要求，为确保
教材的高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
　　此套教材的顺利出版，先后得到全国数十所高校相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广大骨干教师的积极参与
，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欢迎广大师生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此套教材的出版如能在转变教学思想、推动教学改革、更新专业知识体系、创造适应学生个性和
多样化发展的学习环境、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等方面收到成效，我们将会感到莫大的欣慰。
　　全国高等学校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系列教材编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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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信技术基础》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丛书。
《通信技术基础》内容可概括为3部分：其一，通信的历史演进、信息时代、现代通信的概念及其广
泛应用。
其二，通信技术基本内容、基本概念、基本应用，信息、信源、交换、传输及数字通信3大系统，信
息网络与应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其三，通信的发展前景、协议、标准、应用中的接口技术；网络中可靠与安全的热点话题。
　　《通信技术基础》共分lO章：现代通信及应用概述、信息与信号、信源数字化、信息传输技术基
础、信息交换技术、现代通信系统、通信网络及应用、通信技术的发展、通信协议与应用接口技术、
通信的可靠与安全。
　　《通信技术基础》突出通信技术工程应用基础的特点，抓住通信的基本概念、特别是“数字化”
这一核心思想进行讲述，解析当代信息工程领域信息网络方面通信技术的应用基础，使学生能用这些
基础知识和技术去理解各种信息网络，为适应信息技术的发展应用打下基础。
　　《通信技术基础》注重讲解通信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内容和基本应用，深入浅出，前呼后应。
书中尽量避免繁琐公式推导，偏重于通信技术基础和应用方面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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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现代通信及应用概述　　1.1 通信与现代通信　　1.1.1 通信的历史演进　　通信的历史演进
伴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它与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通信技术的发展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迈进。
从通信的发展可以看到社会进步的过程。
通信发展的历史虽然没有明确的界限，但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即古代通信、近代通信、现代通信
。
　　1．古代通信　　在远古时候，人类的祖先就已经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借助于呼叫、打手势或采取
以物示意的办法来相互传递一些简单的信息，至今在人们的生活中仍然能找到这些方式的影子，如旗
语（通过各色旗子的舞动）、号角、灯塔、喇叭、击鼓敲锣、风筝、信号树、信鸽等。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有组织的传递信息系统的国家之一。
驿传是早期有组织的通信方式，就是通过骑马接力送信的方法，将文书一个驿站接一个驿站地传递下
去。
驿站是古代接待传递公文的差役和来访官员途中休息、换马的处所，它在我国古代信息传递中有着重
要的地位和作用，在通信手段十分原始的情况下，担负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信息传递
任务。
中国信息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的嘉峪关，其火车站广场有一“驿使”雕塑，驿使手举简牍文书，驿马四
足腾空，速度飞快，就是对当时驿传的描绘。
发展到宋代时，将所有的公文和书信的机构总称为“递”，并出现了“急递铺”。
急递的驿骑马颈上系有铜铃，在道上奔驰时，白天鸣铃，夜间举火，撞死人不负责。
铺铺换马，数铺换人，风雨无阻，昼夜兼程。
南宋初年抗金将领岳飞被宋高宗以12道金牌从前线强迫召回临安，这类金牌就是急递铺传递的金字牌
，含有十万火急的意思。
　　古人也常常利用动物通信，如信鸽传书、鸿雁传书、鱼传尺素、青鸟传书、黄耳传书等就是古人
利用动物通信的最好典范。
有“会飞的邮递员”美称的鸽子，是人们使用最广泛的动物。
同鸿雁传书一样，鱼传尺素也被认为是邮政通信的象征。
在我国古诗文中，鱼被看做传递书信的使者，并用“鱼素”、“鱼书”、“鲤鱼”、“双鲤”等作为
书信的代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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