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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通信是现代社会三大基础结构之一，是社会机体的神经系统。
进入21世纪以来，通信技术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2009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放三张第三代移动通信（3G）牌照
，此举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3G时代。
3G的特点是“两网并存”——互联网技术与移动通信网络技术相结合，这个新运营模式伴随而来的是
通信技术人才的巨大缺口。
数字通信技术课程是培养现代通信技术人才的必修课。
　　《数字通信技术》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能够适应现代通信技术高技能人
才培养目标的需求。
　　本教材较全面地介绍了现代数字通信的基本原理、结构及主要技术问题。
教材内容新颖、条理清晰、应用性强。
编写过程中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避免过深的数学分析，侧重概念的引出及整个系统的组成原理
。
本教材还与企业合作开发和编写了数字通信系统分析与测试实训项目，为职业院校开展课程改革，实
现“在学中做、在做中学”的工学结合课程模式提供了依据。
　　本教材共分7章。
第1章概述了通信的基本知识。
第2章至第5章分别介绍了数字通信的主要技术：数字终端技术、数字复接技术、数字信号的传输以及
差错控制编码。
第6章篇幅较大，介绍了四种现代数字通信系统（数字移动通信系统、数字光纤通信系统、卫星通信
系统、数字微波通信系统）及数据通信与计算机网络。
第7章提供了本课程的两个实训教学项目，包含6个系统测试任务。
　　根据开设专业的不同，学校可适当选择本教材的章节。
建议通信类专业选择1～5章及第7章的内容，参考学时为70学时。
电子或计算机类专业可选择1-5章及第6章部分内容，亦可酌情选择第7章的实训内容，参考学时为90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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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数字通信的相关技术及其在现代通信系统中的应用。
本书共分7章。
第1章介绍数字通信系统的组成及通信网的概念；第2章介绍数字终端技术，包括脉冲编码调制和时分
复用原理；第3章介绍数字复接技术，主要包括数字复接原理、同步数字系列SDH；第4章介绍数字信
号的传输，主要包括数字基带传输系统的模型与数字基带信号的常用码型，数字信号频带传输的概念
与现代数字调制技术及调制解调器；第5章介绍差错控制编码，包括差错控制编码的基本原理和几种
常用的差错控制编码；第6章介绍现代数字通信系统，主要介绍数字通信技术在现代通信系统中的应
用，包括数字移动通信系统、数字光纤通信系统、卫星通信系统、数字微波通信系统及计算机网络；
第7章提供了本课程的两个实训教学项目：“数字基带通信系统的分析与测试”及“数字频带通信系
统的分析与测试”。
    本书可作为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及成人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供相应专业的工
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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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3.1 数字通信系统　　信道中传输数字信号的系统，称为数字通信系统。
数字通信系统的模型如图1.4所示。
图中信源编码的作用是把信源发出的连续信号变换为数字序列。
信道编码的作用是将信源编码输出的数字序列人为地按一定的规则加人多余码元，使得在接收端能发
现错码或纠正错码，以提高通信的可靠性。
信道解码的作用是发现或纠正传输过程中引入的差错，解除信道编码所加入的多余码元。
调制和解调只是对用模拟传输方式的数字通信系统才是必须的，信源解码的作用是把数字信号还原为
模拟信号。
　　在数字通信系统中要研究的基本问题有：　　1）收发两端消息与电信号之间互换的过程、模拟
信号的数字化及数字式基带信号的特性。
　　2）抗干扰编码与解码，即差错控制编码问题。
　　3）数字调制与解调原理。
　　4）保密通信问题：当需要保密通信时，可对基带信号的“0”、“1”序列进行人为“搅乱”（即
加上密码信号），称为加密。
此时，在接收端需要恢复原来的“0”、“1”序列，称为解密。
　　5）信道与噪声的特性及其对信号传输的影响。
　　6）同步问题：数字通信是一个一个码元传送的，接收端接收时必须与发送端节拍相同，否则会
因收发步调不一致而造成混乱。
这称为“码元同步”或“位同步”。
此外，为了表述消息内容，基带信号都是按消息特征进行编组的，因此在收发之间一组组的编码规律
也必须一致，否则，接收时消息的真正内容将无法恢复。
这称为“群同步”或“帧同步”。
　　1.3.2 数字通信的特点　　进入2l世纪以来，数字通信发展十分迅速，在通信领域中所占比重日益
增加。
这是因为数字通信与模拟通信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1）抗噪声性能好。
模拟通信待传送的信息包含在信号的波形中，当波形叠加上噪声后，无法将噪声去掉。
数字通信待传送的信息不包含在“0”、“1”码的码形之中，而是包含在码元的不同组合之中。
虽然噪声可以使码元的波形产生失真，但可以对码元进行判决、再生，只要再生后的码元组合不变，
就可以恢复原来的信息。
因而采用再生的方法，可以消除噪声的积累。
　　2）差错可控。
信号在传输中出现差错可以采用各种差错控制编码的方法加以控制，从而有效地改善通信的质量。
　　3）保密性强。
数字信号易于加密，便于实现保密通信。
　　4）便于与现代技术相结合。
随着计算机技术、交换技术、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的发展，许多设备和终端接口都适用于数字信号，因
而便于与数字通信系统相连接。
　　数字通信的缺点是它所占用的系统带宽比模拟通信要宽。
以电话为例，一路模拟电话常占据4kHz带宽，但一路数字电话要占64kHz的带宽。
模拟电视信号一般只要6MHz带宽，数字电视则要100MHz带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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