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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通信工程丛书》之一，是原《数据传输》的修订本。

全书力求兼顾理论的完整性、先进性和工程实用性，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数据与信道的匹配问题。
全书从传输信道人手，围绕信道的特征分述数据传输的三大技术关键，即调制与解调、同步和差错控
制。
最后举出几个典型的数据传输系统的例子，以增强整体概念，使读者了解数据传输系统的设备及各项
技术措施是如何以信道的客观规律为转移的。

在修汀过程中主要增加厂新的凋制技术、差错控制技术、分组无线数据网和综合业务数字网等方面的
内容。

全书共十章(详见目录)。
书后附有附录A、B、C和英汉名词对照表。

本书可供大专院校通信专业的毕业生与其他具有一定通信知识的工科毕业生以及从事通信工作的工程
技术人员阅读，也可作为通信专业在校大学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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