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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通信技术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为主线，以数字数据通信技术为主要内容进行系统地讲解和介
绍，同时简单介绍了现代通信新技术和发展趋势。
　　全书共分9章，内容包括通信的基本概念及基础理论，信道与噪声基本原理，脉冲编码调制的原
理和方法，基带传输原理，数字信号的频带传输原理和方法，复用技术相关理论和实际应用，差错控
制编码，同步技术的概念和实现方法，以及现代通信技术简介。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通信、电子信息类专业或同等学历相近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供相应专业的
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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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本章节学习方法建议　　预习复习结合　　考察参观与课堂学习结合　　自学
与探讨结合　　课后作业与章节个人总结结合　　寻求教师答疑与学习反馈结合　　在人们日常生活
和工作中，存在着人与人之间信息的交流和沟通。
在这种交流和沟通过程中，不同的人们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比如采用面对面交流、采用固定电话、移
动电话、计算机网络、电子邮件、即时通信软件、卫星等多种不同的方式。
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和沟通的目的是进行相互之间的信息或者资源共享，而人们使用的电话、电子邮
件等方式只是为了达到使人们之间能够通过这些方式进行资源和信息共享的目的。
　　对于上面所提到的固定电话、移动电话、计算机网络、电子邮件、即时通信软件、卫星等方式，
只是我们进行信息传递的一种方式，人与人之间进行信息交流是依靠这些载体来实现的，所以对于这
种通过某种载体实现信息的传递和交换的过程，我们称之为通信。
对于信息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如使用语言、文字、数字、图像等来表示。
　　1.1　通信技术简介　　1.1.1　信息、信号、通信　　对于信息，一般可理解为消息、情报或知识
。
例如，语言文字是社会信息；商品报道是经济信息；古代烽火是外敌入侵的信息等。
从物理学观点出发来考虑，信息不是物质，也不具备能量，但它却是物质所固有的，是其客观存在或
运动状态的特征。
信息可以理解为是事物的运动的状态和方式。
信息和物质、能量一样，是人类不可缺少的一种资源。
　　信息本身不是物质，不具有能量，但信息的传输却依靠物质和能量。
一般来说，传输信息的载体称为信号，信息蕴涵于信号之中。
下面是几个信息和信号关系的例子。
　　（1）古代烽火和现代防空警笛。
　　对古代烽火，人们观察到的是光信号，而它所蕴涵的信息则是“外敌入侵”。
　　对防空警笛，人们感受到的是声信号，其携带的信息则是“敌机空袭”或“敌机溃逃”。
　　（2）老师讲课和学生自学。
　　老师讲课时口里发出的是声音信号，是以声波的形式发出的；声音信号中所包含的信息就是老师
正讲授的内容。
而学生自学时，通过书上的文字或图像信号获取要学习的内容，这些内容就是这些文字或图像信号承
载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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