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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阐述通信系统的基本问题，主要包括确定信号与随机信号分析、信道特性、调制技术、信道
编码，扩频通信和通信网等内容。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工程及相关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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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把消息从一个点通过介质传输到另外一个点，是所有通信系统都要完成的一个基本功能。
这样的消息传输是如何进行的？
通信原理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初步的回答。
　　通常的通信系统，由各种功能的电路构成；而信息，也就是要传输的主体，由各种形式的信号携
带。
信号在通信系统中，由各种电路来处理，如放大、滤波、混频等。
因而，信号的传输过程，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层面是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形式上的变化；另外
一个层面，是这些变化如何用具体的电路来实现，即电路的具体设计问题。
前者可以抽象成数学层面的问题，信号由函数表示，信号在电路中的变化可以归结为函数的映射或者
运算，这一类问题，就是通信原理讨论的内容；后者则归结为电子电路的设计问题。
　　通信原理这门课程，讨论信息的传输原理，并不涉及具体的电路，集中关注信息在数学上的表达
、特性和变化，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通信原理是信息传输的数学原理。
　　原始的消息，比如一段语音，要在通信系统里传输，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样的信号来表
示消息。
与此相关联的问题包括表达的效率如何，是否有失真，失真的程度等。
　　携带信息的信号，可能在开放的空间传输（比如一对对讲机，再比如卫星和地面站之间的通信）
，也可能在一段电缆上传输（比如电话机和电话交换机之间的信号传输），还可能在一段光纤上传输
。
不同的传输介质，有不同的特性，对信号的影响也不相同。
因而，信道特性的初步研究也是通信原理讨论的问题之一。
　　⋯⋯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通信原理教程>>

编辑推荐

　　《21世纪高等院校信息与通信工程规划教材：通信原理教程》在编写过程中，着重概念和方法的
阐述，避免不必要的复杂数学推导，而对于必须的推导则尽量做到详细清楚容易理解，以适应高等教
育中出现的这一变化，配合非通信工程专业以及二本三本院校通信工程专业的“通信原理”课程建设
。
为范围更广大的读者提供学习上的帮助，为读者建立完整的概念，打下坚实的基础，培养学习和研究
的兴趣，是这本教材的目标。
　　与现有的教材相比较，本教材具有以下几点特色。
　　（1）注重物理概念的讲述，使得读者能够对通信系统的基本原理有一个更直观的了解。
　　（2）避免大量的和复杂的数学推导，使得学习的门槛降低，过程容易。
　　（3）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介绍，使得读者明确局部的概念与整个通信系统直接的联系。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通信原理教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