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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王军选和田小平等编著的《信息论基础与编码》系统地介绍了信息论基础与编码的主要内容，以及
在无线通信系统中的主要应用。
全书共9章，在介绍了有关信息度量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无失真信源编码、限失真信源编码、信道
容量、信道编码和密码学的理论知识。
全书从简单的理论入手，结合大量的例题描述信息论与编码的原理和应用，其中，原理的叙述力求突
出概念和思路，尽量免去深奥的纯数学推导，与具体的应用相结合。
在各章还附有相应的习题，便于学生加深理解。

《信息论基础与编码》可作为高等院校信息工程、通信工程以及电子信息类学生的教材，也可供低年
级研究生或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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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从19世纪20～30年代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以来，人类社会就开始了无线通信的探索。
1832年莫尔斯建立了电报系统，1895马可尼发明了无线通信，1922年卡松提出边带理论，指明信号在
调制（编码）与传送过程中与频谱宽度的关系，1922年哈特莱发表《信息传输》的文章，首先提出消
息是代码、符号而不是信息内容本身，使信息与消息区分开来，并提出用消息可能数目的对数来度量
消息中所含有的信息量，为信息论的创立提供了思路。
美国统计学家费希尔从古典统计理论角度研究了信息理论，苏联数学家哥尔莫戈洛夫也对信息论做过
研究。
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建立了维纳滤波理论和信号预测理论，也提出了信息量的统计数学公式。
这些研究均为信息论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8年贝尔研究所的香农在题为《通信的数学理论》的论文中系统地提出了关于信息的论述，创
立了较为系统的信息论学科。
维纳提出的关于度量信息量的数学公式开辟了信息论的广泛应用前景。
1951年信息论学科获得美国无线电工程学会承认，为以后的迅速发展打下基础。
20世纪50～60年代是信息论发展的关键时期，信源编码和信道编码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
研究成果，比如霍夫曼编码、费诺编码以及信道编码中的卷积码、LDPC编码等，同时，该时期也是
信息论向其他各门学科渗透的时期。
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数字计算机的广泛应用，通信系统的能力也有了很大提高。
信息的概念和方法已广泛渗透到各个科学领域，它迫切要求突破香农信息论（狭义信息论）的范围，
以便使它能成为人类各种活动中所碰到的信息问题的基础理论，从而推动其他许多新兴学科进一步发
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Tinbo码编码理论、多天线理论等技术的提出，使得无线通信迅速发展，带来了人
类社会的巨大变化。
　　信息论从诞生到今天已有60多年了，现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香农理论的思想、方法，甚至某些结论已渗透到统计数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哲学、科学方法论
等其他学科中。
　　同时，信息论还和其他学科结合产生了许多交叉学科，比如在经济、生物等方面已产生了“信息
经济学”、“信息生物学”等边缘学科；在和量子力学理论结合后，产生了量子信息论、量子编码理
论、量子计算理论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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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高等院校信息与通信工程规划教材·高校系列：信息论基础与编码》是工业和信息化普
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立项项目。
《21世纪高等院校信息与通信工程规划教材·高校系列：信息论基础与编码》内容丰富，逻辑性强，
通俗易懂；理论叙述力求突出重要概念和主体思路，包含大量例题，尽量避免纯数学推导，与具体的
应用相结合；每章附有习题。
《21世纪高等院校信息与通信工程规划教材·高校系列：信息论基础与编码》可作为高等院校信息工
程、通信工程以及电子信息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低年级研究生或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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