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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信原理（电子信息科学与工程类专业）》以现代通信系统为背景，深入浅出的介绍通信技术
的原理，并以此为基础，结合近年来出现的通信新技术，在通信系统框架下，将通信基本原理与具体
实践相结合，《电子信息与电气学科规划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通信原理（
电子信息科学与工程类专业）》以数字通信原理为主，兼顾模拟通信原理部分。
本教材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部分，共十章，主要内容包括信源编码、信道编码、信道、传
输、调制等内容，每章后附有习题；第二部分为实验部分，提供各章配套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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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概论　　1.1 引言　　人类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离不开信息交流，而信息交流是通过消息来
传递的，传递和交换消息的过程就是通信。
通信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的巨大动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通信的要求越来越高，通信的种类和方式也越来越多，不仅要求语言，还包
括数据、图像和文本等。
通信也从过去的点到点的通信发展为网通信，并且已与计算机技术有机地结合，其发展将给人类文明
进步带来更大的影响。
　　本书将以现代通信系统为背景，介绍通信技术的基本原理，侧重于信息传输原理，以数字通信原
理为主，兼顾模拟通信原理。
　　1.2　通信系统的基本组成　　通信的目的就是克服距离的障碍，迅速准确地传递消息。
自古以来，人们已经创造了很多的通信方式，例如，古代的烽火台、旌旗，近代的灯光信号、旗号，
现代的电报、电话、传真、电视，等等。
所有通信都是将消息变成与之相对应的信号来传递的，信号实际上就是消息的传载者。
　　现代通信以电信号来传递消息，这是一种最好的传递方法，不仅传递速度快，而且准确可靠，几
乎不受时间、地点、距离等方面的限制，因而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和广泛的应用。
如今在自然科学中，“通信”一词几乎是“电通信”的同义词了，我们课程所讲的通信就是电通信，
简称为电信。
　　通信系统一般由传输设备和线路组成。
具体的通信系统种类繁多，如模拟电话载波系统、微波通信系统、卫星通信系统、数字电话系统和数
据传输系统等，它们虽然有着不同的用途和具体的电路结构，但是总可以由如图1.1所示的基本模型加
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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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子信息与电气学科规划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通信原理（电子信息
科学与工程类专业）》可作为高等学校工科无线电技术、通信和电子系统等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教材
或研究生参考书，也可供通信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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