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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通信系统是现代通信技术的集成。
《高等学校“学历教育合训”系列教材：现代通信系统》系统地介绍了当代应用最广泛的几种通信系
统的基本原理、系统结构、工程设计。
　　全书共分7章，内容包括：通信系统概述、微波中继通信系统、卫星通信系统、光纤通信系统、
短波通信系统、军事通信网、信息化战争中的战术数据链系统。
注重介绍一些技术发展方向的内容，是《高等学校“学历教育合训”系列教材：现代通信系统》的最
大特点，对读者的进一步学习会有一定帮助。
　　《高等学校“学历教育合训”系列教材：现代通信系统》采用分散式结构编写，既做到前后呼应
，自成一体，又可分拆，自成章节，读者可根据需要选学。
《高等学校“学历教育合训”系列教材：现代通信系统》可供高等院校通信工程专业、电子工程专业
、信息工程专业、无线电技术专业和计算机通信专业作为教材和参考书，也可作为从事信息、通信及
相关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培训和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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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通信系统概述　　自有人类以来，就离不开消息的传递，因为消息中包含了收信者所需
要的信息。
我国古代利用烽火传送边疆警报，用驿站间的快马接力传送各种文件，都是一种原始的通信手段。
随着社会的进步，这些古老的通信方式早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为了能在远距离快速、准确地传递信息，就必须寻找新的通信方式。
进入19世纪，人们发现电能以光速沿导线传播。
基于这一发现，1837年莫尔斯发明了电报，1876年贝尔又发明了电话。
1864年，麦克斯韦从理论上证明了电磁波的存在，这一理论于1887年被赫兹用实验证实。
接着马可尼和波波夫等人利用电磁波做了远距离通信的试验，并获得了成功。
从此通信进入了电通信的新时代。
到了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在50年代之后，在通信理论上先后形成了香农信息论、纠错编码理论、调
制理论、信号检测理论、信号与噪声理论、信源统计特性理论等，这些理论使现代通信技术日趋完善
。
尤其是晶体管、集成电路相继问世后，不仅更加促进像电话通信那样的模拟通信的高速发展，而且出
现了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数字通信。
并相继出现了脉码通信、微波通信、卫星通信、光缆通信等新的通信手段。
计算机问世后，不仅使通信技术中的许多环节实现了微机控制和管理，而且使通信的对象由人与人之
间的通信扩大到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之间的通信。
通过传输系统和交换系统将大量的用户终端（如电话、传真、电传和计算机等）连接起来的现代通信
网，已不再是单一的电话网或电报通信网，而是一个综合性的、为多种信息服务的通信网。
现代通信已经成为支撑现代文明社会和工农业生产的重要基础结构之一，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
将把世界构筑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信息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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