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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从基础理论、仿真工具和仿真实例3个方面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通信系统建模与仿真的基本理论、
方法和实现技术。
全书共分8章，各章内容安排如下。
第1章绪论，重点阐述通信系统仿真的概念和层次，以及通信系统的重要作用。
第2章通信系统仿真基础，在阐述通信系统仿真原则和整体框架基础上，重点说明通信系统仿真的一
些基础理论和方法，包括仿真中的概率统计、误差源、参数估计、性能指标评估、仿真的校正和验证
等内容。
第3章至第5章根据通信系统仿真的不同层次，分别阐述通信网络、通信终端和通信信道的仿真，主要
针对这3种层次描述如何进行通信系统的建模。
其中第3章通信网络仿真，在介绍通信网络及仿真的概念和相关理论基础上，重点阐述通信网络仿真
的方法和建模过程；第4章通信终端仿真，在介绍通信终端及仿真的概念和相关理论基础上，重点描
述通信信号在接收机和发射机中整个处理过程的建模；第5章通信信道仿真，在介绍通信信道及仿真
的概念和相关理论基础上，重点描述通信信道的衰落过程和加噪过程。
第6章、第7章是通信系统仿真工具介绍，根据目前国内外常用的仿真工具应用情况，重点介
绍MATLAB、SystemView、OPNET、QualNet和 NS2等工具的特点、使用范围以及建模过程等内容。
第8章仿真示例，是以第一部分的仿真理论为基础，使用第二部分的仿真工具，结合一个具体的应用
背景，介绍通信系统仿真的具体建模过程以及结果分析。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同行和专家的鼓励和帮助。
胡波、闫飞同志提出了宝贵建议；徐广、刘一利、涂本获同志为本书出版付出了极大的辛劳；杨正、
丁鲲、王玮同志同样做了许多工作并提供了相当宝贵的资料。
高新华、司秀华、顾有林、余莉、郝士琦、雷武虎也参加了本书的编写工作这里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
最值得提出的是，本书引用和参考了很多文献，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可以说没有他们的研究，本书是
难以问世的。
在此，对这些中外专家、学者致以崇高敬意。
同时还要感谢参与本书评价和审定的各位专家以及出版社的领导和同志们。
由于时间仓促和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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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通信系统建模与仿真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实现技术，重点阐述了利用蒙特卡
罗方法分析、研究通信系统的仿真方法。
全书共分为3部分：基础理论、仿真工具和仿真实例。
基础理论主要叙述仿真基础和通信系统基础：仿真工具首先概述当前通信用仿真工具，然后针对通信
终端和通信网络重点介绍仿真工具：仿真示例则介绍具体的仿真案例。
　　本书可供从事通信系统论证、设计、研制、试验，生产等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阅读，也可作为高
等院校的通信与电子信息类专业的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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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目前，使用的这一代仿真软件包（SPW、COSSAP、MATLAB／SIMULINK以及其他软件）提供
交互式、图形化、友好的用户框架，以便使用图形化框图表述方式开发分层仿真模型；允许用户设定
和运行波形级的仿真，检查仿真的结果，并且可以迭代执行。
这些工具也可以提供数据库管理、在线帮助、在线文件以及其他的服务和特征。
这些特征减少了通信系统工程师生成和调试仿真程序的工作量，以及必须了解被仿真通信系统物理机
理等一些烦琐的工作。
随着新一代仿真框架的运用，现在人们的注意力已经集中到诸如建模和仿真技术、性能的估计、计算
效率等重要课题上，这些正是本书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1.2 通信系统及其相关概念通信系统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为了完成某项通信任务，按照某些规律结合
起来，互相作用、互相依存的所有物体的集合或总和，也可以指完成信息传递所需的一切设备及传输
媒介的总和”。
广义地讲，通信系统涵盖无线和有线通信系统，如卫星通信系统、移动通信系统和固定电话通信网等
。
一个点对点数字通信系统组成如图1-1所示。
图1-1所示的系统是单向通信系统，但在大多数场合通信双方是收发兼备的，即为双向通信。
如果双方有各自的传输媒介，则双方都可以独立地进行发送与接收；但若共享一个传输媒介，则必须
用频率、时间或空间分割等办法来共享，即所谓的频分复用、时分复用和空分复用等。
通信也不只是点对点通信，很多情况下是多点之间的通信，以完成信息的传输与交换，这就涉及多址
技术与交换技术，这时整个通信系统就构成了一个通信网。
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是通信系统最主要的质量指标。
对于数字通信系统，有效性可用一定信道条件下的信息速率来衡量，这方面的具体指标有波特率和比
特率。
波特率是指系统每秒传送的码元个数；比特率是指系统每秒传送信息的比特数，单位为bps。
当信道一定时，信息传输速率越高，有效性越高。
数字通信系统的可靠性可用错误率来衡量，这方面的具体指标包括误码率和误比特率。
可靠性和有效性是可以互换的，它们之间的关系遵从信息论中有名的香农公式。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通信系统仿真>>

编辑推荐

《通信系统仿真》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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