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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通信是用数字基带信号或用数字信号调制的载波信号作为载体来传输消息的通信方式。
本书介绍数字通信的基本理论与技术，主要内容包括数字通信的信号分析基础、信源和信道编码、信
息论基础、信号的基带传输、调制解调技术、信道特性、差错控制编码、同步技术、扩频通信和信道
复用与多址技术等。
本书的特点是，注重理论分析和推导的严谨性，强调物理概念；此外，本书提供有配套的电子课件和
习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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