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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通信原理共上、下两册，本书是下册，主要介绍通信相关的主要技术问题，包括涉及到的理论、
系统实现方法以及性能分析等。
    本书共6章，内容包括数字信号的最佳接收、同步原理、信源编码和信道编码、先进的数字通信技术
和通信网概论等。
第8章介绍数字信号的最佳接收问题；第9章介绍通信系统中主要的同步理论及其系统实现；第10章讲
解信源编码的原理和实现方法；第11则着重于信道编码的有关理论和方法；第12章讨论了目前几种先
进的数字通信技术，包括交换技术、扩频通信、 OFDM技术以及多址技术；第13章是通信网的概论，
具体讲述了通信网的理论基础以及三种重要的通信网(电话通信网、数据通信网和移动通信网)，最后
对下一代网络(NGN)进行了展望。
每章后面有思考题和习题。
    本书可作为通信及信息类专业课教材，适合于短学期制的教学使用，上、下两册合并则可作为长学
期的教学使用。
本书也可供从事通信、电子工程、自动化等科研工程技术人员作为专业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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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高等学校电子信息工程型规划教材·现代通信原理：信息传输的相关技术（下）》反映
了通信技术最新的发展。
根据工科学生教学认知规律，注重阐述通信原理的工程意义。
　　针对10周短学期安排内容，适合学生循序渐进地学习。
　　根据信号传输原理与相关技术的两大内容分为上、下册组织，便于教学安排。
　　将原理、电路实现与系统实例结合起来论述，工程意义显著，便于自学，比较好读。
　　在多数章的最后，设置了课外学习部分，对相关领域的最新知识或技术原理进行介绍，使得不同
层次的读者可以有不同的收获，提高读者的学习兴趣，引领其在通信技术领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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