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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通信技术与系统的发展和应用日益广泛地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
通信技术的进步带动了通信产业的发展，这大大增加了对通信人才的需求，每个专业对了解通信技术
与系统都有不同程度的需求。
目前，不仅传统的通信工程专业设置了通信原理课程，而且信息工程、电子工程、计算机、网络工程
、自动化以及其他相近专业都开设了此课程。
同时，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各种新设备、新技术、新业务、新系统和新应用层出不穷，也
对教材体系和内容提出新的要求。
本书内容新颖、例题典型丰富、叙述深入浅出，力求用通俗简明的语言，既讲清楚基本概念、原理和
方法，又强调理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增强实用性。
本书适合作为高校计算机、通信、电子、自动化及相近专业教材，也可供相应工程技术人员做参考用
书。
本书特色：①注重基础理论与计算机技术的融合，为清晰地解释偏重于计算机专业的通信技术，安排
了适当的篇幅介绍频谱、变换等知识，使计算机通信建立在扎实的理论基础之上。
侧重讲述通信的基础知识、数字编码、数字信号的基带传输、数字信号的频带传输、模拟信号的数字
化、多路复用技术、数据交换、通信设备、移动通信和网络通信等内容。
②强化知识点和技术点的应用，突出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突出基础理论与基本技术的融合；以原理
和公式结论的应用为突破口，注重讲述它们的应用环境和方法。
③将各种技术特点与应用进行对照比较讲解，是本书一大特色。
如在讲解码型编码时，对每种码型的构成、波形、码型的优缺点以及适用范围进行对照比较，这样很
容易让学生理解什么样的应用环境需要什么样的码型。
④注重跟随现在通信技术的发展，增加了对新技术的讲解，拓宽了知识面，对技术的最新发展和当今
应用现状进行讨论，突出了学科发展的特点。
⑤教材组织方法先进，概念、原理、技术通过例题加以讲解，易于学生接受理解。
每章配有适量习题，便于学生巩固和掌握知识要点。
常君明和颜彬担任本书主编。
颜彬负责编写大纲并编写了第1章和第3章；常君明编写了第2章、第4章、第6章、第8章和第9章；李登
实编写了第7章和第10章；程辉编写了第5章；刘敏也参与了部分编写工作。
全书由常君明和颜彬统稿。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江汉大学许多同事的支持和建议，连同本书所列文献的作者，在此一并表
示衷心谢意。
限于编者水平，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敬请各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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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10章，包括数字通信的基础知识、数字编码、数字信号的基带传输、数字信号的频带传输、
模拟信号的数字化、多路复用技术、数据交换、通信设备、移动通信和网络通信等内容。
每章都有相应的习题。
　　本书内容新颖、叙述方法深入浅出，注重通信系统的基础知识，突出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并注
重反映当今最新的现代通信技术和应用情况。
　　本书并不包括对繁琐数学公式的推导，而是侧重讲述各种通信技术的性能、物理意义与应用，并
列举了大量例子加以说明。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通信、电子、自动化及相近专业学生的教材，也可供相应工程技
术人员作为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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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尽量使频带压缩，有利于提高系统的频带利用率。
（2）不含直流分量，应具有尽量少的低频及高频分量，以节省传输频带并减少码间串扰。
（3）信号应具有足够大的提供码元同步用的信号分量，以便提取定时信号并提高自身抗噪声及干扰
能力。
（4）不受信息源统计特性的影响，能适应于信息源的变换。
消除长连“0”和“1”的情况。
（5）所选码型应对噪声和码间串扰具有较强的抵抗力和自检能力。
（6）尽量降低译码过程引起的误码扩散，提高传输性能。
（7）变换设备简单可靠、易于实现。
2.4.2 常用码型及其特点传输码型种类繁多，这里只介绍目前常见的几种。
1.单极性码单极性码分为单极性归零码和单极性不归零码，其区别是不归零码在表示一个码元时，电
压均无需回到零。
下面主要介绍单极性不归零码，这是一种最基本、最简单常用的码型，它采用两种不同的电平来分别
表示二进制中的“0”和“1”。
（1）码型构成。
用正电平表示“0”，用零电平表示“1”。
（2）波形如图2.1 所示。
（3）特点。
优点：码型简单，易于实现。
缺点：极性单一、码间无间隔，只适合于短距离传输；含有直流分量，不适于使用变压器和交流耦合
的情况；连续的1比特和O比特难以实现同步，不便直接从接收码序列中提取同步信号。
2.差分码差分码是一种以电平跳变来表示数据信息的码型。
以差分码传输数据时，在一个比特传输的持续时间内信号电平不会出现跳变，而且这段时间内的电平
值与数据无关。
本章主要介绍差分码中的非归零反相码（NRZL-I）。
（1）码型构成传输一个比特的起始电平发生跳转，这个比特表示二进制的“1”；如果此刻电平没有
发生跳转，则这个比特表示二进制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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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字通信原理》：21世纪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实用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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