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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通信原理》自1980年第1版出版起，作为全国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的规划教材，每5年修订一次
，已出版了5版。
三十年来深受读者欢迎。
曾于1983年、1987年和1988年获得过三项级别较高的荣誉，尤其是第5版获得了2005年陕西普通高等学
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这本《通信原理》是在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通信原理（第5版）》的基础上重新编写的。
　　全书共13章，主要内容包括模拟通信和数字通信，但侧重数字通信。
全部内容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1~5章，阐述通信基础知识和模拟通信原理，其中第2章和第3章扼要介绍本书其他章节
所需的确定性信号、随机　　过程与噪声分析原理； 第二部分，第6~9章，论述数字通信、模拟信号
数字化和数字信号最佳接收原理； 第三部分，第10~13章，讨论通信中的编码、同步和伪随机序列等
技术，并简要叙述通信网的概念。
各章有习题和思考题，书后附有部分习题答案。
　　本书保留了《通信原理》（第5版）教材的优点； 增加第2章“确定性信号”，以加强学习本课程
所必备的基础知识； 删掉不适合的内容，以突出重点； 对许多章节修改和补充了相当多的内容，以
增强严谨性和系统性及适应通信事业的发展。
　　本书参考学时数为90学时。
教师也可根据需要灵活安排较少学时，比如46学时，仅讲授本书前几个章节。
根据学生先修课程情况，第2章可少讲或不讲，第3章大部分可少讲，多让学生自修和复习。
在教学过程中，尚需配合一定的示教和实验。
本书主要编者还编写《通信原理学习辅导》与本书配套并交付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编著者有张甫翊、徐炳祥和吴成柯。
由张甫翊定稿，统编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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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院校信息与通信工程系列教材：通信原理》深入和系统地讨论现代通信系统中涉及的基本
理论和分析方法。
内容涵盖模拟通信和数字通信，但侧重数字通信。
　　全书共13章，内容涉及通信系统的基本概念、确定性信号、随机过程、信道、模拟通信系统、数
字基带传输、正弦载波数字传输、模拟信号的数字传输、数字信号最佳接收、信道编码、伪随机序列
、同步、通信网等。
各章均设有习题和思考题，书后附有部分习题答案。
　　《高等院校信息与通信工程系列教材：通信原理》内容丰富，讲述由浅入深、简明透彻，概念清
楚，取材恰当，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既便于教学也方便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高等院校信息与通信工程系列教材：通信原理》可作为“通信原理”课程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
材，也可作为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参考书，还可作为相关大学教师和科学技术人员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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