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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仿真技术是分析、研究现代通信系统的重要工具。
本书全面而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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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介绍了matlab中
通信相关模型参数的设置和使用方法，重点介绍了利用波形级仿真技术评估通信系统性能的实施过程
。
全书共分9章，内容包括通信系统仿真的基本概念、仿真与建模方法论研究、仿真中的随机过程分析
、蒙特卡罗仿真方法与随机数的产生、通信系统的建模、通信信道及其模型、仿真中的参数估计、仿
真中的性能指标评估以及案例研究。

　　编者具有多年教学和科研经历，在本书内容编排上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讲述由浅入深、简明
透彻、概念清晰、重点突出，既便于教师组织教学，又有利于学生自学。

　　《现代通信系统仿真教程(第2版)》可用做电子及通信类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使用，也可供
相关专业教学、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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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1章 绪论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计算机仿真技术已经成为分析、研究各种系统，尤其是复
杂系统的重要工具，它不仅用于工程领域，如机械、航空、航天、电力、冶金、化工、电子等方面，
还广泛用于非工程领域，如交通管理、生产调度、库存控制、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等方面。
作为今天发展最为迅猛的通信领域，由于期系统结构和功能变得越来越复杂，迫使人们对通信系统的
研究与开发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了及时、高效、省力地完成各类研发工作，只有利用强大的计
算机辅助分析和设计工个才能实现。
本章简要介绍系统仿真和建模的基本概念，并结合通信系统的特点，介绍通信系统仿真的研究内容和
研究方法。
1.1 系统与模型1.1.1 系统系统一词最早见于古希腊原子论创始人德谟克利特（公元前460—公元前370年
）的著作《世界大系统》一书。
该书明确地论述了关于系统的含义，它指出“任何事物都是在联系中显现出来的，都是在系统中存在
的，系统的联系规定每一事物，而每一联系又能反映系统联系的总貌。
”著名学者戈登在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将系统定义为｜按照某些规律结合起来，互相作用、互相
依存的所有实体的集合或总和“。
现在一般认为，系统是指由若干互相关联、互相作的事物按一定规律组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整体
。
因此，系统具有整体性和相关性的基本特征。
根据上述分析，首先，，必须明确系统的整体性。
也就是说，系统是一个整体，它的各部分是不可分割的。
以通信系统为例，该系统的任务是传输消息，这些消息可以是语言、文字、图像、数据、指令等。
为了便于传输，先由转换设备将所传消息按一定规则变换为相对应的信号，信号形式多样，可以是电
信号，也可以是光信号，它们通常是随时间变化的电流、电压或光强，经过适当的信道（即信号传输
的通道，如电缆、空间、光缆等）将信号专送到接收方，再转换为声音、文字、图像、数据、指令等
。
可以看出，对于上述通信系统，如果缺少任何一个环节或者处理过程都无法将信息有效和可靠地进行
传输。
其次，要明确系统的相关性。
系统内部各物体相互之间以一定规律联系者，它们的特定关系形成了具有特定性能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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