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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无线电通信技术自1895年问世以来，迄今不足110年，但已获得令人瞠目的惊人发展。
目前，光纤通信与卫星通信已成为通信技术的两大主流。
人们所期待的在任何时间、以任何形式、在任何地点与任何人通信的目标，必将由这两大通信系统来
实现。
　　本书主要编者甘良才教授长期从事无线电通信技术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论著颇丰。
现又根据历年来的授课讲义，与杨桂文、茹国宝同志合作，编写出《卫星通信系统》一书。
本书全面详细地论述了卫星通信的概念、通信体制、通信网、地面站、性能设计、计算与测试等，讲
解详尽、内容全面。
此书的问世，必将为我国的电子通信教育作出应有的贡献。
可以预期，此书将受到有关专业工作者和师生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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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卫星通信系统》主要编者长期从事无线电通信技术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论著颇丰。
现又根据历年来的授课讲义，与杨桂文、茹国宝同志全作，编写出《卫星通信系统》一书。
《卫星通信系统》全面详细地论述了卫星通信的概念、通信体制、通信风、地面站、性能设计、计算
与测试等，讲解详尽、内容全面。
此书的问世，必将为我国的电子通信教育作出应有的贡献。
可以预期，此书将受到有关专业工作者和师生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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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数字化、大容量、远距离、高效率、多信源及保密性、可靠性、智能化等成为现代通信系统的特
点。
　　1.有线通信系统（架空明线、对称电缆、中小同轴电缆和海缆）　　它是各国国内长途干线的主
要通信手段。
目前，国外的有线通信系统主要是以光缆（光纤）通信为主导，无论是长途干线或市内局间均已用光
缆更换（或取代）。
国内近几年来也在迅速发展光纤通信系统，目前已建成各种光纤通信线路数千公里，并在研制各种类
型的大容量光纤通信系统和光纤局域网。
　　2.微波中继通信系统　　在国内、外均是一种重要手段。
目前国外在数字化、大容量、更高频段（接近毫米波）和无人管理等方面均已取得很大的进展，实现
了在40MIHZ的标准频道间隔内传送1920～7680路PCM数字电话；实现了在40MHz带宽内传输4
×140Mbit／s多路通信。
而国内已新建了不少微波中继专用通信网，我国5万多公里的微波中继通信线路，其中3／5用于通信
，2／5用于广播TV节目传送，预计到2000年前还将新建10多万公里的微波中继线路。
但我国数字微波通信系统目前仍比较落后，现正在大力发展。
　　3.光纤通信系统　　通信容量大、成本低，而且抗干扰能力强，与同轴电缆相比可以节省大量的
有色金属和能源。
自1977年世界第一个光纤通信系统在芝加哥投入使用以来，光纤通信发展极为迅速，世界各国广泛采
用了光纤通信系统，大西洋、太平洋的海底光纤通信系统已开通使用。
目前，某些发达国家长途电话及市话中继系统的光纤通信网已基本建成，今后将集中发展用户光纤通
信网（即个人通信网）。
　　至今我国光纤通信系统累计光缆长度已达10万多公里。
目前除了扩充、改造原有的同轴电缆载波线路。
以充分发挥其作用外，已不再敷设同轴电缆，全部采用光纤通信的新技术，预计未来十年内光缆还将
增加10万公里。
　　光纤通信的发展方向：大力开发单模、长波长、大容量数字传输光缆通信和相干光通信。
　　4.卫星通信系统　　自1965年第一颗国际通信卫星投入商用以来，卫星通信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现在第七代国际通信卫星（IS-Ⅶ）即将投入使用，卫星通信的使用范围已遍及全球。
仅国际卫星通信组织就拥有数十万条话路，80％的洲际通信业务和100％的远距离TV传输，均采用了
卫星通信，它已成为国际通信的主要传输手段，同时，卫星通信已进入国内通信领域，许多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均拥有国内卫星通信系统。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将卫星通信用于国际通信，从1985年开始发展国内卫星通信，至今
已发射了7颗同步通信卫星。
连同租借的国际卫星转发器，已拥有30多个转发器，与182个国家和地区开通了国际通信业务，并初步
组织了国内公用卫星通信网及若干专用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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