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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通信技术发展异常迅速，遍布全世界每个角落的信息网络，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神经系统，是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和保障。
要对通信系统及各种通信设备作深入研究，必须掌握最基本的通信理论，获得足够的通信技术应用知
识。
这就是编写本书的基本目的。
　　通信原理是信息类各专业最重要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是学好其他专业课的铺路石。
目前书市上的通信原理教材版本不少，但这些教材或者过于深奥、数学推导过于复杂，或者过于简洁
、不少内容难于讲清楚，都不太适合在处于“三本”层次的独立院校使用。
一方面，不同于处于“一本”、“二本”层次的普通公办高校，独立院校培养的目标是大众化、应用
型人才，对于理论基础知识的要求可以不那么系统、深入；另一方面，独立院校又不同于高职高专，
培养的是本科层次人才，有一部分学生还会攻读研究生、继续深造，因此必须学习基本的理论知识。
本书的编写试图在折中处理上进行尝试，以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主线，比较全面地讲述
现代通信系统和通信技术的基本原理及分析方法，使本书仍有一个基本完整的体系；编写中避免太过
烦琐的数学分析，但必要的推导过程予以保留，必须掌握的核心内容则不惜花费较大的篇幅交代清楚
。
希望这本教材能够满足独立院校的教学需要，对内容做适当选取后，也能够满足高职高专的使用要求
。
　　本书共分11章，以数字通信为主。
主要内容包括：通信系统和信息论的基本概念、随机信号分析的基本理论、通信信道、模拟调制、模
拟信号的数字化、数字信号的基带传输和频带传输、数字信号的最佳接收、同步原理、差错控制编码
和通信网基础知识。
各章后均附有思考题和习题。
章节号后加“※”的内容是难度较大可选讲的部分，这些部分删减后课程仍能保持一个基本完整的框
架。
需要说明的是“第10章*差错控制编码”，如果没有开设“编码理论”之类的课程，其基本内容是应该
讲授的，但卷积码和网格编码调制可视具体情况选择，我们建议不讲，编进教材是考虑到考研同学的
自学所需。
为满足考研同学的需要，本书还特地选编了2005-2008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四套，作为“附录二”
，供同学们自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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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比较全面地讲述现代通信系统和通信技术的基本原理及分析方法，共分11章，以数字通信为主。
主要内容包括：通信系统和信息论的基本概念、随机信号分析的基本理论、通信信道、模拟调制、模
拟信号的数字化、数字信号的基带传输、数字信号的频带传输、数字信号的最佳接收、同步原理、差
错控制编码和通信网基础。
各章后均附有思考题和习题。
章节号后加“※”的内容是难度较大可选讲的部分，这些部分删减后课程仍能保持一个基本完整的框
架。
考虑到独立院校和高职高专的教学实际，本书编写中避免太过烦琐的数学分析，但必要的推导过程予
以保留，必须掌握的核心内容则不惜花费较大的篇幅交代清楚。
    本书可作为独立学院信息类及相关专业本科生的教材，讲授时适当节选便可适用于高职、高专相关
专业，还可作为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学习通信基础理论及应用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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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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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制  4.3 线性调制系统的性能分析  4.4 非线性调制  4.5 调频系统的性能分析  4.6 各种模拟调制系统的比
较  4.7 频分复用技术  4.8 小结  思考题与习题第5章  模拟信号的数字化  5.1 概述  5.2 抽样定理  5.3 模拟信
号的量化  5.4 脉冲编码调制  5.5 差分脉冲编码调制  5.6 增量调制  5.7 时分复用和PCM数字电话系统  5.8 
小结  思考题与习题第6章  数字信号的基带传输第7章  数字信号的频带传输第8章  数字信号的最佳接收
第9章  同步原理第10章  差错控制编码第11章  通信网基础附录一  部分习题参考答案附录二  研究生入学
考试样卷附录三  口函数与误差函数附录四  通信专业常用缩略语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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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也是图像通信崛起并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世纪。
1936年11月，世界上第一个定期播放电视节目的电视台——英国BBC电视台开播，把人类带进了电视
时代。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电视电话相继投放市场。
会议电视系统也开发成功，对人类社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我国，通信技术于1992年5月正式列入国家“863”计划，从而拉开了中国通信高技术研究的序
幕。
历经10余年的发展，中国通信高技术研究在高速宽带网络、光通信、移动通信等技术领域取得了多项
关键技术成果，在发展高科技、促进产业化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特别是2000年5月，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移动通信TD-SCDMA标准被国际电联正式采纳，
这是获得国际认可的第一个中国通信标准，更是中国百年通信科技史上的一个创举。
　　综观100多年通信技术的发展历史，是一个世界范围内不断的科技创新、大胆设想、细心实践的过
程，是一个多学科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过程。
从技术层面而言，一方面通信技术走的是一条“数字-模拟一数字”的发展之路。
莫尔斯电报是一种数字通信方式，而后来居上的电话是模拟方式。
模拟电话通信曾称霸一时，延续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
后来由于晶体管的出现，美国于1962年研究成功了晶体管24路脉码调制设备，用于电话的多路化通信
。
这一进展，使数字通信的潮流又重新涌动。
而计算机和现代数字集成技术以及现代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的融入，则使通信数字化得以迅速实现和发
展，模拟通信已基本上被数字通信所全面取代。
另一方面，通信技术所利用的电磁频谱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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