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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豪、胡光锐、邱乐德和单红梅等人合著的这本《卫星通信与数字信号处理》是空间电子信息科
学与技术系列之一，全书从通信卫星和信号处理两个方面，阐述卫星通信中的基本原理、设计要点和
技术应用，并结合卫星工程的具体实践，对一些关键的问题给出了设计实例。
全书共由11章组成，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涉及通信卫星设计和制造中需要应用的关键技术，包括卫星的轨道、卫星的构成以及卫
星的主要技术参数等；第二部分详细介绍卫星通信中所涉及的数字信号处理的技术，包括信号传输、
抗干扰、变换域处理、滤波、调制解调、星上交换等；第三部分展望今后卫星通信的信号处理技术的
发展趋势。
　　《卫星通信与数字信号处理》内容丰富，系统性和可读性较强，并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院校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等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也可以供从
事卫星通信工程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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