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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得到空前规模的发展。
经过高校布局和结构的调整，各个学校的新专业均有所增加，招生规模也迅速扩大。
为了适应社会对“大专业、宽口径”人才的需求，各学校对专业进行了调整和合并，拓宽专业面，相
应的教学计划、大纲也都有了较大的变化。
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产业发展迅速，技术更新加快。
面对这样的发展形势，原有的计算机、信息工程两个专业的传统教材已很难适应高等教育的需要，作
为教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教材的更新和建设迫在眉睫。
为此，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聘请南京邮电大学、西安邮电学院、重庆邮电大学、吉林大学、杭州
电子科技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深圳大学、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等10余所国
内电子信息类专业知名院校长期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工作的专家教授，组成了高等学校计算机、信息工
程类专业系列教材编审专家委员会，并且面向全国进行系列教材编写招标。
该委员会依据教育部有关文件及规定对这两大类专业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大纲，对目前本科教育的发展
变化和相应系列教材应具有的特色和定位以及如何适应各类院校的教学需求等进行了反复研究、充分
讨论，并对投标教材进行了认真评审，筛选并确定了高等学校计算机、信息工程类专业系列教材的作
者及审稿人。
审定并组织出版这套教材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力求精品、力求创新、好中选优、以质取胜。
教材内容要反映21世纪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体现专业课内容更新快的要求；编写上要具有一定的弹
性和可调性，以适合多数学校使用；体系上要有所创新，突出工程技术型人才培养的特点，面向国民
经济对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强调培养学生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有
较强的本专业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培养学生具有从事实际工程的研发能力。
在作者的遴选上，强调作者应在教学、科研第一线长期工作，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丰富的教材编写经
验；教材在体系和篇幅上符合各学校的教学计划要求。
相信这套精心策划、精心编审、精心出版的系列教材会成为精品教材，得到各院校的认可，对于新世
纪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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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通信技术与网络应用（第2版）》全面系统地讲述了现代通信的基本原理、通信新技术和
通信网络的应用。
内容包括通信系统模型、通信网络的概念与结构组成、数字通信与数据通信的基本原理、现代通信终
端、数字程控交换与软交换、大容量长距离的光纤传输与超长距离的卫星传送、传统的电话网络、高
速无线与3G移动接入网络、数据通信与计算机网络和下一代通信网络NGN等。
　　《现代通信技术与网络应用（第2版）》最大的特点是内容的选取兼顾了正在被广泛使用的通信
技术和现代通信的最新进展，同时所选内容具有代表性和稳定性，从而便于理解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各种新技术。
　　《现代通信技术与网络应用（第2版）》是现代通信技术的一本基础性教材，也是一本普及性读
物，可作为高等院校电子工程、通信工程、广播电视及相关专业的教材和有关通信工程的自考、函授
教材，也适合作为技术培训教材以及广大科技人员的自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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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F层实际上是由F1和F2两层组成的。
在白天，F1层位于距地球表面约140~250 km的上空；F2层在冬季距地球表面约140～300 km，而在夏季
距地球表面约2504230 km。
在夜晚F1层和F2层合为一层。
某些HF波在F1层会被吸收及衰减，尽管大部分的HF波可传播到F2层，但在该处它们都将被折射回地
面。
3）空间波空间波包括直射波和地面反射波（如图1.4所示）。
直射波（Direct Wave）在发射天线与接收天线之间以直线传播。
以直射波传播的空间波（包括穿越电离层到达外层空间）一般称为视Ill（LOS，Line of Sight）传输。
因此，空间波的传播受到地球表面曲率的限制。
地面反射波（Ground Reflected Wave）~在发射机和接收机之间靠地球表面对波的反射进行传播的。
从图1.4中可以看出，接收天线处的电场强度取决于两个天线之间的距离（衰减和吸收），以及直射波
与地面反射波在接收天线处的相位是否同相（干涉）。
地球表面的曲率使空间波的传播呈现水平线，一般称为无线电地平线（Radio Horizonl。
由于大气的折射，在普通标准大气下，无线电地平线的延伸超过光学地平线（0ptical Horizonl的延伸。
无线电地平线的延伸几乎是光学地平线延伸的4／3。
由对流层引起的折射会随着对流层的密度、温度、水蒸气的含量以及相对传导率的改变而改变。
加高地球表面上铁塔的高度使发射天线或接收天线（或两者）的高度提升，或将天线架设在高大建筑
物或山顶上，这样可以有效地延长无线电地平线的长度。
长波适合地波传播方式，短波适合天波传播方式，微波、毫米波适合空问波传输方式。
3.信息容量信息容量是在给定时间内，通过一个通信系统可以传输多少信息的一种度量。
信息论（Information Theory）可用来确定通信系统的信息容（Information Capacity）。
1920年贝尔电话实验室的哈特莱（R.Hartley）推导出了带宽、传输时间和信息容量之间的关系。
哈特莱定律简单地说明，带宽愈宽，传输时间愈长，能够通过该系统传送的信息就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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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通信技术与网络应用(第2版)》是面向21世纪高等学校信息工程类专业系列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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