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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类已经生活在信息的“海洋”之中，信息和通信已渗入我们生活的各个
方面。
近年来，我国的电信产业以10％以上的年增长率迅猛发展，“中国制造”的通信产品广泛进入了全球
市场。
另一方面，信息和通信领域的理论与技术获得了迅速发展，不少技术难题已取得实质性突破，技术进
步和产业发展相互推动、相互促进。
　　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对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巨大需求。
信息与通信工程是我国工科门类中应用前景广阔、招生量比较大的学科，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起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
其中的通信与信息系统更是近几年硕士研究生报考的热门专业之一。
随着硕士研究生的不断扩招，研究生教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鉴于通信学科的迅猛发展，广大科技工作者和硕士、博士研究生迫切需要学习与掌握信息和通信的现
代理论与技术。
目前本专业的研究生教材已有一些，其中亦不乏典范之作，但专门针对研究生读者成系列出版的尚为
少见。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各校研究生课程设置自成体系，各校之间不尽相同，这为研究生教材的建设和推广
造成了困难。
　　有鉴于此，来自清华大学等十多所高校、科研单位的教授和专家相约聚首，对通信专业研究生课
程体系设置进行探讨，尝试从各校现有的课程体系中提取共同性的知识结构框架，并结合他们多年的
教学实践积累，编写一套针对通信专业研究生，兼顾高年级本科生的系列教材，为研究生教育做一点
工作。
　　本系列研究生教材针对性强，知识覆盖较为全面，相信该系列教材的出版将会为读者系统掌握通
信科学、信息科学的基础理论与技巧，以及本领域的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提供相对便捷的途
径，对培养具有从事通信科学、信息科学以及相关领域的科研与开发和教学工作能力的人才提供有力
的手段，对本专业研究生教学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系列教材的作者均来自信息和通信学科实力较强的院校，不仅有较为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在
研究方向和地域分布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我有感于他们对教育事业的热忱、对教书育人的执著，遂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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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编码理论的原理、技术和应用。
本书是在汲取了国内外相关教材、专著的优点，结合信道编码的基本理论与工程应用以及作者的教学
经验和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编写的。
全书内容深入浅出，既保持理论的完整性、系统性，又概念清楚、易读好懂，同时注重编码理论与应
用的新发展。
　　全书共分9章，详细介绍了信道与编码的基本原理，初等数论和近世代数中与信道编码相关的主
要内容，经典的线性分组码、循环码、BCH码、卷积码的结构和特性，以及Turbo码、LDPC码、网格
编码调制等现代编码理论的重要内容。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院校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教材，对于从事信息科学和
技术领域工作和研究的人员也极具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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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编码理论的数学基础　　线性代数、近世代数和数论是研究编码理论的有力工具。
纠错编码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完善，一方面取决于它的广泛应用，另一方面取决于数学学科知识的发展
。
本章不系统讨论编码理论的数学基础，旨在简要介绍本书涉及的部分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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