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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现代通信技术的基本原理、技术要点、基本组成、新技术和发展趋势。
全书共分9章，第1章介绍通信技术的基本概念和系统指标；第2章介绍模拟通信技术；第3章介绍模拟
信号的数字传输；第4章介绍复用与数字复接技术；第5章介绍数字信号的基带传输；第6章介绍数字信
号的频带传输；第7章主要介绍差错控制的基本理论以及几种常见的差错控制编码；第8章主要介绍同
步在通信中的意义与地位，并讨论了同步的种类及各自的原理、方法；第9章主要介绍几种正在使用
中的现代通信系统。
本书推荐教学时数为60学时。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通信类、电子类专业或同等学历相近专业的教科书，也可供相应专业的工程
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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