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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自2005年出版以来，先后印刷了5次，在近20多所高校使用，使我们感到欣慰。
再版的动因有三方面：一是在此5年间，作者就该教材内容方面与多所高校使用此教材的老师进行了
广泛的交流，获得了有益的建议；二是通信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三是原版中有些内容和印刷错误需要
调整与修正。
　　考虑到课程内容的系统性以及院校使用需求的连贯性，第2版在选材上仍然注重了传统通信理论
的系统性、实用性与现代通信技术的先进性等方面的有机结合；内容编排上体现了课程教学设计，注
重内容提炼，避免抽象的理论表述与复杂的公式推导；编写上力求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强调基本概
念、基本原理与基本技术的准确易懂。
　　第2版保持了第1版的风貌与格式，内容上尽量避免进行大幅度的变动。
本书与第1版相比，改动的内容如下。
　　1.全书由11章内容变成了10章内容，删掉了第1版中第11章现代通信系统简介。
　　2.对第2章通信中信号分析、第3章模拟调制系统、第5章数字频带传输系统、第7章同步原理、第8
章信道编码原理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改动，删除了一些内容，也增添了部分新内容。
　　3.对原来各章中的个别错误之处进行了更正。
　　第2版中，第1、3、4、7、9章由达新宇修编，第2、5、6、8、10章由陈树新修编，最后达新宇对
全书进行了统稿。
　　该教材是国家精品课程“通信原理”主教材，也是全军百门优质课程“通信原理”课程的专用教
材。
该教材配套的资料有：　　供教师使用的“通信原理课程电子教案”；　　通信原理网络课程；　　
实践性教材《通信原理实验与课程设计》；　　通信原理习题集；　　通信原理习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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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全面地介绍了通信系统中的基本概念、工作原理、主要技术及分析方法。
具体内容包括：通信中信号分析、模拟调制系统、数字基带传输系统、数字频带传输系统、模拟信号
数字化传输、同步原理、信道编码原理、数字信号最佳接收、信息论基础。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工程、信息工程、计算机等电子信息类专业
“通信原理”、“现代通信理论”、“数字通信”等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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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通信是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的动力。
在现代社会中，通信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本章主要介绍通信的基本概念，如通信的定义、分类和工作方式，通信系统的组成、衡量通信系统的
主要质量指标及通信信道等。
　　1.1　通信的基本概念　　从远古时代到现代文明社会，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都与通信密切相关，
特别是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时代，通信已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和阶层，通信产品随处可见。
通信对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通信已成为人类社会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
　　1.1.1　通信的定义　　一般地说，通信（Communication）是指由一地向另一地进行消息的有效传
递。
满足此定义的例子很多，如打电话，它是利用电话（系统）来传递消息；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亦是利
用声音来传递消息，不过只是通信距离非常短而已；古代“消息树”、“烽火台”和现代仍使用的“
信号灯”等也是利用不同方式传递消息的，理应归属通信之列。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传递消息的要求越来越高。
在各种各样的通信方式中，利用“电”来传递消息的通信方式称之为电信（Telecommunication）。
这种通信具有迅速、准确、可靠、远距离等特点，而且几乎不受时间、地点、空间和距离的限制，因
而得到了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
如今，在自然科学中，“通信”与“电信”几乎是同义词了。
本书中所说的通信，均指电信。
这里不妨对通信重新定义：即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借助电信号（含光信号）实现从一地向另一地（多
地）进行消息的有效传递和交换的过程称为通信。
　　从本质上讲，通信是实现信息传递功能的一门科学技术，它要将大量有用的信息无失真、高效率
地进行传输，同时还要在传输过程中将无用信息和有害信息抑制掉。
当今的通信不仅要有效地传递信息，而且还有存储、处理、采集及显示等功能，通信已成为信息科学
技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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