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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针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要求，结合高职学生的特点和多年来高职教育的实践经验编写而成的
。
以通信系统必不可少的基本组成开始，按信号在通信系统的流程顺序进行编写，着重介绍数字通信的
基本原理，并围绕原理介绍最新的通信技术与实现方法。

　　本书共分为9章：第1章绪论；第2章模拟调制系统；第3章模拟信号的数字化传输；第4章数字信号
的基带传输系统；第5章数字信号的频带传输；第6章信道复用和多址方式；第7章同步技术；第8章差
错控制；第9章通信系统的应用举例。

　　本书的特点是系统性强，内容编排连贯，突出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在编写上力求通俗易懂，除必要的数学推导外，注意讲述物理概念和直观的图形分析，强调应用。

　　为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基本概念和掌握通信系统的分析方法，每章都精选了一些例题和习题，以
供学习时参考。

　　本书可以作为通信、电子信息、电子工程、自动化、计算机等专业高职高专、函授和成人教育的
教材，也可供其他学习通信技术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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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值得注意的是，DPCM系统性能的改善是以最佳的预测和量化为前提的。
但对语音信号进行预测和量化是复杂的技术问题，这是因为语音信号在较大的动态范围内变化。
为了能在相当宽的变化范围内获得最佳的性能，只有在DPCM基础上引入自适应系统。
有自适应系统的DPCM称为自适应差分脉冲编码调制，简称ADPCM。
 　　ADPCM的主要特点是用自适应量化取代固定量化，用自适应预测取代固定预测。
自适应量化指量化台阶随信号的变化而变化，使量化误差减小。
自适应预测指预测器系数{ai}可以随信号的统计特性而自适应调整，提高了预测信号的精度，从而得到
高于预期的增益。
通过这两点改进，可大大提高输出信噪比和编码动态范围。
 　　如果DPCM的预测增益为6～11 dB，自适应预测可使信噪比改善4 dB，自适应量化可使信噪比改
善4～7 dB，则ADPCM比PCM可改善16～21 dB，相当于编码位数可以减少3位到4位。
因此，在维持相同的语音质量下，ADPCM允许用32 kbit/s比特率编码，这是标准64 kbit/s PCM的一半
。
因此，在长途传输系统中，ADPCM有着远大的前景。
 　　语音、图像、数据等都是携带信息的主要载体，其中语音和图像属模拟信号范畴。
由于数字通信和模拟通信比较有较多的优点，将语音和图像信号通过编码以实现数字化是必然趋势。
但数字化的语音和图像与模拟时相比，需要用较高的数码率，占用较大的带宽和存储空间，是语音和
图像数字化的主要障碍。
压缩数字化语音和图像信号的数码率是实现语音和图像数字化的关键。
编码技术的核心就是研究编码算法，用尽可能低的数码率获得尽可能好的语音和图像质量。
 　　对于声音压缩编码，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推出的MPEG-1声音编码算法作为一种开放、先进、
可分级的编码技术，是高保真声音压缩领域的第一个国际标准（ISO 11172.3）。
MPEG系列标准是关于视频和音频的压缩标准，有关图像压缩的内容将在后面介绍。
MPEG-1声音编码算法按照复杂度和压缩比递增分为一、二、三层。
第一层的复杂度最低，在每声道192 kbit/s提供高质量的声音，第二层有中等复杂度，可在128 kbit/s的
速率提供近CD质量的声音，第三层结合了MUSICAM和ASPEC的优点，可在每声道低于128 kbit/s的速
率获得满意的质量。
在使用时，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要求，使用不同的层来构成音频编码器。
 　　由于MUSICAM只能传送两个声道，为此MPEG开展了低码率多声道编码方面的研究，将多声道
扩展信息附加到MPEG-1音频数据帧结构的辅助数据段中，这样可以将声道扩展到5.1个，即3个前声道
（左L、中C和右R）、两个环绕声道（左LS和右RS）和一个超低音声道LFE（常称为0.1），由此形成
了MPEG-2音频编码标准。
MPEG-2音频编码标准通常被称为MUSICAM环绕声。
ISO于1998年公布的MPEG-4声音编码标准将语音合成与自然音编译码相结合，更加注重多媒体系统的
交互性和灵活性。
MPEG-4支持2～64 kbit/s的自然声编码，在技术上借鉴了已有的音频编码标准，如G.732、G. 728
、MPEG-1、MPEG-2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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