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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卫星通信系统》比较系统、深入地阐述了卫星通信系统的基本理论、关键技术、系统设计及线路计
算等问题，基本反映了当前卫星通信的发展状况。
全书共分十二章，包括绪论、通信卫星、卫星通信系统的监护和管理、卫星通信的信号传输、卫星通
信的体制、调频卫星通信、频分多址方式、数字卫星通信、时分多址方式、分组通信和码分多址方式
、卫星通信地球站及地球站的设计和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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