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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阐述和分析信息传输（包括模拟信息传输与数字信息传输，并以后
者为主）的基本原理和性能指标。
全书共分12章，包括信息传输的基本概念，信号
和噪声的分析与特性，各种信息传输系统的组成，调制解调原理及性能指标，多路
和多址信息传输，同步，纠错编码和最佳接收等原理，以及有关信息论的基本知
识。
内容全面，叙述清楚，便于自学。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的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电子工程等专业类的本科生教
材，亦可供从事相关专业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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