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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编码理论的一本教材，主要介绍编码理论的基本知识。
全书共十二章，可以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第二章至第四章，主要介绍编码理论中用到的代数基本知识，特别是有限域的基本知识。
第二部分是第五章至第十二章，主要介绍编码理论的基本知识，包括线性码、HamHnng码、Golay码
、循环码、BcH码、Reed-Muller码以及线性码的重量分布等。
　　本书适合高等院校的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以及通信等专业的本科生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相关
领域的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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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个q元[n，k]线性码C的标准阵（standard array）是由V（n，q）中的向量组成的
一个qn—k×qk阶的阵列，其每一行都是C的一个陪集。
第一行由C中的码字构成，0码字在最左端。
其它各行由陪集ai+C构成，陪集代表元在最左端，其它元素的排列次序与第一行中码字的排列次序相
对应。
换句话说，标准阵中的（i，j）位置上的向量是第j列最顶端的码字与第i行最左端的陪集代表元的加和
。
 一个q元[n，k]捌线性码C的标准阵可以按下述方法来构造： （1）首先列出C中的所有码字，0码字在
最左端。
 （2）在V（n，q）中选取一个不在第一行出现并且具有最小重量的向量a1。
将a1与第一行中的每个码字相加得到第二行，它们构成陪集a1+C。
 （3）一般地，在V（n，q）中选取一个不在前i行中出现并且具有最小重量的向量ai。
将ai与第一行中的每个码字相加得到第i+1行，它们构成陪集ai+C。
 （4）继续上述过程，直到将V（n，q）中的所有向量都列出为止。
 设C是一个q元[n，k，d]线性码，x∈C是在信道发送端发送的码字，y∈V（n，q）是在信道接收端接
收到的向量。
称e=y—x为差错向量（error vector）。
译码器的作用就是确定差错向量，然后纠正码字在信道传输过程中发生的错误。
 线性码的标准阵译码方法描述如下： 设Y是在信道接收端接收到的向量，在标准阵中找到y所在的行
和列，将y译为y所在的列中最顶端（第一行）的码字，y所在行的最左端的向量（陪集代表元）为差错
向量。
 对于在信道接收端接收到的向量y，最近邻译码就是要把y译成一个码字x，使得e=y—x最小。
显然，当x取遍线性码C中的所有码字时，e将取遍陪集y+C中的所有向量。
我们已经知道，在标准阵中，每一行都是一个陪集，每行最左端的向量为陪集代表元。
由于陪集代表元是一个陪集中重量最小的向量，所以不难看出，标准阵译码就是最近邻译码。
 例6.9 二元[4，2，2]线性码C={0000，1011，0101，1110}的标准阵为 0000 1011 0101 1110 1000 0011 1101
0110 0100 1111 0001 1010 0010 1001 0111 1100 设1111是在信道接收端接收到的向量。
1111在标准阵中的第3行第2列。
将1111译为第2列中最顶端的码字1011。
第3行最左端的向量（陪集代表元）0100为差错向量，0100=111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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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学校信息与计算科专业系列丛书:编码理论基础》适合高等院校的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以
及通信等专业的本科生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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