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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全球化、网络全球化带动了通信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通信和计算机技术发展又加快了全球
化的进程。
信息化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关键因素，决定着一个国家在21世纪的生存与发展。
在新世纪，我国提出了信患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发展战略。
所谓信患化，就是以信息技术驱动的经济和社会变革。
要实现现代化，信息化是前提。
信患技术包括的范围很宽，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是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今天各行各业都在广泛地应用信息技术和网络，非通信专业的工科学生也需要学习、了解通信技
术和网络的基本知识。
由鲜继清、张德民等老师编著的《现代通信系统与信息网》是针对非通信专业学生学习现代通信技术
而编写的。
作者长期从事数字通信研究及通信技术、控制技术等教学工作，《高等学校教材：现代通信系统与信
息网》是经过长期调研，在总结实际经验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并得到了从事通信技术教学的教授和
专家的指导。
该书包括了现代通信与信息网络的诸多内容，书中各章节内容前后呼应，既相互联系又可拆分，教师
和学生（读者）可根据需要有选择地进行教学。
　　考虑非通信专业教学的需要，此教材按点一线一网的思路介绍通信网的组成，并从数字信号结构
（帧结构、分组结构、数据包）入手，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使之既联系实际，又有一定深度，使学
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现代通信技术的基本知识，同时为学生（读者）营造思维的空间，以培养学
生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此教材具有系统性、知识性，技术内容新，又具有较强的实用性，避免了高深理论和繁琐公式的
推导，偏重于物理概念的描述及现代通信网络与系统设备硬件技术方面的具体应用。
学生（读者）通过此教材的学习，可掌握现代通信系统及信息网络方面的基本概念、基本组成、基本
原理，了解现代通信系统与信息网、现代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之间的关系，以便在实际工作和学习
中加以应用。
《高等学校教材：现代通信系统与信息网》可作为非通信专业本专科学生学习现代通信技术的教材，
也可作为从事信患技术的各类人员进行通信技术培训、继续教育的教材或参考书。
　　现代通信技术范围很广而且发展很快，在有限篇幅中全面介绍现代通信技术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挑
战性，为非通信专业学生编写通信技术教材更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一批中青年老师勇于承担这一工
作是值得鼓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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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被选为“高等教育百门精品课程教材建设计划”立项研究项目。
　　本书共12章，内容包括：现代通信系统与信息网概述、信源数字编码技术概述、数字通信系统概
述、现代数字交换技术、数字光纤通信系统、数字微波与卫星通信系统、数字移动通信系统、现代通
信网、接入网技术、专用信息网、网络安全、信息网的发展。
      本书偏重于对现代通信的硬件技术进行系统描述，从而揭示现代信息传输的本质特征，并就系统的
组成、相关技术及几个典型系统进行了讲解。
全书尽量避免繁琐的公式推导，偏重于物理概念的理解及通信传输系统组成信息网络的具体应用。
   本书可作为自动化、电气工程、电子信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测控技术与仪器、机械电子工程、
电子商务、信总管理等非通信类专业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作为信息产业技术人员，企事业单位。
党政部门有关从事信息网络的技术人员、维护及管理人员进行通信技术培训、继续教育的教材或参考
书，同时还可作为通信及网络技术业余爱好者的自学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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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现代通信系统与信息网概述　　1.1 信息技术与现代通信　　1.1.1　信息技术革命冲击波
　　美国学者阿尔温、托夫勒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第三次浪潮》曾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他把到
目前为止人类社会发展历程视为三次革命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农业革命，第二次浪潮是工业革命，第
三次浪潮就是信息技术革命。
由20世纪中叶引发的信息技术革命的冲击波，把世界推进到21世纪的信息时代。
世界各国都把信息技术革命这一强大的冲击波，视为争夺和抢占21世纪领先地位的关键武器。
各国都在集中力量发展信息搜索、处理、存储、传递、分析、使用及集成，大力开发信息资源、生产
高附加值的信息产品、组建信息化军队及开展军事上的信息科技竞争，以图迅速大幅度地增强和提高
军力和国力。
　　为此，许多发达国家雄心勃勃地提出纲领性信息科学发展计划，在高科技的舞台上称雄称霸，如
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SDI）、欧共体的尤里卡计划等。
他们推出这些计划的核心就是信息技术。
这些计划的推出大大促进了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整个科学技术的进步。
美国原国务卿舒尔茨曾经指出，战略防御计划实质上是一个巨大的信息处理系统。
它是智力和科学影响处理世界事务方法的一个明显事例，信息革命正在改变国家之间财富和实力的对
比。
尤里卡计划中也指出，信息技术将为所有其他领域的进步铺平道路⋯⋯，信息技术已成为现代工业国
家决定性的基础结构。
不积极研究、发展信息技术，实际上等于放弃成为现代工业国家。
由此可见，人们已经深刻认识到，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将会推动经济和社会形态发生重大变革
。
研究、发展、学习应用信息技术已成为当今社会的浪潮，此浪潮浩浩荡荡，冲击到每个角落，渗透到
了每个家庭。
　　1.1.2　信息技术　　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是信息技术呢?目前还没有发现对此有确切的、权威性的
定义和解释。
　　有一种解释为：信息技术是解放、扩展人的信息功能的技术；另一种解释为：信息技术是研究完
成信息采集、加工、处理、传递、再生和控制（施用）的技术。
两者都有自己的理由，前者是从信息功能上讲的，后者是对信息技术本身的物理概念的描述。
信息技术可视为由“四基元”，即感测技术、通信技术、智能技术、控制技术组成，其四者有如图1.1
所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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