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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当今信息化社会中，随着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相关的通信理论、技术也得到了飞速发展。
数字通信已成为信息传输的重要手段，数字通信的新设备不断涌现，全球数字化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
的主要潮流，人们越来越离不开数字通信，越来越期望了解和掌握数字通信技术。
　　数字通信是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目前将科研的发展前沿与基础的通信理论有机结合进行阐述的
著作还很少。
本书将对数字通信的基本原理、前沿技术以及目前常见的和正在研究的通信系统和网络进行介绍和论
述。
本书材料来源于国内外的教材、研究文献和作者的科研成果，内容紧扣数字通信低成本、高速率、分
布式的发展趋势，对常见的通信系统与网络和未来的通信系统与网络进行较全面的论述。
全书共分12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1章概述，主要介绍通信系统的基本组成和基本概念，重点介绍
数字通信的主要技术、特点以及主要性能指标。
　　第2章信源编码技术，主要介绍无失真和失真信源编码的原理，并简要介绍其应用。
　　第3章基带传输技术，介绍基带传输信号的波形表示和基本码型，重点介绍数字基带传输系统的
结构和性能。
　　第4章现代数字调制技术，简要介绍几种简单的数字调制技术原理，主要介绍多相相移键控、正
交振幅调制、网格编码调制等调制原理和各自的性能特点，最后对已经广泛应用于现代数字通信系统
中的扩频技术的原理和性能做简单介绍。
　　第5章同步技术，简要介绍同步技术的几种分类，详细介绍载波同步、位同步、帧同步和网同步
的实现方法及其性能指标，重点是位同步技术。
　　第6章多用户检测技术，首先简要介绍多路复用与多址的概念和多址接入的方法，并以多用户信
息论为指导比较了FDMA、TDMA和CDMA多用户通信系统的容量，随后针对CDMA系统的多用户检
测进行研究与讨论。
　　第7章多址接入技术，主要介绍多址接入技术的实现，包括频分多址、时分多址、码分多址，并
阐述多址接入算法以及局域网的多址接入技术。
　　第8章现代数字交换与组网技术，主要介绍程控交换技术、分组交换技术和ATM交换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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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数字通信》主要介绍了现代数字通信的相关技术，对信源编码技术、基带传输技术、数字
调制技术、同步技术、多用户检测技术、多址接入技术、数字交换与组网技术以及卫星通信系统、数
字移动通信系统、超宽带通信系统、无线自组织网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使读者能够对数字通信
的基本概念有明确的认识。
　　《现代数字通信》概念性强，突出基本概念以及基本原理的阐述，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深入
浅出，图文并茂，适用范围较宽，可作为高等院校电子、通信、计算机、自动控制等相关专业研究生
和高年级本科生的专业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供工程技术人员及技术管理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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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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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1.2.2 数字通信的主要技术1.3 数字通信的主要特点1.4 通信信道与信道模型1.4.1 信道的定义与分
类1.4.2 信道的数学模型1.5 数字通信系统的主要性能指标1.6 数字通信发展趋势练习题参考文献第2章 
信源编码技术名词术语释义2.1 信源编码的基本概念2.1.1 编码器2.1.2 码的分类2.2 无失真信源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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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MPEG2.6 例题练习题参考文献第3章 基带传输技术名词术语释义3.1 数字基带传输的基本概念3.2 数
字基带信号波形3.2.1 基带信号时域表示3.2.2 基带信号频域表示3.3 基带传输码型与码型变换3.3.1 基带
传输码型的特点3.3.2 常见基带传输码型3.4 数字基带传输系统3.4.1 数字基带传输系统结构3.4.2 无失真
基带传输3.4.3 部分响应系统3.4.4 无码间串扰基带系统抗噪声性能3.4.5 时域均衡3.5 眼图3.6 例题练习题
参考文献第4章 现代数字调制技术名词术语释义4.1 简单数字调制4.1.1 二进制幅移键控4.1.2 二进制频移
键控4.1.3 二进制相移键控4.2 多相相移键控4.2.1 四相相移键控4.2.2 高阶多相相移键控4.3 正交振幅调
制4.3.1 QAM基本原理4.3.2 QAM性能分析4.4 恒包络调制4.4.1 准恒包络调制技术4.4.2 几种恒包络调制技
术4.5 网格编码调制4.5.1 TCM基本原理4.5.2 TCM的研究和应用发展4.6 扩频技术4.6.1 扩频技术原理4.6.2
伪随机序列4.6.3 扩频技术的性能特点4.6.4 扩频技术应用4.7 例题练习题参考文献第5章 同步技术名词术
语释义5.1 同步技术分类5.2 载波同步技术5.2.1 直接法5.2.2 插入导频法5.2.3 载波同步系统性能指标5.3 位
同步技术5.3.1 外同步法5.3.2 自同步法5.3.3 位同步系统的性能指标5.4 帧同步技术5.4.1 起止同步法5.4.2 
连贯式插入法5.4.3 间歇式插入法5.4.4 帧同步系统性能指标5.4.5 帧同步的保护5.5 网同步5.5.1 准同步方
式5.5.2 码速调整法5.5.3 水库法5.5.4 主从同步法5.5.5 相互同步法5.6 例题练习题参考文献第6章 多用户检
测技术名词术语释义6.1 多路复用与多址接入6.2 FDMA系统及TDMA系统容量6.3 CDMA系统容量6.3.1
CDMA系统容量——单用户检测6.3.2 CDMA系统容量——多用户检测6.3.3 FDMA、TDMA和CDMA多
用户系统容量的比较6.4 DS-CDMA系统多用户检测6.4.1 CDMA接收机——滤波与判决6.4.2 多用户检测
技术的发展与分类6.4.3 最佳多用户检测接收机6.4.4 线性检测器6.4.5 干扰抵消型检测器6.4.6 盲多用户检
测6.5 多用户检测器的性能6.5.1 比特差错率6.5.2 渐近多用户有效性6.5.3 抗远近效应能力6.6 例题练习题
参考文献第7章 多址接入技术名词术语释义⋯⋯第8章 现代数字交换与组网技术第9章 卫星通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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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离散信源的输出是离散取值的随机序列。
实际信源输出往往不是离散的，而是连续取值的随机过程，例如，语音信号和电视信号都属于这一类
随机过程。
由前面无失真离散信源编码分析可知，只要信息传输率R小于信道容量C，总能找到一种编码，在信道
上能以任意小的错误概率，任意接近信道容量的传输率来传送信息。
但若信息传输率R大于信道容量C，总不能实现无失真的传输，使传输错误概率任意小。
而对于连续的消息（即取值是无限的，不可数的），信源的熵日为无限大。
那么，如果要求无失真地传送连续信源的消息，信息传输率R必须为无限大。
在信道中，由于带宽是有限的，所以信道容量受到限制。
为此，在实际通信中，信息传输率总是大大超过信道容量C，因此也就不可能实现完全无失真地传输
信源的信息。
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字系统得到了广泛应用，这就需要传送、存储和处理大量的数据。
为了提高传输和存储的效率，就必须对有待传送和存储的数据进行压缩，这样也会损失一定的信息，
带来失真。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一般并不要求完全无失真地恢复消息。
通常总是要求在保证一定质量（一定保真度）的条件下近似地再现原来的消息，也就是允许一定的错
误（失真）存在。
例如在传送语言信号时，由于人耳接受的带宽和分辨率是有限的，所以说这种错误是允许的。
又如传送图像时，也并不需要全部精确地把图像传送到观察者。
因为人眼有一定的主观视觉特征，允许传送图像时有一定的误差存在。
另外，根据图像使用目的不同，也允许有不同程度的误差。
　　在允许一定程度失真的条件下，如何能快速地传输信源的信息。
这个问题在香农最初发表的论文中已经有所体现，但直到1959年香农又发表了《保真度准则下的离散
信源编码定理》这篇重要文章之后，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在该文中，香农定义了信息率失真函数R（D），并论述了关于这个函数的基本定理。
定理指出：在允许一定失真度D的情况下，信源输出信息传输率可压缩到R（D）值，这就从理论上给
出了信息传输率与允许失真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信息率失真理论。
信息率失真理论是量化、数模转换、频带压缩和数据压缩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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