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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息论与编码是研究信息传输和信息处理过程中一般规律和具体实现的一门应用科学，是现代信
息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基础理论。
《信息论与编码（第2版）》在吸取了国内外经典教材的优点，结合作者们长期教学和科研实践经验
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书深入浅出，既保持理论的完整性、系统性和严谨性，又概念清晰、易读好懂，同时还介绍了信息
论与编码技术的新发展。
本书主要介绍Shannon信息论和相关的编码技术。
内容包括如下11章：绪论，熵和互信息，离散无记忆信源的无损编码，信道、信道容量及信道编码定
理，率失真理论和保真度准则下的信源编码，受限系统和受限系统编码，线性分组纠错编码，循环码
，卷积码，先进的信道编码技术，多用户信息论。
　　《信息论与编码（第2版）》适合作为高等院校电子信息类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
对于从事信息科学和技术领域工作和研究的人员也极具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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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加性白高斯噪声信道4.6.2 带限、有色高斯噪声信道习题第5章 率失真理论和保真度准则下的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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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信源5.2.3 高斯矢量信源5.3 率失真函数的性质&hellip;&hellip;第6章 受限系统和受限系统编码第7章 
线性分组纠错编码第8章 循环码第9章 卷积码第10章 先进的信道编码技术第11章 多用户信息论参考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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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众所周知，自然界的信号都是连续的，无论是语音信号、图像信号或各种传感信号，不可能用有限比
特不失真地表示它们。
因此问题在于如何设计一种编码方法，使其在给定的许可失真范围内，用最少的比特表示它们，或者
说如何用给定的比特数来表示这个连续信号，使失真最小。
这就是保真度意义下的压缩编码。
几十年来，在这方面已发展了许多成功的实用压缩编码方法，比如矢量量化、预测编码、变换编码、
子带编码等技术，其中许多技术已成为国际标准，例如ITU中关于语音压缩和图像压缩的标准。
正是由于这些有损压缩编码技术的应用使得语音、图像信号的码率可以成十倍甚至上百倍地降低，同
时使由压缩编码引起的信号质量下降不为人类感官所觉察。
这些编码技术是当前各种多媒体技术的核心。
信道编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纠错编码，是另一大类信息编码技术。
这类编码的目的在于检测或纠正传输中的错误，提高信息在传输中的可靠性。
纠错编码中最早的Hamming码是几乎与香农信息论同时被提出来的。
早期纠错码研究集中在线性分组码，采用的数学工具是矩阵理论。
到20世纪60年代，由于以有限域理论为主的抽象代数工具的引入使线性分组码的研究突飞猛进。
循环码，特别是BCH码、RS码等的研究，不仅为线性编码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由于代数构造
的引入使得译码复杂性大为下降。
20世纪70年代以后基于概率译码的序贯编码理论，特别是卷积码，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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