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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信原理》的主要内容包括随机信号分析、信道、模拟调制系统、数字基带传输系统、正弦载
波数字调制系统、模拟信号的数字传输、数字信号的最佳接收、差错控制编码、正交编码与伪随机序
列和同步原理等。
　　《通信原理》内容丰富。
讲述由浅入深，简明透彻，概念清楚，重点较为突出，既便于教学，也利于自学。
　　《通信原理》适用于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移动通信、生物医学、计算机通信等电子信息类
专业的通信原理课程教学，也可作为从事通信及有关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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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评价解调器与译码器性能好坏的测度，是译码序列中出现错误的概率。
更准确地说，在译码器输出端出现位错误的平均概率是评价解调器一译码器组合性能的依据。
一般情况下，错误概率与码特性、信道中进行信息发送的波形类型、发射机功率、信道特性及解调和
译码方法等有关。
1.2.3 数字通信的特点　　由于不断增长的对数据通信的需求，还由于数字传输能够提供模拟传输无法
达到的数据处理种类及灵活性，数字通信系统正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
与模拟通信相比，数字通信具有以下一些优点：　　1）抗干扰能力强，且噪声不积累。
数字通信系统中传输的是离散取值的数字波形，接收端的目标不是精确地还原被传输的波形，而是从
受到噪声干扰的信号中判决出发送端所发送的是哪一个波形。
以二进制为例，信号的取值只有两个，这时要求在接收端能正确判决发送的是两个状态中的哪一个即
可。
在远距离传输时，如微波中继通信，各中继站可利用数字通信特有的抽样判决再生的接收方式，使数
字信号再生且噪声不积累。
而模拟通信系统中传输的是连续变化的模拟信号，它要求接收机能够高度保真地重现原信号波形，一
旦信号叠加上噪声后，即使噪声很小，也很难消除它。
　　2）传输差错可控。
在数字通信系统中，可通过信道编码技术进行检错与纠错，降低误码率，提高传输质量。
　　3）易于与各种数字终端接口，用现代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对数字信息进行处理、变换、存储。
这种数字处理的灵活性表现为可以将来自不同信源的信号综合到一起传输。
　　4）易于集成，使通信设备微型化，重量轻。
　　5）易于加密处理，且保密性好。
　　不过，数字通信系统也有以下不足：　　1）一般地说，数字通信系统比模拟通信系统要求更宽
的带宽。
　　2）需要同步。
　　但是，数字通信系统的优点比其缺点多。
因此，数字通信系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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