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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多年教学和科研实践的积累，是在吸收国内外优秀教材优点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整合教
学内容，并进行改进和补充而成的。
全书共分为12章，内容包括：信息的基本概念、香农信息论研究的内容与进展，离散信息的度量，离
散信源，连续信息与连续信源，无失真信源编码，离散信道及其容量，有噪信道编码，波形信道，信
息率失真函数，有约束信道及其编码，网络信息论初步，信息理论方法与应用等。
    本书强调定理中物理概念和结论的理解与掌握，简化烦琐的数学推导，注重使用明确、直观的物理
概念，增加实例，力求让讲述的内容更适合工科专业学生的学习。
本书有*号的部分可以作为选学内容，有利于教师根据教学计划进行调整。
每章的思考题和习题可以作为课后的练习。
    学习本课程的主要目的是，理解香农信息论的基本原理，掌握信息与熵的基本运算方法。
    本书主要用做到等院校信息与通信及相关专业的教材，还可作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和工程技术人员
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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