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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生活在伟大的信息革命时代。
人类社会无论日常工作生活还是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活动都离不开信息的可靠传输。
现代数字通信系统几乎都采用了信道纠错编码技术，可以提供一定的编码增益。
本书所介绍的LDPC码是一种性能非常接近香农（Shannon）极限的“好”码，能提供约8dB或更高的
编码增益，可用来大大降低无线设备的发送功率并减小天线尺寸，因此研究LI）PC码具有巨大的实际
意义和经济价值。
　　LDPC（Low Density Pailty Check）码是一种基于稀疏奇偶校验矩阵的分组码，是哥拉格（Gallager
）于1962年发现的。
然而，由于当时计算机处理能力的限制和相关理论的薄弱，因此并未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
1993年通信领域发生一个重要事情。
C.Berrou等三人向世界介绍了他们的纠错码——Turbo码。
纠错码理论经过近50年缓慢的发展，突然取得了巨大进步。
Turbo码新技术的复杂度比现有标准的编码方案（如卷积码）仅仅大一个小的因数，却可使得纠错性
能接近加性高斯白噪声信道下香农（Shannon）极限，差别小于0.5dB。
1960年Gallager完成他的博士论文《低密度监督校验码》。
在这篇论文中，Gallager至少引进了两个深远的概念：评估编码系统最大似然性能的强有力的界限技术
和低密度监督校验码（LDPC）及其相关的迭代译码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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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LDPC码是当前数字通信领域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
本书从理论到实践由浅入深地介绍了LDPC码的编译原理及其在不同信道下的应用。
　　本书分为8章，内容包括，分组码和卷积码基础及先进技术、BP算法、因式图和迭代译码、密度
进化、LDPC卷积码和广义LDPC码以及软件仿真和硬件实现方法；并以大量篇幅介绍了LDPC码在无
线局域网、深空宇航、磁性记录介质、光纤衰落信道等领域的应用。
　　本书可供通信、电子类研究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使用，也可作为通信电子类高校师生的参考读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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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通信和信息论初步　　1.1 数字通信系统　　1.1.1 通信和通信系统　　可以说，自从有了人
类，就有了伴随着人类的通信。
打手势、写书信、电话、电报和电视等都是传递消息的方式，都是通信。
通信的目的是传递消息，也就是传输信息。
近代的通信主要指“电通信”或“光通信”，即通信是借助电或光信号及有关设备来完成的。
　　最简单的通信系统由信源、信道和信宿组成。
一般来说，信源是提供消息的人、设备或事物。
信宿是接收消息的人、设备或事物。
信道是传递消息的通道，是从信源到信宿间传递物理信号的传输介质和设施。
有关设施：如天线、调制器、解调器、功率和低噪声放大器和上下变频器等。
所以这里信道的概念是广义的。
为了研究方便，常把信道分成调制信道和编码信道两种，如图1.1所示。
它是典型的点对点单向通信系统方框图。
在此基础上容易构成点对点双向通信系统、点到多点的单向广播系统和多点对多点的单向通信系
统(MIMO)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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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性能接近香农极限的“好”码是存在的，一本入门不难、深入浅出的书，国内系统介绍LDPC码
的图书太少，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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