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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通信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
在保持一定理论深度的基础上，本书尽可能简化数学分析过程，突出对概念、新技术的介绍；叙述上
力求概念清楚、重点突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内容上力求科学性、先进性、系统性与实用性的统
一。

　　本书共10章，内容包括：绪论、信号与噪声分析、模拟调制系统、模拟信号的数字传输、数字信
号的基带传输、数字信号的载波传输、现代数字调制技术、信道、信道编码和扩频通信。
内容涵盖国内通信原理教学的全部基本内容，每章配有例题和习题，且书末附有习题参考答案。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电子、通信类及其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供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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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章首先对确知信号的分析作概要性的复习，然后重点讨论随机变量和平稳随机过程的统计特性
，以及随机过程通过线性系统的基本分析方法。
　　信号的分类方法有多种，可以分为确知信号和随机信号、周期信号和非周期信号、能量信号和功
率信号等等。
一般地说，能量有限的信号称为能量信号；平均功率有限的信号称为功率信号。
功率信号对应的频谱是功率谱，能量信号对应的频谱是能量谱。
　　确知信号可以从频域和时域两方面进行分析。
频域分析常采用傅里叶分析法。
时域分析主要有自相关函数和互相关函数。
能量信号的自相关函数等于信号的能量；而功率信号的自相关函数等于信号的平均功率。
互相关函数反映两个信号的相关程度，它和时间无关，只和时间差有关，并且互相关函数和两个信号
的前后次序有关。
　　随机信号的统计特性既可由其概率分布和概率密度函数表示，也可由其数字特征来描述。
　　我们定义随时间变化的无数个随机变量的集合为随机过程。
随机过程的基本特征是：它是时间f的函数，但在任一确定时刻上的取值是不确定的，是一个随机变量
；或者，可将它看成是一个事件的全部可能实现构成的总体，其中每个实现都是一个确定的时间函数
，而随机性就体现在出现哪一个实现是不确定的。
通信过程中的随机信号和噪声均可归纳为依赖于时间f的随机过程。
通信系统中的信号和噪声都可以看作是随时间变化的随机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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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通信原理（第3版）》是工业和信息化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立项项目之一。
　　《通信原理（第3版）》是电子、信息工程、自控类及其相近专业的主干技术基础课程之一。
重在介绍各种现代通信系统的基本原理和分析计算方法，为后续课程奠定坚实的通信理论基础。
这些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将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各个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通信原理（第3版）》是在前两版的基础上，根据使用院校老师的参考意见及教学实践，加以
修订和完善的。
在保持第2版特色的基础上，根据近年来电子信息技术的新发展以及注重学生能力培养，加强基础和
拓宽专业的新要求。
对其部分章节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加工。
减少过时的通信技术并增加新型通信技术原理的介绍，做到经典内容与新增内容的有机结合。
同时进一步扩充了各章的习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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