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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信原理与应用》以传输技术为主线，将传统的基础理论分析与当前的实际应用相结合，主要
介绍信源编码理论、数字基带传输技术、数字调制技术、信道复接技术、同步技术、差错控制编码等
。

　　《通信原理与应用》力求体现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先进性，在内容的选取上注重理论与实
践的结合，注重各种通信技术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书中除了包含必要的数学推导外，突出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阐述，简化了部分烦琐的理论推导，
突出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力求做到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循序渐进，便于读者自学。

　　《通信原理与应用》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等专业的学科基础课教材，也可供
研究生和从事通信工程的技术人员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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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数字复接　　数字复接就是依据时分复用的基本原理把若干个低速数字信号合并成一个高
速的数字信号，以扩大传输容量和提高传输效率。
　　需要说明的是，图1.3所示是数字通信系统的一般化模型，实际的数字通信系统不一定包括图中的
所有环节。
如在某些有线信道中，若传输距离不太远且通信容量不大时，数字基带信号无需调制，可直接传送，
称之为数字信号的基带传输，其模型中不包括调制与解调环节，详见　　第5章。
　　通常，模拟信号经模／数转换后可以在数字通信系统中传输，数字信号也可以通过传统的电话网
来传输，如计算机数据可以通过模拟电话线路传输，但这时必须使用调制解调器（Modem）将数字基
带信号进行正弦调制，以适应模拟信道的传输特性。
可见，模拟通信与数字通信的区别仅在于信道中传输的信号种类。
　　2.数字通信的特点　　与模拟通信相比，数字通信的优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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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被传输的波形，而是
从受噪声干扰的信号中判决出发送端发送的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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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远距离传输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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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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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用现代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对数字信息进行处理、变换、存储。
　　④易于集成，使通信设备微型化。
　　⑤易于加密处理，且保密性好。
　　数字通信的优点很多，但它是以增加信号带宽为代价的，且对同步要求高，设备较复杂。
例如，一路模拟电话信号的带宽为4kHz，而一路数字电话信号要占64kHz的带宽，这说明数字通信的
频带利用率低。
但是，随着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出现，数字系统的复杂程度
大大降低。
同时高效的数据压缩技术以及光纤等大容量传输媒质的使用正逐步解决带宽问题。
因此，数字通信的应用必将越来越广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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