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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息论与编码(第2版)》由陈运主编，系统介绍和论述了信息的基本概念；信息论的起源、发展及研
究内容；香农信息论的三个基本概念：信源熵、信道容量和信息率失真函数，以及与这三个概念相对
应的三个编码定理；解决通信系统有效性、可靠性和安全性的三类编码：信源编码、信道编码和安全
编码——密码的基本方法等内容。
为了便于教学和读者自学，每章后面都附有习题。

本书不追求高深的数学理论，尽可能以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语言强化物理概念的描述，特别适合于
初学者。
已掌握工科高等数学和工程数学的读者都能读懂本书。

《信息论与编码(第2版)》适合作为高等院校电子信息类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作为低年
级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还可供从事信息科学与技术的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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