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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着眼于通信技术的发展，系统地论述现代通信技术与系统的相关知识，包括通信基础、数
字通信、数据通信、抗干扰通信、微波通信、卫星通信、移动通信、光通信和接入网技术，共9章内
容。
　　本教材的特点是内容新颖，语言简练，编排系统全面，材料充实丰富，反映了当今通信技术发展
和应用的最新情况。
在文字叙述中突出概念的描述，避免烦琐的公式推导，重点讲述各种通信技术的性能和物理意义，并
列举大量例子加以说明。
每章前面都有教学要点，每章结束都有小结，并附有适量的思考与练习题。
　　本教材可用作非通信专业本科生教材，也可用作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相近专业大
学专科生教材，还可供IT行业的相关科技人员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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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通信基础　　1.1　通信的概念　　1.1.1　通信的定义　　通信（Communication）就是信
息的传递，是指由一地向另一地进行信息的传输与交换，其目的是传输消息。
从本质上讲，通信就是实现信息传递功能的一门科学技术，它要将大量有用的信息快速、准确、广泛
、无失真、高效率、安全地进行传输，同时还要在传输过程中将无用信息和有害信息御制掉。
当今的通信不仅要有效地传输信息，还要有存储、处理、采集及显示等功能。
通信已成为信，息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各种各样的通信方式中，利用“电”来传递消息的方法称为电信（Telecommunication），这种
通信具有迅速、准确、可靠等特点，且几乎不受时问、空间的限制，因而得到了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
。
　　在自然科学中，“通信”一般指“电信”，即利用有线电、无线电、光和其他电磁媒质，对消息
、情报、指令、文字、图像、声音等消息进行传输。
电信业务可分为电报、电话、传真、数据传输及可视电话等，从广义的角度看，广播、电视、雷达、
导航、遥测、遥控等也可列入电信的范畴。
　　1.1.2　通信的分类　　常用的分类方法有以下几种。
　　1.　按传输媒质分　　按消息由一地向另一地传递时传输媒质的不同，通信可分为两大类：一类
为有线通信，另一类为无线通信。
所谓有线通信，是指传输媒质为导线、电缆、光缆、波导等形式的通信，其特点是媒质能看得见，摸
得着。
所谓无线通信，是指传输消息的媒质看不见、摸不着（如电磁波）的一种通信形式。
　　通常，有线通信也可进一步分为明线通信、电缆通信、光缆通信等。
无线通信常见的形式有微波通信、短波通信、移动通信、卫星通信、散射通信等。
　　2.　按信道中传输的信号分　　信道是个抽象的概念，这里我们可理解成传输信号的通路。
通常，信道中传送的信号可分为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两种，由此，通信也可分为数字通信和模拟通信
，相应的是数字通信系统和模拟通信系统。
　　凡信号的某一参量（如连续波的振幅、频率、相位，脉冲波的振幅、宽度、位置等）可以取无限
多个数值，且直接与消息相对应，则称为模拟信号。
模拟信号有时也称连续信号，这个“连续”是指信号的某一参量可以连续变化（即可以取无限多个值
），而不一定在时间上也连续。
例如，将在第2章介绍的脉冲幅度调制（PAM，Pulse Amplitude Modulation）信号，经过调制后已调信
号脉冲的某一参量是可以连续变化的，但在时间上是不连续的。
这里的“某一参量”是指我们关心的并作为研究对象的那一参量，而不仅指时间参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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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教材系统地论述了现代通信技术与系统的相关知识，包括通信基础．数字通信、数据通信，抗
干扰通信，微波通信、卫星通信、移动通信、光通信和接入网技术，共9章内容。
　　本教材特点如下：　　内容新颖、材料充实丰富，实用性强，反映了当前最新的通信技术和应用
情况；　　语言简练、通俗易懂、条理清楚，图文并茂，便于自学；　　突出概念的描述，避免烦琐
的公式推导，重点讲述各种通信技术的性能和物理意义，并列举了大量的例子加以说明；　　每章前
面有教学要点，结束有小结，并附有适量的思考与练习题。
　　本教材是作者长期教学经验和科研成果积累的结果，并作为空军工程大学国家精品课程“通信原
理”的配套教材，可供相关专业学生必修课或选修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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