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通信原理与技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现代通信原理与技术>>

13位ISBN编号：9787121080258

10位ISBN编号：7121080257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电子工业出版社

作者：王兴亮 编

页数：31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通信原理与技术>>

前言

　　本教材是空军工程大学国家精品课程“通信原理”的配套教材。
　　2000年，本书作者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数字通信原理与技术》教材，先后有全国
数百所大学选用该书作为教材或教学参考书，累计发行数万册，效果很好，并于2004年荣获中国书刊
发行业协会“全国优秀畅销书”等众多奖项。
这期间，根据教学和课程需要多次对教材进行了修订和充实。
本书便是在原书的基础上，根据作者多年的教学体会，在收集分析了大量授课教师的使用反馈信息后
，并在征求了各方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基础上重新编写的，力争使本教材更加适应学科发展和教学需要
。
　　本书以现代通信技术为重点，介绍通信系统的基本原理、基本性能和基本分析方法。
　　全书共12章。
　　第l章绪论，主要讲述通信系统的基本概念、基本模型、基本性能指标，即有效性和可靠性指标。
　　第2章信道与噪声，论述了通信信道的基本特性与噪声的基本理论。
　　第3章模拟信号的调制与解调，简述模拟信号的调幅、调频和调相的基本理论。
　　第4章模拟信号的数字传输，讨论如何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即模拟信号数字化问题），
进而实现数据压缩。
从实现方法上看，模拟信号数字化主要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脉冲编码调制（PCM），另一种是增量
调制（AM）。
　　第5章信道复用与数字复接，讨论多路复用与数字复接问题，论述频分复用（FDM）、时分多路
复用（WDM）、波分复用（WDM）和码分复用（CDM）原理，并简单介绍正交频分复用（OFDM
）的基本原理。
讨论了准同步数字体系（PDH）和同步数字体系（SDH）原理等。
第6章数字信号的基带传输，介绍数字基带传输系统。
这是数字通信的基本部分。
基带传输系统涉及一系列技术问题，如信号类型（传输码型）、码间串扰，实现无串扰传输的理想条
件及如何克服和减少码间串扰的措施等，还有基带数字信号的再生中继传输、时域均衡原理和部分响
应系统。
　　第7章数字信号的频带传输，介绍数字调制与解调。
调制与解调是数字通信系统的核心。
常见的基本数字调制方式有振幅键控（ASK）、频移键控（FSK）、绝对相移键控（PSK）、相对（差
分）相移键控（DPSK）四种。
第8章数字信号的最佳接收，介绍数字信号接收的统计表述，最小平均风险准则，数字基带系统的最
佳化问题，以及错误概率最小准则和最大输出信噪比准则问题。
　　第9章同步系统。
同步技术的主要内容有载波同步、位同步和帧同步。
数字通信离不开同步，同步系统性能的好坏直接影响着通信系统性能的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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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通信原理与技术》是空军工程大学国家精品课程“通信原理”的主教材，以数字通信为重
点，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现代通信原理和通信技术。
共12章内容。
其特点如下：集多年的教研体会，在广泛收集作者原教材使用反馈信息的基础上，反复提炼和重新整
合编写而成的，教材系统性强，内容紧凑，知识连贯；全面论述通信系统的基本组成、基本原理、基
本性能，既突出了基础性内容，又反映了最新的通信理论与技术；　　注重知识的归纳与总结，强调
通信技术的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实用性强；　　语言简练、通俗易懂、条理清晰、图文并茂、便于
自学；　　每章前有教学要点，结束有小结，并附有适量的思考与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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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1.2 信道的模型　　通常，为了方便地表述信道的一般特性，引入信道的模型：调制信道模型和
编码信道模型。
　　1.调制信道 在频带传输系统中，已调信号离开调制器便进入调制信道。
对于调制和解调而言，通常可以不管调制信道究竟包括了什么样的转换器，也不管选用了什么样的传
输媒质，以及发生了怎样的传输过程，我们仅关心已调信号通过调制信道后的最终结果。
因此，把调制信道概括成一个模型是可能的。
 通过对调制信道进行大量的考察之后.可发现它有如下主要特性：　　（1）有一对（或多对）输入端
，则必然有一对（或多对）输出端；　　（2）绝大部分信道是线性的，即满足叠加原理；　　（3）
信号通过信道需要一定的迟延时间；　　（4）信道对信号有损耗（固定损耗或时变损耗）；　　（5
）即使没有信号输入，在信道的输出端仍可能有一定的功率输出（噪声）。
　　由此看来，可用一个二对端（或多对端）的时变线性网络去替代调制信道，这个网络就称做调制
信道模型，如图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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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通信原理与技术》语言简练、通俗易懂，叙述深入浅出，层次分明，适用面宽，可作为信
息类本科各专业和高职高专通信工程、计算机通信、信息技术和其他相近专业的教材，也可人共相关
的科技人员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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