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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系统仿真技术也称为系统模拟技术，由于计算机仿真具有精度高、通用性强，重复性好、建模迅
速及成本低廉等许多优点，尤其是近年来发展了LabVIEW、MATLAB／Sitnulink、SystemVue、ADS
、Network Simulator等先进的科学计算和系统仿真语言，使用起来方便快捷，而且仿真不仅局限于虚
拟，而是软、硬件相结合，仿真软件和硬件设备相结合可实现真正系统，使系统仿真技术在国内外学
术界、科技界迅速普及，也大大提高了科学研究的效率。
仿真技术成为分析、研究各种系统，尤其是复杂系统的重要工具，可以用于大部分电子工程、现代通
信技术和通信系统的研究工作。
　　通信系统的仿真往往涉及较多的研究领域，包括通信原理、数字信号处理、概率论、信号检测与
估计、随机过程理论、信号与系统理论、计算机科学和数论。
掌握通信原理是通信系统仿真的关键，主要涉及系统结构、各种通信技术，如调制解调技术、多址技
术及编码技术等。
对整个通信系统的仿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往往需要把问题分成不同层次的仿真。
一般把仿真分为四个层次：系统级、子系统级、波形级和电路层仿真。
越高层次的仿真抽象越多，涉及的模型细节越少。
越低层次的仿真与实际硬件越相近，涉及的硬件细节和参数越多。
对于电路层的仿真人们更多地使用硬件原型来进行验证和测试，在通信系统仿真中主要是前三个层次
的仿真。
本书对通信系统进行了系统级和波形级的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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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论述了通信系统的原理及其LabVIEW实现。
全书共9章，前两章介绍系统仿真和LabVIEW基础；第3～8章详细介绍基本通信系统的仿真设计，包括
模拟通信系统、基带数字通信系统、数字频带传输系统、模拟信号的数字传输、最佳接收系统、信道
编码器；第9章介绍语音通信实例。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电子信息工程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为学习通信原理、通信系统、现代通信原
理、数字通信等课程的实验及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提供参考，也适用于从事通信系统仿真、通信理论
研究、通信系统工程设计的科研人员。
另外，本书采用LabVIEW设计大型系统的实例，对于LabVIEW编程技能的学习和提高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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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系统仿真的基本概念　　1.1.1 仿真的概念和意义　　系统仿真技术也称为系统
模拟技术，本书特指自1970年以来发展起来的利用现代计算机和仿真软件来进行的计算机仿真技术。
由于计算机仿真具有精度高、通用性强，重复性好、建模迅速及成本低廉等许多优点，尤其是近年来
发展了LabVIEW、MATLAB／Simulink、System Vue、Network、Simulator等多种科学计算和系统仿真语
言，使用起来比传统的C／C++语言进行仿真方便快捷得多。
系统仿真技术在国内外学术界科技界的迅速普及，也大大提高了科学研究的效率。
本书采用LabVIEw为仿真语言进行通信系统的仿真，并要在具有LabVIEw和数值计算的基础知识，并对
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通信原理、现代通信系统等有所了解的基础上进行。
　　仿真技术是分析、研究各种系统，尤其是复杂系统的重要工具。
随着信息科学的迅速发展，用于研发、测试的仪器更新速度加快，技术含量提高，价格越来越昂贵，
采用仿真的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仪器设备的不足。
随着各种先进的仿真技术的涌现，使仿真不再局限于虚拟，而是软、硬件相结合，仿真软件和硬件设
备相结合可实现真正系统。
计算机仿真可以用于大部分电子工程、现代通信技术和通信系统的研究工作。
　　1.1.2　仿真的步骤　　计算机仿真的一般步骤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仿真问题的提出。
系统设计之前，应该有一个完整、准确的需求说明。
建立系统仿真的第一步，必须清楚、准确地提出仿真所要解决的问题。
　　②仿真系统分析。
对所提出的仿真系统给出详细的定义，明确系统中的模块、系统构成、模块之间的相互关系，系统的
输入／输出、边界条件及系统的约束条件，并确定仿真所要达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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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通信系统仿真设计与应用》可作为高等院校电子信息工程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为学习通信原理
、通信系统、现代通信原理、数字通信等课程的实验及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提供参考，也适用于从事
通信系统仿真、通信理论研究、通信系统工程设计的科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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