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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一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并于2008年被教育部评为普通高等
教育精品教材。
本书系统地论述了香农信息论基本理论及某些应用问题，基本覆盖了信息论的各个方面的内容。
内容包括：信息的定义和度量；各类离散信源和连续信源的信息熵；有记忆、无记忆、离散和连续信
道的信道容量；香农信息论的三个基本定理：无失真信源编码定理、限失真信源编码定理和信道编码
定理；网络信息理论及保密系统的信息理论。
本书还介绍了无失真数据压缩(即无失真信源编码)的实用的编码算法与方法，以及信道纠错编码的基
本内容和分析方法。
本书最后还简要地介绍了信息论与热力学、光学、统计学、生物学和医学等其他学科交叉结合的应用
内容。
本书深入浅出、概念清晰、内容丰富、系统性和可读性强，并具实际应用价值。
读者对象：高等院校信息工程、通信工程、雷达、计算机、电子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等相关专业的本
科生、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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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5.信息的广义概念（1）信息是物质世界的三大支柱之一目前，哲学家和科学家普遍认
为，物质、能量和信息是物质世界的三大支柱，是科学历史上三个最重要的基本概念。
世界是物质的。
没有物质就没有世界，就没有一切，也就没有信息。
可以说信息与物质同存，信息是物质的一种普遍属性。
在物质世界中任何事物都处于永恒的运动和普遍的相互作用之中。
只要有运动和相互作用的事物，就需要有能量，也就会产生各种各样事物运动的状态和方式，就产生
信息。
信息是作为物质存在方式和状态的自身显示，同样也是相互作用的自身显示。
可见，信息源于物质世界本身，源于物质世界的运动和相互作用之中，所以信息是普遍存在的。
信息是物质的属性，但不是物质自身，信息具有相对独立性。
事物运动的状态和方式一旦体现出来，就可以脱离原来的事物而相对独立地载附于别的事物上，而被
提取、变换、传递、存储、加工或处理。
因此，信息不等于它的源事物，也不等于它的载体。
信息虽不等于物质本身，但它也不可能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必须以物质为载体，以能量为动力。
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这也正是信息的绝对性、普遍性和独立性。
正是信息的这种相对独立性，使得它可以被传递、复制、存储和扩散。
这就是信息的可贵特性——共享性。
信息的共享是无限的。
只要是无干扰和全息传递，共享的信息就是完全等同的，并不因为信息被共享后而使原占有者丢失信
息。
所以，信息传播、扩散越快、越广，就越加速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可以说，信息的共享性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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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息论:基础理论与应用(第3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电子信息科学与工程
类专业精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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