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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数字通信领域一本优秀的经典教材，既论述了数字通信的基本理论，又对数字通信新技术
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本书采用信号空间、随机过程的级数展开和等效低通等分析方法，根据最佳接收准则，先后讨论并分
析了在加性高斯白噪声（AWGN）信道、带限信道（有符号间干扰和加性噪声）以及多径衰落信道等
三种基本的典型信道条件下的数字信号可靠且高效传输及其最佳接收问题。
从信号传输角度主要介绍了通信信号、数字调制、自适应均衡、多天线系统和最佳接收等内容；从信
息传输角度介绍了信息论基础、信道容量和信道编码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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