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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根据教育部关于高等院校通信专业教学大纲编写。
鉴于教育部关于强化高校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训练、培养新一代综合应用型人才的精神，以及《通信
原理》课程在通信、电子类专业的重要地位，教材在编写过程中以“内容实用、理论简练”为基本原
则，在提供学生足够的专业基础理论和知识的同时，不过多强调理论推导和数学分析，而着眼于对知
识的理解与应用，使其具有“通俗易懂、注重实用”的特点。
　　该书在内容选取、章节安排和编写上，具有如下特点：　　（1）内容选取上一方面强调“够用
即可”，不追求多而全；另一方面注重实用，加入了大量专业相关技术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介绍，
增加学生对专业应用的了解和专业自豪感，为后续课程学习进行铺垫。
　　（2）编写行文中注重简练、准确。
对重要的理论除进行详细公式推导外，还辅以过程图解或例题来加以阐述说明；其他理论的推导证明
则着重介绍推导思路，仅对关键步骤进行推证，强调理论的实际意义及其应用价值。
　　（3）习题形式多样化，以填空、单项/多项选择、判断题来部分取代常见的问答思考题，利于教
师更好地引导学生复习、理解基本理论和概念，力求通过课后练习环节查缺补漏，保证学生全面掌握
相关知识；思考题更偏向理论知识的实际综合应用，强调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训练。
　　（4）免费提供配套的相关教学课件，并在课件中加入部分课程实验指导等内容，以便更好地协
助、方便教师制作教学软件，提高教学质量，保证教学效果。
　　本书共11章，分为现代通信基础知识、基本通信理论、实用通信技术和通信协议四个部分。
主要介绍现代通信的基本概念、体系和术语，现代通信系统的基本原理（如模拟调制原理、数字基带
调制原理、模拟信号的数字化调制与传输原理、数字频带调制原理，以及提高通信质量的主流技术（
如信道复用与多址技术、最佳接收技术、同步技术、编码技术等）。
第11章则主要介绍了现代通信协议的基本概念及其作用。
　　该书参考学时72～90（含实验），是通信、电子类专业的本科教学用书，还可作为相关技术工程
人员的参考用书。
　　该书由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陶亚雄教授主编、同济大学王坚教授主审，天津大学戴居丰教授、
河北工业大学夏克文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刘南平教授、同济大学凌卫青老师、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刘松老师、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朱国权、王永明、徐振、刘伟、徐会彬老师，以及西南大学刘
博琴老师参与了该书的指导和编写工作。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上述各位老师及其所在院校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由衷的感
谢；同时也对为本书付出辛苦劳动的电子工业出版社编审人员，以及提供大量文献参考资料的专家学
者表示深深的敬意。
　　由于能力与时间限制，疏漏甚至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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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根据教育部关于高等院校通信工程专业教学大纲编写。
全书可分为通信基础知识、现代通信基本理论、现代通信技术和通信协议4个部分，共11章。
第1、2章是全书的基础，主要介绍现代通信的基本概念、体系、频道划分、信息的度量、信道及噪声
的概念与分类、常用信号处理器件等。
第3～6章主要介绍现代通信系统的基本原理，包括模拟调制系统原理、数字基带调制系统原理及其抗
干扰技术、模拟信号的数字化调制与传输原理、数字频带调制系统原理。
第7～10章主要介绍提高现代通信系统质量的技术原理，包括信道复用与多址技术，最佳接收准则及确
知信号/随相信号/起伏信号的最佳接收技术，载波同步、位同步、群同步和网同步技术，以及信源编
码和信道编码技术。
第11章主要介绍现代通信协议的基本概念和作用，包括OSI模型、TCP/IP模型、网络交换协议、无线
传输协议WAP等。

本书极力淡化枯燥的理论分析和公式推导，尽量结合实际通信系统进行原理阐述，并配有大量的插图
说明。
每章最后都有小结和大量形式多样的习题，并在书尾给出了习题答案，以便学生自学、复习和教师教
学备课之用。
配套的相关教学课件中加入了部分课程实验指示内容。
本教材既可作为通信、电子类本科专业的教材，同时也可用做工程技术人员的相关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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