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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通信建模仿真方法和模型验证技术，并结合作者近年在教学科研中所设计的大
量基础的和较深入的建模仿真实例，重点讨论了建模仿真原理和相关的数值计算方法、模拟通信系统
、模数转换、调制与编码、信道模拟、载波与符号同步、信道均衡、跳频系统和直接扩频系统、通信
模型正确性评估、仿真数据验证和数据处理技术等内容，并在仿真实例中展示了科学研究论文和报告
所需的数据处理和表现技巧。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工程、电子信息类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系统仿真课程教材或参考书，也
可作为相关专业综合性实践教学的指导材料，还可供通信工程专业技术人员、教师等作为解决通信系
统设计、评估和建模仿真领域实际问题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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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通信系统仿真的原理和方法论　　1.1  通信系统仿真的现实意义　　随着数字通信技术的
发展，特别是与计算机技术的相互融合，通信系统和信号处理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
同时，各种新技术、新器件不断涌现，如廉价高速的数字信号处理芯片（DSP）、超大规模可编程逻
辑器件、集成光学器件以及微波单片集成电路和光纤技术的广泛应用，对通信系统的体系结构、信号
编码解码、调制解调、信号检测和处理方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而硬件系统的高度集成化和信号处理的软件化迫使工程设计人员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系统性能
分析和评估，并对系统设计问题进行研究。
强大的计算机辅助分析与设计工具和系统仿真方法，作为将新技术理论成果转换为实际产品的高效且
低成本途径越来越受到业界青睐。
　　近年来，在通信系统建模、分析和仿真评估领域已经发展了大量的计算机辅助技术，这些技术大
致可划分为三大类。
　　（1）基于理论分析的解析方法，如利用计算机对复杂的系统性能评估公式进行数值计算等。
基于理论分析的解析方法往往用于系统设计和性能分析的初期，通过计算了解系统参数和系统性能之
间的大致关系。
解析分析往往建立在对系统模型大量简化的基础上，对于结构复杂的系统和方案，通过解析方法评估
性能往往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即便存在简化模型下的解析结果，这种结果往往也和实际结果
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
　　（2）结合通信系统硬件原型和测试设备的计算机辅助仿真方法，通常应用于原型系统实现的中
后期和原型系统调试中。
例如在通信系统硬件原型和测试设备的支持下，利用计算机模拟信源以及信道环境进行系统的闭环测
试等，以验证原型系统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基于系统硬件原型和测试设备的方法成本高，时间长，受到技术和设备条件的限制，而且必须在硬件
系统原型实现后进行，所以不可能用于系统方案的设计阶段。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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