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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现代通信的基础理论及相关技术。
全书共分8章，主要内容包括基础预备知识、信源编码、数字信号的基带传输、数字调制传输、同步
与数字复接（涉及PDH及SDH系列）、纠错编码及数字通信技术应用实例。
本书参考学时为80学时。
    本书在内容选择方面注重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在论述上强调物理概念，注意实用性及与后续课程
的衔接；力求系统地阐述现代通信系统的基本原理和新技术，即以数字通信为核心，突出系统的基本
分析方法、工作原理和信号流程图，以便建立数字通信的整体概念；注重数字通信技术的核心内容的
阐述；每章末附有小结及习题与思考题。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通信、电子、信息工程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供应用型本科、电大、函大、成人
自考等相关专业选用，还可供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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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章提要　　·通信系统的组成及分类　　·数字通信的主要特点和主要技术　　·数字通信的
性能指标　　1.1 通信技术的发展与信息社会　　人类生活在信息的海洋里，离不开信息的交流与传递
。
在日常生活中信息（information）往往以消息（message）的形式表现，如从远古的消息树、烽火台和
驿马传令到现代的文字、语言、书信、数据、图像等都可看成是“消息”的集合。
传递消息的目的就在于接收一方获取原来不知道的内容或信息。
消息是具体的，但它不是信息本身。
消息携带着信息，消息是信息的表达者。
对于某一个消息，不同的接收者所获取的信息量是不同的。
例如，某一条新闻说，今天北京地区下了大雪，北京人从中没有获得任何信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
对于其他地区的人，却获得了一定的信息。
再如天气预报报告某地区降水概率为10％，人们普遍认为当天不会下雨，结果人们从当天下雨了的消
息中获得的信息量的大小是与消息的接收者所处的状态有关。
在13常生活中，“信息”这个用语缺乏确切的概念，而且有很强的主观性。
科学上所说的信息正是从这个原始的、含糊不清的概念中概括、提炼得到的，它有严格、确切的含义
，1948年发表的香农信息理论给出了定量描述，第2章将详细阐述。
　　通信就是克服距离上的障碍，迅速而准确地交换和传递信息。
信息常以某种消息的方式依附于物质载体，借以实现存储、交换、处理、变换和传输。
人们要让信息在时域和空域上转移和转换，从此方传送到彼方，从前一时推移到后一时，从一种形式
转移到另一种形式，就需要有装载信息的媒体。
所谓媒体就是一种传送信息的手段，或装载信息的物质，如话音、磁盘、磁带、声波、电波等都可作
为信息的媒体。
通信技术的发展历史就是人们长期寻求如何利用各种媒体实现迅速而准确地传递更多的信息到更远处
的历史。
通信技术伴随着人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断进步，尤其在近代社会，其发展速度一日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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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字通信原理》是教育部“十一五”国家级高职高专信息工程类规划专业系列教材之一，根据
教育部高职高专培养目标和对本课程的基本要求编写而成。
全书共分8章，第1章简要介绍数字通信系统的组成和分类、主要技术和性能指标；第2章讲授该课程所
涉及的基础知识；第3章介绍信源编码和时分复用及帧同步技术；第4章介绍数字基带传输的基本原理
，并对扰码和解扰做初步阐明；第5章介绍了几种基本的调制传输技术及性能比较；第6章讲述同步及
数字复接，重点介绍数字通信特有的位同步技术，较为详细地介绍了PDH和SDH体系；第7章介绍几
种常用的纠错编码技术；第8章介绍了一些数字通信技术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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