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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信息技术是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电子信息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支柱产业，对于促进社会就业、拉动经济增长、
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和维护国家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通信业是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将推进通信业发展作为主要任务之一。
　　近年来，中国通信业呈现出新的发展特征。
随着3G牌照发放，行业转型稳步推进，数据业务的占比迅速提高，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业务快速兴起，
市场需求正由语音向信息应用转变，并逐渐在各行业中渗透。
　　加强适应产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是高校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现代通信技术基础》第1版自2006年7月出版以来，作为专业教材和国家通信职业资格培训用书
，得到了全国高等院校和通信企业同行以及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支持，迄今已7次印刷近2万册。
　　《现代通信技术基础》第2版体现了近年来通信专业教学改革与精品课程建设的成果，将通信行
业国家职业标准的相关要求融入课程标准，在教学内容设计、教学结构和实践训练环节安排等方面体
现以通信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
在第1版编排体系结构的基础上，新增了现代通信技术发展的内容（包括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接入
网新技术、下一代网络、信息通信网络技术等），提供了通信行业国家职业标准中的工作内容和工作
要求，并依据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通信科学技术名词》（2007版）规范了专业术语
。
　　《现代通信技术基础》精品课程建设得益于上海市通信与信息技术公共实训基地教学团队的通力
合作。
课程建设的其他教学资源包括课程标准、电子教案、实训指导、学习指导、职业标准、工作任务库、
工程案例库以及其他网络教学资源；由本书作者编著的《通信综合实训》和《现代通信技术基础学习
指导》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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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和国家通信职业资格的专业基础知识要求，简述了通信网概念
及其基础技术，并按通信工程专业分类与行业发展特点，全面介绍了电信交换、数据通信、无线通信
、移动通信、光通信网、宽带网络通信等现代通信技术的基本概念、技术特点、相关业务、典型系统
和主要应用。
全书内容新颖、宽泛、重应用，叙述清晰，简明易懂。
    本书为高等学校通信类专业规划教材，也可作为高校电子信息类与计算机类专业的教学用书以及国
家通信职业资格的培训用书，并可供相关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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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常用的差错控制编码　　（1）奇偶校验码　　奇偶校验码属于检错码，其编码规则是先将所要
传输的数据码元进行分组，在分组数据后面附加一位监督位，使得该组码连同监督位在内的码组中的
“1”的个数为偶数（称为偶校验）或奇数（称为奇校验）。
　　在许多编码标准中，为了检查字符传输是否有错，常在7位码组后加1位作为奇偶校验位，使得8位
码组（1个字节）中“1”或“0”的个数为偶数或奇数。
在接收端按同样的规律检查，若发现不符则说明已产生差错，但不能确定差错的具体位置，尚不能纠
错。
　　奇偶校验的主要优点是简单，缺点是当收到偶数个位出错时，奇偶校验将无法检测出来，奇偶校
验只能检测出部分传输差错。
　　（2）循环冗余校验（CRC）　　循环冗余校验常作为检错码，是一种通过多项式除法运算检测
错误的方法。
cRC码的生成与校验过程可用软件或硬件来实现（许多通信集成电路本身带有标准的cRC码生成与校
验功能）。
CRC码的校验能力很强，既能检测随机差错，又能检测突发差错。
　　（3）交织编码　　交织编码常用于无线通信，其目的是把一个由衰落造成的较长的突发差错离
散成随机差错，再用纠正随机差错的编码（FEC）技术消除随机差错。
　　交织编码的设计思路是通过交织与去交织，将一个有记忆的突发差错信道，改造为基本上是无记
忆的随机独立差错的信道，把成片误码变为独立分散的误码，然后再用纠错码（纠随机独立差错）来
纠错。
常用的交织结构是分组交织和卷积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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