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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信息与编码理论》是信息、通信、电子工程类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
　　本书系统地讲述了信息论与编码论的基础理论与技术，同时还介绍了编码技术在通信工程实践中
的应用。
　　本书共有10章。
第1章绪论，介绍了通信系统模型、信息论与编码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应用。
第2章信息与信息的度量，介绍了信源的数学模型、离散信源的熵、连续信源的微分熵、信源的冗余
度。
第3章信道容量，介绍了信道模型、离散无记忆信道容量、连续无记忆信道的容量。
第4章无失真信源编码，介绍了无失真信源编码的概念、变长编码定理、常用变长编码算法与应用。
第5章信息率失真函数与有失真信源编码，介绍了信息率失真函数与平均失真的概念、限失真信源编
码定理、有失真信源编码算法与应用。
第6章信道编码概述，介绍了信道差错概率、信道编码概念、信道译码准则、码的检错与纠错能力、
信道编码定理。
第7章线性分组码，介绍了线性分组码的概念、性质、编码与译码。
第8章循环码，介绍了循环码的概念、性质、编码与译码。
第9章卷积码，介绍了卷积码的概念、性质、编码与译码。
第10章Turbo码，介绍了Turbo码的编码、译码与性能。
　　本书内容丰富，取材经典、新颖，概念清楚，文字通俗，深入浅出，各章后面配有大量习题。
适合作为高等院校信息安全、通信工程、信息工程、电子工程、计算机等专业本科生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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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讲述了信息论与编码论的基础理论与技术。
其内容包括信息及信息的度量、信道及其容量、无失真信源编码、率失真理论与有失真信源编码、信
道编码与信道编码定理、线性分组码、循环码、卷积码、Turbo码等。
本书还介绍了编码技术在通信工程实践中的应用。
　　本书内容丰富，取材经典、新颖，概念清楚，文字通俗，深入浅出，各章后面配有大量习题。
可作为高等院校信息安全、通信工程、信息工程、电子工程、计算机等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作为
相关专业科技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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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按照信道的记忆特性可划分为无记忆信道和有记忆信道。
无记忆信道的当前输出只与当前的输入有关，而与过去的输入和输出无关；有记忆信道的当前输出不
仅与当前的输入有关，还与过去的输入和输出有关。
　　根据信道输入／输出信号的特点可分为离散信道、连续信道、半离散半连续信道和波形信道等。
离散信道的输入／输出信号在时间和幅度上均离散；连续信道的输入／输出信号在幅度上连续的、而
在时间上离散；半离散半连续信道的输入／输出信号在时间上是离散的，而在幅度上一个离散一个连
续，通常是输入信号的幅度离散，输出信号的幅度连续；波形信道的输入／输出信号在时间上和幅度
上均连续。
　　3.1.2 信道模型　　信号在信道中传输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噪声和干扰的影响，使其通过信道后
产生错误和失真，导致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之间并没有确定的函数关系，只存在统计依赖关系。
已知信道的输入量X、输出量y、以及它们之间的统计关系，就可以确定信道的全部特性，因此可以采
用如图3.1所示的信道模型，其中输入量和输出量皆为随机变量，即随机标量、随机向量或随机过程。
对于离散无记忆信道，输入量X和输出量y之间的统计依赖关系可用条件概率p（bj，|ai）描述；对于连
续无记忆信道，X和y之间的统计依赖关系可用条件概率密度函数p（y|x）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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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息论与编码理论》内容丰富，取材经典、新颖，概念清楚，文字通俗，深入浅出，各章后面
配有大量习题。
可作为高等院校信息安全、通信工程、信息工程、电子工程、计算机等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作为
相关专业科技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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