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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通信行业的飞速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通信类专业的任务是培养大批具有扎实专业基础知识、
较强实际动手能力、能快速响应企业需求的高级技工型人才。
本着教育部关于适当降低高职教育理论深度、强化能力训练的精神，本书按照教育部新颁高职教育电
子与通信类专业“现代通信原理”的教学大纲编写而成。
　　该教材在内容选取、章节安排和编写上，具有如下特点：　　（1）内容选取强调针对性和实用
性，尽量不泛泛而谈，突出现有通信系统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　　（2）本着专业核心基础
理论课程教材的定位，该书完全面向高职通信专业的技能培养目的，编写上强调“教学内容够用、理
论分析和公式推导够简”，既提供学生足够的专业基础知识，又不在公式推导和理论分析上过多渲染
；　　（3）充分考虑高职学生的文化基础和学习能力，文字浅显易懂，并适当增加示意性插图和例
题，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材内容；　　（4）突出基本概念和性质，并增加相关课程内容的实验
指导，力求系统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方法和学习能力，使其真正将所学理论与实际通信系统结合起来
：　　（5）以大量多种类型的练习（填空、单项选择、多项选择、判断、分析、计算等）取代常见
的思考题，既有利于学生理解掌握所学知识，也为教师开展教学工作提供了十分有力的帮助：　　
（6）免费提供相关电子课件和习题答案，进一步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方便。
　　全书共分10章，分别介绍了基本通信理论与概念（第1、2章）、模拟／数字通信系统基本原理（
第3、4、5章）、现代通信技术（第6、7、8、9章），以及课程实验（第10章）。
本课程参考学时为80～90学时（含实验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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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高等职业教育电子信息类专业规划教材。
    本教材根据教育部关于高职院校通信专业的教学大纲编写。
全书共分10章，主要包括基本通信理论与概念、模拟/数字通信系统基本原理、现代通信技术、课程实
验四个部分。
基本通信理论与概念（第1、2章）部分主要介绍现代通信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如信息度量、通信
信道与容量、随机信号与过程、通信噪声等。
第二部分（第3、4、5章）主要介绍模拟/数字通信系统的基本原理，包括线性/非线性调制系统、数字
基带信号、基带传输系统、部分响应系统、数字频带调制ASK/FSK/PSK/QPSK等系统。
第三部分（第6、7、8、9章）着重介绍现代通信系统中的常规技术，主要包括信道复用技术、多址技
术、最佳接收准则和最佳接收机、载波/位，群/网同步技术，以及信源，信道编码理论、线性分组码
、循环码、非线性码等。
课程实验部分主要针对教材内容中的重点章节、结合实际现代通信系统和技术编写而成，包括常规双
边带调幅与解调、PCM/△ML/ADPCM调制与解调、基带码型变换、ASK/FSK/PSK/DPSK调制与解调、
载波/位同步、时分复用/解复用等实验内容。
    本书既可作为高职高专通信技术、电子信息和网络技术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工程技术人员
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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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现代通信系统基础　　2.5 通信系统的噪声　　信道对信号的传输会有一定的限制，这些限
制除信号传输过程中的损耗和衰落两个因素外，另一个重要的限制因素就是噪声。
　　前面第1章已经介绍，通信系统的任务就是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将信号由发送端传到接收端，并以
尽可能低的错误率准确还原接收信号。
因此，通信系统中任何不需要的信号都被认为是噪声，它对系统要完成的任务产生负面影响，必须从
系统性能的角度研究噪声特性及其影响。
　　依据噪声特征又可将其分为脉冲噪声和起伏噪声。
脉冲噪声是在时间上无规则的突发噪声。
汽车发动机点火所产生噪声就是脉冲噪声，这种噪声的主要特点是突发脉冲幅度较大，但持续时间短
，故脉冲噪声通常都具有较宽的频带（为什么？
请读者思考）。
热噪声、散弹噪声及宇宙噪声则是典型的起伏噪声。
　　根据随机信号的定义，将所有不可预测的噪声统称为随机噪声。
对一个通信系统而言，按照其噪声的来源，大致可以将噪声分为内部噪声、自然噪声、人为噪声三类
。
内部噪声是由系统设备本身产生的。
人为噪声是指各种电气装置中电流或电压发生急剧变化而形成的电磁辐射，诸如电动机、电焊机、高
频电气装置、电气开关等所产生的火花放电形成的电磁辐射。
自然噪声和人为噪声则都由系统以外的各种因素导致，故可以将它们合称为外部噪声，属于随机噪声
。
在通信使用的频率范围内，自然噪声通常低于接收机的固有噪声，故可忽略不计。
因此，仅需考虑人为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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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职业教育电子信息类专业规划教材：现代通信原理》共分10个章节，主要对现代通信原理
的基础知识作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现代通信系统基础、模拟调制系统、数字基带调制与传输、信道
复用、通信系统原理实验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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