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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电子与通信类专业“十一五”规划教材：通信原理》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现代通信
技术的基本原理，并以数字通信原理为主。
　　《高等学校电子与通信类专业“十一五”规划教材：通信原理》共8章，主要内容包括模拟通信
系统和数字通信系统的基本概念、信道与噪声的特征、模拟调制传输、模拟信号的数字传输、数字信
号的基带传输、数字信号的频带传输、同步原理、信道编码技术等。
每章后面附有小结及习题，书末附有常用三角公式、傅氏变换、误差函数、互补误差函数及部分习题
答案。
　　《高等学校电子与通信类专业“十一五”规划教材：通信原理》内容全面，概念清晰；理论分析
由浅入深，注重联系实际，列举了许多例题；配有大量插图，许多图形是计算机仿真的结果。
　　《高等学校电子与通信类专业“十一五”规划教材：通信原理》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电子信息
等相关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研究生和通信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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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能信的基本概念　　1.1.1　消息、信息和信号　　人类社会是建立在信息
交流基础之上的，特别是进入信息时代后，人们频繁地接触到信息这一概念，但是到底什么是信息？
我们平常所说的消息又是什么？
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它们与信号又是什么关系呢？
　　消息是对事物物理状态的变化进行描述的一种具体形式，这种状态变化具有人们能感知的物理特
性，如温度、语音、图像、文字等。
　　信息是消息中所包含的有意义的内容，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各种随机变化的消息都会有一定量的信息，如经济信息、生活信息、地震信息、气象信息等。
　　消息是信息的载体，不同形式的消息可以包含相同的信息，例如分别用电视和报纸发布同一条新
闻，所含信息内容是相同的。
信息的传递、交换必须通过消息的传递、交换才能完成。
　　信号是为了传送消息，对消息进行变换后在通信系统中传输的某种物理量，如电信号、光信号等
。
因此，信号是由消息转换来的并可以被传输和处理的具体形式，是消息的运载工具。
　　1.1.2　通信　　通信就是由一地向另一地传递信息（或消息）。
实现通信的方式很多，古代的烽火台、金鼓、旌旗，现代的信函、电报、电话、电视等均属于通信的
范畴。
在各种各样的通信方式中，利用“电”来传送消息的通信方式（电通信）是最有效的。
电通信方式能使消息几乎在任意的通信距离上实现迅速、有效、准确、可靠的传递，因此它的发展非
常迅速，应用极其广泛。
　　1.1.3　通信发展概况　　现代通信一般是指电通信，国际上称为远程通信（tele-communication）
。
　　1837年，莫尔斯（S.Morse）发明电报系统，此系统于1844年在华盛顿和巴尔迪摩尔之间试运行。
这可认为是电通信或远程通信，也是数字通信的开始。
　　1864年，麦克斯韦（J.C.Maxwell）建立电磁场理论。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通信原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