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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通信原理”是通信工程和电子信息等专业的核心专业基础课之一。
由于“通信原理”课程的理论性强，课堂学习的是纯理论的知识，而且实验项目有限，全部利用硬件
实验箱实现，因此学生只能了解部分原理，对完整的通信系统的设计和认识比较模糊。
本书以现代通信系统为背景，突出通信系统的实践环节，各章内容都增加了MATLAB和SystemView的
仿真实验，主要介绍调制、编码、信号设计、噪声分析等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本书是吸收了国内外
同类教材的优点，并结合编者近年来的教学实践和改革成果编写而成的。
全书共13章，内容包括绪论、确定信号分析、随机信号与噪声、信道与线性调制、模拟角度调制系统
、信源编码、数字基带传输系统、数字载波传输系统、差错控制编码、正交编码与伪随机序列、同步
原理、通信网、现代通信新技术等。
本书的特点如下：（1）概念准确，内容全面，自成体系，便于自学和仿真实验，既注重基本理论和
基本概念的阐述，又突出通信系统理论的实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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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通信原理、技术与仿真》主要介绍通信系统的调制、编码、信号设计、噪声分析等基本理
论和分析方法。
全书共13章，内容包括绪论、确定信号分析、随机信号与噪声、信道与线性调制、模拟角度调制系统
、信源编码、数字基带传输系统、数字载波传输系统、差错控制编码、正交编码与伪随机序列、同步
原理、通信网、现代通信新技术等。
　　《现代通信原理、技术与仿真》可作为通信工程、电子信息、信息工程等。
电子类专业本科生“通信原理”课程的教材或辅助教材，也可作为研究生和相关领域工程技术人员的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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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通信的根本目的在于传输含有信息的消息。
“通信”也就是“信息传输”或“消息传输”.目前的通信越来越依赖于利用“电”来传递消息的电通
信方式.由于电通信方式迅速、准确、可靠且不受时间、地点、距离的限制，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
广泛的应用。
如今，在自然科学领域涉及“通信”这一术语时，一般都指“电通信”。
当前，人类社会已步人了信息社会。
信息社会与工业社会、农业社会的最大差异在于信息已成为人类生存及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信息
的开发和利用已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
现代通信系统起着信息传输和交换的作用，在信息社会中更突显其重要性，可视为信息社会的生命线.
通信技术的发展代表着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因此从事通信相关工作的技术人员应该了解通信技术
的过去、现在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工。
通信的发展简史自从1800年伏特（Volta）发明电源以来，人们就试图用电技术进行通信.经过几代人不
断的努力和开发，通信技术得到了飞速发展。
1753年2月17日，《苏格兰人》杂志上发表了一封署名为C.M.的书信。
在这封信中，作者提出了用电流进行通信的大胆设想，他建议把一组金属线从一个地点延伸到另一个
地点，每根金属线与一个字母相对应，在一端发报时，便根据报文内容将一条条金属线与静电机相连
接，使它们依次通过电流，电流通过金属线上的小球便将挂在它下面的写有不同字母或数字的小纸片
吸了起来，从而起到远距离传递信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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