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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针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要求，结合高职学生的特点和多年来高职教育的实践经验编写而成的。
以通信系统必不可少的基本组成开始，按信号在通信系统的流程顺序进行编写，着重介绍数字通信的
基本原理，并围绕原理介绍最新的通信技术与实现方法。
    全书共分为9章：第1章绪论；第2章模拟调制系统；第3章模拟信号的数字化传输；第4章数字信号的
基带传输系统；第5章数字信号的频带传输；第6章信道复用和多址方式；第7章同步技术；第8章差错
控制；第9章通信系统的应用举例。
    本书的特点是系统性强，内容编排连贯，突出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在编写上力求通俗易懂，除必要的数学推导外，注意讲述物理概念和直观的图形分析，强调应用。
    为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基本概念和掌握通信系统的分析方法，每章都精选了一些例题和习题，以供
学习时参考。
    本书可以作为通信、电子信息、电子工程、自动化、计算机等专业高职高专、函授和成人教育的教
材，也可供其他学习通信技术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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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模拟调制系统　　传输模拟信号的通信系统称为模拟通信系统。
　　我们知道从语音、音乐、图像等信息源直接转换得到的电信号是频率很低的电信号，其频谱特点
是包括（或不包括）直流分量的低通频谱，其最高频率和最低频率之比远大于1。
如电话信号的频率范围在300～3400Hz，称这种信号为基带信号。
基带信号可以直接在有线信道中传输，但不可能在无线信道中直接传输。
即使可以在有线信道中直接传输，但一对线路上只能传输一路信号，对信道的利用是很不经济的。
为了使基带信号能够在像无线信道那样的频带信道传输，同时也为了使有线信道上同时传输多路基带
信号，就需要采用调制和解调技术。
　　在发送端把基带信号频谱搬移到给定信道通带内的过程称为调制，而在接收端把已搬移到给定信
道通带内的频谱还原为基带信号的过程称为解调。
调制和解调在一个通信系统中总是同时出现的，因此往往把调制和解调系统称为调制系统或调制方式
。
调制和解调在通信系统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采用什么样的调制与解调方式将直接影响通信
系统的性能。
本章重点讨论模拟通信系统中的调制与解调技术。
　　2.1　调制的作用和分类　　2.1.1　调制的作用　　调制的实质是频谱搬移，其作用和目的是：　
　（1）把基带信号频谱搬移到一定的频带范围，以适应信道的要求。
　　（2）容易辐射。
为了充分发挥天线的辐射能力，一般要求天线的尺寸和发射信号的波长在同一个数量级。
例如常用天线的长度为1／4波长，如果把基带信号直接通过天线发射，那么天线的长度将为几十至几
百千米的量级，显然这样的天线是无法实现的。
因此为了使天线容易辐射，一般都把基带信号调制到较高的频率（一般调制到几百千赫兹到几百兆赫
兹，甚至更高的频率）。
　　（3）实现频率分配。
为使各个无线电台发出的信号互不干扰，每个电台都被分配给不同的频率，这样利用调制技术把各种
话音、音乐、图像等基带信号调制到不同的载频上，以便用户任意选择各个电台，收看收听所需节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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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通信原理》是一门专业基础课的教材，其任务是介绍通信系统的基本原理、基本技术、基本性
能和基本分析方法。
《高等职业教育“十一五”精品课程规划教材：通信原理》主要介绍现代通信系统所涉及的基本理论
和技术，以数字通信为主，按系统的原理框架分章讲解，重点放在与通信系统有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
方法上，考虑到內容的实用性和系统性，该教材对模拟通信的相关內容也作了介绍。
为跟踪当前通信发展趋势，适当介绍了通信领域的新技术和新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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