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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9章，以通信技术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为主线，并以数字通信技术为主要内容进行了较为系统
的讲解和介绍，同时也介绍了现代通信技术的新技术和发展趋势。
此外，本书还精选了10个项目的实验内容，分别安排在第1～6章之后，使读者在学习了相应的理论知
识后，可进行实验验证。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通信、电子信息类专业或同等学历相关专业的教科书，也可供相关专业的
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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