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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信息论和编码理论的基本内容，其特点是简明扼要，可读性强，既具有较严谨的数学描
述与推导，又注意到信息论的实用背景，其中许多典型问题已在通信工程中得到实际应用。
    全书共分12章。
主要内容包括：信息的度量、信源编码、信道编码定理、编码理论中用到的基本抽象代数知识、编码
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线性码、Hamming码、循环码、BCH码、Reed-Solomon码、Golay码
、Reed-Muller码、平方剩余码、Goppa码以及信息论和编码理论的应用。
本书每章末均附有习题，其中部分习题是对正文内容的补充。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信息科学专业、计算机科学专业、通信专业以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也可
供相关领域的研究生、教学与科研人员，以及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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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引言 　　信息和信息科学是两个常见的名词，它们的内容十分广泛，尤其是在当今的信息
社会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丰富的含义。
哲学家将信息与物质、能量相并列，作为构成世界的三大要素之一。
信息已成为推动当今社会文明与发展的主要因素。
信息技术的产业和产品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在本章中，我们将介绍信息论和编码理论的基本情况，其中包括信息论和编码理论的发展过程以
及重要的应用领域，同时还将介绍信息度量的基本要求和通信系统的数学模型。
通过这些介绍，可使读者对信息论和编码理论的全貌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1.1 信息论的发展概况　　信息的概念是一个普遍的概念。
从细胞分裂到植物、动物的遗传与进化，从语言文字到动作表情都有信息表达与传递。
但是信息论的产生和发展与通信、计算机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密切相关。
回顾它的历史，大体可以分为早期酝酿、理论建立、理论发展、理论应用与近代发展等几个阶段。
我们对此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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