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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通信技术（第2版）》是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电
子技术应用专业教学指导方案，同时参考了有关行业的职业技能鉴定规范及中级技术工人等级考核标
准，在保留2002年出版的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数字通信技术》编写风格的基础上，根据近几
年中职生源的变化情况，贯彻落实&ldquo;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rdquo;的职
业教育办学指导思想，修订而成。
　　本书共分为10章，主要包括了数字通信基本原理(1～5章)和数字通信技术应用(6&mdash;10章)两大
部分。
主要内容有：数字通信概述、数字终端技术、差错控制编码、数字信号的基带传输、数字信号的频带
传输、数字移动通信系统、卫星通信系统、光纤通信系统、数据通信及相关实验。
　　本书供中等职业学校通信技术专业、电子信息类专业使用，也可作为相关专业的职业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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