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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作为信息化时代的主要标志，数字通信方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
在技术上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随着大容量数字通信系统、压缩编码技术、数／模兼容技术及用户环路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它必然对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当今乃至未来信息社会发展的主流。
　　本书是依据教育部指定的高职高专培养目标和对本课程的教学基本要求，结合通信技术发展状况
、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和职业院校的特点，编写而成的，可作为职业技术院校电子信息和通信类
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电子信息和通信类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本书既着眼于数字通信基本原理、基础知识的分析，在重点介绍数字通信技术相关知识的同时，
又注重突出结构的合理性与完整性及内容的先进性与实用性，减少了不必要的数学推导。
在阐述数字通信基本知识、数字终端技术、数字信号传输技术和同步数字体系等基本知识的基础上，
为适应多媒体通信技术发展的需要，在第6章简要论述了数字图像通信的基本知识及相关国际标准；
为适应现代数字通信系统测试与维护的需要，在第7章简要介绍了三种先进的数字通信测试仪器的工
作原理和使用方法；为方便读者对现代通信技术发展状况的了解，在第8章概括介绍了下一代网络的
基本知识。
本书语言简练、层次清晰、结构完整、立意新颖，并反映出现代通信技术相关领域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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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数字通信技术为主线，主要介绍了数字通信基本知识、数字终端技术、数字信号的基带传输、
数字信号的频带传输、同步数字体系、数字图像通信、数字通信测试仪器和下一网络等内容。
全书共8章，建议学时为72学时，讲授内容以前5章为主，后面的章节可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选讲。
    本书在重点介绍数字通信技术相关知识的同时，注重突出结构的合理性与完整性及内容的先进性与
实用性，减少了不必要的数学推导。
本书语言简练、层次清晰、结构完整、立意新颖，适当反映了现代数字通信技术相关领域的发展现状
及趋势。
    本书可作为职业技术院校电子信息和通信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电子信息和通信类工程技术人员
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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