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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世界通信权威、信息科学领域泰斗gallager 博士近年研究成果的结晶, 在数字通信原理的基础上
重点阐述了理论、问题和工程设计之间的关系。
内容涉及离散源编码、量化、信道波形、向量空间和信号空间、随机过程和噪声、编码、解码等数字
通信基本问题, 最后还简要介绍了无线数字通信。
　　本书既可作为通信类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 又可供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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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通信一直是人类最重要的需求之一。
形成社会团体、教育年轻人、表达情感、表述愿望都离不开通信。
通信交流的顺畅是文明社会的核心。
工程中的各种通信方式是对人类通信交流的技术支持，古代的烽火信号、擂鼓正是如此。
本书所说的通信技术是指以电报的诞生为标志的通信技术，包括后来出现的电话通信、视频通信、计
算机通信，以及时下在各种廉价便携式设备上使用的通信方式。
这些技术最初是按各自不同的网络单独发展的，彼此没有多少相同之处。
随着网络的不断扩张，网络的各个部分势必需要协调工作，而不同的部件又是在不同的年代按照不同
的设计思路开发的。
为此，出于网络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人们开始关注它背后的基本原理。
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是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
AT&T成立了贝尔实验室这样一个研发部门。
贝尔实验室的数学中心一直主导着全世界的通信研究，这个地位直到最近不久才有所改变。
通信原理的许多核心概念都是由贝尔实验室数学中心提出的。
贝尔实验室数学中心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克劳德·香农1948年创立的信息论。
在信息论诞生后的最初25年，人们对它的看法是：理论上很不错，但对实际通信系统的设计没有太大
的意义。
后来，随着元器件技术不断成熟，随着工程界对信息论有了更多的理解，信息论才成为开发通信系统
的指导原则。
本书将介绍信息论方面的基本概念及其对通信系统设计的作用。
核心概念有两点：一是认为所有通信信源，例如语音、图像、文本等，都可以表示为二进制序列；二
是通信系统的设计应当先将信源输出转换为二进制序列，再将这个序列转换为适合特定物理媒质传输
的形式，这些物理媒质包括电缆、双绞线、光纤、空间电磁波等。
顾名思义，数字通信系统（digital communication system）就是采用这种数字序列④作为接口，连接信
源输出和信道输入、信道输出和信宿输入，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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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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