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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针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结合高职学生的特点和多年来高职教育的实践经验编写而成的
。
全书共分为9章，第1章绪论；第2章信号分析与信道；第3章模拟通信系统；第4章模拟信号的数字传输
系统；第5章数字信号的基带传输系统；第6章数字信号的频带传输系统；第7章通信系统中的同步；
第8章通信系统中的差错控制编码技术；第9章利用System
View对通信系统进行仿真。
在编写上力求通俗易懂、简化数学推导过程，适当增加例题和习题练习，适当淡化理论公式推导，强
调应用。
使学生通过学习本课程，掌握通信原理在编码、传输、调制及信道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为
学好通信及相关专业课程打好理论基础。

　　本书的特点是系统性强，内容编排连贯，突出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减少不必要的数学推导和计
算，各章均有小结及习题。

　　本书可以作为通信、电子信息、电子工程、自动化、计算机等专业高职高专、函授和成人教育的
教材，也可供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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