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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通信原理（第6版）》的基础上，为适应少学时院校的教学需要精简而成，其中删掉了第12
章和第14章，对第2章，第5章，第6章和其他章节做了一些删减。
　　本书着眼于加强基本概念的讲解，在增强数学分析严谨性的同时适量简化数学推导，尽可能多地
介绍能用软件实现的方法，以取代硬件实现电路，减少过时的通信技术并增加新型通信技术原理的介
绍。
此外，对于专业名词和通信技术术语均给出对应的英文译名，以帮助提高阅读英文参考文献的能力。
　　本书内容可以分为3部分。
第一部分（第1章-第5章）阐述通信基础知识和模拟通信原理。
第二部分（第6章—第10章）主要论述数字通信、模拟信号的数字传输和数字信号的最佳接收原理。
由于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数字调制和数字带通传输的内容非常丰富，将其放在一章内讲述会使篇
幅过长，故分为两章（第7章和第8章）讲述，并且第8章的内容可以视需要，选用其中一部分学习，或
者跳过不学，不会影响后面章节的理解。
第三部分（第11章-第12章）讨论数字通信中的编码和同步等技术。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精品教材和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也可作为从事
通信及相关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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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通信——按照传统的理解就是信息的传输。
在当今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信息和通信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命脉”。
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只有通过广泛传播与交流，才能产生利用价值、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推动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
而通信作为传输信息的手段或方式，与传感技术、计算机技术相互融合，已成为21世纪国际社会和世
界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可以预见，未来的通信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的发展将会产生更加重大和意义深远的影响。
　　本书讨论信息的传输、交换的基本原理以及通信网的组成，但侧重信息传输原理。
为了使读者在学习各章内容之前，对通信和通信系统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与认识，本章将概括介绍有关
的基础知识，包括通信的基本概念，通信系统的组成、分类和通信方式，信息的度量以及评价通信系
统性能的指标。
　　1．1 通信的基本概念　　通信的目的是传递消息中所包含的信息。
消息是物质或精神状态的一种反映，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例如：话音、文字、音乐、数据、图片或活动图像等都是消息(message)。
人们接收消息，关心的是消息中所包含的有效内容，即信息(infomation)。
通信则是进行信息的时空转移，即把消息从一方传送到另一方。
基于这种认识，“通信”也就是“信息传输”或“消息传输”。
　　实现通信的方式和手段很多，如手势、语言、旌旗、消息树、烽火台和击鼓传令，以及现代社会
的电报、电话、广播、电视、遥控、遥测、因特网、数据和计算机通信等，这些都是消息传递的方式
和信息交流的手段。
　　1837年莫尔斯发明的有线电报开创了利用电传递信息(即电信)的新时代；1876年贝尔发明的电话
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通信的主要工具；1918年，调幅无线电广播、超外差接收机问世；1936年，商
业电视广播开播；⋯⋯，伴随着人类的文明、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电信技术也是以一日千
里的速度飞速发展。
电信技术的不断进步导致人们对通信的质与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要求反过来又促进了电信技术
的完善和发展。
如今，在自然科学领域涉及“通信”这一术语时，一般是指“电通信”。
广义来讲，光通信也属于电通信，因为光也是一种电磁波。
本书中讨论的通信均指电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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