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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信原理仿真、设计与实训》(作者代永红、郑建生、刘彦飞)共分为
11章。
第1章、第2章、第3章分别介绍了通信系统的基本概念以及仿真软件
SystemView的基本情况与使用方法，还介绍了通信系统的硬件实现方法与相应的EDA工具。
第4章介绍数字信源，信源是通信系统中必需的一个内容，通信系统中的各级都是完成对信源的各种
对应的操作，通过学习帮助学生明确通信数据产生的原理以及其遵循的基本规则。
第5章介绍数字信号的编码与解码，帮助学生理解通信过程中基带数据的传输规程。
第6章介绍了数字基带通信，帮助学生了解数据通信的基本概念，建立对通信系统感性的认识。

第7章介绍了数字调制，讨论了各种数字调制方式及其实现。
帮助学生建立通信系统频带通信的概念，理解通信系统的频带传输机制以及通信系统的发射单元的组
成与原理。
第8章介绍了数字解调，针对不同调制方式给出解调的实现。
帮助学生理解通信的接收单元必须完成的功能以及各个功能单元的设计实现。
第9章介绍载波同步，同步是通信系统非常重要的内容，通信系统的正常工作与收发系统能否同步密
切相关，数据通信必须在同步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使学生明确通信同步的意义。
第10章介绍模拟信号的数字化以及数字信号的模拟化，帮助学生建立模拟与数字的结合点，掌握模拟
信号和数字信号之间的转换方法。
第11章介绍综合通信系统，通过学习与实践建立一个通信系统的基本的概念。

为帮助教学，随书光盘中收录了本书仿真应用的程序、武汉大学通信原理实验箱的原理电路及其中可
编程芯片使用的VHDL与Verilog程序，同时收录了《通信原理仿真、设计与实训》中误码分析的原理
图以及VHDL与微处理器使用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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