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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信息论、信道编码和密码学是现代数字通信系统中的三大核心支柱技术，目前信道编码已成为从事通
信、计算机等领域中有关人员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一门技术。
正如自然界的五行相生相克关系一样，信道编码中的独特结构在成就其优异性能的同时也留下了可以
对其进行识别分析的特征。
对信道编码进行识别分析，除了在智能通信、通信侦察领域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外；在网络对抗领域同
样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当对方网络信源和通信协议被加密时，从信道编码结构上进行攻击是可供选择
的有限手段之一。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发展，国内外对信道编码进行讨论的相关专业书籍已经非常丰富，但是却尚未
见到专门讨论信道编码识别方面的书籍。
有鉴于此，考虑到初入此门时的窘迫和茫然，2009年年底作者开始考虑规划一本关于信道编码识别分
析方面的专业书籍。
有幸的是，在作者单位领导和同事们的关心支持下，今天这本书终于面世了。
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第一次系统完整地对信道编码（包括纠错码、交织、扰码）识别
提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同时对数据的随机性也进行了相应讨论，其中不少内容属于作者研究的独得
之秘，并已申请了多项发明专利。
敝帚虽微亦自珍，现在作者不揣自陋将之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希望对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能够起到一
定的参考作用，假使本书能为推动我国通信技术向深入发展献绵薄之力的话，作者将感到非常荣幸，
功不唐捐。
本书适用于对信道编码识别感兴趣，并有一定信道编码基础的专业研究人员。
本着“辨逻辑，晰条理，贵浅近，多举例，重实用”的原则，全书尽量不涉及较为晦涩的编译码理论
知识，力图用较为明白易懂的语言来表达内涵丰富的信道编码识别技术。
对于教材文献中的一般性结论，书中一般直接加以引用不予证明。
全书共分八章，除第1章概述和第8章总结部分外，其余各章均首先介绍与识别分析相关的编码知识，
然后讨论具体的编码识别分析方法，最后为全章小结。
各章内容如下：第1章为概述，对信道编码（包括纠错码、交织、扰码）及数据随机性进行了简要介
绍，在总结信道编码识别分析技术研究现状后讨论了一些简单实用的信道编码识别及验证方法。
第2章讨论分组码的识别分析技术，介绍了多种二进制线性分组码（包括Hamming码、Golay码、CRC
码、BCH码及部分LDPC系统码）的识别分析方法和RS码的识别分析方法。
第3章讨论卷积码的识别分析技术，这是目前信道编码识别分析领域中研究最多的一种码型，本章在
介绍多种卷积码识别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深入讨论了型删余卷积码的识别分析方法。
第4章在前面纠错码识别分析技术讨论的基础上，主要讨论了分组交织和卷积交织的识别分析问题，
其中分组交织分“线性分组码＋分组交织”和“卷积码＋分组交织”两种模式。
第5章在纠错码和交织识别分析技术的基础上，对非归零和归零两种形式的Turbo码（包括删余Turbo
码）的识别分析方法分别给予了讨论。
第6章主要从流密码分析的角度，基于信源非平衡的特点，通过引入指示平衡性的指标讨论了自同步
扰码和同步扰码的识别分析技术。
第7章主要介绍了一些对数据序列进行随机性检测的方法，用于对通信数据的加密情况和统计特性进
行进一步的分析。
第8章为全书的总结讨论部分，在对信道编码识别的应用予以介绍后，讨论了一些信道编码识别分析
领域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内容。
各章中用于说明信道编码识别分析方法的实例均经作者仿真验证通过。
本书主要由张永光同志负责撰写，楼才义同志负责全书的统筹并作了重要补充，杨小牛同志对全书进
行了详细的审阅和定稿，并作序。
在这里，对研究过程中给予作者支持和帮助的单位同事（特别是陆辉同志）深表感谢，同时也要特别
感谢撰写过程中身怀六甲的拙荆洪瑶女士对作者工作的大力支持，因此这本书也可说是和我们呼呼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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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成长的。
最后对百忙之中为本书提出宝贵修改意见的空军某部的陈国杰老师致以深深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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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信道编码(包括分组码、卷积码、Turbo码、交织及扰码)的识别问题进行了系统完整的讨论，并
将识别范围拓展到了TPC码、TCM网格编码调制及空时编码，同时对数据的随机性分析也给予了相应
介绍。
全书条理清楚，取材新颖，内容上不仅包括适量而不累赘的相关编译码先验知识及编码识别基础理论
，同时又紧扣编码识别主题，重点讨论具体的编码识别分析方法。
    本书可作为通信、计算机等领域中从事信道编码相关工作的研究人员，特别是广大通信侦察、通信
对抗及智能通信领域的相关研究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作为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或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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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作为一种具有稀疏校验矩阵的线性分组纠错码，LDPC码具有接近Shannon极限的优异性能，近
年来在LDPC码的构造和译码方法上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已经被建议在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中使用。
对于非系统形式的LDPC码，其识别分析问题随着非系统码识别问题的解决自然会迎刃而解。
其次，任意码率删余卷积码的识别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为了提高码率且不使译码器的复杂性增加，删余是一种常用手段。
虽然本书已经给出了关于删余码的一些定性识别分析方法，并且着重讨论了基于1／2码率的（n-1）
／n型删余卷积码的识别问题，但是对任意码率进行有效删余得到的删余卷积码如何进行识别，目前
仍然有待开拓。
另外，如何快速可靠地对交织置换关系进行分析尚待深入。
虽然本书比较系统全面地讨论了常见的纠错码+交织模式和Turbo码中交织（与纠错码无关）的识别问
题。
但是对于纠错码+交织模式中交织置换关系的分析，本书所述方法仍显笨拙，有时需要进行多次猜测
和验证才能最终确定交织关系。
如何在已经确定交织起点和交织长度的情况下快速完成交织置换关系的分析，需要另辟蹊径。
随机交织器是兴起不久的一种交织器，在随机交织器的每个交织帧数据中，交织器对信息序列以随机
方式将其重新排列，生成索引数组，然后以索引数组中的随机数据所指示的顺序输出。
由于随机交织器每交织帧数据中置换关系的非固定性，虽然可以通过对交织器控制信息进行分析来获
得随机交织的先验知识，但是如何在全盲情况下对随机交织进行识别分析显然非常棘手，必须建立在
对交织器随机数产生方法的充分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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