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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信息论是通信技术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经典香农信息论对当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例如指导信源编码、信道编码等的发展。
而目前受到较大关注并在不断发展的网络信息论（多用户信息论），将对未来网络的发展产生重大和
深远的影响。
网络信息论的每一次突破性进展都将带来通信发展的历史性革命，例如新兴理论——网络编码的诞生
就是一个生动的印证！
为更好地学习和发展网络信息论，掌握经典香农信息论十分必要。
但读者在学习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难题是，大量繁复、抽象的数学公式对理解信息论的内容构成较大障
碍，容易打击学习信息论的信心和兴趣。
针对此突出问题，本书在编写过程中遵循了如下基本原则：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和条理性，注重阐明概
念和原理的物理意义，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本书特色如下：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和条理性，每章都配有知识结构框图，便于读者掌握各知识点之间
的逻辑联系，也便于读者明晰本书的脉络。
注重阐明概念和原理的物理意义，并辅以实例加深理解；同时，实例之间也是相互关联的，通过实例
的相关性来进一步加深对知识点之间逻辑联系的理解。
每个重要概念都有相应的中英文对照，以便于与英文文献中的概念相对应。
每章均有“历史和启示”，选择信息论和编码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进展和变革性的历史事件加以
回顾，分析这些创新思想的诞生过程以及重要概念、原理的形成过程，启迪读者的创新思维。
从长远意义上说，启迪创新思维和培养创新能力的重要程度比知识本身更重要。
同时，通过一些生动有趣的案例，让读者感受到信息论离我们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遥远，从而增强读者
学习信息论的信心和兴趣，同时也增强了本书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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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阐述了信息论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主要包括：香农信息论的三个基本概念（信源熵、信道
容量、信息率失真函数）；香农信息论的三个基本定理（无失真信源编码定理、信道编码定理、限失
真信源编码定理）；信源编码；信道编码；网络信息论（多用户信息论）及其新兴理论分支——网络
编码。
本书注重知识点的系统性和条理性，注重阐明概念和原理的物理意义，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信息、计算机、电子、网络等相关专业的本、专科生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也可作为从事上述专业的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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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单用户信息论主要讨论单信源和单信宿之间点到点的通信问题，当点到点通信已经发展到网络
通信的时候，就须考虑网络中多信源和多信宿的情况，而且还须考虑网络中众多的中继节点。
这均属于网络信息论（Network Information Theory）或称为多用户信息论（Multiuser Information Theory
）要讨论的范围。
单用户信息论对点到点通信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同样，网络信息论对当前和未来网络通信的规
划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但是，目前网络信息论的发展存在许多未解决和未完善的问题，任何网络信息论的新成果和新突破都
将对未来网络的发展构成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本章重点内容：多址接入信道（属于多输入单输出信道）和广播信道（属于单输入多输出信道）的可
达速率区域和信道容量区域；相关信源编码的可达速率区域问题。
本章难点内容：相关信源和多址接入信道的联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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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息论基础》特色：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和条理性，每章都配有知识结构框图，便于读者掌握知识点
之间的逻辑联系。
注重阐明概念和原理的物理意义，并辅以实例加深理解，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每个重要概念都有中英文对照，便于与英文文献中的概念相对应。
每章均有“历史和启示”，通过回顾信息论和编码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进展和变革，分析这些创
新思想的产生过程和重要概念、原理的形成过程，以启迪读者的创新思维。
介绍网络信息论及其重要理论分支——阿络编码，便于读者在掌握经典香农信息论的基础上，了解当
前信息论领域的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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