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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是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通信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人类已真正步入信息化时代。
随着通信技术不断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信息产业将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通信原理”是通信工程、信息工程、网络工程等电子信息类专业的理论基础，在专业课程体系中具
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在人们的心目中，通信原理并不好学，主要是理论性太强，系统而抽象，公式太多，对于专科层
次的学生来说，学习难度较大。
有鉴于此，本书将专业理论和实践融为一体，结合实际应用讲解原理，大量运用身边的生活例子进行
说明，各单元后面安排了实践体验和制作训练项目，既有助于学生理解消化知识，同时又提升了学生
的实践操作能力。
　　为适应当今移动通信技术、数字多媒体通信、宽带无线传输、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需要，本
书较其他同类教材增加了信源编码中的图像编码技术、信道编码中的空时编码、Turbo码、LDPC码等
内容。
本书作为专业基础课程的教材，在章节安排上将通信系统的信源编码和信道传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注重知识体系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使学生通过本书的学习对通信原理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在内容选取时，尽量避免烦琐的数学推导，对学科知识进行了恰当取舍，突出定性分析，深浅得当，
有助于促进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的主动性。
在编写过程中，注重科学性与通俗性的结合，叙述简明扼要，讲解深入浅出，力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将枯燥的理论知识阐述清楚，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阅读效率。
　　本书参考学时为64学时。
考虑到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实际情况，对有关内容可进行灵活取舍，以满足教学需要。
　　本书可作为通信类、电子信息类、网络工程类和计算机类高职高专和普通高校二级（独立）学院
相关专业的教材或主要参考书，也可作为有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本书由解相吾主编，陈涛、解文博、黄新艳任副主编。
解文博负责编写了第4单元，陈涛负责编写了第5单元，黄新艳负责编写了第7单元，其余单元由解相吾
编写，全书由解相吾统稿。
参加本书编写的还有徐小英、李波、刘杰、李敏、陈武东、袁世来、钟科科、吴嘉明、杨远辉、莫煜
斌、卓伟平等，他们为本书的资料收集和整理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全书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岭南中兴通信3G学院同仁们的大力支持，在此向他们深表谢意。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文献和资料，书后的参考文献仅列出其中的一部分，其他出处
实难一一列举，在此特向所有引用资料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汗水的编辑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通信原理的理论性强、知识面广，限于编者的水平和经验，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恳请广
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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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通信系统为主线，深入浅出地介绍了通信基本原理和相关技术。
全书共分10个单元，对通信系统的组成、信号与频谱、语音编码、图像编码、模拟调制、数字基带传
输系统、数字频带传输系统、信道与复用、信道编码、传输中的同步进行了全面的介绍，精心设计了
相关实践训练项目，是一部体系新颖、内容全面的通用基础教材。
本书可作为高职院校和其他高等院校的通信技术、电子信息、网络工程、计算机技术等专业的教材，
也可以供相关领域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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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单元1 关于通信系统
学习引导
1.1 千里共婵娟——通信零距离
资讯1 通信的定义
资讯2 通信的分类
资讯3 通信的方式
1.2 梦幻组合—通信系统的组成
资讯1 一般组成
资讯2 模拟通信系统组成
资讯3 数字通信系统组成
资讯4 模拟信号的数字传输系统组成
资讯5 数字通信的特点
1.3 我只在乎你—通信系统的主要性能指标
资讯1 模拟通信系统的性能指标
资讯2 数字通信系统的性能指标
1.4 继往开来—通信的发展过程与方向
实践体验：电话机制作
练习与思考
单元2 信号与频谱
学习引导
2.1 远方的呼唤—信号
资讯1 基本概念
资讯2 信号的种类
2.2 庐山真面目—频谱
资讯1 傅里叶级数与傅里叶变换
资讯2 信号的频域性质
小结
资讯3 信号的时域性质
资讯4 信号的时域测试和频域测试
2.3 高速公路—通信系统中的带宽
2.4 选我中意的—滤波器
实践体验
示波器的使用
频谱分析仪的操作
练习与思考
单元3 语音编码
学习引导
3.1 瘦身体验—信源编码
资讯1 压缩编码中的主要概念
资讯2 压缩编码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3.2 我形我秀—波形编码
资讯1 脉冲编码调制（PCM）
资讯2 增量调制(ΔM)
3.3 差分脉冲编码调制（DPCM）
资讯1 自适应差分脉冲编码调制（ADP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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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2 子带自适应差分脉冲编码调制（SB-ADPCM）
3.4 骨感美人—参数编码
资讯1 语音生成模型
资讯2 线性预测编码（LPC）
3.5 优势互补—混合编码
资讯1 多脉冲线性预测编码（MPLPC）
资讯2 规则脉冲激励线性预测编耄≧PE-LTP）
资讯3 码激励线性预测编码（CELP）
资讯4 矢量和激励线性预测编码（VSELP）
资讯5 多带激励语音编码（MBE）
资讯6 混合激励线性预测编码（MELP）
3.6 余音绕梁—MPEG音频编码
实践体验：熟识单片集成PCM编解码器
练习与思考
单元4 图像编码
学习引导
4.1 百闻不如一见—视频图像
资讯1 图像的三要素
资讯2 数字图像的类型
资讯3 视频
资讯4 视频信号的数字化
资讯5 视频压缩原理
4.2 孔明再世—预测编码
资讯1 预测编码的基本原理
资讯2 预测编码的类型
资讯3 预测器
资讯4 后向预测和双向预测
资讯5 像素块预测
资讯6 量化与编码
资讯7 具有运动补偿的帧内插
4.3 山路十八弯—变换编码
资讯1 变换编码的基本原理
资讯2 离散余弦变换（DCT）
4.4 美人心计—统计编码
资讯1 霍夫曼编码
资讯2 游程编码
资讯3 算术编码
4.5 殊途同归—子带编码（SBC）
资讯1 子带编码原理
资讯2 子带滤波
资讯3 二维子带编码
4.6 碧波荡漾—小波变换（WT）编码
资讯1 概述
资讯2 图像小波多分辨分解的数据特性
资讯3 基于小波变换的静态图像压缩算法
4.7 带上显微镜—分形编码
资讯1 分形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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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2 分形编码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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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1 基于模型的编码
资讯2 语义基图像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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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3 H.323可视通信系统标准
资讯4 活动图像压缩标准（MPEG）
实践体验：Hi3510应用方案
练习与思考
单元5 模拟调制
学习引导
5.1 远走高飞—调制
资讯1 为什么要调制
资讯2 调制的分类
5.2 情牵一线—线性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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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2 时域均衡的基本原理
6.4 简约不简单—眼图
6.5 接力赛跑—再生中继传输
资讯1 基带传输的再生中继系统
资讯2 再生中继器
资讯3 再生中继传输的性能分析
实践体验：PCM线路再生中继器的电路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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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体验：无线对讲机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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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溪流汇入大江—数字复接技术
资讯1 PCM复用和数字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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