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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通信就是信息的传输。
它随人类社会而产生，共人类社会而发展。
语言产生之前，便有结绳记事、击鼓传情等原始通信手段，后来又出现了以火光传输信息的烽火墙等
方式。
但上述手段都只能传输极其简单的信息。
文字的发明、书信的使用、驿站的修建，使详细信息的远距离传输成为可能。
但真正实现消息畅通、快速、准确、高效、远距离的传输是利用电作为信息传输载体才开始的。
1753年2月17日，《苏格兰人》杂志发表了署名C.M的书信，首次提出用电进行通信的设想，由此逐渐
拉开电信时代的序幕。
从1837年莫尔斯发明电报，1876年贝尔发明电话以来，经百余年发展，通信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国
家建设、民众生活极其重要的工具。
通信由传统的电报、电话等单一品种扩大到传真、数据通信、图像通信、电视广播、多媒体通信等新
业务；传输介质由明线、无线短波、电缆发展到微波、卫星、海缆和光缆；交换设备由机电制布线逻
辑方式向计算机程序控制方式发展；传输设备由模拟载波向数字脉码调制方式发展；终端设备由机电
方式向微处理器控制的多功能终端发展；通信方式由人工、半自动向全自动方向发展；通信地点由固
定方式转向移动方式，并逐步实现个人化。
数字化、大容量、远距离、高效率、保密性、可靠性等成为现代通信的特点。
　　通信技术就是通信系统和通信网的技术。
现代通信技术主要有数字通信技术、程控交换技术、信息传输技术、通信网络技术、数据通信与数据
网、ATM技术、宽带IP技术、接入技术等；通信网是由许多通信系统组成的多点间能相互通信的全部
设施，如业务网、传输网、支撑网和一些业务平台组成。
综观通信技术发展，有一些明显特点：频率由低频向高频发展，通信方式从中波、短波发展到微波、
毫米波。
可以说，通信技术的发展历史是不断开拓更高频率的历史，也就是通信容量不断增长的历史。
例如，人类掌握了数百至数千千赫的技术后，无线电及广播开始应用；数十至数百兆赫的技术成熟后
，电视进入千家万户；数千至数万兆赫的载波提供了雷达、微波通信、卫星通信等通信手段。
而要开发更高的载频，就势必要开拓光波，光纤通信逐渐取代电通信成为主要通信手段是人类进入信
息时代、网络时代的重要标志。
目前，通信技术的发展趋势是在数字化、综合化基础上，向智能化、移动化、宽带化和个人化方向发
展。
　　本书是为更好地满足通信、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安全防范等专业《现代通信技术与应用》课
程学习的需要而编著的。
全书共分4章，对现代通信技术相关知识作粗线条的全景式介绍，有些内容允许“知其然而不知其所
以然”，将来结合相关课程或工作实践进一步加深理解。
每章还安排4或5个阅读材料，体现广度优先（breadth first）原则，力求既内容丰富，又通俗易懂。
本书各章节主要内容及阅读材料安排如下。
　　第1章——通信技术基础。
简要介绍通信的基本概念，通信系统的构成、分类，多路复用技术，通信交换技术，通信技术发展趋
势等。
阅读材料介绍了通信发展简史、保密通信技术、红外技术与应用及激光技术与应用。
　　第2章——有线通信技术。
介绍电话通信的技术基础、系统构成、无线市话、网络电话（VoIP)，光纤通信的技术基础、系统构
成、发展趋势。
阅读材料介绍了密码技术基础、音频编码技术、视频编码技术及数字电视（DTV）技术。
　　第3章——无线通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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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移动通信的技术基础、GSM移动通信、CDMA移动通信、第三代移动通信（3G）、第四代移动通
信（4G）、集群通信，并分别介绍微波通信、卫星通信的技术基础、系统构成、发展趋势。
阅读材料介绍了室内覆盖技术、通用分组业务（GPRS）、移动定位技术及全球定位系统（GPS）。
　　第4章——计算机通信技术。
介绍计算机通信技术基础、计算机通信网络。
阅读材料介绍蓝牙通信技术、网络信息搜索、网络安全技术、地理信息系统（GIS）及下一代网络　
　（NGN）。
　　本书体例安排具有一定新颖性，内容裁剪及素材选择具有良好实用性　　，体现了概念简洁、原
理明了、内容新颖、材料丰富、文字流畅、条理清晰的鲜明特色，可用于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安
全防范等专业　　的本科或专科，及通信专业的高职、高专。
不同学科、不同专业可设计相应的教学大纲，选择书中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进行学习。
本书对工程人员在职培训及个人自学等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书中参考了部分资料，恕不一一标注，在此谨对作者表示真诚感谢。
特别感谢　　清华大学出版社邹开颜编辑、赵从棉编辑的辛勤付出，使本书更趋完善。
限于作者水平，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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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主要从宏观角度介绍各类通信系统的构成、技术关键、应用特点、发展趋势等。
全书共分4章。
第1章介绍通信技术基础；第2章介绍有线通信技术，包括电话通信与光纤通信；第3章介绍无线通信技
术，包括GSM移动通信、CDMA移动通信、第三代和第四代移动通信、集群通信，以及微波通信、光
纤通信的相关知识；第4章介绍计算机通信技术。
为进一步拓展知识面，每章还安排4或5个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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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终端设备。
终端设备除完成消息和信号的相互转换外，还具有产生、识别、处理信令及信道适配等功能。
不同的通信业务有不同的终端设备，如电话业务的电话机、传真业务的传真机、数据业务的数据终端
机等。
　　（2）交换设备。
交换设备是通信网络的核心，其基本功能是汇集、转接、分配用户信号，实现用户间的选择性连接和
自由通信。
不同属性的通信业务要求不同的交换设备。
实时性强的电话业务，要求能直接接续话路的电路交换设备；实时性要求不高的数据业务，则可采用
分组交换设备，把数据信号分组、存储和交换，并以分组为单位，利用各信道的空闲“见缝插针”地
传输。
通常，安装交换设备的局、所称为交换节点或交换中心，各交换中心有不同层次或级别，大体分接入
用户的端局和疏导局间业务的汇接局。
　　（3）传输设备。
传输设备是连接交换节点、提供传输信号通道的系统，通常由置于系统两端的传输终端设备、通信线
路和间插于线路的中继器组成。
中继器主要起补偿线路衰耗、延长传输距离的作用。
为提高传输网络的效率，现代通信采用各种复用技术，使传输系统不仅能在点一点间提供许多宽带信
号通道，还能在线路中串人分出／插入复用设备，沿线上／下部分通道，扩大通信系统的服务范围或
覆盖范围。
　　2.通信系统性能度量　　通信系统的质量指标包括：有效性，指信道一定时，系统能传输信息内
容的多少；可靠性，指系统接收端恢复信息的准确程度。
影响通信质量的因素有信道的特征及各种限制因素，表示信息本身的信号或编码方式及传输方式等。
有效性和可靠性是通信系统相辅相成的两个体系，模拟通信系统与数字通信系统又有所不同。
　　模拟通信系统的有效性指在给定信道带宽内能容纳通信路数的多少，也可用传输单路信号的有效
带宽衡量；可靠性指通信系统接收端的输出信噪比（SNR）。
每路模拟信号需占用一定的信道带宽，可通过频率分割复用，以复用路数多少体现其有效性，或根据
业务性质减少信号带宽。
如语音信号的调幅单边带仅4kHz，比调频信号带宽小数倍，这样就能充分利用传输信道能力，提高通
信系统的有效性。
　　数字通信系统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信道通过的信息速率，可靠性则表现为传输产生的错误概率。
基带数字信号可采用时分多路复用以充分利用信道带宽，码分多路、波分多路等也可以提高数字通信
系统的有效性；另外，为利用有限的信道带宽支持信源信息量大的业务传输，根据信息理论可采用信
源压缩编码，即消除源信息中冗余部分，如电视信号的有效信息仅4％，采用无失真压缩编码，能达
到30多倍压缩率。
更进一步，根据不同应用要求，还可去掉一些次要信息，这种有损压缩编码可压缩百倍，较好地满足
一般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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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概念简洁、原理明了、材料丰富、内容新颖、文字流畅、条理清晰，其体例安排及内容裁剪
等都具有鲜明特色。
《现代通信技术与应用》可用于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安全防范等专业的本科或专科，及通信专业
的高职、高专，对工程人员、在职培训及个人自学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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