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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十年来，中国信息产业以3倍于GDP的速率高速增长，成为国民经济第一支柱产业。
与之相适应，与通信有关的信息类工科亦成为我国高等院校重点建设的热门专业。
通信技术基础是通信工程、信息工程、电子科学技术等电子信息类专业的必修课程，旨在培养学生了
解和掌握现代通信系统的基础理论、技术原理和系统分析方法。
该课程又是公认的比较难学的课程之一，大多数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到较大的难度和压力，很多学
生在学完之后总感觉思路不清晰，重点不突出，内容很复杂，难以把握。
从教学角度看，本课程具有如下特点：
（1）应用的基础知识多。
需要具备三方面的基础：工程数学（概率论、数理统计、随机过程）基础、电路（模电、数电、高频
）基础、信号与系统基础。
通信系统中的信号和噪声都认为是一种平稳的随机过程，采用随机信号分析方法，确定其可靠性指标
（误码率），这种方法贯穿于整个课程的学习当中，是学习通信技术基础的精髓。
对系统的设计，实质上是一种信号设计，在信号与系统课程中学习过的时频分析方法等内容在通信技
术基础的学习中将进一步得到应用与深化。

（2）知识面广，系统性强。
通信系统种类繁多，技术全面复杂，而本书只涉及现代多种通信系统共同具备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
方法，因此，学习本书首先要有系统模型概念。
通过该模型，透彻理解系统中各个模块的功能、技术及指标，掌握系统中信号及基本变换关系，从而
全面把握整个课程的知识体系。

（3）理论性强，数学推导与物理概念并重。
本课程中包含的数学推导很多，这意味着要记忆的公式和结论也很多，但这种记忆一定是在理解的基
础之上，要结合物理概念来理解，两者并重，缺一不可。
没有必要的数学推导，就不可能对物理概念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单方面的数学推导，只是一种工具，
目的是加深对原理概念的认识。

（4）工程性强，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通信的理论只有应用于实际工程实践当中，学会应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分析并解决具体的工程应用问题
，才是理论教学的根本目的所在。
因此，本课程的教学，不是简单的理论教学，而是采用多维的教学手段，将理论教学、课程仿真、课
程实验有机地结合起来。

基于以上考虑，围绕本课程的基本特点和规律，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十分注重内容的衔接与递进、知识
的广度与深度、表达的通俗与准确，突出重点、分散难点。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现代通信系统的基本组成、各部分的工作原理、技术性能指标分析、实际工程
应用及采用的最新技术与发展趋势。
为充分体现应用性特色教学的需要，各章节内容的安排力争科学系统、简明扼要、条理清楚，知识的
表达力求理论分析简明、物理概念清晰、联系应用具体、注重启发思维。

全书共12章，第1章是绪论，从通信发展简史及展望引导出通信的基本概念与通信系统及通信网的基本
构成；第2章和第3章主要分析了通信系统的数学工具，如果读者已有先修基础，可将其作为复习内容
；第4章阐述了目前正在应用的各种模拟调制方式的基本原理及其性能分析；第5章和第6章主要介绍了
数字信号传输系统的基本理论；第7～9章主要介绍了香农信息论的基本理论；第10章阐述正交码与伪
随机码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第11章介绍了正交频分复用多载波调制技术，由于它能有效抗频率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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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衰落，有望成为第四代蜂窝移动通用通信空中接口的候选技术；第12章介绍了通信网的基本原理，
阐述交换的基本原理、信令和协议的基本概念以及下一代通信网的发展方向。

本书由黄山学院信息工程学院的胡彩霞、河北省沙河市职教中心的李玉敏主编，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的任越美、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张旭、安徽建筑工业学院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的钟娟为副主编
。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之处，敬请各位老师和同学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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