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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通信技术也不例外，正向着数字化、智能化、综合化和
个人化等方向不断迈进。
通信技术领域的更新与发展都是以通信基本原理为基础的，因此，作为通信行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只
有掌握了通信系统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理论，才能适应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
　　“通信原理”属于电子信息类各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它不仅是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学
生的必修课，还是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科目之一。
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深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自动控制以及光电子等专业也纷纷开设通信原
理课程。
“通信原理”课程涉及概率与统计、随机过程、信号与系统分析、数字电路、模拟电路、通信电路等
多门先修的课程，具有理论性强、知识面广的特点。
随耆知识的不断膨胀和更新，学习者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如何花费较少的时间获得较多的知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任何一个层次的学习，都应以学习者为主体。
一本合适的教材不仅要有明确而具体的目标，还要立足于读者的基础和需求，按照一定的认知规律引
导读者循序渐进的学习知识。
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通信原理是学习其他后续专业课程的基础，因此学好通信原理课程对于专业学
习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笔者基于“通信原理”的专业基础课程的思想出发，同时考虑到大学生的基础和学习需求，教材
在内容的安排上和知识点的组织方面做了相应的调整。
目的是培养学生掌握通信基础背景和通信的基本理论知识，便于在相关领域中应用通信原理知识及技
术解决实际问题。
　　为此，我们根据多年的教学反馈，考虑到电子信息类各专业学生的基础和学习需求的不同，从知
识的应用角度出发，教材做了如下调整。
　　（1）学生对信号的能量及功率密度的理解比较困难，为此，在内容的安排上增加了确定信号的
分析。
因为随机过程的知识比较难理解，弱化了随机过程理论的推导，尽量用确定信号分析结论来类比随机
过程的分析结论。
　　（2）为了加强学生对通信系统的基本理论和背景的学习，在分析通信系统信噪比的环节方面，
我们强化模拟通信系统、数字基带系统、基本数字调制系统的信噪比分析，弱化了其他信噪比环节的
理论推导，如多进制数字调制、PCM、DPCM等方面的信噪比分析被略掉，只给出定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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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通信系统的基本原理与技术。
全书共分10章，内容包括绪论、信号与分析、模拟调制系统、数字信号的基带传输系统、正弦载波数
字调制系统、模拟信号的数字传输、同步原理、差错控制编码、先进的数字带通调制与解调、信道复
用与通信网等内容。
　　在保持一定理论深度的基础上，本书尽可能地简化数学分析过程，突出对概念、新技术的介绍，
增进与实际系统的联系。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电子信息等相关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和通信工程技术人
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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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消息是物质或精神状态的一种反映。
例如，话音、文字、音乐、数据、图片或图像等都是消息。
人们接收消息时，所关心的是消息之中包含的有效内容，即信息。
通信就是进行信息的时空转移，即把消息从一方传输到另一方。
所以通信就是信息的传输或消息的传输。
　　电通信的历史并不长，至今只有170年的时间。
一般把1837年莫尔斯发明的有线电报标志着人类开始使用电通信，尽管那时的通信距离只有70 km。
1876年贝尔发明的有线电话被称为现代通信的开端。
1918年，调幅无线广播、超外差接收机问世；1936年，商业电视广播开播.⋯⋯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电信技术也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发展。
先后形成了脉冲编码理论、信息论、通信统计理论等重要的理论体系。
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的问世，特别是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发展，
不仅使模拟通信电路获得了高速发展，而且促成了具有广阔前景的数字通信的形成和发展。
在通信种类上，相继出现了脉冲编码通信、微波通信、卫星通信、光纤通信、计算通信等。
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密切结合，使通信的对象突破了人与人的范畴，实现了人与机器或机器与机器之
间的通信。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除了传统的电话网以外，各种先进的通信网蓬勃发展。
例如，移动通信网、综合业务数字网、公用数据网、智能网、宽带交换网等等。
先进的通信技术使通信不断地朝着综合化、宽带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为入类提供更方便快
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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