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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系统仿真技术在电子工程领域的应用已越来越广泛，信号级系统仿真软
件SystemView的出现标志着仿真技术在通信领域的应用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System
View数字通信系统仿真设计》(戴志平、梅进杰、罗菁、陈振云等编写)以读者最容易理解的方式介绍
了
SystemView系统软件的组成、安装及使用，通过大量的实例曲浅入深地讲解了该软件的使用及有关数
字通信系统模型的建立过程。

 《System
View数字通信系统仿真设计》既是一本详细的SystemView软件使用手册，又是一本较好的现代数字通
信系统原理的仿真实验教材，可作为通信专业本科生EDA实验教学的教材使用，也可作为硕士研究生
或工程技术人员的技术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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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4童数字基带传输系统 通信的根本任务是远距离传递信息，准确地传输数字信息
是数字通信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数字传输系统中，其传输对象通常是二进制数字信息。
它可能是来自计算机、网络或其他数字设备的各种数字代码，也可能来自数字电话终端的脉冲编码信
号。
设计数字传输系统的基本考虑是选择一组有限的离散的波形来表示数字信息。
这些离散波形可以是未经调制的不同电平信号，也可以是调制后的信号形式。
由于未经调制的脉冲电信号所占据的频带通常从直流和低频开始，因而称为数字基带信号。
在某些有线信道中，特别是传输距离不太远的情况下，数字基带信号可以直接传送，我们称之为数字
信号的基带传输。
而在另外一些信道，特别是无线信道和光信道中，数字基带信号则必须经过调制，将信号频谱搬移到
高频处才能在信道中传输，我们把这种传输称为数字信号的调制传输（或载波传输）。
如果把调制与解调过程看作是广义信道的一部分，则任何数据传输系统均可等效为基带传输系统。
因此掌握数字信号的基带传输原理是十分重要的。
通过SystemView提供的仿真环境对数字基带传输中的某些问题加以仿真、分析，能帮助我们进一步加
深对这些抽象概念的理解，并增强感性认识。
 4.1数字基带信号传输无失真条件 原始二进制数字基带信号波形多数都是矩形波，在画频谱时通常只
画出其能量最集中的频率范围，但这些基带信号在频域内实际上是无穷延伸的。
如果直接采用矩形脉冲的基 带信号作为传输码型，由于实际信道的频带是有限的，则传输系统接收端
所得的信号频谱必定与发送端不同，这就会使接收端数字基带信号的波形失真。
大多数有线传输情况下，信号频带不是陡然截止的，而且基带频谱也是逐渐衰减的，采用一些相对来
说比较简单的补偿措施（如简单的频域或时域均衡）可以将失真控制在比较小的范围内。
较小的波形失真对于二进制基带信号影响不大，只是使其抗噪声性能稍有下降，但对于多元信号，则
可能造成严重的传输错误。
当信道频带严格受限时（如数字基带信号经调制通过频分多路通信信道传输），波形失真问题就变得
比较严重，尤其在传输多元信号时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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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System View数字通信系统仿真设计》主要是针对SystemView4.5（5.0）版本仿真软件的使用说明，主
要是许多实例在这个系统中的具体运用。
《System View数字通信系统仿真设计》对SystemVue软件的使用未做过多的说明。
《System View数字通信系统仿真设计》主要由戴志平、梅进杰、罗菁、陈振云等编写，此外，高路、
张俞进、刘海霞、申杨等也为《System View数字通信系统仿真设计》完成做了大量的文字和实例的验
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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