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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香农定理为实现通过有噪信道的可靠通信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50余年来，作为信息论的一个分支，信道编码已从理论研究走上了工程应用。
随着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信道编码技术在通信、计算机网络、工业自动控制
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信道编码原理在许多学校的电子工程专业或通信工程专业的教学大纲中被列为必修或指定选修课程。
　　作者参阅了关于编码理论的教材和一些其他著作（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鸣瑞教授和邹世开教授
编著的《编码理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王新梅教授和肖国镇教授编著的《纠错码原理与方法》等）
，并针对航空航天院校的专业特点，考虑到教学大纲的学时安排，内容上力求以较少的数学论证将信
道编码的基本原理、概念和方法叙述清楚、准确。
　　编码理论是一门理论与应用关系十分密切的学科，从它的产生背景、发展与应用内容等方面均与
电子、通信、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并得到一系列的重要应用。
尤其与近代网络通信、数据加密与安全技术、多媒体技术密不可分。
因此，结合当今编码理论研究与应用的发展编写了本教材，以期能适应我国科学技术和教学发展的要
求。
　　全书共8章。
在第l章的概述中，通俗地介绍了信道编码的基本思想和它在通信系统中的地位。
第2章介绍了线性分组码。
第3章介绍了必要的数学基础，这是学习BCH码所必需的知识。
第4章介绍了循环码。
第5章研究了BCH码和RS码，这一章是分组码的重点内容。
第6章讨论了卷积码的基本概念、代数译码、序列译码和维特比译码算法，简要分析了各种译码法的
性能和特点。
第7、8两章主要研究Turb0码和LDPC码。
本书对纠错编码的实际应用具有指导作用。
各章后面都有一些难易程度不等的习题，可供读者选用。
　书末有较详细的参考文献，可供阅读时参考。
　　本书由赵琦、刘荣科编写，其中，第l至第6章由赵琦编写，第7、8两章由刘荣科编写。
在编写过程中，始终得到张鸣瑞教授和邹世开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限于作者的水平，书中难免有不妥和错误，敬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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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编码理论》是论述信道编码的一本教材，主要介绍了编码理论的基本知识。
全书共8章，主要内容包括线性分组码和卷积码。
线性分组码中主要介绍循环码、BCH码、RS码；卷积码中主要分析反馈大数逻辑译码、序列译码和维
特比译码；最后对Turbo码和LDPC码做了专题讨论。
各章原理的叙述力求突出概念和思路，尽量除去烦琐的数学推导，设计与应用尽量采用实例分析；同
时，给出了具体的实现电路，系统性强，并注重工程应用，为工程化实现提供基础。
这对于需要获得编码理论基础知识的学生和在这些领域从事研究的工程技术人员将是有益的。
　　《编码理论》可以作为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也可供从事通信、控制、计算
机等相关领域的有关科研人员学习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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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本章主要介绍信道编码在数字通信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信道编码的一些基
本概念。
　　1.1　信道编码在数字通信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信道编码是为了保证通信系统的传输可靠性，
克服信道中的噪声和干扰而专门设计的一类抗干扰技术和方法。
编码理论始创于1948年，香农（Shannon）在他的开创性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中指出：任何一个通信信道都有确定的信道容量C，如果通信系统所要求的
传输速率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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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编码理论》对纠错编码的实际应用具有指导作用。
各章后面都有一些难易程度不等的习题，可供读者选用。
书末有较详细的参考文献，可供阅读时参考。
《编码理论》由赵琦、刘荣科编写，其中，第l至第6章由赵琦编写，第7、8两章由刘荣科编写。
在编写过程中，始终得到张鸣瑞教授和邹世开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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