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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原理》

前言

　　“通信原理”是通信与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多年教学实践经验表明，“通
信原理”课程内容具有“物理中的数学，数学中的物理”的特点，本书系统深入地分析了通信系统的
模型、基本原理和性能，包括模拟通信系统和数字通信系统，并以数字通信系统为主。从通信信号传
输的角度主要介绍传输信号、调制、均衡和最佳接收内容，从信息传输的角度主要介绍信源和信源编
码、信道容量和信道编码等内容。在编写本教材时，力求概念表达清晰易懂，对理论的分析由浅入深
、条理清楚，重在讲清原理和分析方法，物理概念与必要的理论推导相结合，减少冗长的推导，便于
阅读。使用本书的读者应具备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随机过程、信号与系统等基础知识。　
　第1章主要介绍通信技术的发展、通信系统的组成与分类、通信信道及其数学模型和通信系统的性
能评价。　　第2章结合通信系统性能分析需要，主要论述窄带高斯过程、余弦波加窄带高斯过程和
循环平稳过程，以及平稳随机过程通过线性系统。　　第3章主要介绍模拟调制（幅度和角度调制）
的原理和性能分析比较，以及频分复用原理。　　第4章介绍数字基带传输信号码型和波形（包括部
分响应信号），根据二进制基带传输系统的等效模型，分析影响系统性能的损伤因素，采用联合最佳
化的分析法，导出最佳传输系统的结构和最佳接收机的性能，其中还介绍了准匹配滤波器与匹配滤波
器的比较，以及信道自适应均衡、符号同步等内容。　　第5章介绍了基本的二进制数字调制方式的
基本原理和性能分析，还采用综合法由最佳接收准则导出二进制数字调制系统的最佳接收机的结构和
性能。　　第6章在前一章的基础上论述M进制的数字调制方式的基本原理和性能分析，还论述了适合
无线信道传输的连续载波相位调制和有效性高的多载波调制与正交频分复用（OFDM）。　　第7章介
绍了信息论的基本概念和结论，介绍了无记忆和有记忆两种离散信源无损编码的典型方法。接着围绕
模拟信源的量化、编码进行了讨论，介绍了标量量化方法和矢量量化概念，对波形编码特别是PcM码
作了论述，并简要介绍了预测编码、变换编码和模型基编码的基本情况，最后介绍了数字信号的时分
复用。　　第8章的前三节是信道和编码的基本理论，包括典型的信道模型、信道容量计算以及信道
编码定理。接着以差错控制编码发展的历史轨迹为顺序，以利用冗余度和噪声随机化为基本思路，着
重介绍了分组码、卷积码的编码译码方法，还介绍了TcM码和级联码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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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信原理》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系统深入地分析了通信系统的模型、基本
原理和性能，包括模拟通信系统和数字通信系统，并以数字通信系统为主。从通信信号传输的角度主
要介绍传输信号、调制、均衡和最佳接收内容，从信息传输的角度主要介绍信源和信源编码、信道容
量和信道编码等内容。全书共分10章，包括绪论、随机过程、模拟调制系统、数字基带传输系统、二
进制数字带通传输系统、改进的数字带通传输系统、信源与信源编码、信道容量与信道编码、多径衰
落信道上的数字信号传输和扩频通信系统。
《通信原理》内容和概念的表达清晰易懂，对理论的分析由浅入深、条理清楚，重在讲清原理和分析
方法，物理概念与必要的理论推导相结合，减少冗长的推导，可读性好。
《通信原理》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工程、信息工程、电子工程和其他相近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作
为通信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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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收信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一个大控制系统（如遥控、遥测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通信系统也
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如果收信者是人，那么，接收到的电信号形式的信息，必须再通过相
应的变换器变换成人的感觉器官（耳、眼等）可以接受的形式（声音、图像）。但如果收信者是一个
电子子系统，那么接收到的电信号形式的信息就可以直接送入到该子系统的接口。　　在信源和收信
者之间是发送机、信道和接收机，这是通信系统核心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它们的基本功能简要介绍
如下。　　发送机，主要功能是将信源电信号形式的信息变换成适合信道传输的发送信号。对这种变
换最基本的要求，一是发送信号频率范围要符合信道的频谱配置（大多数实际应用的通信系统都有相
应的国际和国家规范和标准），二是该信号在信道传输过程中应该具有足够能力抗信道噪声和干扰，
以便在接收端还原的信息电信号的“质量”符合要求。发送机的这种变换功能是通过调制器对一载波
调制来实现的。根据输入调制器的信号形式是模拟和数字的不同，分为模拟调制和数字调制，并由此
将通信系统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模拟通信系统和数字通信系统。　　模拟通信系统基本组成框图与
图1.2 —1相似，其中的信源是模拟信源，发送机的主要功能部件是模拟调制器，接收机的主要功能部
件是模拟解调器。信源产生的模拟信号对正弦载波信号的幅度、频率和相位进行调制，分别称为幅度
调制（AM）、频率调制（FM）和相位调制（PM）。这三种调制分别通过载波的幅度、频率和相位
来携带信源的信息，通过信道传送到接收机。日常使用的收音机调幅广播和调频广播就是一种典型的
模拟调制通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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