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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原理》

内容概要

《通信原理》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系统地介绍现代通信的基本概念、基本理
论和基本分析力法。《通信原理》共12章：绪论、随机信号与噪声分析、信道与噪声、模拟调制系统
、数字基带传输系统、数字信号的频带传输、现代数字调制技术、模拟信号的数字传输、差错控制编
码、数字信号的最佳接收、同步原理、现代通信系统介绍。章后设有思考题和习题。书后有4个附录
：常用三角函数公式、Q函数和误差函数、傅里叶变换、部分习题答案。全书内容丰富、取材新颖，
叙述由浅入深、简明透彻，概念清楚、重点突出，既便于教师组织教学，又适于学生自学。
《通信原理》可作为普通高等学校通信、电子、信息、控制、计算机应用等专业本科生教材，也可
供IT类专业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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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模拟通信系统，它主要包含两种重要变换。一是把连续消息变换成电信号（发送端信源完成
）和把电信号恢复成最初的连续消息（接收端信宿完成）。由信源输出的电信号（基带信号）由于具
有频率较低的频谱分量，一般不能直接作为传输信号而送到信道中去。因此，模拟通信系统里常用第
二种变换，即将基带信号转换成适合信道传输的信号，这一变换由调制器完成；在接收端同样需经相
反的变换，它由解调器完成。经过调制后的信号通常称为已调信号。已调信号有三个基本特性：一是
携带有消息，二是适合在信道中传输，三是频谱具有带通形式，且中心频率远离零频。因而已调信号
又常称为频带信号。　　必须指出，从消息的发送到消息的恢复，事实上并非仅有以上两种变换，通
常在一个通信系统里可能还有滤波、放大、天线辐射与接收、控制等过程。对信号传输而言，由于上
面两种变换对信号形式的变化起着决定性作用，它们是通信过程中的重要方面，而其他过程对信号变
化来说，没有发生质的作用，只不过是对信号进行了放大和改善信号特性等，因此，这些过程我们认
为都是理想的，而不去讨论它。　　模拟调制系统的详细讨论，将在本书第4章中进行。　　1.3.3 数
字通信系统的组成　　信道中传输数字信号的系统，称为数字通信系统。数字通信系统可进一步细分
为数字频带传输通信系统、数字基带传输通信系统、模拟信号数字化传输通信系统。　　1.数字频带
传输通信系统　　数字通信的基本特征是，它的消息或信号具有“离散”或“数字”的特性，从而使
数字通信具有许多特殊的问题。例如前面提到的第二种变换，在模拟通信中强调变换的线性特性，即
强调已调参量与代表消息的基带信号之间的比例特性；而在数字通信中，则强调已调参量与代表消息
的数字信号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　　另外，数字通信中还存在以下突出问题：第一，数字信号传输
时，信道噪声或干扰所造成的差错，原则上是可以控制的，通过所谓的差错控制编码来实现。于是，
就需要在发送端增加一个编码器，而在接收端相应地增加一个解码器。第二，当需要实现保密通信时
，可对数字基带信号进行人为“扰乱”（加密），此时在接收端就必须进行解密。第三，由于数字通
信传输的是一个接一个按一定节拍传送的数字信号，因而接收端必须有一个与发送端相同的节拍，否
则，就会因收发步调不一致而造成混乱。另外，为了表述消息内容，基带信号都是按消息特征进行编
组的，于是，在收发之间一组组编码的规律也必须一致，否则接收时消息的真正内容将无法恢复。在
数字通信中，称节拍一致为“位同步”或“码元同步”，而称编组一致为“群同步”或“帧同步”，
故数字通信中还必须有“同步”这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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