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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职高专电子、通信类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通信原理》以现代通信系统为背景，全面介绍通信系
统的一般模型和通信技术的基本原理，内容包括通信基本理论、信息论基础知识、模拟通信系统、数
字通信系统、差错控制编码和同步原理。《高职高专电子、通信类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通信原理》
内容简练，理论联系实际，对基本原理的分析深入浅出，并配有大量的典型例题和习题，便于自学。
《高职高专电子、通信类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通信原理》可作为高职高专通信工程专业和电子类相
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以作为自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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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4章　模拟信号的数字化　　4.3　脉冲编码调制（PCM）　　脉冲编码调制（PCM）是将模拟
信号变成数字信号的一种编码方式。PCM在实际的系统中应用十分广泛，目前我们常用的电话系统采
用的就是PCM编码，此外，在光纤嗵信、数字微波通信以及微波通信中都应用了PCM技术。　　PCM
主要包括3个步骤，分别是抽样、量化和编码。　　抽样就是把时间上连续的模拟信号转换成时问上
离散的抽样信号，注意，此时抽样信号在幅度上是连续的。　　量化就是把幅度上连续的抽样信号转
换成幅度上离散的量化信号。量化后，连续的幅度被有限的离散的幅度值代替，量化前的信号和量化
后的信号之问的差值称为量化误差。显然量化误差越小，量化后信号的精度越高。　　编码则是把量
化后的离散幅度值用二进制数表示。显然，量化后的离散值越多，需要的二进制的位数也越多，因此
其精度越高。我们经常听的CD音乐采用的是16 bit量化编码，可以表示216个离散样值，显然其精度要
远远大于我们的电话系统（8 bit编码，可表示28个离散样值），这也是CD音乐比电话更逼真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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