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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纠错编码与调制理论及应用》

前言

　　信道编码与调制是整个通信理论的精髓，广泛应用于宇航深空通信、个人移动通信、公用电话网
、互联网和DVD纠错等各种场景，为信息化社会提供了高效、可靠的技术保障。　　1948年，香农
（Shannon）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The Mathematical Theoryof Communications（通信的数学理论
）》一文，为信道编码技术指明了发展方向。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经过Hanming、Golay、Reed
、Solomon、Massey、Berlekamp、Elias、viterbi、Forney、Shu Lin、Gallager等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纠
错码理论与技术不断发展并完善。尤其是在世纪之交，C.Berrou提出了Turbo码，随后Mackay和Neal重
新发现了LDPC码，这两种编码都逼近了BPSK调制下的加性高斯白噪声信道容量。目前，Turbo码已经
成功应用到第三代移动通信的标准中，而L，DPC码则是下一代移动通信和深空通信纠错技术的研究
热点。在编码调制技术方面，基于分组码的多级编码调制、网格编码调制（TCM）和Turlbo-网格编码
调制（T-TCM）等带宽有效的编码调制技术相继提出，提高了高频谱利用率下的功率有效性。以香农
信息论为代表的纠错编码和调制理论进入了一个总结归纳的成熟期，同时也意味着下一次技术突破即
将来临。未来的移动通信要求在有效的无线带宽内提高吞吐量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宽带业务需求，而吞
吐量是带宽有效性与功率有效性的综合体现。但是，目前的编码调制技术相对于高带宽利用率的衰落
信道容量还有很大距离，其功率有效性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这些都是学术界和产业界急需解决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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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纠错编码与调制理论及应用》系统地介绍了编解码理论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和基本应用。《
现代纠错编码与调制理论及应用》内容可以分为4部分：第一部分内容为绪论、信息论基本知识、纠
错码基本理论与基本概念以及纠错码的代数基础；第二部分内容为线性分组码、循环码、卷积码以及
级联码等；第三部分内容为Turbo码、LDPC码以及统一编码和密度进化理论；第四部分内容为现有的
移动通信中的纠错码、无线信道估计与Turbo码补偿解码、未来移动通信中的LDPC码以及未来移动通
信标准中的调制技术。
《现代纠错编码与调制理论及应用》的特点是尽量避免枯燥的数学证明和深奥的理论分析，注重强调
纠错码技术的基本概念、方法和实际应用。《现代纠错编码与调制理论及应用》可以作为通信领域工
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以作为通信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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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纠错理论的历史回顾　　通信的主要目的是保障消息传递的可靠性、有效
性和安全性。然而，可靠性和有效性往往是相互矛盾的，不失一般性，增加更多发送信息的冗余度可
以使通信更可靠，但是浪费了系统带宽，有效性降低了。纠错码理论就是在解决这对矛盾的过程中不
断向前发展的。事实上，纠错码的本质是寻找增加冗余度的一种最有效的方法，从而接收信息受到一
定干扰的条件下仍然能够可靠地恢复原始的有效的方法，从而在接收信息受到一定干扰的条件下仍然
能够可靠地恢复原始的发送信息。　　一个简化的数字能信系统如图1-1所示，为了克服传输过程中的
各种各样的干扰，往往要人为地加入一些冗余度，使其具有自动检错或纠错能力，这种能力由图中的
纠（检）错编码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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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纠错编码与调制理论及应用》中有信道编码和调制方法的基本理论与技术应用，编码调制
领域最新理论与技术发展，作者多年的创新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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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码 调制
2、8578276675 （已送达）未送到为何说已送达!
3、这方面的书，国内出版的感觉都不如林舒的差错控制编码写的好。推荐林舒。
4、写的不错，买书**当
5、先是在图书馆看的这本书，觉得很好，然后去逛书店，没发现这本书，就来当当看了看，看到这
本书就买了，发现是很好的一本书，很值得一看啊，讲了各种编码，而且比较易懂，比较适合入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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