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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原理》

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现代通信系统的传输技术和交换技术，以数字通信为主，另外还简单介绍了目前常用的四大
通信系统。
    本书共12章，内容包括模拟信号的数字化与信源压缩编码、信道编码、信道及其复用与多址技术、
模拟调制系统、数字基带系统、数字调制系统、扩展频谱系统、数字交换技术以及现代通信系统简介
等。另外，还给出了学习本课程所必需的基础知识，如信号分析的主要结论，数字信号的最佳接收及
锁相环的基本原理。
    本书内容丰富，取材新颖，理论联系实际，物理概念清楚，书中列举了许多例题，且每章后都有足
够数量的思考题和习题。
    书可以作为高等院校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等电子类专业高年级本科生教材，也可以作为电子通
信领域在职研究生班的教材，还可以作为通信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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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错，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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