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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讲述了现代通信原理，包括现代通信系统的组成、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分析与设
计方法及应用。全书共分为14章，主要内容有模拟通信原理、数字通信原理、通信网和
通信系统举例，侧重于数字通信原理。
  本书在内容上力求科学性、先进性、系统性与实用性；在讲述上力求概念清楚、重点
突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及其他相近专业本科生教材或研究生参考书；也可供从事通信、电子、信息等工作
的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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