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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第1章 绪论

第2章 选频网络

第3章 高频小信号放大器

第4章 非线性电路、时变参量电路和变频器

第5章 高频功率放大器

第6章 正弦波振荡器

第7章 振幅调制与解调

第8章 角度调制与解调

第9章 数字调制与解调

第10章 反馈控制电路

第11章 频率合成技术 
主要参考教材

课程简介

参考教材：

张肃文编，《高频电子线路》（第六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

张肃文编，《高频电子线路学习指导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4

课程代码： 306012   课程名称：通信电子电路

CEC课程群

中国大学MOOC：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XDU-1002199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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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目标

1. 掌握高频通信电子线路各单元电路的基本概念、工作原理和电路组成。

2. 掌握各种非线性电子线路分析和设计方法，为后续课程打下必备的基础。

3. 熟练地掌握高频通信电子线路常用测试仪器的使用方法与基本测试技术，对通信电子线路的基本

单元电路具有初步设计、安装和调试的能力。

➢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 能够运用数学模型和相关专业知识对通信工程问题进行分析和求解；

2. 掌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相关的现代专业仪器、设备的基本原理、操作方法，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3. 能够应用现代工具和仿真平台对通信系统复杂工程问题进行预测与模拟。 

4. 具备终身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能够运用信息和文献工具，自主学习知识。

➢ 考核方式

     方案1：平时10%+作业10%+实验20%+期中20%+期末40%

     方案2：课堂10%+作业10%+期中30%+期末50%      实验单独计算成绩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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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线路分类

电子线路

模拟电路

数字电路

线性（低频）

非线性（高频）
模拟信号

数字信号

离散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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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器件与非线性器件

晶体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等器件，在静态工
作点合适，且小信号工作时，输出与输入之间呈线
性关系，此时的器件为线性器件。

线性电子线路

非线性电子线路

线性器件

非线性器件

非线性电子线路广泛应用于通信系统中，如倍频器、
混频器、调制器、解调器等。

非线性器件的分析不再满足齐次性和叠加性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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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电子线路主要分析对象和方法

1)能量转换
有输入信号控制
（非谐振功放、谐振功放）

无输入信号控制
（振荡器）

2)频率变换
线性频谱搬移
（混频、调幅、检波）

非线性频谱搬移
（调频、鉴频、调相、鉴相）

1. 主要分析对象

1)解非线性微分方程

2)数值分析

3)工程分析
图解法

解析法

2. 主要分析方法

幂级数分析法

指数函数分析法

折线近似分析法

线性时变系统分析法

差动特性分析法

开关函数分析法
矢量分析法

解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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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绪论

 1.1 无线通信发展简史

 1.2 无线电信号传输原理

 1.3 通信的传输媒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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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无线通信发展简史

◼ 1837年莫尔斯发明电报，创造莫尔斯电码，开创通信的新纪元。 

◼ 1876年贝尔发明电话，能够直接将语言信号变为电信号沿导线传送。

◼ 1864年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从理论上证明了电磁波的存在，为后来
的无线电发明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 1887年德国物理学家赫兹以卓越的实验技巧证实了电磁波的客观存在。

莫尔斯、贝尔、法拉第、麦克斯韦、赫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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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无线通信发展简史

俄国物理学家波波夫也对无线电通讯作出重要
的贡献，1895年他发表了论文，并公开演示
了他制作的“雷电指示器”，实际上是一台无
线电接收机。 

波波夫及实验用的接收机 马可尼

◼ 1895年马可尼首次在几百米的距离实现电磁波

通信，1901年首次完成横渡大西洋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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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无线通信发展简史

弗莱明和他发明的二极管

◼ 1904年，弗莱明发明电子二极管，
成为进入无线电电子学时代的标志。 

弗雷斯特和他发明的三极管

◼ 1907年李·德·福雷斯特发明了电子三极管，
用它可组成多种重要功能的电子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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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无线通信发展简史

◼ 1948年肖克莱、巴丁和布拉顿发明了晶体三极
管，它在许多方面已取代了电子管的传统地位。

◼ 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将“管”、“路”
结合起来的集成电路。 

杰克基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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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信息时代—起源

电磁波传播信
息，速度增长
几十亿倍

信息可以被储存在文字中进
行传播，解决了语言的时间
和空间的局限性

第一次
信息革命

第二次
信息革命

第三次
信息革命

第四次
信息革命

第五次
信息革命

第六次
信息革命

语言的创造

猿→人
信息得
以交流
和传递

文字的出现

印刷术的发明

扩大了信息的
交流、传递的
容量和范围

无线电的发明

电视的出现

声音、图片影
像、文字

实现同时远距
离实时传播

计算机与互联网的使用

突破了人类大脑及感觉器
官加工利用信息的能力，
人类进入信息社会时代

第七次
信息革命
WHEN?

WHAT?

 信息革命



13/42

信息科学的发展历程

A. Turning

计算机科学之父

C. Shannon

信息论之父

N. Wiener

控制论之父

1936

图灵提交论文

《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性问题上的应用》

1946

世界首台由真空电子器件组成的通用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冯･诺依曼提出著名的“程序内存”架构

1948

香农发表《通信的数学理论》

标志着信息论的创立

1948

维纳发表

《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

标志着控制论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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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无线通信发展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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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的基本问题

信息如何度量？ 信息如何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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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的基本问题

信息如何度量？ 信息如何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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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通信在智能时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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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进维度的逐步扩展



19/42

传统通信的堆叠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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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通信的潜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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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通信的生态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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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绪论

 1.1 无线通信发展简史

 1.2 无线电信号传输原理

 1.3 通信的传输媒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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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无线电信号传输原理

通信系统框图

通信系统是指“电通信” ，包括移动通信、电报、
电话、广播、电视、雷达、遥测、遥控等。

信号源

接收设备

发送设备

传输信道

收信装置

1、消息：由收发双方共同约定的字母、
数字、文字、语言等。

2、信息：消息中的有效成分。

3、信号：任何随时间变化的物理量称为
信号。通常指电信号，如u(t),i(t)等。

4、信道：信号传输的媒质。如导线、
光缆、波导、空气。

5、信号的带宽：信号的最高频率与最
低频率之差 也就是这个信号所拥有的频
率范围, 叫做该信号的频谱宽度, 
简称为频宽,也叫带宽.

➢ 1.2.1 传输信号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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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无线电信号传输原理

一个无线通信系统框图

➢ 1.2.1 传输信号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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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无线电信号传输原理

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告诉我们，只要空间某个区域有振荡的电场或
磁场，就会产生电磁波． 

理论的研究证明，振荡电路单位时间内辐射出去的能量，与振荡频率的四

次方成正比。振荡电路的频率越高，发射电磁波的本领越大。 

要向外界发射电磁波，振荡电路必须具有如下的特点：

第一，要有足够高的频率。

由闭合电路变成开放电路

第二，电路必须开放。 

实际开放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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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无线电信号传输原理

➢ 1.2.2 无线信号的产生与发射

图 1.2.3  正弦调幅波形

将音频信号“装载”在高频载波上，以利于由
天线发射和接收，该过程称为“调制”。

3、通频带。中心频率越高，所能容纳
的电台数目越多，但又不能无限升高。

调制的意义

2、区别不同的音频信号，防止串台。

1、馈送到天线上的信号波长和天线
尺寸相当时，天线才能有效地辐射和
接收电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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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无线电信号传输原理

➢ 1.2.2 无线信号的产生与发射

无线广播的频率：
        解调后中频中心频率：
AM：465kHz  FM：10.7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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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无线电信号传输原理

➢ 1.2.2 无线信号的产生与发射

20log(Au/Aum)
= 20log(Au)
= 20log(0.707)
= -3dB 

-3dB带宽的定义和理解

也叫：半功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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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无线电信号传输原理

➢ 1.2.2 无线信号的产生与发射

调制：由携有信息的电信号去控制高频振荡信号的某一参数，使该参数
按照电信号的规律而变化。 

( ) ( )sinc m cv t E e t= +

其中：  v(t) 为调制后的瞬时幅值；         Ec为载波信号的峰值幅值；
             em为调制信号的瞬时幅值；            为载波频率。c

解调：调制的逆过程，将已调信号变换为携带有信息的电信号。
Modulation & Demodulation

涉及到三种信号： 基带信号也叫调制信号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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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无线电信号传输原理

➢ 1.2.2 无线信号的产生与发射

调制的方式 ( ) sin( )v t A t = +
3、调相

1、调幅

2、调频
调角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5

-1

-0.5

0

0.5

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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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无线电信号传输原理

➢ 1.2.2 无线信号的产生与发射

调幅发射机的基本组成框图

高频部分

低频部分

天线

调幅发射机(以调幅广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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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无线电信号传输原理

➢ 1.2.3 无线信号的接收

最简单的接收机方框图

直接放大式接收机方框图

1. 选频回路为带通滤波器，通过改变其中心频率实现选择不同电台；
2. 检波器，接收调幅信号，解调器为振幅检波器，接收调相信号，

解调器为鉴相器；接收调频信号，解调器为鉴频器；
3. 缺点：接收灵敏度太差，选择性也差，很少直接采用。但选频回

路和解调器是任何接收机不可缺少的部分。

1. 灵敏度较高，输出功率也较大，特别适用于固定频率的接收；

2. 在用于多个电台接收时，其调谐比较复杂；

3. 高频小信号放大器的整个接收频带内，频率高端的放大倍数

比低端要低，对不同的电台接收效果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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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无线电信号传输原理

➢ 1.2.3 无线信号的接收

图 1.2.11  超外差式接收机方框图

本机
振荡器

高频
放大器

混频器 中频
放大器

振幅
检波器

低频
放大器

变频器

超外差接收机(以调幅广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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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无线电信号传输原理

➢ 1.2.3 无线信号的接收 收发机

音频
放大器

调制器 激励放大
输出功
率放大

载波
振荡器

天线开关

高频放大混频器
中频放大
与滤波

解调器
音频
放大器

话
筒

本地
振荡器

扬
声
器

变频器

超外差式接收机
Superheterody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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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绪论

 1.1 无线通信发展简史

 1.2 无线电信号传输原理

 1.3 通信的传输媒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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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通信的传输媒质

➢无线传输信道

图 1.2.3  通信系统框图

接收设备发送设备 传输媒质

根据传输媒质的不同，分为有线通信与无线通信。

有线
电视网广播网

电视机
收音机

局域网

计算机1

计算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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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通信的传输媒质

➢无线电波主要传播方式

    特点：传播性能稳定可靠，但由于地面不是理想的导体有能量的损耗。

主要用于长距离通信、导航和广播。 

电波沿着地球弯曲表面传播，如下图所示：1、绕射传播（地波）

适合频率f：

1.5MHz以下

(λ为200m以上)的中长波。



38/42

1.3 通信的传输媒质

➢无线电波主要传播方式

利用电离层的折射和反射来实现传播

电离层

2、折射和反射传播（天波）

适合频率f：  

1.5MHz～30MHz

（10m～200m)的短波

特点：电离层的特性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通信的稳定性较差，但传播距离远。

主要用于广播、船舶通信、和飞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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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通信的传输媒质

➢无线电波主要传播方式

电波从发射天线发出，沿直线传播到接收天线

特点：这种传播的距离只限制在视距范围内（也叫视距传播）增高天线可以
提高直线传播的距离。

3、直线传播（空间波）

适合频率f：
30MHz以上的超短波
(波长λ为10m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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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通信的传输媒质

➢高频电子线路的工作频段

音  频 射  频 微 波

MHz300KHz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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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1. 了解信息科学前沿方向

2. 了解无线通信的发展历史、应用和前沿

3. 掌握线性与非线性（器件、电路）的含义

4. 理解调制和解调的含义与意义

5. 掌握通信系统的基本组成、传输原理、传输媒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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