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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无线电通信的重要发展历史和重要事件

高频电子线路是无线电通信的电路基础，也是无线电通信
在近200年的发展历史中，思想和技术积累和进化出的知识体系。

“不在一起，彼此能看到听到”
——跨越空间的交流是古人的幻想，人类用了200年的时间，把这一幻想变成了现实。



• 法拉利发现了
电磁感应定律

1831年

• 美国莫尔斯创
造莫尔斯电码

1838年
• 英国物理学家

麦克斯韦建立
完整电磁波理
论

1864年

• 德国物理学家
赫兹验证了麦
克斯韦电磁理
论

1887
• 意大利马可尼

和俄国波波夫
发明无线电

1895年

• 马可尼跨越英吉
利海峡两岸无线
电报试验成功，
通信距离45公里

1898年

• 马可尼实现横
跨大西洋无线
电报

1901年
• 发明电传打字

机

十九世纪20
年代

• 电传打字电报
机传入中国

20年代末
• 电报业务

终止

 21世纪

1、无线电报的起源和发展

1.1  无线电通信的重要发展历史和重要事件



• 英国电气工程
师弗莱明发明
真空二极管

1904年

• 德福雷斯特发
明真空二极管

1906年
•  德福雷斯特

完成最早的无
线电广播实验

1906年

• 邓伍迪和皮卡
尔德，发明矿
石收音机

1910年
• 美国工程师阿

姆斯特朗发明
超外差电路 

1913年

2、无线广播的发展

• 法国吕西安、
莱维制成超外
差式收音机

1913

• 第一个商业广
播电台KDKA
开始播音

1920年
• 超外差式收音

机投入市场

1924年

• 晶体管收音机
问世

1955年
• 调频立体

声广播兴
起

 1962年

1.1  无线电通信的重要发展历史和重要事件



1.2  通信电路与系统的组成

信号传输原理图

发送设备 接收设备



信道

噪声源

基带
信号

基带
信号

已调
信号

已调
信号

信源
输入变换

器
发送设

备
接收设

备
输出变
换器 信宿

噪声和干扰

大地

1.5MHz以下的中、长波——地波

信号的来源 得到原信息将信号变换
成电信号

选频
放大
解调

调制放大 恢复原信号

1.2  通信电路与系统的组成



（1）基带信号直接发送存在的问题

声音 话  筒 基带信号 传到远方

图像 摄像机 基带信号 传到远方

① 天线过长，无法实现

②  接受设备无法选出所需要电台的信号

对于声音信号，

利用天线直接辐射不现实

cf




20 ~ 20f Hz kHz 3 615 10 ~15 10 m   

1.3  调制和解调



       所谓调制就是用基带信号去控制高频振荡信号的某一参数，使该参

数随基带信号线性变化的过程

基带信号 调制信号

高频振荡信号 载波信号

携有基带信号的载波 已调信号

（2）调制与调制方式

1.3  调制和解调



模拟通信系统

数字通信系统

调幅

（AM）

调频

(FM)
调相

(PM)

幅度键控

(ASK)

频移键控

(FSK)

相移键控

(PSK)

正交幅度键控

(QAM)

1.3  调制和解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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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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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普通调幅波的调制过程

① 波形

调制信号： ( ) cosmu t U t  

( ) cosc cm cu t U t载波信号：

已调信号： 普通调幅波 ( )AMu t

② 实现电路框图

振幅调制器 ( )AMu t

( )u t

( )cu t

u
Ω

t
O

UΩm

1.3  调制和解调



(4)解调

       所谓解调就是将信道传送过来的已调信号进行处理，恢复出与发送端相一

致的基带信号

t

uAM

O

Ucm

振幅解调器( )AMu t ( )cu t

u
Ω

t
O

UΩm

1.3  调制和解调



（1）调幅广播发射机的组成框图

高频
振荡器 倍频器 高频

放大器
振幅

调制器
高频功率
放大器

声音 话筒 低频电压
放大器

低频功率
放大器

1.4  调幅广播发射和接收机的组成



（2）调幅广播接收机的组成框图

话筒 低频电压
放大器

声音

1.4  调幅广播发射和接收机的组成



Ø高频电子线路和低频电子线路的本质差别

Ø分布参数vs集总参数

Ø晶体管高频交流等效电路不一样：混合π（结电容）

Ø高频电路布线复杂（分布电容、分布电感）

Ø非线性vs线性

1.5  为什么学？



调制

高频
振荡

高频谐
振功放      

高频谐
振小放      解调

高频
振荡

低
频
电
子
线
路

低
频
电
子
线
路

构建完备
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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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制

高频
振荡

高频谐
振功放      

高频谐
振小放      解调

高频
振荡

构建完备
  方法论

非线性

非线性

非线性

非线性

非线性
线性

1.5  为什么学？



1.6  学什么？



调制

高频
振荡

高频谐
振功放      

高频谐
振小放      解调

高频
振荡

Ø 构建系统知识体系框架

1.6  学什么？





Ø 选频网络（第2章）

Ø 高频谐振小放（第3章）

Ø 高频谐振功放（第4章）

Ø 高频谐振（第5章）

Ø 调制
幅度调制（第6章）

角度调制（第6章）

调制

高频
振荡

高频谐
振功放      

高频谐
振小放      解调

高频
振荡

第6、7章

第3章第4章

第5章

第6、7章

主要内容



高频信号的选择——选频网络

高频信号的放大——高频小信号放大器、高频功率放大器

高频信号的产生——高频振荡器或本地振荡器

高频信号的交换——倍频器、调制器、混频器、解调器

高频信号的控制——自动增益控制电路、自动频率控制电路、

                  锁相环路

本课程学习的主要内容



Ø 重点

• 调制/解调

Ø 难点

• 高频谐振功放
• 电路分析（高频交流等效电路画法）

重点 重点

调制

高频
振荡

高频谐
振功放      

高频谐
振小放      解调

高频
振荡难点

重点、难点



• 1.调幅发射机和超外差接收机的结构是怎样的？每部分的输入和

输出波形是怎样的？

• 2.无线通信中使用“载波”发射，其作用是什么？无线通信中为

什么要采用“调制”与“解调”，其各自作用是什么？

• 3．无线电电波的划分。 例：我国CDMA手机占用的CDMA1X，

800MHz频段，按照无线电波波段划分，该频段属于什么频段？

复习题



A. 输入变换器  B. 发送设备   C. 输出变换器

A. 输入变换器   B. 发送设备   C. 接收设备

A. 频率相比拟  B. 振幅相比拟  C. 波长相比拟 

A.低频信号可直接从天线上有效地辐射

B.低频信号必须装载到高频信号上才能有效地辐射 

C. 低频信号和高频信号都能从天线上有效地辐射 

发送设备和接收设备的末级一般都采用功率放大器。

A. √  B. Ⅹ

复习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