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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介绍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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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论与编码的关系

信息论为编码提供理论指导，编码是信息论的具体应用

01

信息论的基本概念

信息、信息量、信息熵等

02

编码的基本概念

编码方式、编码效率、编码性能等

信息论与编码概述



课程目标与要求

掌握信息论与编码的基本

概念和原理

能够运用信息论和编码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

了解常见的编码方式及其

性能特点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

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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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论基础

信息的度量、信息熵、信道容

量等 02

编码基础

编码方式分类、编码性能评价

等 03

线性分组码

生成矩阵、校验矩阵、译码算

法等

04

卷积码

卷积编码器、Viterbi译码算法

等 05

现代编码技术

LDPC码、Turbo码、Polar码

等 06

实验与课程设计

编程实现常见编码方式，进行

性能分析和比较

授课内容与安排



信息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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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量与信息熵

信息量
信息的多少用信息量来表示，通常使

用比特（bit）作为单位。信息量的大

小与事件发生的概率成反比，事件发

生的概率越小，其包含的信息量就越

大。

信息熵

信息熵是描述信源平均信息量的概念，

表示信源输出信息的平均不确定性。

信息熵越大，表明信源输出的信息越

不确定，包含的信息量也越大。



信道容量是指信道传输信息的最大速率，通常用比特每秒（bps）来表示。信道容量受到信道带宽、信噪比等因

素的影响。

信道容量

编码定理是信息论中的基本定理之一，它指出在给定信道和信源条件下，存在一种编码方法，使得信息传输的错

误概率可以任意小，同时保证信息传输的速率接近信道容量。

编码定理

信道容量与编码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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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信源是指输出符号取值离散的信源，

如文字、数字、符号等。离散信源可以

用概率分布来描述其输出符号的统计特

性。

编码方法

对于离散信源，常见的编码方法有等长编

码、变长编码和哈夫曼编码等。其中，等

长编码是将每个符号用固定长度的二进制

码表示；变长编码则是根据符号出现的概

率来分配不同长度的二进制码；哈夫曼编

码是一种最优的变长编码方法，它根据符

号出现的概率构造出平均码长最短的编码。

离散信源

离散信源及其编码



线性分组码
03



线性分组码定义

线性分组码是一种将信息序列划

分为固定长度的组，并对每组信

息进行线性变换以生成校验位的

编码方式。

生成矩阵与校验矩阵

线性分组码可通过生成矩阵G和校

验矩阵H来描述，其中G用于编码，

H用于检错和纠错。

编码过程

编码过程是将信息序列与生成矩

阵G相乘，得到包含信息位和校验

位的码字。

线性分组码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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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汉明码是一种具有一位纠错能力的线性分组码，

通过增加冗余位来检测并纠正单比特错误。

汉明码

循环码是一种特殊的线性分组码，其码字具有循

环移位特性，使得编码和解码过程得以简化。

循环码

里德-所罗门码是一种具有强大纠错能力的线性

分组码，广泛应用于通信和存储领域。

里德-所罗门码

常见线性分组码类型



编码方法
线性分组码的编码方法主要包括系统编码和非系统编码。系统编码生成的码字中信息位保持不变，而

非系统编码则允许信息位和校验位混合。

性能分析
线性分组码的性能主要通过误码率、纠错能力和编码效率等指标进行评估。误码率反映了传输过程中

错误的概率，纠错能力表示了码字在出现错误时的自我修复能力，而编码效率则体现了编码方案的有

效性和实用性。

编码方法与性能分析



卷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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