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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通信为什么比模拟通信量大~B.网络通信是数字通信
，手机是模拟通信，对吗？-股识吧

一、B.网络通信是数字通信，手机是模拟通信，对吗？

首先，现在的网络通信绝大部分都是是数字通信；
第二，手机现在是模拟通信，不过以前那种大哥大就是模拟通信。

二、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区别

模拟信号的规则是以控制形成量从而控制输出的，而数字信号则是利用开和关，利
用一个特定的编码规则（也可以理解为以前发电报的那种编码），从而控制输出
数字信号是存在高低量之分，而模拟信号则存在由高至低全阶段的形成量之区分。
如果说成游戏，模拟信号就如同是走10部代表完全信号，不走代表无信号，而走的
多少代表信号量的大小 数字信号，只要走了，则为有信号，不走则为无信号，
走的时间越长则信号越强，脉冲宽度越短同样信号也越强

三、为什么数字信号比模拟信号清晰

他们说的很好但是很乱看了很累，我就用最直白的说数字信号就是从服务器直接发
送途径不用任何转换，但是模拟信号就是经过途中的转换才能用到所以数字比模拟
信号好

四、数字传输和模拟信号传输相比有什么优越性

最主要的区别是，在相同的时间内，数字传输的数据要远远高于模拟信号传输，因
为数字传输的信息是经过压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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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字通信系统和模拟通信系统的区别？？？及其优缺点？

1、波形不同数字通信是矩形波，而模拟通信是正弦波。
2、信号流不同信号流不一样，数字是数字信号，模拟是正弦信号。
数字信号，误码率低、可以经过无损压缩。
模拟信号，要求有效的识别，更容易受到外界噪声干扰。
两种信号可以互相转换。
2、适用性不同由于数字通信其传输数字抽样信号，在接受端可以得到还原，所以
信号传输率高。
而模拟信号，是对于信号的直接调制，与载波相乘，当传输途中有干扰时，对于系
统的冲击，是不可修复的，所以造成失桢。
相对而言，数字通信优于模拟通信。
扩展资料：在通信设备、测量仪器、计算机和自动控制系统中，模拟系统需要发生
出各式各样的信号，以实现各种不同的功能。
载波信号一般为正弦波。
载波车身不包含有用信息，只是起着运载信息的作用。
通过调制，使正弦波的振幅、或频率、或相位按有用信息的变化规律改变。
有用信息即寓存于正弦波的振幅、频率或相位的变化之中。
调制后的信号称为已调幅、已调频或已调相波。
有时为了简单，省去“已”字，称为调幅波、调频波或调相波。
本机振荡信号超外差式接收机中必不可少的信号，与接收到的高频信号进行混频后
，变换为较低频率的信号，便于进行后续处理，有利于提高接收信号的质量。
参考资料来源：股票百科-模拟系统

六、数字通信和模拟通信的异同点

数字通信处理的是离散信号，模拟通信处理连续信号。
两者都需要信号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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