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论与编码》实验教学大纲 

1.课程基本信息 
中文课程名称 信息论与编码 
英文课程名 InformationTheory and Coding 
课程编号 课程类型 开设专业 课 程 总

学时 
实验学时  备注 

090015202 专业课   通信、电信 32 6  

2.课程简介 

《信息论与编码》是电子信息工程、信息安全工程专业的专业课。是为了适应数字通信、

信息处理和信息安全等方面的专业需要开设。该课程着重介绍信息论应用概率论、随机过程

和现代数理统计方法，研究信息提取、传输和处理的一般规律，提高信息系统的有效性和可

靠性，实现信息系统的最优化。 

信息论是现代通信与信息工程的理论基础，主要内容包括：信息的定义和测度；各类离

散信源和信息熵；剩余度；信道和互信息；平均互信息和信道容量；数据处理和信息测量理

论；信息率失真函数和数据压缩原理；离散信源无失真和限失真信源编码理论和编码方法；

离散有噪信道编码理论和编码原则。 

本课程注重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的论述，并结合实例建立数学模型，给

出推演过程，力求物理概念清晰、数学结构严谨和完整、逐步深入展开。通过该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掌握香农信息论的三个基本概念，与之相应的三个编码定理，以及信源编码、信道编

码和信息保密编码的基本理论和主要方法，培养学生能够适应数字通信、信息处理、信息安

全、计算机信息管理等编码工作的要求。使学生掌握信息理论的基本概念和信息分析方法

及主要结论，为今后从事信息领域的科研和工程工作进一步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3.实验目的 

通过该课程的实验，使学生更透彻地理解信息论与编码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通过该课

程的实验，能使学生掌握各类信息熵的计算原理和常用的无失真信源编码方法，从而更好的

理解香农定理。  

 

4.实验报告内容 

（1）学生姓名、学号、实验组号及组内编号等； 

（2）实验题目：阐述做本实验的目的； 

（3）目的要求：实验过程中的基础知识、预习报告、特殊器材等； 

（4）实验设备: 仪器名称及主要规格（包括量程、分度值等）、用具名称、软件等。 

（5）实验原理：简单但要抓住要点，即要写出依据原理的公式名称、公式表达式、公式中

各物理量的名称、公式成立的条件。画出电路图（光路图）等。 

（6）实验内容：（对一些实验，根据要求要有实验步骤） 实验内容主要含实验数据表格、

实验程序代码、数据处理、仿真波形等。 



（7）实验结果：程序运行结果、测试结果等； 

（8）实验总结：通过实验学到的知识、实验过程中的难点、存在的问题和实验收获等。 

5.实验考试（考核） 

（1）学生实验课成绩由过程考核和实验报告两部分组成，各占 50%，平时成绩和报告成绩

采用 5 分制、总成绩采用百分制。 

（2）实验过程： 

由老师考核实验过程中学生的算法设计是否正确；实验程序编写是否正确；仪器使用是

否规范；能否按要求独立操作；遇到问题能否判断处理；实验结果数据是否正确；能否在规

定时间完成实验内容；课上是否能主动探索和研究问题和考勤等。 

(3)实验报告： 

是否符合实验报告要求的格式，叙述是否清楚；数据处理中的有效数字、单位、作图、

思考题回答是否正确等。  

6.实验项目设置与内容 
序

号 

实验名

称 

内容要求 实 验

学时 
每组 

人数 

实验 

属性 

开设 

要求 

1 二维随

机变量

信息熵

的计算 

1．熟悉二变量多种信息量的计算方法，设计

实验的数据结构和算法； 

2．编写计算二维随机变量信息量的书面程序

代码。 

2 1 基 础

型 

必做 

2 简单信

源编码

方法实

现 ----

香农编

码 

1．熟悉离散信源的编码方法，设计香农编码

的数据结构和算法； 

2．编写香农编码的书面程序代码。 

 

2 1 基 础

型 

必做 

3 简单信

源编码

方法实

现 ---- 

Huffman

编码 

1．熟悉离散信源的编码方法，重点是 Huffman

编码方法，设计 Huffman编码的数据结构和

算法； 

2．编写 Huffman编码的书面程序代码。 

 

2 1 基 础

型 
必做 

 

 

7.教材及实验指导书名称： 

①傅祖芸编著，《信息论－基础理论与应用》，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1 年 

②姜丹，《信息论与编码》，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③曹雪虹，张宗橙，信息论与编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