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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代通讯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电子信息技术正日益被人们所熟知。在通信智能化建筑中

合理运用电子信息技术，可以有效地提高信息传递、信息安全、设备控制、设备故障监测等方面的功

能。文章首先介绍了智能通讯技术和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并从信息传递、信息安全、故障检测、智能

设备控制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在智能通讯领域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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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development of moder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increasingly known by people. The rational application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communication intelligent building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function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nformation security, equipment control, equipment fault monitoring and other aspects. This article first 

introduces the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discusses how to apply it in the field of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nformation security, fault detection, intelligent device control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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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和通信智能化建设概述 
1.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概述 

电子信息技术是以现代电子技术为基础，以集成电路和计

算机技术相结合的一种先进技术。它是一种融合了网络通讯与

资讯科技的技术，其应用范围涵盖了资讯系统与电子设备的开

发、设计与集成。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资讯工程的

研究范围也逐渐扩大，例如以声、象等为主要内容的讯号或资

料传送，电子资讯工程的整体化、小型化、移动化、智能化等

发展趋势。 

1.2 通信智能化建设概述 

所谓的信息化建设，就是把智能通讯网络建设和智能通讯

功能的实现作为其目标的通讯项目建设。目前，通信智能化建

设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各个行业，并逐步成为其发展的主要趋

势。尤其是在通信项目中采用了电子信息技术，使得通信项目

的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2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的特点 
第一，电子资讯技术的基本职能是通过电脑装置收集、处

理、储存和统计工业所需要的资讯资源，并按工业发展的需要，

按不同类别、数量、风格分别储存资讯资源，以满足工业运作

的实际需要。第二，高精度的信息处理。利用计算机软件对资

源进行筛选、筛选、检验，从而充分保障企业信息资源利用的

总体效益，确保信息资源的加工精度。与传统的手工操作方法

相比，提高了信息资源使用的效率，同时也保证了整个信息资

源使用的质量。第三，适用范围广泛。目前，电子信息技术已

经在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各行各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成

为促进工业发展的重要技术。 

3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应用在通信智能建设中的意义 
首先，它可以建立高品质的讯号信道。在通讯工程中，信

号信道的好坏对通讯的影响很大。在智能通讯系统中，对信号

信道的品质有很高的要求，而利用电子信息技术可以提高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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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道的建设质量，并充分利用电子信息工程的技术优势，使之

达到自动化调度和实时监控的目的。 

其次，高安全的声音频道计划。语音信道是通信智能化建

设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也是实现通信智能化的基础。而利用电

子信息工程技术，使电力系统与电力系统设备之间的互联互

通，使信息传输信道得到信息化的调度，确保了语音信道的高

质量调度，并实现了通信的智能化。 

后，通过电子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对通讯信道的自动

调度和监测。在通讯系统中，为使用户的通讯稳定、通讯信道

的工作稳定，必须根据用户的通讯实际情况，对其进行智能调

度，并对其进行实时监测[3]。 

4 电子信息工程在通信工程建设智能化过程中的主

要应用 
4.1 在信息传输过程中的应用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深入和深入，信息的传递也在不

断地向智能化方向发展。在现代通信智能化的基础上，运用这

一技术，既能保证信息的传输和智能的传递，又能极大地提高

信息的传输效率。此外，在通讯工程中，采用 EIS 技术，能够

准确地判断出与继电保护相关的故障原因，并对其进行快速的

切断和处理[4]。 

4.2 在通信工程信息安全防护过程中的应用 

当前，电子信息技术在实际应用中表现出了明显的优越

性，特别是在信息交互中，它对用户的交互品质和交互安全性

有着重要的影响。传统通讯技术的局限性和管理效率低下，容

易造成各种信息泄漏和传输失效，再加上多种内外因素的综合

作用，使得数据的安全问题很难得到有效的保证。在传输过程

中，如果出现了泄漏，将会对使用者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而

在智能通讯系统的建设中，利用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来解决以上

问题，将为实现通信智能化中的信息安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4.3 在通信工程智能化设备控制过程中的应用 

电子信息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具有很多优点，但是在实际运

用中却存在着许多技术难题，只有把这些技术难题解决，才能

充分发挥它的优势。比如，相关部门要在电子信息的处理和控

制中，要构建一个科学的电子信息系统，并加强系统的开发、

集成和优化。在通信智能化建设中，采用 EIS 技术，可以进一

步优化通信设备的工作状态，采用更为可靠的技术机制进行传

输、处理、储存和收集，并对各种有参考意义的信息进行全面

整合，极大地提升了通信的智能化水平。 

4.4 在通信工程智能化设备故障检测过程中的应用 

通讯设备所处的环境较为复杂，受到多种内外因素的影

响，极易出现故障。然而，由于许多故障的复杂性、隐蔽性，

使得技术人员在遇到故障的时候，往往很难找出故障的具体位

置、类型、严重性，从而对故障的诊断、系统的使用造成不利

的影响。利用电子信息技术，可以有效地打破这种限制，使智

能通讯设备的故障监测、检测和处理能力得到明显提高。通过

对故障的分析，对故障的发生、类型、原因和严重程度的分析，

对故障的处理更加有效、准确，保证了智能通讯系统的正常工

作，并使其充分适应了用户的使用需要。 

4.5 其他应用 

在智能通讯工程中，WAN 是以其为代表的网络技术在智能

通讯项目中的应用。通过将广域网和 EIS 技术相结合，可以使

广域网的通讯智能化，从而解决传统广域网信息传输缓慢、信

息传输过程中可能造成的噪音污染问题。 

5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在通信智能化建设中的应用实

例 
本文通过对一个基于语音处理的人机对话系统的实例，对

其进行了应用研究。 

5.1 总体结构设计 

本系统采用 SPCE061A 作为核心处理器，它可以进行 16 位

的逻辑操作，16x16 位的硬件相乘和 DSP 的 DSP 内积滤波，具

有较高的处理速度。在此基础上，采用 8 路 10 比特的 ADC 集

成技术，在 ADC 中，一端负责音频的转换，可以很容易地将声

音信号收集并传送到芯片中，然后通过 AGC 的自动增益链进行

追踪，从而达到对音频信号的监控，使采集的声音信号的电平

达到 优，从而使谐波降到 低，从而使声音信号得到很好的

控制。 

5.2 音频输入电路设计 

本系统采用 ADC 与 AGC 两种特殊的放大器集成方式，其外

围电路较为简单。图 1显示了该系统的音频输入电路。 

 

图 1  该系统中的音频输入电路示意图 

5.3 音频输出电路设计 

本系统采用了双 10 位 DAC，通过外部连接功率放大器实现

了声音的播放。在本系统中，VDDH 是基准电压，而 Vss 是模拟

地。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将音频信号经 DAC 管脚送入音频输出

电路 DAC 的一端，经过 R9 音量电位器调整端，再输入 SPY0030

集成音频放大器，将其放大，并将其传送到外部的扩音器中，

使之能够播放。 

5.4 软件系统设计 



工程管理 
第 3 卷◆第 11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37-4580(P) / 2737-4599(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45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该系统的软件总体设计流程图如图 2所示。 

 

图 3  该系统的软件总体设计流程图 

6 提高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在智能通信中应用水平的

措施 
6.1 加强基础研究 

不管在哪个行业，研发的质量都会直接影响到产品的质

量，特别是在智能通信方面，更是如此。电子信息技术在信息

传输、信息处理、存储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要加快智能通

信技术的发展，必须对其核心技术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对其进

行深入的挖掘与研究，才能推动其与智能通信的进一步融合，

夯实其技术基础。要提高其应用水平，就需要加强基础研究，

加强基础研究，以促进未来的发展。 

6.2 培养专业人才 

智能通信技术的发展需要人工智能、通信工程、电子信息

工程等领域的全面发展。同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

有关的知识体系也在不断地更新，需要对其进行持续的研究。

要想进一步推广智能通信技术，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高

层次的人才培训，使之不再局限于电子信息工程，而是涉及到

人工智能、自动化控制、通信工程等，以推动智能通信技术的

发展。 

7 结语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在信息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有关部门和技术人员要加大对信息技术的研发力度，合

理运用信息技术，使信息传输、信息安全、设备控制、设备检

测等方面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充分发挥电子信息技术优势，与

通信工程协同发展。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

的公司开始认识到这一技术的重要性，特别是在通信智能化方

面，这种技术在通信智能化方面有着十分明显的应用价值。通

过实际应用和研究，可以看出，在通信智能化建设中合理地引

入了 EIS 技术，大大提高了信息传输的速度和质量，有效地保

证了通讯的安全，监控和控制了各类智能通讯设备，能够及时

地发现和处理有关的问题。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通信智能化

建设中，电子信息工程技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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