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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息技术应用导论》以信息技术应用为主线，以面广、易学、深入、实用为特色，以Windows
7操作系统和Office 2010为操作平台，注重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操作应用和新技术、新成果的阐述。
全书分9章，包括计算机基础与硬件系统、计算机软件技术基础、办公信息处理技术、计算机网络基
础与应用、数据库技术与数据挖掘、多媒体技术及其应用、计算机图像处理基础、数学建模方法及其
应用基础、人工智能导论。
每章都配有一定数量的例题和习题。
　　《信息技术应用导论》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及其相关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导论”课程的教
材和非计算机专业本科生或研究生“信息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类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学习
信息技术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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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计算机基础与硬件系统　　1.1 计算机概述　　1.1.1 计算机的发展简史　　1.人类计算工具
的历史沿革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们所使用的计算工具也逐渐从低级发展到高级。
古代的人们使用石头、贝壳、绳结等计数。
唐朝末年，中国人发明了算盘，它被认为是最早的计算机，并一直使用至今。
　　1642年，法国人帕斯卡发明了自动进位加法器，它是世界上第一台机械式计算机。
1674年，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设计完成了自动乘法器。
这些机器利用齿轮的位置来表示数据。
　　1890年，赫尔曼？
霍尔瑞斯根据织布机的原理发明了更好的记录工具――穿孔卡片和可以自动统计数据的制表机，并且
多次在美国全国人口普查中得以运用。
霍尔瑞斯的改造导致了IT巨头IBM公司的诞生，直到今天穿孔卡片技术仍在发挥作用。
　　随着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就开始了由机械向电子时代的过渡，电子越来越成为计算机的
主体。
　　在1943年到1945年间，莫奇利和埃克特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电子工程学院研制出了世界上
第一台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ENIAC，如图1-1所示。
　　2.电子计算机的发展　　根据所使用的电子元器件不同（图1-2），人们将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划分
为四个阶段，即电子管时代、晶体管时代、中小规模集成电路时代和目前的大规模、超大规模集成电
路时代。
　　1）第一代：电子管计算机（1946～1957年）1906年，美国工程师德？
福雷斯特发明了电子真空三极管，其速度要比继电器快成千上万倍。
这一时期的计算机主要用于数值计算，其主要特点有：　　（1）采用电子管为基本逻辑电路元件，
内存储器（简称内存）采用延线、磁鼓，外存储器（简称外存）采用磁带存储器。
　　（2）计算机体积庞大、功耗大、存储量小、可靠性差、价格昂贵。
　　（3）编写程序困难。
最初只能使用机器语言，后期出现了汇编语言。
　　2）第二代：晶体管计算机（1958～1964年）晶体管于1947年在贝尔实验室诞生，电子计算机由此
迅速开始小型化历程。
晶体管计算机（图1-3）除了用于数值计算外，还开始涉足数据处理和工业控制领域，其主要特点有：
　　（1）采用晶体管为基本逻辑电路元件，内存储器采用磁芯，外存储器采用磁盘和磁鼓。
　　（2）体积减小、功耗降低、可靠性增强、成本下降、速度提高。
　　（3）创建了一系列高级程序设计语言，提出了操作系统思想。
　　3）第三代：中小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1965～1970年）1958年，得州仪器公司工程师基尔比研制
出世界上第一块集成电路，成功地实现了把电子器件集成在一块半导体材料上的构想，使微处理器的
出现成为了可能。
第三代计算机的主要特点有：　　（1）采用中小规模集成电路为基本逻辑电路元件，内存储器过渡
到半导体存储器。
　　（2）体积更小、耗电更少、寿命更长、成本更低，并在运算速度上有了更大的提高。
　　（3）提出了计算机结构化程序设计思想，出现了分时操作系统。
　　4）第四代：大规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1971年至今）1971年，英特尔公司成功地在一
块12平方毫米的芯片上集成了2300个晶体管，制成了一款包括运算器、控制器在内的可编程序运算芯
片，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央处理单元（CPU），又称微处理器，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款微处理器―
―4004。
随着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微处理器技术的进步，计算机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
目前使用的计算机都属于第四代计算机，其主要特点有：　　（1）采用大规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为基本逻辑电路元件，内存采用的半导体存储器集成度更高、容量越来越大，外存除采用磁盘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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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光盘、可移动磁盘等。
　　（2）计算机体积、重量、成本大幅降低，速度、可靠性均大幅提高。
　　（3）出现了面向对象的计算机程序设计编程思想及可视化编程环境，各种应用软件层出不穷，
并广泛采用了多媒体技术、数据库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
　　1.1.2计算机的应用与分类　　1.计算机的应用目前，计算机的应用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
，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利用计算机来解决各自的问题。
从航天飞行到海洋开发，从产品设计到生产过程控制，从天气预报到地质勘探，从疾病诊疗到生物工
程，从自动售票到情报检索等，都应用计算机。
计算机的应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领域。
　　1）科学计算　　科学计算亦称数值计算，是指用计算机完成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中所提出的数
学问题的计算，是计算机最早的应用领域。
由于计算机具有计算速度快、计算精度高的特点，因此能够承担起运算量大、精度要求高、时效性强
的数值计算课题，在天文、地质、生物、数学等基础科学研究，以及空间技术、新材料研制、原子能
研究等高新技术领域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2）数据处理数据（信息）处理是指计算机对信息记录、整理、统计、加工、利用、传播等一系
列活动的总称。
信息处理是现代化管理的基础，它不仅可应用于处理日常的事务，还能支科学的管理与决策。
数据是信息的具体表现形式。
随着信息处理应用的扩大，硬件也朝着大容量存储器和高速度、高质量输入/输出设备的方向发展，同
时也在软件上推动了数据库管理系统、表格处理软件、绘图软件以及用于分析和预测应用的软件包的
开发。
信息处理是目前计算机应用最广泛的领域。
　　3）过程控制　　过程控制也被称为实时控制，是用计算机及时采集检测数据，按最佳值对控制
对象进行自动控制或调节的过程。
利用计算机进行过程控制，不仅大大提高了控制的自动化水平，而且大大提高了控制的及时性和准确
性，从而能改善劳动条件，提高质量，节约能源，降低成本。
过程控制系统是一种实时处理系统，对计算机的响应时间有一个较高的要求。
实时处理系统是指计算机对输入的信息以足够快的速度进行处理，并在一定的时间内作出某种反映或
进行某种控制。
　　4）计算机辅助系统计　　算机辅助系统是指人们利用计算机运算速度快、精确度高、模拟能力
强的特点，把传统的经验和计算机技术结合起来，代替人们完成复杂而繁重工作的一门技术系统。
其主要包括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制造和计算机辅助教学。
　　计算机辅助设计是利用计算机的计算、逻辑判断等功能，帮助人们进行产品设计和工程技术设计
。
计算机辅助制造是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的输出信息控制、指挥生产和装配产品。
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辅助制造结合起来可直接把计算机辅助设计的产品加工出来。
另外，计算机作为现代教学手段在教育领域中应用得越来越广泛、深入。
计算机辅助教学适用于很多课程，更适用于学生个性化、自主化的学习，体现了现代学习的主动性。
　　5）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简称AI，有时也译作“智能模拟”，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用计算机来模
拟人的智能活动，即判断、理解、学习、图像识别、问题求解等。
人工智能的应用主要有机器人（robots）、专家系统、模式识别、智能检索等。
　　6）计算机网络把计算机的超级处理能力与通信技术结合起来就形成了计算机网络。
人们熟悉的全球信息查询、邮件传送、电子商务等都是依靠计算机网络来实现的。
计算机网络已进入到了千家万户，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7）多媒体应用多媒体计算机的出现提高了计算机的应用水平，扩大了计算机技术的应用领域，
设定计算机除了能够处理文字信息外，还能处理声音、视频、图像等多媒体信息。
　　2.计算机的分类　　计算机发展到今天，人们往往根据需要从不同角度对计算机进行分类，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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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采用以下三种分类标准进行分类。
　　1）按信号类型按照处理信号的类型分类，可以分为模拟电子计算机、数字电子计算机。
　　模拟电子计算机处理的电信号在时间上是“连续”的。
处理问题的精度差，所有的处理过程均需模拟电路来实现，电路结构复杂、精度低、应用范围窄、抗
干扰能力差，目前已很少生产。
　　数字电子计算机处理的电信号在时间上是“离散”的。
在相邻的两个符号之间不可能有第三种符号存在。
其主要特点是运算速度快、精度高、具有存储和逻辑判断能力。
一般情况下，人们所说的计算机指的就是数字电子计算机。
　　2）按功能用途按功能和用途可分为通用计算机和专用计算机。
　　通用计算机适用于一般科学运算、学术研究、工程设计和数据处理等广泛用途的计算。
通常我们所说的计算机都是指通用计算机。
　　专用计算机是为适应某种特定目的而设计的计算机。
它的针对性强、效率高、速度快、结构简单，但不宜做其他用途。
　　3）按性能规模这是常规的分类方法，所依据的性能主要包括存储容量、运算速度等方面。
根据这些性能可以将计算机分为超级计算机、大型计算机、中型计算机、小型计算机、工作站和微型
计算机。
　　超级计算机是目前功能最强、速度最快、价格最高的计算机。
一般用于解决如气象、航天、国防等尖端科学研究和战略武器研制中的计算。
超级计算机是世界高新技术领域的战略制高点，是体现科技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2010年，我国成功研制出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天河一号”，如图1-4所示。
　　“天河一号”投入使用以来，已对我国科研及经济产生较为重大的影响，已在全球气候变化研究
、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研究、与人类健康相关的基因研究和重大新药研发，以及可控核聚变研究等关乎
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方面取得了先进成果。
它打破了国外在高性能计算核心领域的技术封锁和禁运政策，为解决我国经济、国防、科技等领域的
挑战性问题提供了重要手段。
　　大型计算机一般配备在大中型机构中使用，并采用以它为中心的多终端工作模式。
这类机器通常用于大型企业、商业管理或大型数据库管理系统中，也可用作大型计算机网络中的主机
。
图1-5展示了IBM公司生产的一台大型机z10。
　　小型计算机的结构相对于大型机来说比较简单，价格也较低，维护和使用也相对简单，能支十几
个用户同时使用，适合于广大中小型企事业单位。
　　工作站与功能较强的高档微机之间的差别不十分明显。
与微型机相比，它通常比微型机有较大的存储容量和较快的运算速度，而且配备大屏幕显示器。
工作站主要用于图像处理和计算机辅助设计等领域。
　　微型计算机以微处理器为核心，它最主要的特点是小巧、灵活、便宜。
通常一次只能供一个用户使用。
所以微型计算机也叫个人计算机，简称PC机。
近几年又出现了体积更小的微机，如笔记本电脑、掌上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
随着3G时代的到来，其功能会越来越强。
　　1.1.3计算机发展趋势　　由于硅芯片受物理条件的限制，使现有计算机的发展受到了影响，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科研人员仍在不断地开发和研究新技术，一些新型的计算机技术已经开始使用，如量
子计算机、光子计算机、生物计算机、纳米计算机等，虽未达到成熟的阶段，但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
不断发展，这些新型技术将会越来越完善，并将在更广泛的领域得到应用。
　　1.量子计算机　　量子计算机是利用原子所具有的量子特性进行信息处理的一种全新概念的计算
机。
量子计算机以处于量子状态的原子作为中央处理器和内存，遵循原子的力学特性，进行高速数学和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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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运算、存储与信息处理。
只要数十个原子一起计算，就相当于今天一台超级计算机的性能，使用量子计算机可以瞬间搜索整个
互联网，可以轻松破解任何密码，因此其不仅具有高速处理数据信息的能力，还会对现有的保密体系
及国家安全体系等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
　　2.光子计算机　　光子计算机利用光子代替原来电子计算机的电子，使光线和导线连接在一起，
光硬件代替电子硬件，进而实现光运算。
由于光子比电子速度快，光子计算机的运行速度可高达每秒一万亿次。
同时它具有超大规模的信息存储容量，其存储量是现代计算机的几万倍。
此外，与同类规格的电子计算机相比，光子计算机的能耗非常小，这不仅降低了电能消耗、大大减少
了机器散发的热量，而且为光子计算机的微型化和便携化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3.生物计算机　　生物计算机以生物工程技术产生的蛋白质分子作为生物芯片，利用有机化合物
存储数据，其运算速度要比目前的计算机快十万倍。
它具有很强的抗电磁干扰能力，并能彻底消除电路间的干扰。
它还具有巨大的存储能力，而能量消耗仅相当于普通计算机的十亿分之一。
生物计算机能在生化环境下甚至能在有机体中进行工作，并能将其内在的分子和外部环境进行转换。
在现实生活中，生物计算机被广泛地应用在医疗诊治、遗传追踪以及生物工程上。
　　4.纳米计算机　　纳米计算机是用纳米技术研发的新型的高性能计算机。
纳米管原件的尺寸在几纳米到几十纳米的范围内，质地坚固，有着极强的导电性，能代替硅芯片制造
计算机。
这种纳米技术所占的空间小且不浪费资源，如果能将此项技术广泛应用到计算机上，其性能将远远超
过现在的计算机，同时也可以节省资源。
这种技术符合可续发展的主题。
　　1.2计算机信息的表示数据是计算机处理的对象，有数值数据和符号数据两大类。
数值数据用来表示数量的多少，包括整数、小数、浮点数等，它们一般都带有表示数值正负的符号位
。
符号数据又叫非数值数据，如字母、字符、汉字、图形、图像、声音、视频等。
　　1.2.1数值信息的表示　　1.计算机中数的单位在计算机内部，数据都是以二进制的形式存储和运
算的。
计算机数据的表示经常使用到以下概念。
　　1）位二进制数据中的一位（bit），音译为比特，是计算机存储数据的最小单位。
一个二进制位只能表示0或l两种状态。
　　2）字节字节（Byte），简称B，是计算机数据处理的最基本的单位，并主要以字节为单位解释信
息。
　　1个字节由8个二进制位组成，即1B＝8bit。
计算机存储器容量大小是以字节数来度量的，经常使用的单位有B、KB、MB、GB。
　　1Byte＝8bit1KB＝210B＝1024B1MB＝210KB＝220B1GB＝210MB＝220KB＝230B1TB＝210GB
＝220MB＝230KB＝240B2.数制的概念数制是指多位数中每一位的构成方法以及实现从低位到高位的进
位规则，也叫做进制。
一个数可以用每一位数码与其位权（或叫幂次）的多项式之和的形式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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