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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历史上，从20世纪起延续至今的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和所取得的成就是最为辉煌的。
在百年以来的各种科学创造和技术发明中，以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为核心的、特别是以网络为标志的现
代信息科学与技术尤其令人瞩目。
信息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现代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信息产业的崛起正在为知识经济的形成打下基础
。
信息科学与技术不但在急剧地改变着人类的经济生活，而且正在以其无比强大的渗透力进入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
人们不仅需要信息技术，更希望了解与掌握信息技术的有关知识，为信息化生存而学习和工作。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高校的计算机专业教育正在从统一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向
计算机科学、计算机工程、软件工程、信息技术等多个专业方向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培养适合企事业单位从事信息化建设工作的IT人才已成为许多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
这正是我们编写本书的基本定位和出发点，也是最终目的所在。
　　本书第1版2003年出版以来，由于其内容组织和编写独特，得到许多高校老师以及广大读者的积极
关注和肯定。
4年过去了，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知识体系的变化之大是不言而喻的，许多知识内容需要适时
更新和改进。
十分荣幸的是本书第2版被列入“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更加激励我们做好本书的再版工作。
　　相对于本书第1版，第2版密切关注信息技术领域的最新进展，以较大篇幅增加、更新了有关内容
。
全书融思想性、科学性与知识性于一体，内容更加丰富，图文更加精美，叙述更加深入浅出。
本书以信息的定义、加工、处理、传输、管理、安全、利用等知识领域为主线，内容涉及信息科学与
信息技术的基本概念；计算机科学及其相关知识领域；计算机软硬件系统；信息媒体的数字化过程及
表示；信息与数据的组织；数据库技术；数据通信与网络技术；信息系统及其开发过程；信息资源管
理；信息系统安全与法规；信息化社会与信息产业等。
每章都附有小结与练习题，既有利于读者学习，又便于教学。
　　信息技术涵盖面广泛，发展变化迅速，涉及的知识领域浩瀚庞杂，要想在有限篇幅内把主要的知
识领域合理、有效地组织起来，并叙述清楚绝非易事。
同时，在目前众多的信息技术与计算机教材中，如何使本书具有一定的特色和风格，适合教学的需要
，满足读者的需求，对作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本书对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基本知识做了全景式的介绍，在编写时力求做到概念清晰、正确，原理简洁
、明了，知识新颖、实用，材料丰富、可靠，插图求精求美，这既是本书的固有风格，也是受读者欢
迎的主要因素，我们将在以后的版本中继续保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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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规范（信息技术方向）的有关内容，以信息的定义、加工、处理
、传输、管理、安全、利用等信息技术为主线，以历史的发展、当前的水平，以及现阶段研究的方向
几个视角，对信息技术相关领域的知识做了较全面的阐述。
内容涉及信息科学与信息技术的基本概念；计算机科学及其知识领域；计算机软硬件系统；信息媒体
的数字化过程及表示；信息与数据的组织；数据库技术；数据通信与网络技术；信息系统及其开发过
程；信息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安全；信息化社会等。
相对于本书第1版，第2版密切关注信息技术领域的最新进展，以较大篇幅增加、更新了有关内容。
全书融思想性、科学性与知识性于一体，内容深入浅出，材料充实，图文并茂，便于读者学习。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学校计算机及相关专业信息技术导论课程教材；对于希望整体了解信息科学与
信息技术的其他读者，本书也是一本很好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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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信息、信息科学与信息技术　1.1　探索信息的真谛　　1.1.1　信息　　1.1.2　从信息论到信息
科学　　1.1.3　香农对信息的定义　　1.1.4　信息的度量　　1.1.5　香农信息论的局限性　　1.1.6　
数据、消息、信号与信息的区别　1.2　信息科学　　1.2.1　科学的定义　　1.2.2　科学、技术与工程
的界定　　　1.2.3　信息科学　　1.2.4　信息科学的研究内容与体系　1.3　信息技术　　1.3.1　信息
技术的定义　　1.3.2　扩展人类信息器官功能的信息技术　　1.3.3　信息技术的发展　　1.3.4　信息
技术的核心及支撑技术　1.4　信息科学（技术）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1.4.1　计算科学　　1.4.2　系
统科学　　1.4.3　数学：科学的王后和仆人　　1.4.4　信息哲学：信息与哲学的联姻　　1.4.5　认知
科学与认知心理学　第1章小结　问题与思考　本章参考文献第2章　计算与计算科学　2.1　计算的本
质　　2.1.1　探索计算之源　　2.1.2　计算模型与图灵机　　2.1.3　计算的困惑——如何认识计算科
学　　2.1.4　计算机科学的研究领域　2.2　人工智能　　2.2.1　无“心”的机器——计算机有智能吗
　　2.2.2　人工智能——“计算机像海参一样愚蠢”　2.3　计算学科的专业方向与知识领域　　2.3.1
　背景　　2.3.2　计算机专业培养规格分类　　2.3.3　计算学科的领域及知识空间　　2.3.4　计算机
科学学科与知识领域　　2.3.5　计算机工程学科与知识领域　　2.3.6　软件工程学科与知识领域　
　2.3.7　信息技术学科与知识领域　第2章小结　问题与思考　本章参考文献第3章　信息处理机器：
计算机系统第4章　计算机软件系统第5章　信息媒体的表示数字化第6章　数据的组织结构与算法第7
章　数据库技术第8章　信息的传输——计算机通信与网络技术第9章　信息系统第10章　信息资源管
理第11章　信息系统安全与保护第12章　信息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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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多媒体技术是20世纪80年代才兴起的一门技术，它把文字、数据、图形、语音等信息通过计算机
进行综合处理，使人们得到更完善、更直观的综合信息。
未来，多媒体技术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信息技术处理的很大一部分是音频、图像和视频，因而多媒体技术也是信息技术的一个研究热点。
　　当今的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人脑在信息处理方面的能力，如记忆能力、计
算能力等；但在许多方面，却仍然逊色于人脑，如文字识别、语音识别、模糊判断、模糊推理等。
尤其重要的是，人脑可以通过自学习、自组织、自适应来不断提高信息处理的能力；而存储程序式计
算机的所有能力都是人们通过编制程序赋予它的，与人脑相比，它是机械的、死板的和无法自我提高
的。
所以计算机的智能化研究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
　　2.通信技术　　自从人和人之间有了沟通的需求，如何有效地、快捷地、方便地进行通信就成为
人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1842年，西班牙皇后伊沙贝拉（Isabella）过了半年才得知哥伦布探险的信息；1865年美国总统林肯遇
刺的消息经过13天才传到英国；而1969年，阿波罗火箭将宇航员送上月球的消息只用了1.3秒就传遍全
球。
借助于通信技术，现在人们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和需要的人直接取得联系，人们的时空观发生了
根本的变化，似乎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人们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
　　现代通信技术主要包括数字通信、卫星通信、微波通信、光纤通信等。
通信技术的普及应用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
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大大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使地球上任何地点之间的信息传递速度大大缩短，
通信能力大大加强，各种信息媒体（数字、声音、图形、图像）都能以综合业务的方式传输，通信技
术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使社会生活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
从传统的电话、电报、收音机、电视到如今的移动式电话、传真、卫星通信，这些新的、人人可用的
现代通信方式使数据和信息的传递效率得到很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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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息技术导论（第2版）》特色：　　以信息技术为主线，多层面、多视角展示信息技术的内
涵；　　内容丰富全面、新颖实用，概念清晰、深入浅出；　　提供大量精美插图，用可视化的信息
帮助理解复杂概念；　　提供精心设计的教学课件，方便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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