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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计算机数据通信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包括的内容比较全面，通俗易懂，具有
较强的实用价值。
全书共分为12章，主要包括数据通信基础、传输介质、数字信号的基带传输和频带传输、差错控制编
码、复用和同步技术、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通信接口及标准、数据链路控制规程以及计算机网络基
础等内容。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注重通信理论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结合，充分反映了目前计算机通信技术的
现状和发展，能满足通信、计算机相关课程教学的需要。
本书适合于高校通信、计算机、电子信息、电气自动化等专业本科生教学使用，也可供从事计算机通
信技术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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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计算机通信是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相结合，完成编码数据的传输、转换、存储和处理
的通信技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数据通信。
数据通信系统就是以计算机为中心，用数据电路连接分布在远地的数据终端设备而进行数据通信的系
统。
 这里把计算机和终端设备（即数据信息的输入、输出设备）都看做数据终端设备，简称DTE。
数据电路由传输信道和数据电路终接设备（简称DCE）构成。
DCE是数据信号的变换设备，因为传输信道可能是模拟的，也可能是数字的。
DTE发出的数据信号，不适合信道传输，所以要把数据信号变换成适合信道传输的信号，达到有效且
可靠的目的。
 实际的数据通信系统一般具有多个用户，即多个数据终端（DTE）间互相进行通信，所以必须要通过
一个交换系统，完成数据信息的转接、传输、存储和处理的功能，这样的系统就构成了数据通信网。
数据交换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数据通信网的发展和完善。
目前有3种数据交换方式：电路交换、报文交换和分组交换。
分组交换是报文交换的发展，保留了电路交换和报文交换的优点，具有差错少、通过量大、利用率高
、时延小及网络成本低等优点，是一种较理想的交换方式。
因此数据分组交换技术是数据通信网的重要内容。
有关3种交换方式的内容我们将在第12章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数字信号的基本特征就是传输的信号是“离散”的或“数字”的，从而使得数字通信具有许多优点：
（1）抗干扰（尤其是噪声）能力强。
信号是以数码的形式进行传送的，被噪声干扰后，只要数码尚未恶化到一定程度，接收端就不会形成
错判。
即使出现差错，也可以用差错控制技术加以消除。
 （2）保密性强。
在数字通信中易于采用复杂的加密技术对信号进行加密处理，使通信具有高度的保密性。
 （3）设备可集成化、微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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