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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据通信是20世纪5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通信方式，它是计算
机和通信这两个技术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产物。
当今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已成为知识经济的主导，数据通信已成为人们进行信息交流和交换的重要手
段。
　　数据通信原理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的课程。
不仅应该掌握数据通信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方法，还应该深刻理解通信的重要概念；不仅要理解所
用数学工具及其分析方法，还要尽可能将分析结论与实际的物理概念进行联系。
　　本书主要介绍了数据通信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数据传输技术和控制技术、数据交换技术、数
据通信协议和数据通信网等内容。
　　全书共分为9章。
第l章绪论，介绍了数据通信的基本概念、数据通信系统的组成和分类、数据传输方式、多路复用、数
据通信系统的主要性能指标、数据通信系统的应用与发展和数据通信网与计算机通信网等内容；第2
章随机过程分析，首先对随机过程进行了描述，接着介绍了平稳随机过程、高斯过程和窄带随机过程
，最后分析了噪声及其特性和通过线性系统的平稳随机过程等内容；第3章数据传输的信道与噪声，
首先介绍了信道的概念及其数学模型，接着讨论了有线信道和无线信道，最后分析了信道噪声和信道
容量等内容；第4章数据信号的基带传输，首先介绍了基带传输系统的组成、常用的数据基带信号及
其频谱特性，接着讨论了无码间干扰的传输特性和眼图，然后分析了基带传输系统性能和提出了改善
数据传输系统性能的措施，最后阐述了基带数据传输系统的应用；第5章数据信号的频带传输，首先
介绍了频带传输系统的构成，接着讨论了二进制数字调制解调、多进制数字调制解调和正交幅度调制
，并对二进制数字调制系统性能进行分析；第6章差错控制，首先介绍了差错控制的基本概念及原理
，然后详细分析了几种简单的差错控制编码、汉明码、线性分组码、循环码、卷积码的相关内容，最
后简单介绍了交织码；第7章数据交换技术，首先介绍了数据交换的必要性和类型，接着分析了电路
交换、报文交换、分组交换和帧方式，最后对几种交换方式进行了比较；第8章通信协议，首先介绍
了开放系统互连参考模型，接着具体阐述了物理层协议、数据链路传输控制规程、分组交换X.25建议
和帧中继协议等内容；第9章数据通信网，首先介绍了数据通信网的构成和分类，然后详细介绍了公
共电话交换网、分组交换网、帧中继网、ISDN网、DDN网、ATM.网的具体内容。
　　本书第1章、第3章和第4章由薛岚燕编写，第2章、第5章和第7章由谢秀娟编写，第8章由余国伟编
写，第6章、第9章和附录由詹仕华编写。
全书由詹仕华统稿，由景林主审。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参阅了相关的文献和资料，在此对这些文献和资料的著作者深表感谢！
同时也感谢中国电力出版社给予的支持和协助！
　　限于编者水平，书中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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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据通信原理》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
全书共分为9章，主要内容包括：绪论、随机过程分析、数据传输的信道与噪声、数据信号的基带传
输、数据信号的频带传输、差错控制、数据交换技术、通信协议和数据通信网等。
每章都附有本章的重点内容和习题，同时在附录部分给出习题的参考答案。
　　《数据通信原理》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电子信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其相关专业的数据通信
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从事相关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学习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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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抗干扰能力强，尤其是数字信号通过中继再生后可消除噪声积累。
　　（2）数字信号通过差错控制编码，可以提高通信的可靠性。
　　（3）由于数字通信传输一般采用二进制编码，所以可以使用计算机对数字信号进行处理，实现
复杂的远距离大规模自动控制系统和自动数据处理系统，实现以计算机为中心的通信网。
　　（4）在数字通信中，各种消息（模拟的和离散的）都可以变成统一的数字信号进行传输。
在系统中对数字信号传输的监控信号、控制信号及业务信号都可以采用数字信号。
数字传输和数字交换技术结合起来组成的ISDN对于来自不同信源的信号自动地进行变换、综合、传输
、处理、存储和分离，实现各种综合业务。
　　（5）数字信号易于加密处理，使数字通信保密性强。
　　数字通信的缺点是比模拟信号多占带宽，但由于毫米波和光纤通信的出现，带宽已不成问题。
　　3.数据通信　　与模拟通信系统和数字通信系统不同，在数据通信系统中，信源是数字信号（数
据信号），、不管广义信道上信号为何种形式，都称为数据通信。
所谓的数据通信是指按照一定的通信协议，利用数据传输技术在两个终端之间传递数据信息的一种通
信方式和通信业务。
它可以实现计算机和计算机、计算机和终端以及终端与终端之间的数据信息传递，是继电报、电话业
务之后的第三种最大的通信业务。
数据通信中传递的信息均以二进制数据形式来表现。
　　数字通信与数据通信的区别主要有两点，一个是数字通信中需要将模拟信号进行模／数转换后变
成数字信号进行传输，而数据通信中在数据终端产生的直接就是数字形式的信号；第二个区别在于，
虽然它们当中都有基带传输和频带传输，基带传输，表面上看来概念是一样，但是它们所用的设备是
不一样的，也就是它们的构成是有区别的。
频带传输，二者概念就有很大区别，数字通信中，需要将基带数字信号搬移到微波、卫星等无线信道
上传输，而数据通信中，将基带数据信号的频带搬移到话音频带上传输。
　　1.1.4 数据通信的特点　　从数据传输的角度来讲，数据通信中数据都是经过编码后以二进制或者
多进制的形式传输的，所以数据通信可以认为是数字通信的一种形式。
但和传统的数字通信（如PCM数字电话通信）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1）计算机终端作为主体
直接参与通信。
　　（2）数据终端发出的数据是离散信号（数字信号），既可利用现有的PSTN，又可利用数据网络
来完成。
　　（3）需要建立通信控制规程，也就是要制定出严格的通信协议或标准。
　　（4）数据传输的可靠性要求高，即误码率要低。
　　（5）数据通信的业务量呈突发性，即数据通信速率的平均值和高峰值差异较大。
　　（6）数据通信要求有灵活的接口能力。
　　（7）不同的数据通信业务对通信时延的要求也不同，且时延要求的变化范围大。
　　（8）数据通信每次呼叫平均持续时间短，数据通信要求接续和传输响应时间快。
　　（9）容易加密，且加密技术、加密手段优于传统通信方式。
　　（10）数据通信从面向终端发展到今天的面向网络，而且数据通信总是与远程信息处理相联系的
，包括科学计算、过程控制和信息检索等广义的信息处理。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据通信原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