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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通信技术》

前言

　　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信息化离不开信息的传输。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数据通信已成为信息传
递的重要手段。当今数据通信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泛，数据通信的新设备不断涌现，人们越来越希望了
解和掌握数据通信技术，除了掌握其基础理论外，还希望了解该学科的新成就及发展方向，本书正是
顺应这一要求而编写的。　　本书共分为8章，教学参考学时为64学时。　　第1章主要介绍数据通信
系统的基本组成和基本概念、发展趋势及主要性能指标。第2章主要介绍了随机信号的一般描述和数
字特征、概率密度函数和平稳随机过程。第3章主要讲解通信服务、设备接口及通信媒体、编码、调
制解调的特点和应用。第4章讲述了奇偶校验、冗余校验及加密解密技术。第5章重点介绍了传输模式
、复用技术、接口标准和介质访问。第6章讲述了传输控制规程、流量控制方法以及接口协议的正确
性。第7章分析了路由的工作原理及通信网络相关知识和运输协议等，同时还介绍了套接字编程技术
。第8章介绍了其他一些网络协议。　　本书以数据通信技术为主线，对信源编码、信道编码、复用
及复接原理、数字传输系统、同步系统、进传输模式、多路复用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注意结合实际的
数据通信技术系统，并特别介绍了一些数据通信技术新的应用。本书既反映了当前通信领域发展的现
状，又反映了这一领域发展的最新进展。　　本书系统性强，除必要的数学推导外，突出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的阐述，注重数据通信技术在实际中的应用，各章后均有习题。由于不同专业、不同层次及
先修课程各异，讲授时可根据不同需要确定取舍。最好先修通信原理，再阅读本书，这样更便于理解
。　　本书第3、4、5、7章由徐亮编写，第1、2、6、8章由刘南平编写。李先成教授审稿，在此谨表
感谢。　　本书阐述简练，深入浅出，图文并茂，适用面较宽，既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通信专业和计
算机网络专业的教材，也可供工程技术人员及技术管理人员阅读和参考。　　数据通信技术涉及面广
，难以在一本书中全部容纳。且由于时间紧迫，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欢迎读
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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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通信技术》

内容概要

《数据通信技术》是教育部新世纪高职高专教改项目成果教材，由有关教育部高职高专教育专业教学
改革试点院校编写。《数据通信技术》以数据通信技术为主线，对信源编码、数字传输系统和同步系
统等内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全书内容包括：数据通信基础知识、随机信号的分析、数字编码技术、
差错控制技术、接口协议和标准、数据传输控制规程、路由技术和广域网、其他网络协议等。
《数据通信技术》适用于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成人高校、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本科
院校及其举办的二级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以及民办高校，可以作为高等职业院校相关专业的
教材，也可供广大专业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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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通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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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通信技术》

章节摘录

　　错误频繁发生时，由于不断增加的传输就会导致额外的开销。在这种情形下，包含附加的纠错比
特可能比用大量的冗余传输更为经济。　　错误率不是唯一的考虑因素，时间可能是个关键的因素。
重发帧需要的时间多少取决于很多因素，如流量、数据速率和距离。在多数情况下，接收电子邮件或
从LAN服务器中接收文件时，短暂的延迟是可以的。但是，实时环境下要求信息实时传送以避免严重
后果，即使短暂的延迟也是不能容忍的。而且，在空间探索中，信号传输需要几个小时，若重传会造
成严重的问题，特别是重传很可能又受到干扰。　　4.5 加密和解密　　错误检测与纠正有助于预防人
们获取不正确的信息。另一个潜在的危险问题是信息的非法或未授权的接收。这些情形包括正常的发
送方和接收方，再加上截获并不是发向他或她的信息的第三方接收者，如图4.12所示。例如：在犯罪
团伙利用截获的信息进行勒索、欺骗或破坏国家安全之前，发送方和接收方都未能意识到未授权接收
的存在。显然，如果想通过某些媒质发送敏感信息，希望能获得一些秘密保险。　　要防止对通过微
波和卫星广播的信息的未授权接收是根本不可能的。便携式碟形卫星天线几乎可随处放置，并从卫星
接收信息，即使是电缆系统也易受攻击，它们经常从地下室、暗橱和街道下面穿过，找到一个孤点并
接入电缆并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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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通信技术》

编辑推荐

　　《数据通信技术》系统性强，除必要的数学推导外，突出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阐述，注重数据
通信技术在实际中的应用，各章后均有习题。由于不同专业、不同层次及先修课程各异，讲授时可根
据不同需要确定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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