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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1年，《大学信息技术基础》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后，深受浙江省乃至全国高校师生的欢迎，很
多读者来信询问并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为此，我们在对原书稿进行了修改的基础上，推出了
本书的第二版。
在这次再版中，我们除了做一些技术上和结构上的修改，还改正了一些文字错误和叙述上的不当之处
，使论述更加严谨。
　　科学技术是飞速向前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存在旧有技术的改进和新的技术的出现，信息技
术也是如此。
为了使读者更好地掌握本书的内容，并学习一些新的技术和方法，在再版之际，我们对本书的结构进
行了如下的改动：　　将原本第8章的“微电子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的发展概况”和“微电子和计算机
技术促进了新技术革命”两节放到了第2章中进行介绍。
　　在第3章中去掉了“展望”一节。
　　在第4章中去掉“交换技术”一节。
　　第7章的“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一节增加了新技术的内容，改为“先进控制技术”；在“机器
人技术”一节中增加了“机器人的概念”、“机器人的种类”、“机器人的共性技术”等小节并介绍
了相关的内容。
　　去掉原第8章中比较旧的技术介绍。
　　希望本书的第二版能给读者更新的科学知识，能更满足教学课程的要求。
　　愿我们的劳动能多给读者一些帮助，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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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技发展要求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学内容要有全面改观。
计算机只是信息技术中的一个关键角色，而并非是所有重要角色。
无论对哪个学科来说，需要的是信息技术的支撑，而不仅仅是计算机技术的支撑。
《大学信息技术基础(第2版)》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信息技术的主要知识、部分原理和它们在主要行业的
应用情况。
教学目的是：全面了解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领域知识。
书中各章后面有思考题，便于学生深入学习、理解。
《大学信息技术基础(第2版)》可作为大学非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机基础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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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社会的职业道德规范和相关法律10.1 问题与现状10.1.1 不良信息毒化网络空气10.1.2 网上犯罪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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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传输介质是通信系统中连接收发双方的物理通路，也是通信过程中消息传送的载体，传输介质分
为硬传输介质和软传输介质两类。
硬传输介质包括双绞线、同轴电缆、光缆等。
软传输介质包括无线电波、激光、红外线等。
　　系统的传输特性和质量，不但与信号的性质有关，还与介质的特性有关。
当采用硬传输介质时，介质本身的特性对传输极限的影响极为重要。
例如，介质本身的带宽就限制了系统的带宽。
对于软传输介质，发送信号的带宽对传输特性的影响起决定性的作用。
因为带宽不同，允许的数据传输速率也不同，带宽越宽，数据传输速率越高。
　　通信系统中常用的传输介质介绍如下。
　　1．双绞线　　双绞线是由两根各自封装在彩色塑料皮内的铜线互相扭绞而成的，扭绞的目的是
使它们之间的干扰最小。
多对双绞线外套一保护套构成双绞线电缆，通过相邻线对间变换的扭矩，可使同一电缆内各线对间干
扰最小。
　　双绞线分屏蔽型和非屏蔽型两种类型，其结构示意图如图4．10所示。
屏蔽型是在非屏蔽型外面再加上一个由金属丝编织而成的屏蔽层，以提高其抗电磁干扰能力。
因此，屏蔽型抗外界干扰性能优于非屏蔽型，但价格也较贵。
　　相互扭绞的一对双绞线可作为一条通路，其输入阻抗有100f2和150Q两种。
双绞线可用于传输模拟信号，也可用于传输数字信号，电话线就是双绞线的一种。
　　双绞线的带宽取决于铜线的粗细和传输距离。
用于传输模拟信号时，每隔5km～6km，需要一放大器；用于传输数字信号时每隔2km～3km就要用转
发器转发一次。
双绞线用于远程中继线时最大传输距离为15km，用于局域网时，与集线器间的最大距离为100m。
　　目前，国际电气工业协会（EIA）对非屏蔽双绞线定义了五类质量级别。
计算机网络中最常用的是三类和五类非屏蔽双绞线。
三类线的带宽是16MHz，最高数据传输速率是16Mbps。
五类线的带宽是100MHz，最高传输速率是100Mbps。
二者的不同关键在于电缆内每单位长度上的扭绞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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