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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数据通信教程（第3版）》的第一版于2000年春出版，为多校使用，并于2002年秋评为全国
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
第二版仍分为12章，内容包括绪论、通信基础、基带数据传输、频带数据传输、通信接口、多路复用
、差错控制、同步、交换、数据网络、用户数据接入、多媒体数据通信。
其主要区别在于增添了数据网络一章，原信道一章压缩为一节，并对多媒体数据通信的一些内容适时
更新。

　　作为新技术学科的教材，该书把握了知识体系结构的完整性与拓展性这一原则，以朴实的语言，
深入浅出地、准确地阐述了数据通信的理论、概念、应用及相关的内在关系，并追踪了当代新技术的
发展和交叉融合，同时对过时的观点和陈旧的内容予以纠正或更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该书可作为高校通信、计算机、电子等专业的本科教材，也可作为科技人员的参考书。
书中各章末均附有习题，书末还附有相关的数学推导和常用标准、若干专业英汉词汇对照表及主要参
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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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简单的抗干扰编码
一、奇偶校验码
二、二维奇偶校验码
三、群计数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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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异步传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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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帧中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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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背景、需求、特点
一、背景
二、需求
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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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功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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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功能
四、接入网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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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HD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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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广电网络的进展
第六节 IP计算机网络的构成与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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