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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先介绍了数据通信的基本概念，然后对数据信号的基带传输、频带传输和数字数据传输
这3种基本传输方式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接着分析了差错控制的基本理论及应用、几种数据交换方式
（电路交换、报文交换、分组交换和帧方式）及通信协议，继而介绍了分组交换网、帧中继网和数字
数据网（DDN）的基本构成及应用，最后介绍了Internet与宽带IP城域网的相关内容。
　　全书共有7章：第1章概述，第2章数据信号传输，第3章差锚控制，第4章数据交换，第5章通信协
议，第6章数据通信网，第7章Internet与宽带IP城域网。
　　为便于学生学习过程的归纳总结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每章最后都附有本章
重点内容小结和复习题。
　　本书取材适宜、结构合理、阐述准确、文字简练、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条理清晰、逻辑性强，
易于学习、理解和讲授。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专业教材，也可作为从事通信工作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参考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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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息通信专业教材系列·数据通信原理》既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专业教材，也可作为从事通信
工作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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