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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据通信技术是当今发展迅速的技术之一，数据通信技术正不断地与计算机技术相融合，这种不
断融合的发展趋势，引领着世界进入信息与网络时代。
　　高职高专是培养面向生产、服务的第一线技术型应用人才，所以本书的编写力求深入浅出，通俗
易懂，便于自学，并尽量将抽象的技术原理与实际系统和设备的介绍相结合。
　　本书的特点如下。
　　（1）着重阐述各种数据通信系统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术，尽量避免繁琐的数学推导和多种相似
系统的罗列。
　　（2）紧跟数据通信发展步伐，着重介绍了一些数据通信新技术。
　　“数据通信技术”是一门集理论与实践于一体、实用性很强的课程，既是数据通信专业的核心课
程，也是其他通信类专业的必修专业基础课程。
本课程使学生对数据通信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组网技术有较全面的理解和认识，并能应用于现网
各类数据通信系统中。
该门课程为数据通信专业后续专业课程“数据通信设备”和“数据通信综合实训”打下基础。
本课程参考学时为76学时。
　　本教材共分8章：第1章介绍数据通信的基本概念，主要包括特点、质量指标等；第2章介绍数据通
信的编码技术；第3章介绍数据通信的传输技术，对基带、频带传输作了重点讲述；第4章介绍数据通
信的复用技术；第5章介绍数据通信协议；第6章介绍数据通信终端、接口与调制技术；第7章介绍数据
通信的交换技术；第8章介绍各种常见的数据通信网络。
　　其中第1、4、5章由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杨一荔编写，第2章由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沈乐编写
，第3章由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郭慧清编写，第6、7、8章由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杨彦彬编写，杨
彦彬对全书进行了统编和定稿。
　　由于编写时间与作者水平有限，本书难免出现疏漏和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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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8章：第1章介绍数据通信的基本概念，主要包括特点、质量指标等；第2章介绍数据通信的编
码技术；第3章介绍数据通信的传输技术，对基带、频带传输作了重点讲述；第4章介绍数据通信的复
用技术；第5章介绍数据通信协议；第6章介绍数据通信终端、接口与调制技术；第7章介绍数据通信的
交换技术；第8章介绍各种常见的数据通信网络。
    本书可用于高职高专通信类、计算机类、电子技术类各专业及相近的专、本科教材或参考书，也可
作为岗前培训、技能鉴定及通信工程技术人员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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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数据通信中的编码技术　　2.4　数据码型的压缩、加密和解密　　2.4.1　数据压缩　　
随着要求电子通信的新应用的大量涌现，建立更快更廉价的数据发送方法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光纤、
高频微波和速度更快的调制解调器等，所有这些技术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且肯定将有所贡献。
然而，某些应用无法等待这些新发明的来临。
　　一个例子是彩电信号。
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动作实际上是每秒显示30幅图像（帧），而且每幅图像实际上包含大约200000个
点，即像素（Pixel，图像元素），每个像素的蓝、绿、红这三种基本色的强度各不相同。
不同的组合产生不同的光谱颜色。
这意味着一帧的电视信号必须携带每个像素的每种基本色的强度信息。
由于信号每秒传送30帧，因此它必须具备超过100 Mbit/s的数字传输能力，根据香农定理，需要给每个
信道分配超过6 MHz的信号带宽。
　　以上这个例子表明有办法可以避开不同传输媒质的物理限制。
但怎么避开呢？
答案是数据压缩（一种在保持传输帧原意的基础上减少传输比特数的方法）。
它降低费用和发送时间。
数据压缩已广泛应用于传真机和V.42调制解调器标准等众多领域。
它也用于磁盘存储，很多软件开发商压缩磁盘或CD上的程序以保留空间。
　　1.　什么是数据压缩　　所谓数据压缩，就是削减表示信息的符号的数量，即通过一些方法将数
据转换成为更加有效、需要更少存储量的格式，以减少传输的字节数。
数据压缩的目的是：能较快地传输各种信号，如传真信号和Modem通信信号等；在现有的通信干线并
行开通更多的多媒体业务，如各种通信增值业务；另外，可以紧缩数据的存储容量，如CDROM
、VCD和DVD等；对于多媒体移动通信系统，可以降低发信机的功率。
因此，数据压缩在通信时问、传输带宽、存储空间甚至发射能量等方面都会起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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