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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应用已经渗透到大学所有的学科和专业。
对大学非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来说，不仅应该掌握计算机的操作技术，而且还要了解计算机和信息处理
的基础知识、原理和方法。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自己的专业学习与工作。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是高等院校非计算机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的计算机课程，目前大部分高校把该课
程作为重点课程进行建设和管理。
该课程强调基础性和先导性，重点培养学生的信息运用能力和信息运用素养。
学生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能够掌握计算机学科基本原理、技术和应用，为后续课程中利用计算机技
术解决本专业和相关领域中的问题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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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数字通信　　数字通信技术是指将信源发出的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或信源发出的就是数
字信号）直接通过信道传输，或者通过用数字信号对载波进行数字调制后再传输的一种技术。
　　采用数字通信技术的通信系统称为数字通信系统。
数字通信系统通常由用户设备及编码和解码、调制和解调、加密和解密、传输和交换设备等组成。
如果信源发出的是模拟信号，则必须先经过模数转换成为数字信号，并对这些信号进行加密处理，以
提高其保密性；为提高抗干扰能力需再经过信道编码，对数字信号进行调制，变成适合于信道传输的
已调载波数字信号并送入信道。
在接收端，对接收到的已调载波数字信号经解调得到基带数字信号，经信道解码、解密处理和信源解
码等恢复为原来的模拟信号，送到信宿。
　　近年来，随着集成电路工艺的成熟以及计算机和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的充分发展，数字通信技术发
展迅速，大多数的模拟通信系统已逐渐被数字通信系统所取代。
尽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数字通信系统还不能完全取代模拟通信系统，但通信朝着数字化方向发展的
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数字通信与模拟通信相比，具有以下明显的优点。
　　抗干扰、抗噪声能力强。
电信号在信道上传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种各样的电信号干扰。
在模拟通信中，这种干扰是很难消除的。
而数字通信的接收端是根据收到的“1”和“0”这两个数码来判别的，因此在传输过程中不必关心信
号的绝对值，只注意相对值就行了，只要干扰信号不是大到使两个相对值都分不出来的程度，就不会
影响通信质量。
　　通信距离远，通信质量不易受影响，可以实现长距离、高质量的传输。
模拟信号在远距离传送过程中会发生衰减，而在线路上设立的增音放大器则会把杂音一并放大，甚至
会淹没正常的信号，限制了通信距离。
数字通信则可把受到干扰的信号再生成原始状态，使失真和噪音不易积累，这样，可以实现高质量远
距离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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