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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耳闻“新媒体”这个词已近20年了，此后，将语音通信和报纸、广播等旧媒体与之结合，称其为
“多媒体”。
　　以计算机为主的信息处理设备，其处理对象从数据处理开始，已逐，渐扩展为对代码、字符信息
、表格、图形、语音和动画的处理。
信息处理系统也从早期的批处理经过联机实时系统、分散处理系统，迎来了网络计算机时代。
　　在电信领域里，以高速传输和复用传输为目标，开发了各种方式，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及光缆的
采用，已完全可以实现高级信息通信功能，即经济地进行语音、数据、图像等通信与处理。
这种能够有效传输和交换各式各样信息的通信网称为多媒体通信网。
　　一方面，电信不仅不受距离上的限制，而且随着移动通信性能的提高，也突破了场所的限制，高
性能、多功能的便携式信息处理设备已不断涌现出来。
　　另一方面，在Internet应用剧增的同时，Internet所孕育出来的各种思路和新技术已开始对专用网及
公众通信网带来巨大的影响。
其典型例子就是称为Voiceover IP（VoIP）的IP电话业务。
　　信息当然有其潜在的价值，但只有信息得到应用才会真正体现其价值。
信息通信网络虽说是信息流通的基础建设，但它必须与信息处理系统紧密联系起来。
庞大的信息要经过整理和加工，转换成人们易于理解、便于应用的形式。
　　伴随人们的经济活动的增加，信息量不断加大，尤其是图形、视频信息的剧增，使信息通信业务
量大幅度增加。
在电话业务与非电话业务的信息量方面，后者的增长远比前者快得多。
这不仅仅是日本，而且是各先进国家共同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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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通信领域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及光缆的采用，多媒体通信网已能够经济地进行语音、数据
、图像等通信与处理。
作为产业的神经网络及多媒体时代的基础，可以认为信息通信将继续占据着重要地位。
《多媒体信息处理及通信》是OHM通信实用技术系列之一。
《多媒体信息处理及通信》从信息处理系统与通信网络的变迁、多媒体信息的特点及多媒体通信的基
础知识出发，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数字通信的基础知识、宽带传输与基带传输的差异、调制方式和多路
复用处理、图像及语音的信息压缩技术、TCP／IP的各层功能，同时还由浅入深地介绍了基干通信网
的接入、变换系统和中继网、交换电路业务、ISDN、因特网接入业务、专线接入业务、移动通信业务
、PHS移动电话、移动通信与宽带接入等。
　　《多媒体信息处理及通信》可供通信、多媒体信息处理、计算机等相关专业的技术人员及研发人
员参考，亦可作为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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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分散处理的主要优点如下：　　①因网络化而降低通信成本：与来自各终端的通信线路集中于中
心相比，连接到分中心可缩短总的线路长度，节约通信费用。
　　②因分散而提高处理性能：分中心的文件和数据库规模小，其维护简单，可使内容更充实。
同时，在庞大的集中系统里，因其复杂性使得功能的局部追加和变更困难，而分散系统则善于在子系
统中只追加必要的功能。
　　③多种人机接口的采用：在集中系统中，强调标准化、统一性，难以对应较小的人机接口；然而
，在分散系统中能随机应变，易于接纳多种终端的规格，可提供较小的接口。
　　④功能追加和系统扩展的容易度：能够比较简单地对应新的系统追加和适应用户提出的新要求。
　　⑤系统故障和灾难的影响局部化：由于分散了处理功能，可望系统故障只局限在一小部分；同样
，亦可分散自然灾害的风险。
　　若按网络方式将分散系统分类，可分为垂直分散系统、水平分散系统和水平垂直组合起来的复合
分散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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