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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是1956（猴）年生人，很幸运与计算机有缘，因为猴年也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本命年。
1956年，是共和国计算机事业的开创起步年。
这一年国家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12年科技规划）时，即将“计算技术
的建立”列为四大紧急措施之首，开始筹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并任命华罗庚教授为中国科
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数字委员会主任。
两年后，中国有了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103机。
1956年对于世界计算机界来说则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首先，：IBM公司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高级程序设计语言——FORTRAN语言，开创了计算机软件的新
纪元，计算机从此真正走出了实验室，进入了应用普及大发展的新时代；其次，世界上第一台数字式
电子计算机ENIAC这一年被送进了博物馆，1946年2月14日正式启用的ENIAC，仅运行了10年，人们就
已经像看待出土文物一样对待它了，可见计算机这一新生事物发展速度是何等惊人；还有，这一年日
本科学家刚刚造出了日本的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这一年IBM公司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磁盘存储系
统；这一年计算机界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AI）”的概念；这一年推出了采用晶体管的商用计算
机UNIVAC⋯⋯　　1995年尼葛洛庞帝（美）所写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中强调：“计算不再只和计
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
”的确如此，信息已是现代文明的血液，而信息化也已成为现代文明社会必不可少的内容。
半个世纪以来，计算机像一个神奇的精灵，以人类历史上其他任何一种学科都无法与之比拟的发展速
度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计算机作为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正无孔不入地进入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将成为一种知识、
一种技能进入人们的智力结构，像读书、写字一样成为现代文明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同自然界一样，适者生存依然是信息社会必须遵循的法则。
但古人云：“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
所以说，惟有惶者才能生存！
天道酬勤，惟有强者才能生存！
　　面对计算机发展如此之快的技术和竞争如此激烈的市场，我们始终十分忙碌地工作着。
的确太忙了，以至于顾不上为放弃曾经学过的一个个编程语言和操作软件而痛苦；也顾不上为丢弃曾
经花费了大量人民币买来的一台台计算机设备而惋惜。
我们已不能够说什么东西是“最新的”或“全新的”，也很难说什么东西是“最好的”或“最佳的”
。
结果是，我们一贯遵守的“循序渐进”的学习常规被彻底打破了。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形态几十年来一直是“现在进行时”，正感慨“我怎么又落后了”的同时，新东西
又来了。
我们认了，这就是我们仅有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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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信息技术导论》是依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制订的高
等院校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的。
《大学信息技术导论》内容沿信息技术的历史、技术、应用三条主线展开，共包括信息技术基础、程
序设计和应用三篇内容，重点介绍信息理论的发展历程与奠基人、中国特色的信息化道路、汉字识别
技术、算法设计与基本数据结构、结构化程序设计、面向对象技术与可视化编程、软件方法学与软件
工程学、VisualBasic程序设计语言、中国“金”系列工程、信息技术与现代军事、生物计算机与生物
信息学、计算机美术与计算机音乐、世界著名IT企业、校园卡打造数字化校园、智能化社区——数字
家园、企业信息化与ERP、软件工程与CMM、密码技术与信息隐藏术等。
通过大知识量地讲授，阐述这样一种理念：计算机的生命在于应用！
《大学信息技术导论》可作为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的教材，也可以作为培训教材和自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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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信息具有不灭性物质是不灭的，能量也是不灭的，其形式可以转化。
信息不像物体和能量，它不能单独存在，必须借助某种符号才能表现出来，必须寄载于某种物体之上
，即信息必须依附于载体。
信息是事物运动的状态和方式而不是事物本身。
信息的不灭性是指一条信息产生后，其符号和物质载体可以变换，甚至载体可以被毁掉，如一本书、
一张光盘，但信息本身并不会被消灭。
另外，某些信息的使用有很强的时效性，如金融信息和战争信息等。
　　（2）可传递性和共享性信息在空间上的传递称为通信。
在通信上，通常把信息的通路称为信道，如电话、微波、卫星等；把信息的发布者称为信源；把信息
的接受者称为信宿。
同一信源可供给多个信宿，而信源自身的信息可秋毫无损，这就是信息的共享性。
信息在时间上的传递称为信息存储。
利用存储介质（如纸张、磁带、磁盘、光盘等）可将用文字、声音和图像等符号表示的信息记录下来
，使其永久为人类服务。
信息可以廉价复制，广泛传播。
信息的创造可能需要很大的投入，但复制只需要载体的成本。
当然，无论是信息共享还是信息传播，都不能侵犯知识产权，这是信息社会必须遵守的信息道德。
　　（3）信息的可处理性可以通过压缩、存储、排序、转换形态等方法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
经过综合、分析等处理，原有的信息可以实现增值，能够更有效地服务于不同的人群或不同的领域。
信息并不神秘，不断获取信息，不断提高信息识别和加工处理能力，自觉抵制污染社会环境的有害信
息，这些都是信息时代应该倡导的信息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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