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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趣味科学馆”丛书，是一套自然科学獒读物。
丛书包罗科学的多个领域，涉及“信息化”、“绿色革命”，“发明”、“生态资源”、“航天”
、“军事”、“日食、月食”等当下热门关键词。
这本《走进信息化时代》由刘芳主编，为该系列丛书之一，有引领读者关注热点、提升其认识水平的
现实价值。
《走进信息化时代》内容涉及信息化领域的各个侧面，并进行合乎逻辑的排列组合。
文字浅显易懂、生动活泼。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进信息化时代>>

书籍目录

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
　认识信息
　什么是信息技术
　信息论与信息产业
　信息革命
　信息的传输
　信息化社会的定义
　数据与信息
　信息革命的意义
计算机网络
　计算机进化史
　个人电脑的发展
　计算机的程序
　人工智能计算机
　“神经”计算机
　量子效应与量子计算机
　光与光脑
　计算机网络
　网络通讯协议
　上网的设备
　国际互联网
　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
信息技术与信息化
　电信时代来了
　通信的分类．
　无线电技术的进步
　无线电与广播技术
　强大的光通信技术
　微波通信技术
　卫星通信技术
　全球定位系统
　深空通信技术
　蜂窝式移动通信
　移动电话与移动通信
　3G与蓝牙
　短信与彩信
信息化生活
　电话与信息化
　手机与信息化
　电视与信息化
　电子阅读与信息化
　其他信息化生活
信息时代的新经济
　网络经济的兴起
　繁荣的电子贸易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进信息化时代>>

　电子货币与网络银行
　网络销售与网购
　电子出版
　网络广告
军事与信息化
　信息化武器与弹药
　电子对抗技术与应用
　声呐技术
　电脑病毒与网络战争
　用信息化武装军事
　信息战的利弊
信息新技术与技术安全
　遥感技术
　条形码技术
　黑客与防火墙
　密码技术与信息安全
　加密的电视节目
　加设密码的语言
　电话的保密技术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进信息化时代>>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什么是信息技术所谓信息技术，主要指的是信息的产生、获取、存储、传递、处理、
显示和使用等技术。
它主要包括微电子技术、光子技术、光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辐射成像技术等。
微电子技术是指以半导体集成电路为核心的技术。
半导体集成电路在30多年的时间内，经历了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超大规模时期。
世界各国都把微电子技术发展的水平作为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通常，大规模集成电路发展的水平以动态随机存储器和静态随机存储器的集成度（每个集成电路封装
的元件数）为标志。
从20世纪70年代1K位成功，至90年代64M位问世，期间经历了8代变革，集成度提高了64000倍。
其中，砷化镓（GaAs）集成电路获得更大的发展。
在集成电路发展中，光刻技术在微细加工技术中是最核心的一种工艺技术。
其中，同步辐射X射线曝光技术是一种最有希望的光刻技术。
微电子技术将进一步发展为纳米电子技术。
进入21世纪，光子技术与光电子技术逐渐成为信息技术的支柱。
光子技术主要指对光子流进行的控制技术，主要包括光的产生、传输、调制、开关、放大和转换等技
术。
光子作为信息载体具有很多优点和特点，如激光二极管的问世，使光子能够代替电子。
光子器件及其系统的响应速度远比电子的高，加之承载信息的光子又具有可大规模互联和并行传输与
处理的能力等，光子技术已遍及许多领域：光子发生与控制的激光技术与系统，如各种激光器与系统
；光子及其承载信息传输的导波技术与系统，如光纤光波导；光子探测和分析的光学检测技术与系统
，如光谱分析技术、遥感技术；光子承载信息及加工的光学信息处理与通信系统以及微光子技术，如
光集成。
在21世纪里，微电子技术、微光子技术及其结合的微光电子技术将成为信息技术的三大支柱。
计算机技术是信息技术中最核心的技术，主要是进行信息处理或加工，部分地代替人脑的功能，可以
说是人类大脑的延伸。
现代计算机是一种自动进行程序处理的通用工具。
它的处理对象是信息，处理结果也是信息。
利用计算机解决科学计算、工程设计等各种问题的方法都是按照一定的算法进行的，而这种算法是定
义精确的一系列规则，它指出怎样以给定的输入信息经过有限的步骤产生所需要的输出信息。
算法的特殊表示称为程序。
信息处理的一般过程是使用者针对待解决的问题事先编制程序，再存入计算机内，然后利用存储程序
指挥、控制计算机自动地进行各种基本操作，直到得出预期的结果。
计算机能够自动工作的基础在于这种存储程序方式，其通用性的基础则在于利用计算机进行信息处理
的共性方法。
在近半个世纪里，计算机技术一直在高速发展，已由硬件、软件和固件组成了计算机系统。
由于集成电路的集成度的迅速发展，所以各类计算机的性能也得到了迅速提高。
而新一代计算机是将信息采集、存储、处理、通信、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的智能计算机系统，既能处
理一般信息，又能进行知识处理，并具有形式化推理、联想、学习、解释的能力，将有助于人类开拓
未知的领域并获得新的知识。
在21世纪里，计算机技术将得到迅速发展。
首先，超级计算机在并行处理技术的基础上会得到充分发展，特别是大规模并行处理（MPP）计算机
。
多媒体技术作为一种新技术进入计算机系统，大大拓宽了计算机的应用范围，它是把文字、数据、图
形、图像和声音等信息媒体作为一个集成体由计算机来处理，这样就把计算机带入了一个声、文、图
集成的广泛的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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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子计算机飞速发展的同时，光学计算机将有广阔的前景，它基于半导体光子学技术的发展，形成
光子集成系统，再融合电子集成系统，最后形成光电子集成系统。
可以预计，光学计算机的运算速度会比超级计算机快1000～10000倍。
接着，人们还将继续发展生物计算机——分子计算机、神经计算机。
信息论与信息产业信息论作为广义的系统论中的一部分，信息论最初是一门比较实用的科学，它是在
研究通讯过程中的信息传输问题上发展起来的。
信息论的创始人申农，是美国贝尔电话研究所的数学家。
早在1940年，申农就开始研究通讯中的信息传递问题。
当时的中心问题是信息源发出消息后，怎样通过信息传递渠道到达信息接收器的问题。
围绕此问题，在1948年，申农发表了《通讯的数学基础》一文，它正式奠定了现代信息论的基础。
申农第一次从理论上阐明了通讯的基本问题是信息传递问题，并提出了通讯系统的模型。
他还创立了度量信息量的数学公式，并初步解决了如何从信息接收端提取信息源发来的消息的技术问
题。
申农还研究了如何充分利用信息传输道的信息容量，如何在有限的信息传输道中以最大的速率传递最
大的信息量的基本途径。
同时，他还初步解决了如何编、泽才能使信息源的信息充分表达，信息传输的容量被充分利用的问题
。
申农创立信息论后，又与魏沃尔合作写了《信息论》一书。
魏沃尔把通讯问题分成三个方面：（1）技术问题，就是解决如何精确地传送通信符号。
（2）语义问题，就是解决如何使传送的符号精确地表达语义。
（3）有效性问题，就是解决怎样使收信者收到语义，按需要的方式有效地发挥作用。
他认为申农的工作属于技术问题，并没有解决后两个问题。
实际上，信息的传递几乎存在于一切过程中。
从此，信息论被各个学科领域所引进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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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进信息化时代》图文并茂、热门主题、创意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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