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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信息与信息技术 

【思考与交流】 

1．你知道什么是信息吗？ 

2．你知道信息技术主要研究什么吗？ 

第一节  认识信息 

信息技术，顾名思义，研究与信息有关的技术及应用。 

问题 1：信息从哪儿来，长得什么样？  

问题 2：信息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吗？ 

问题 3：信息究竟是什么？ 

一．信息的内涵 

例 1．凌晨朦胧的睡梦中，听到了闹铃响，向人们传达了该起床的信息。 

例 2．过马路时，看到了马路对面的红绿灯呈现绿色信号，向人们传达了此时可以通行

的信息。 

…… 

论点 1：信息源于事物。 

问题：信息是事物的什么？ 

例 3：烧水时，看到了容器中热气腾腾，水面翻滚，向人们传达了水已到沸点的信息。 

论点 2：信息反映了相关事物或现象所包含的内容。 

论点 3：信息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 

                                    ——维纳（控制论的创始人） 

论点 4：信息即为消息，用于消除人们认识上不确定的东西。 

                                    ——香农（信息论的创始人） 

归纳： 

只要有物质的运动，就有信息的存在。不过站在不同角度，信息就有不同的理解，

目前比较容易接受的解释是：信息是客观存在的，反映相关事物、现象、消息、情报、数据

等所包含的内容。 

讨论： 

（1）信息能独立存在么？若信息不能被人们所感知，其有意义吗？ 

（2）探讨数据、信息与知识、智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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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的主要特征 

信息与物质、能量一起，构成了当今世界人类社会的三大资源，它与物质、能量不同，

具有以下灵活多样的主要特征。 

1、载体依附性 

信息不能独立存在，必须依赖于某种载体而存在。 

2、可量度。信息可采用某种度量单位进行度量，并进行信息编码。如现代计算机使用

的二进制。 

3、可识别。信息可采取直观识别、比较识别和间接识别等多种方式来把握。  

4、可转换。信息可以从一种形态转换为另一种形态。如自然信息可转换为语言、文字

和图像等形态，也可转换为电磁波信号或计算机代码。 

5、可存储。信息可以存储。大脑就是一个天然信息存储器。人类发明的文字、摄影、

录音、录像以及计算机存储器等都可以进行信息存储。  

6、可处理。人脑就是最佳的信息处理器。人脑的思维功能可以进行决策、设计、研究、

写作、改进、发明、创造等多种信息处理活动。计算机也具有信息处理功能。 

7、可传递。信息的传递是与物质和能量的传递同时进行的。语言、表情、动作、报刊、

书籍、广播、电视、电话等是人类常用的信息传递方式。 

8、可再生。信息经过处理后，可以其他形式等方式再生成信息。输入计算机的各种数

据文字等信息、可用显示、打印、绘图等方式再生成信息。 

9、可压缩。信息可以进行压缩，可以用不同的信息量来描述同一事物。人们常常用尽

可能少的信息量描述一件事物主要特征。 

10、可利用。信息具有一定的实效性和可利用性。 

11、可共享。信息具有扩散性，因此可共享。 

第二节  信息技术概述 

信息只有被主体感知才能体现其意义，而主体感知外界主要靠主体的各种信息感知器官

来实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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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的本质意义上讲，信息技术就是能够扩展人的信息器官功能（特别是其中智力功

能）的一类技术，具体而言，信息技术被定义为能够完成信息的获取、传递、加工、再生和

施用等功能的一类技术，也被定义为感测、通信、计算机和智能以及控制等技术的整体。 

1. 感测技术 

感测技术是现代科技的前沿技术，是制造业自动化和信息化的基础，涉及到各种物理、

化学、生物信息量的测量、变换和处理。以传感器为核心的检测系统就象神经和感官一样，

源源不断地向人类提供宏观与微观世界的种种信息，成为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

可以这么说，没有传感器就没有现代科学技术。 

【应用例举】 

例 4. 应用于红绿灯违章拍照 

红绿灯电子眼的工作过程：电子

眼采用感应线来感应路面上的汽车传

来的压力，通过传感器将信号采集到

中央处理器，以此决定是否启动摄像

头拍照违章车辆，即在同一个时间间隔内（红灯周期内），汽车前轮过线了，而后轮子没出

线，则只产生了一个脉冲，则不拍照；若此期间后轮子也过线了，则将连续产生两个脉冲信

号，此时中央处理器将发出指令，启动电子眼拍照，记录违章车辆。 

例 5. 在海啸预报中的应用 

通过海底压力传感器，能感应到 1

厘米以上的海浪通过，通过无线通信

手段，能将压力传感器感应到的数据

传送出去，起达到实时预警。 

问题：你还能例举出生活中应用

感测技术的例子吗？ 

【知识拓展】感测技术发展趋势 

（1）不断提高检测系统的测量准确度、量程范围、

延长使用寿命、提高可靠性。 

（2）应用新技术和新的物理效应，扩大检测领域。 

（3）发展集成化、功能化的传感器（如左图：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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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物传感器，检测乳酸－葡萄糖的仪器）。 

（4）采用计算机技术，使检测技术智能化，如面部识

别技术。 

（5）发展网络化传感器及检测系统。 

如物联网：通过射频识别(RFID)、红外感应器、全球

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

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

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 

2. 通信技术 

   现代通信技术主要包括数字通信、卫星通信、微波通信、光纤通信等。 

3. 计算机和智能技术 

计算机和智能技术是信息技术的核心及支撑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用得非常普遍。 

4. 控制技术 

【应用体验】 

例 6．自动水位控制器 

观察自动水位控制器的实验装置及正常工作时的效果，结合电路图分析自动水位控制器

的实现过程。 

资料卡片 1：继电器 

电磁继电器一般由铁芯、线圈、衔铁、

触点簧片等组成的。只要在线圈两端加上一

定的电压，线圈中就会流过一定的电流，从

而产生电磁效应，衔铁就会在电磁力吸引的

作用下克服返回弹簧的拉力吸向铁芯，从而

带动衔铁的动触点与静触点（常开触点）吸合。当线圈断电后，电磁的吸力也随之消失，衔

铁就会在弹簧的反作用力返回原来的位置，使动触点与原来的静触点（常闭触点）释放。这

样吸合、释放，从而达到了在电路中的导通、切断的目的。对于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

点，可以这样来区分：继电器线圈未通电时处于断开状态的静触点，称为“常开触点”；处

于接通状态的静触点称为“常闭触点”。 

例 7．光控实验 

动手体验光控实验的效果：用手遮住光敏电阻，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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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什么现象；松开手又会出现什么现象？ 

资料卡片 2：光敏电阻 

光敏电阻器是利用半导体的光电效应制成的一种电阻值随入射光的强弱而改变的电阻

器；入射光强，电阻减小，入射光弱，电阻增大。 

问题：你还能例举出生活中应用控制技术的例子吗？ 

【知识拓展】智能控制技术是当前控制技术研究的重心，其主要包括模糊控制技术、专

家控制技术、机器学习技术。智能机器人就是其典型的应用案例。 

 

小结： 

信息技术研究信息的获取（收集）、表示（组织）、存储、处理、传输（包括发送、路由、

接收）、利用的一门技术。它是一门集数学、物理学、电子学、通信技术、计算机科学技术、

智能科学技术以及控制理论与技术等于一体的交叉学科。其中微电子技术和软件技术是信息

技术的核心。 

资料卡片 3：常见的与信息技术相关的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含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应用技术等专业）； 

电子科学与技术（含物理电子学、电路与系统、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电磁场与微波

技术等专业）； 

信息与通信工程（含通信与系统、信号与信息处理等专业）； 

控制科学与工程（含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模式识别与智能系

统、导航制导与控制等专业）； 

第三节  变革中的信息技术 

一．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 

【自主学习】阅读下列参考材料，结合互联网相关资料，整理出当前信息技术发展概况、

主要热点及发展趋势，并列举一两个新技术应用体验的案例。 

参考材料 1：信息技术发展现状 

信息技术推广应用的显著成效，促使世界各国致力于信息化，而信息化的巨大需求又驱

使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当前信息技术发展的总趋势是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中心，从

典型的技术驱动发展模式向技术驱动与应用驱动相结合的模式转变。微电子技术和软件技术

是信息技术的核心。集成电路的集成度和运算能力、性能价格比继续按每 18 个月翻一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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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呈几何级数增长，支持信息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现在每个芯片上包含上亿个元件，

构成了“单片上的系统”（SOC），模糊了整机与元器件的界限，极大地提高了信息设备的功

能，并促使整机向轻、小、薄和低功耗方向发展。软件技术已经从以计算机为中心向以网络

为中心转变。软件与集成电路设计的相互渗透使得芯片变成“固化的软件”，进一步巩固了

软件的核心地位。软件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功能通过软件来实现，“硬件软化”

成为趋势，出现了“软件无线电”“软交换”等技术领域。嵌入式软件的发展使软件走出了

传统的计算机领域，促使多种工业产品和民用产品的智能化。软件技术已成为推进信息化的

核心技术。 三网融合和宽带化是网络技术发展的大方向。电话网、有线电视网和计算机网

的三网融合是指它们都在数字化的基础上在网络技术上走向一致，在业务内容上相互覆盖。

电话网和电视网在技术上都要向互联网技术看齐，其基本特征是采用 IP 协议和分组交换技

术；在业务上要从现在的话音为主或单向传输发展成交互式的多媒体数据业务为主。三网融

合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把三个网合成一个网，但它的确打破了原有的行业界限，将引起产业的

重组与政策的调整。随着互联网上数据流量的迅猛增加，特别是多媒体信息的增加，对网络

带宽的要求日益提高。增大带宽，是相当长时期内网络技术发展的主题。在广域网和城域网

上，以密集波分复用技术（DWDM）为代表的全光网络技术引人注目，带动了光信息技术

的发展。宽带接入网技术多种方案展开了激烈的竞争，鹿死谁手尚难见分晓。无线宽带接入

技术和建立在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之上的移动互联网技术，正向信息个人化的目标前进。 

互联网的应用开发也是一个持续的热点。一方面电视机、手机、个人数字助理（PDA）

等家用电器和个人信息设备都向网络终端设备的方向发展，形成了网络终端设备的多样性和

个性化，打破了计算机上网一统天下的局面；另一方面，电子商务、电子政务、远程教育、

电子媒体、网上娱乐技术日趋成熟，不断降低对使用者的专业知识要求和经济投入要求；互

联网数据中心（IDC），网门服务等技术的提出和服务体系的形成，构成了对使用互联网日

益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使信息技术日益广泛地进入社会生产、生活各个领域，从而促进

了网络经济的形成。 

参考材料 2：信息技术发展的三驾马车--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 

   随着微电子技术和网络技术等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逐步呈现出新的特征，

今天的“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可以称为是信息技术发展的热点并逐步成为推动信

息技术发展的三驾马车，这三个热点发展领域既有关联，又各有侧重，还具有相互融合发展

的趋势，并以各种具体应用逐步呈现。  

物联网可以认为是互联网的最后一公里，其基本特点是互联网的末梢网络的细节化、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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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化，以感知、影响末端环境信息为主要特征。大量低成本、低精度具有感知能力和组网、

联网能力的 Smart objects 的出现，使我们有可能对周围的环境实现更细致化、真正实时的感

知和探测，联网可以增大区域覆盖，信息汇集与处理为影响环境带来更加科学、准确的决策。

而依据互联网的物体识别和定位，物体移动和距离不再成为网络虚拟物体存在的障碍。物联

网使我们对环境（居住、生产、生活等）和环境中存在的物体知道得更多，控制得更好，从

而可以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  

云计算从分布式计算、并行计算、网格计算，网络存储等走到今天，并将伴随着互联网

上 Smart things 的剧增而迅速发展，大数据和数据的互通共享给云计算带来了商机。各种云

的出现不仅仅是数据的处理方式、传输方式的改变，更需要对应着信息时代数据聚合所带来

的观念的改变。数据流动、共享与处理，在安全的前提下必然要求打破原有社会分割管理的

界限，信息融合流动带来的价值反过来会推动社会伴随着信息化产生新的变革。  

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社会一股巨大的推动力量，随着微电子、嵌入式软件技术和智

能技术的发展，智能终端越来越像过去的电脑，移动的便利和宽带无线网络的飞速发展以及

无穷无尽创新式应用的出现，移动互联网正日渐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方式。借助智能传感

器，作为物联网的一种新应用，移动互联网还可以使我们人作为一个个移动的节点，从而带

来更多意想不到的新的应用，并进一步改变我们的生活内容和质量。 

“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尽管各有侧重，相互独立，但本质上具有相互影响、

渗透，融合发展的趋势。这是因为，三驾马车本质上都是信息化的数据，不论是物联网的感

知，还是云计算的处理，而移动互联网也可以看作是和人进行绑定的移动节点。在具体应用

上，也有可能将三者融为一体，比如智慧城市的真正出现，好像缺了哪个都很难真正实现。

当今信息技术发展所呈现的三驾马车也就必然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并随着应用的成熟推进，

而呈现进一步既独立、又相互融合发展的趋势。 

（摘自中国科学网 http://www.sciencenet.cn） 

二、合理使用信息技术 

参考教育科学出版社必修教材的 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