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必修 1 第三单元：认识数据（知识梳理）

►►2. 1 数据采样与编码 ◄◄◄

【知识链接】

1.采样和量化

采样：根据输入的模拟信号按适当的时间间隔得到各个时刻的

样本值 。

量化：把经采样得到的各个时刻的样本值用二进制码来表示。

2.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

按照取值特征，可以将信号分为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

模拟信号是指用连续变化的物理批所表达的信息，如温度、湿



度、压等强。我们通常又把模拟信号称为连续信号，它在一定的时间

范削内可以有多个不同的取值。模拟信号的值是随时间连续变化的，

波形光滑。

数字信号随时间的变化是非连续的，即取值上是离散的、不连续

的信号。数字信号可以由模拟信号转换得来，即在模拟信号的基础上

经过采样、量化和编码而形成。

3.声音的数字化

声音信号是通过采样和量化实现模拟址的数字化的，这个过程称

为模数转换。

音频采样： 按一定的时间间隔，测得模拟信号的模拟狱值。每

秒采样的次数称为采样频率，单位是赫兹( Hz) 。如 CD 的采样频率

为 44. 1 kHz, 即每秒采样 44100 次。

音频量化：将信号波形的纵轴划分为若干个区间，把落到某个区

间的采样点按四舍五入的规则取整数值。

4.容量单位

计算机中的信息是使用二进制数（即 0 和 1 ) 来表示的；计算

机中存储数据的最小单位是二进制位，用比特(bit ) 表示；计算机存



储数据的基本单位为字节( Byte) , 8比特构成 1 个字节。

存储容址单位还有 KB、MB、GB、TB 等，它们之间的转换关系

如下：

1 Byte = 8 bits

1 KB = 1024 Bytes

1 MB = 1024 KB

1 GB = 1024 MB

1 TB = 1024 GB

5.数制与数制转换

数制是各种计数方法或计数表示方法的总称，包括非进位数制和

进位数制两种。

相邻位之间存在＂逢十进一，借一当十＂的关系，称为十进制数

制。计箕机中的数制均为进位数制。常见的有二进制、八进制, 十六

进制等。

常用数制的基本特征如下表所示

数制转换：

数制 基数 进位规则 位权 数码 表示

十进制

二进制

10

2

逢十进一

逢二进一

10'

2'

0,1, 2, 3, 4 , 5,6,7,8,9

o,1
D

B

八进制

十六进制

8

16

逄八进一

逄十六进一

8'

16'

0,1, 2, 3, 4 , 5, 6, 7

o,1. 2…, ,8,9, A, B,C, D,E, F

O

H



（1） 把十进制的非负整数转换成 R 进制数（R 大于等于 2）

采用“除 R 取余法”，即用整数部分不断去除以 R , 并记下每次的余

数 ，直到商为 0为止，反向取余即为最终的转换结果；

（2） 把 R 进制非负整数转换成十进制数可用“按权展开求

和法”。

6.文本数据的编码

计算机要处理文本，就必须将其转换为计算机能识别的二进制

数才能处理，该过程称为文本数据编码。常见的文本数据的编码方案

有 ASCII 码和 Unicode 码。

ASCII ( 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 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 ,

即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码。用 7 位（标准 ASCII 码）或 8 位（扩展

ASCII 码）的二进制数表示一个字符，共有 128 个字符，每个字符用

一个字节来存储，具体如下表所示。

Unicode 是为了解决传统的字符编码方案的局限而产生的，它为

每种语言中的每个字符设定了统一并且唯一的二进制编码，以满足跨

ASCTI 码（ 十进制） 表示的字符

0~ 31 控制字符或通信专用字符（不可见）

32 空 格

48 ~ 57 数字 0~ 9

65~ 90 大写英文字母 A~ Z

97~ 122 小 写英文字母 a~ z

其 他 英文标点符号、运算符号、括号等



语言、跨平台进行文本转换、处理的需求。Unicode 通常用两个字节

表示一个字符，原有的英文编码要从单字节变成双字节，只需把高位

字节全部填 0 即可。

►►► 2.2数据的组织 ◄◄◄

【知识链接】

1.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是存在特定关系的数据元素的集合。常见的数据结构有

集合结构、线性结构、树结构和图结构等。

2.数据结构类型

数据结构有线性结构与非线性结构之分 。

在线性数据结构中，除首元素没有前趋元素、尾元素没有后继元

素外，其他元素都只有一个前趋元素和一个后继元素，如队列。非线

性数据结构有树和图等。

3.队列

队列是一种先进先出( FIFO)的线性表，它的数据元素只能在队列

的一端依次添加（入队），在另一端依次删除（出队）。

4.树结构



树结构是一种具有层次关系的非线性结构。在树结构中，每一个

节点只有一个前趋节点，称为父节点，没有前趋的节点只有一个，称

为树的根节点。

每一个节点可以有多个后继节点，它们称为该节点的子节点。没

有后继的节点称为叶子节点。在树结构中，数据元素之间是一对多的

关系。

5.图结构

图结构是由一组节点（称为顶点）和一组节点间的连线（称为边

或弧）构成的一种非线性数据结构。图结构中的每个顶点都可以与其

他顶点有边相连，图结构中数 据元素之间是多对多的关系。

队列 、树结构和图结构的关系如下表所示。

►►► 2.3数据处理 ◄◄◄

【知识链接】

1、图形用户界面（G U I）

图形用户界面（G U I）又称图形用户接口，是指采用图形方式显

示的计算机操作用户界面。在 Python 语言中，tkinter 是实现图形 用

结构类型 数据（节点）之间的关系 生活中相应结构应用举例

队列（线性） 一对一

上车、过马路、付款时排的队、医院就诊时电子

牌上的就诊队列

树结构 一对多

行政区划、书的目录结构、磁盘文件存储结构、

注册表结构

图结构 多对多 全国航运图、铁路运输图、高速公路网



户界面的模块，可以用来快速创建 GUI 应用程序 。例如，导入 tk inter

模块后，就可以运用代码创建矩形容器( Frame ) 、文本框( Entry) 命

令按钮(Button ) 、文本标签( Label) 等交互对象。

2.文件：存储在外存储设备中的相关数据的集合 。

3.在 Pyt hon 语言中，用 open 函数把外存储器里的文件打开 ；

用 write 方法将内存中的数据存储到外存储器的文件中；文件操作

结束时，用 close 方法关闭文件。

4.数据库是以一定的组织方式存储在计算机中的相互关联的数

据集合。

在数据库中，数据是以二维表的形式组织存储的，称为表。表中

的一列称为一个字段，每个字段都有一个名字，称为字段名；表中的

一行称为一条记录。

5.数据库管理系统( DBMS)是定义、创建、维护数据库的一种工具，

它允许用户管理和控制数据库中的数据。常见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有

Sybase、ORACLE、MySQL、Access 等。

6.数据库系统是由数据库、数据库管理系统（及其应用升发工具）、

数据库应用系统、数据库管理员和用户组成的存储、管理、处理和维

护数据的系统。



7.利用 Python 访问 Access 数据库一般可分为以下 5 个步骤：

(1 ) 建立与数据库的连接；

( 2) 根据需要产生记录集；

( 3 ) 访问记录集处理数据；

( 4 ) 根据需要把处理好的数据更新到数据库中；

( 5 ) 断开与数据库的连接。

►►► 2.4数据的保护 ◄◄◄

【知识链接】

1.数据安全的威胁有人为因素，也有非人为因素。主要的威胁有

计算机病毒、黑客攻击、数据存储介质损坏和个人失误等。

2.数据安全有数据备份和数据加密两方面的含义 。

3.数据备份是将需要备份的数据从应用主机的硬盘或磁盘阵列

复制到其他的存储介质或不同位置存储空间的过程。其目的是在设备

发生故障或发生其他威胁数据安全的灾害后，利用备份进行恢复，从

而达到保护数据的目的。常见的数据备份方法有可移动存储设备备份

和网络备份等。

4.云备份的优点是成本低、管理方和便可扩展性高，缺点是安全

性不足等。

5.密码是指用来核对用户 ID 以验证用户是否是本人的一组字符。

6.一般来说，创建安全密码有以下几个技巧：

（1）使用长度不少于 8 个字符的密码，密码越长越不容易被破



解。

（2）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使用字母、数字和特殊符号相结合

的密码。

（3）不要使用电话号码、身份证号或生日作为密码。

（4）不要使用整个用户 1D 或用户 ID 的一部分作为密码。

（5）不要使用字典中能找到的词语作为密码，即使是字母顺序

颠倒过来的常用词语也不可以。

（6）加密就是将原始信息（数据）隐匿起，来使之在缺少特殊

信息（数据）时不可读。原始 信息（数据）称为明，文加密后的信

息（数据）称为密文。将密文还原成明文的过程称为解密（或解码。）

（7）加法密码又称为移位密码。在加法密码算法中，明文中的

所有字母都在字母表上向后或向前按照一个固定数目进行偏移后被

替换成密文。

恺撒密码只是简单地将明文中的每一个字母用字母表中该字母

后的第 3 个字母替换。例如，将明文中的 A 用 D 替换，B 用 E 替

换，……，以此类推，X 用 A 替换，Y 用 B 替换，Z 用 C 替换。

像恺撒密码这样，明文中的所有字母都在字母表上向后（或向前）按

照一个固定数目进行偏移后被替换成密文，这种加密方法使用的密码

就是加法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