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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数据与信息

1、数据是现实世界客观事物的符号记录，是信息的载体，是计算机加工的对象。

2、在计算机科学中，数据是对所有输入计算机并被计算机识别、存储和处理的

符号的总称，是联系现实世界和计算机世界的途径。

3、数据的特征：二进制、语义性、分散性、多样性与感知性

4、模拟信号是指用连续变化的物理量所表达的信息。其信号的幅度、频率或相

位随时间作连续变化，如声音信号、图形信号等。

5、数字信号是离散时间信号的数字化表示。其信号的自变量、因变量都是离散

的。

6、在计算机中，数字信号的大小常用有限位的二进制数表示。

7、数字信号的优点：抵抗电路本身干扰和环境干扰的能力强，利于存储、加密

与纠错，从而具有较强的保密性和可靠性。

8、在现代技术的信号处理中，数据基本上是通过编码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

号进行存储和传输，文字、图像、声音等类型的数据都可经过编码进行存储和传

输。

9、文字（字符）编码是效率相对较低的编码方式，有单字节码和双字节码两种。

其中，ASCII 码、莫尔斯码属于单字节码，国标码（GBK）、统一码（Unicode）
属于双字节码。

10、ASCII码是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用 8位二进制码为所有的英文字母（大

小写 52个）、阿拉伯数字（10个）和常用的不可见控制符（33个）以及标点符

号、运算符号等（33个）建立了转换码，将符号转换为“0”和“1”构成的编码。英

文字母 A 和 a 的编码分别为 01000001（十进制数 65）和 01100001（十进制数

97）。

11、汉字编码使用的是简体中文的 GB码和繁体中文的 BIG5码（大五码）。

12、图像编码是指在满足一定保真度的条件下，对图像数据进行变换、编码和压

缩，以较少比特数表示图像或图像中所包含的信息的技术。

13、位图，最小单位为光栅点（或称像素），因而位图也叫作点阵图（或像素图）。

14、在计算机二进制数系统中，每个 0或 1 就是一个位（bit，数据存储的最小

单位），8个位就称为一个字节（Byte）。即：1 B= 8 b 。

15、位图文件所占用的空间可按以下公式计算：

文件的大小=文件头+信息头+颜色表项+（图像分辨率*图像量化位数/8）

（1）文件头：包含文件的类型、大小和位图起始位置等信息，共 14个字节（B）。

（2）位图信息头：用于说明位图的尺寸等信息，占 40个字节（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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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颜色信息：用于说明位图中的颜色，有若干个表项，每一个表项定义一种

颜色。当图像量化位数为 1、4、8时，分别有 2、16、256种颜色，每个颜色表

项占 4个字节；当图像量化位数为 24时，没有颜色表项。

（4）图像分辨率=图像 x方向的像素数*图像 y方向的像素数。

（5）图像量化位数：黑白图像，每一个像素有 2种可选颜色（黑、白），称为 1
位图像。16色图像，每一个像素有 16种可选颜色，称为 4位图像（2^4=16）；
256色图像称为 8位图像（2^8=256）；24位图像的可选颜色更丰富，为 2^24种。

16、声音编码：对声音进行数据编码，必须经过数据的采样、量化和编码。

17、根据奈奎斯特采样定理，如果以一定时间间隔对某个信号 f（t）进行采样，

并且采样频率高于该信号最高频率的两倍，则采样值包含了原信号的全部信息。

对于音频信号，常用的采样频率有三种：44.1kHz、22.05kHz和 11.025kHz。

18、量化是把样值信号的无限多个可能的取值，近似地用有限个数的数值来表示。

19、编码是将量化后的采样值用二进制数码表示，并转换为由二进制编码 0和 1
组成的数字信号。

20、声音存储空间遵循如下公式：

声音存储空间=采样频率*量化位数*声道数*时间/8（其中立体声声道数为 2）

例题：采样频率为 44.1kHz、量化位数为 16位的立体声，1秒声音所需字节

数为：44.1*1000*16*2*1/8=176400（B）。

21、信息是经过加工处理的、具有意义的数据。信息是对客观世界中各种事物的

运动状态和变化的反映，是客观事物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表征。

22、信息的特征：普遍性、传递性、共享性、依附性和可处理性、时效性、真伪

性、价值相对性。

第 2章 知识与数字化学习

1、数字化学习工具：Python、思维导图、网络画板。

2、认识自然、探究规律的方法：做实验→获取观察数据→分析处理数据→推理

建立数学模型→实验验证模型→形成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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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字化工具与资源

数字化工具是指能够采集、获取、检索、表示、传输、存储和加工多媒体数

字化资源的设备装置。按其功能不同，数字化工具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1）数据采集（模数转换）工具。如声卡、视频卡、数码照相机、数码录像机、

手写板、扫描仪等。

（2）信息获取工具。如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等。

（3）信息检索工具。如搜索引擎和电子词典等。

（4）数字化可视化表达工具。如思维导图和演示文稿等。

（5）信息通信交流与传输工具。如电子邮件、博客、社交软件和视频会议系统

等。

（6）信息存储工具。如光盘、U 盘、硬盘和服务器等。

（7）信息加工工具。如编程软件、多媒体制作软件、网站制作工具和信息系统

制作工具等。

（8）三维设计工具。如 3D 制作软件、3D 打印机、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制作系

统等。

5、数字化工具与资源的优势

（1）获取的便捷性。 （2）形式的多样性。 （3）资源的共享性。

（4）平台的互动性。 （5）内容的扩展性

6、数字化学习的特点

数字化学习是伴随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是

信息社会的重要特征。与传统的学习方式不同，数字化学习具有问题化、合作性、

个性化、创造性和再生性、开放性等特点。

第三章 算法基础

1、编写计算机程序解决问题要经过分析问题、设计算法、编写程序、调试运行

程序等若干个步骤。（P46）

2、算法是指在有限步骤内求解某一问题所使用的一组定义明确的规则。通俗地

说，算法就是用计算机求解某一问题的方法，是能被机械地执行的动作或指令的

有穷集合。（P48）

3、算法的特征：有穷性 、 确定性 、 数据输入 、 数据输出 、 可行性（P49）
（1）有穷性。一个算法在执行有穷步之后必须结束，即一个算法所包含的

计算步骤是有限的。

（2）确定性。算法执行的每一个步骤必须有确切的定义，不能出现模棱两

可的情况。

（3）数据输入。一个算法必须有零个或多个数据输入，以刻画运算对象的

初始情况。例如，在上面的算法中，就没有数据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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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输出。一个算法有一个或多个数据输出，以反映对输入数据加工

后的结果，没有输出的算法是毫无意义的。

（5）可行性。算法中执行的任何计算步骤都可以被分解为基本的可执行的

操作步骤，即每个计算步骤都可以在有限时间内完成。

4、描述算法的常用方法有自然语言描述算法、流程图描述算法和伪代码描述算

法。（P49-51）

5、用自然语言描述算法，就是用人们日常所用的语言，如汉语、英语等来描述

算法。

6、用流程图描述算法是用程序框图来描述算法的一种表示方法

7、用伪代码描述算法就是用介于自然语言和计算机语言之间的文字和符号来描

述算法。它不用图形符号，书写方便，格式紧凑，易于理解，便于向计算机程序

设计语言过渡。

8、三种基本控制结构：顺序结构、选择结构和循环结构（P52）

9、计算机程序是指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

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序列，或者可被自动转换成代码化指令序列的符号化指令序

列或者符号化语句序列。简而言之，计算机程序就是指计算机可以识别运行的指

令集合。（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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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计算机主要包括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五大基本部

件

11、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是指一组用来定义计算机程序的语法规则，通常简称

为“编程语言”。它是一种被标准化的交流技巧，用于向计算机发出指令。（P54）

12、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的发展，经历了从机器语言、汇编语言到高级语言的发

展历程。（P55）

13、高级语言的翻译程序有两种类型：编译程序和解释程序。（P58）

第 4章 程序设计基础

1、常量是指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其值始终不发生变化的量，通常是固定的数值或

字符串。

2、变量是指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其值可以发生变化的量。在程序设计语言中，变

量可以用指定的名字来代表，即变量由变量的"标识符"（又称"名字"）和变量的

"内容"（又称"值"）两部分组成。

Python程序设计语言规定标识符由字母（A~Z，a~z）、数字（0～9）、下划线组

成，并且其第一个字符必须是字母或下划线，而不能是数字，如 s1，k，num，

pai等。在标识符中，字母大小写是有区别的，如"value"与"Value"是两个不同的

标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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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ython 数据类型

4、算术运算符与算术表达式

算术运算符包括“+”“-”“*”“/”“%”“**”和“/”，分别表示加、减、乘、

除、求余、幂运算和整除。

5. 逻辑运算符与逻辑表达式

逻辑运算符包括"and"（与）、"or"（或）、"not""（非）共三个。由逻辑运算符

连接而成的表达式称为逻辑表达式。逻辑表达式的值为 True或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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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系运算符与关系表达式

判断数据大小关系的运算符称为关系运算符，关系运算符有">"（大于）、">="
（大于等于）、"<"（小于）、"<="（小于等于）、"=="（等于）、"!="（不等

于）。

7、 赋值运算符与赋值表达式

在 Python中对变量的赋值通过赋值运算符"="来完成。

8、成员运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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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运算符的优先级

10、Python的函数

11、数据的输入格式为∶<变量>=input（'提示信息∶'）

12、数据的输出格式为∶ print( [object,…] [, sep=’’][,end=’\n’])
说明∶

（1）方括号中的项是可选的，可以省略，如省略则取系统的默认值。

（2）object 是要输出的对象，可以是常量、变量或表达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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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ep 后面的空格（可以指定为其他字符）表示每个输出对象之间的分隔符，

如果缺省的话，默认值是一个单个的空格。

例如，"print（4，5，6，sep=***）"，则输出结果为"4**5**6"。
（4）end后面的字符串含义为输出文本尾的一个字符串，如果缺省的话，默认

值是一个\n 换行符。如果设为其他字符，如 end=' '，则输出当前行的所有内容

后，在末尾加一个空格，不换行接着输出下一个 print（）的输出对象。

例如，print( )输出示例程序如下∶

print("hello"end='')
print("world")

输出为"hello world"
（5）print（）函数支持参数格式化，与 C语言的 printf类似。

13、顺序结构的应用

14、选择结构的应用

（1）单分支 if语句格式：

(2)双分支 if语句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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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分支 if…elif…else 语句格式：

15、for 循环语句的格式：

16、range（）函数是让 Python从指定的第一个值开始数，并在到达所指的第二

个值后停止，因此不包含第二个值。使用 range（）函数时，还可指定步长。

示例：

17、while 循环语句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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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循环控制

（1）break可以跳出当前循环体，从而中断当前循环。

（2）continue不是立即跳出循环体，而是当条件符合需要跳转的时候，跳过该

次循环结束前的语句，回到循环开头的条件测试部分，重新开始执行循环。

第 5章 数据处理与可视化表达
1、数据是指无法在可承受的时间范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进行高效捕捉、管理和

处理的数据集合，是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

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

2、大数据的产生是与人类日益普及的网络行为所伴生的。物联网、云计算、移

动互联网、车联网、手机、电脑以及遍布地球各个角落的各种各样的传感器，无

一不是数据的来源或是承载的方式。

3、大数据的特征：

（1）从互联网产生大数据的角度来看，大数据具有“4V”特征：大量（Volume）、
多样（Variety）、低价值密度（Value）、高速（Velocity）。
（2）从互联网思维的角度来看，大数据具有三个特征：样本渐趋于总体，精确

让位于模糊，相关性重于因果。

（3）从大数据存储与计算的角度来看，大数据具有两个特征：分布式存储和分

布式并行计算。

4、传统数据与大数据的区别

传统数据 大数据

数据量小

数据类型少

价值密度高

更新速度慢

追求数据精确性

本地存储

数据体量巨大

数据类型繁多

价值密度低

更新速度快

追求数据模糊性性

分布式存储

5、大数据使人们日常生活更为便捷：方便支付、方便出行、方便购物与产品推

介、方便看病与诊病

6、大数据对人们日常生活产生的负面影响：个人信息泄露、信息伤害与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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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数据采集的基本方法包括系统日志采集法、网络数据采集法和其他数据采集

法。

8、在信息系统中，系统日志是记录系统中硬件、软件和系统问题的信息文件。

9、网络数据采集是指通过网络爬虫或网站公开 API（应用程序接口）等方式从

网站上获取数据信息。

10、存储数据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数据存在本地内部，另一种是把数据放

在第三方公共或私有的“云端”存储。

11、数据安全保护技术。数据安全保护指数据不被破坏、更改、泄露或丢失。安

装杀毒软件和防火墙只能防备数据安全隐患，而采用拷贝、备份、复制、镜像、

持续备份等技术进行数据保护才是更为彻底、有效的方法。

12、解决隐私泄露问题有三个办法：一是技术手段，常用的隐私保护有：①数据

收集时进行数据精度处理；②数据共享时进行访问控制；③数据发布时进行人

工加扰；④数据分析时进行数据匿名处理等。二是提高自身的保护意识。三是

要对数据使用者进行道德和法律上的约束。

12、数据分析一般包括特征探索、关联分析、聚类与分类、建立模型和模型评价

等。

（1）特征探索：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发现和处理缺失值，异常数据、绘制直方

图，观察数据分布的特征，求最大值、最小值、极差等描述性统计量。

（2）关联分析：分析发现存在于大量数据之间的关联性和相关性，从而描述一

个事物的共同规律和模式。

（3）聚类分析：是一种探索性的分析。不必事先给出一个分类标准，而是让其

自动分类。

（4）数据分类：是数据分析中最基本的方法。先基于样本数据构建分类器，然

后进行预测。

第 6章 人工智能及其应用

1、人工智能是研究计算机模拟人的某些感知能力、思维过程和智能行为（如学

习、推理、思考、规划等）的学科。



第 13 页 共 14 页

2、智能问答系统主要包括常见问题解答（FAQ）、问题理解、信息检索、文档

库、答案抽取五大模块。

3、问题理解模块

该模块主要实现计算机理解用户的问题，确定问题的关键词和问题的类型，

为后面的信息检索和答案提供服务。问题理解模块的实现过程一般包括问题预处

理、问题分类、关键词提取和关键词扩展等。其中，问题分类主要确定问题的类

别，以方便信息检索和答案抽取。问题理解模块主要运用的技术有分词、同义词

词典、分类方法等。

4、信息检索模块

该模块主要从互联网或者知识库中找到与问题相关的文档作为答案提取的

原材料。信息检索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利用搜索引擎检索信息;另一

种是建立特定的知识库，然后根据知识库建立索引模块，从而可以方便、快速地

找到相关文档，并根据特点的排序算法对文档进行排序。信息检索模块运用的技

术主要包括查询扩展、语料库的构建技术、词汇索引、文档排序等。

5、文档库模块

文档库用于存放专家提供的知识，其内部含有大量某个领域的常识性知识和

专家水平的知识与经验总结，且能够利用专家的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来处理该

领域问题。

6、答案抽取模块

该模块主要利用问题的类型构建相应的答案抽取策略，从信息检索后的文档

中对排序靠前的文档进行答案的定位和输出，所用技术主要有答案抽取模板的制

定、模式匹配、聚类等。

7、图灵测试是指测试者在与被测试者（一个人和一台机器）隔开的情况下，通

过一些装置（如键盘）向被测试者随意提问。问过一些问题后，如果被测试者有

超过 70%的答复不能使测试者确认出哪个是人、哪个是机器，那么这台机器就

通过了测试，并被认为具有人类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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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工智能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 50-80 年代）刚刚诞生，符号主义快速发展。

第二阶段（20世纪 80年代-90 年代末）专家系统快速发展，数学模型有重大突

破。

第三阶段（21世纪初至今）大数据的积聚、理论算法的革新、计算能力的提升，

人工智能进入繁荣时期。

9、人工智能在生活中的应用有智能制造、智能家居、智能教育、智能交通、智

能安防、智能医疗、智能物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