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交换技术
差错控制技术



一、数据交换技术

思考：10个用户彼此之间能够相互通信（打有

线电话）的实现方法？

每两个人之间都拉一条独立的电话线，有必要

吗？没必要，也不能那么做，那么怎么实现呢？

那么这里就用到了数据交换技术



数据交换技术之——电路交换

打电话的过程：最初使用人工交换（电影里的接线员），现

在使用程序控制交换（程控交换机）。打电

话是最典型的电路交换技术。

电路交换特点： 1、双方需要建立专用连接。

2、通信过程：建立连接、数据传输、拆除连接

3、通信双方独占通信线路，线路利用率低。

4、但实时性好（传输没有延迟或很小）。

思考： 电路交换有无存储功能？ 没有。 那什么有？



数据交换技术之——存储转发交换

存储转发举例：电报是典型的存储转发交换技术，邮信、

快递也差不多

存储转发交换
的特点：

1、不需要为通信双方建立专用连接，当某

一用户需要传输信息时，若信道空闲，直接

传输，若信道忙，则将信息存放缓冲区，按

进入缓冲区的先后依次传输。

2、通信双方不用独占信道，线路利用率高。

3、实时性差（需要等，有延迟）。



存储转发交换

分类：信道忙，需将信息放在缓冲区中，这个缓冲区是交换设

备的缓冲区，同时这个交换设备还会把信息进行初步的

处理，把信息分割成一定长度的数据单元，依次数据单

元的长度的不同，又分为报文交换和分组交换。

报文交换：

分组交换：

以报文为数据
单元，较长

以分组为数据
单元，较短

线路利用高，
延迟较大

线路利用高，
延迟较小

速度较慢

速度较快

计算机通信中用的最多的是：分组交换



最常用的三种交换方式比校

1、电路交换：

2、报文交换：

3、分组交换：

是否需要建

立专用连接

线路利

用率
延迟

传输

速度

应用

举例

是 低 几乎没有 快 手机电话

否 延迟较大 电报

否 延迟较小 计算机

网络

高

高

慢

较快



数据交换方式详细分类

电路交换

存储转发

交换

报文交换

分组交换

快速分组交换

帧交换

帧中继交换

信元交换

最常用，最经典的，还是分组交换

速度越来

越快，但

对线路质

量要求更

高



分组交换的优点

v1、线路利用率高。

v2、信息传输可靠性高（技术很成熟、采用差错

校验与重发功能）

v3、分组多路通信，提高了通信速率，将传输延

迟降到最低。

习题练习



二、差错控制技术

何为差错： 所谓差错就是在通信接收端收到的数据与发送

端实际发出的数据出现不一致的现象。

产生原因：噪声干扰 随机热噪声

冲击噪声： 主要原因（消除困难）

控制方法：采用一定的方法发现差错，对计算机网络而言，

我们一般只检错，不纠错，出错重传。



检错的原理

检错原理：

    即在信息发送前，先按某种规则附加上额外的比特位

（称冗余位），构成一个符合某规则的码字后再发送，接收

端收到码字后，判断其是否仍然符合规则，符合则认为传输

过程中没有出错，否则即出错。这种方法统计为冗余校验。

主要是利用冗余的概念。



检错的方法

校验方法

（4）种：

垂直冗余检验（VRC）：

检验和（Checksum）：

纵向冗余校验（LRC）：

循环冗余校验（CRC）：

           名称                   实现方法         检错率

简单 50%

相对简单

相对复杂 95%-98%

复杂 99%以上

√



差错处理方法

1、自动重发请求（ARQ)

      对于计算机网络而言，发现传输有误的数据，发送

端要重新传送，直至正确为止。

2、前向纠错法（FEC）：

     接收端发现错误后，不是通过发送端的重传来纠正，

而是由接收端通过纠错码和适当的算法进行纠正。如在

单向通讯中，发现错误，接收端无权再请求重传，则采

用FEC进行纠错。常用的纠错码有海明码。

√

习题练习



 1.下列说法可以用做说明电路交换方式的是（     ）

A. 在传输数据以前需要先建立物理连接

B. 在通信时需要独占信道

C. 数据传输完毕需要释放连接

D. 以上都对

D



2. 计算机网络通信系统采用（    ）交换技术

A). 信号交换  B). 电路交换  C). 分组交换  D). 报文交换

C

3. 在数据传输中，需要建立连接的是（     ）

A). 信元交换  B). 电路交换  C). 报文交换  D). 数据报交换

B



4. 在下列关于网络数据交换的叙述中不正确的是(     )

 A). 分组交换比报文交换具有更好的网络响应速度   

 B). 分组交换有存储转发过程

C). 线路数据交换面向连接   

 D). 报文交换无存储转发过程

D



5.   下列关于电路交换说法正确的是（　）

A). 线路利用率高   

B). 电路交换中数据按原来的次序进行传输，不进行其他处理

C). 通信双方不必同时工作   

D). 信道的通信速率低

B



6. 在数据传输中(       )的传输延迟最小。

A). 信元变换  B). 分组交换  C).电路交换     D).报文交换 

C

返回

7.  就交换技术而言，局域网中的以太网采用的是(       )。

A). 电路交换技术    B). 分组交换与电路交换结合技术

C). 报文交换技术    D). 分组交换技术

D



8.  接收端发现有差错时，设法通知发送端重发，直到收到

正确的码字为止，这种差错控制方法称为(    )

A). 混合差错控制    B). 前向纠错    

C). 自动请求重发    D). 冗余校验

C



9.  在数字通信中广泛采用CRC循环冗余码的原因是CRC可

以(      )。

 A). 检测并纠正多位突发性差错   

 B). 检测出一位差错

 C). 检测并纠正一位差错   

 D). 检测出多位突发性差错

D



10. 数据通信中，利用编码来进行差错控制的方法，基本上

有两种，是(     )。

A). 纠错编码、混合纠错HEC      

B). 混合纠错HEC、自动重发请求ARQ

C). 前向纠错FEC、混合纠错HEC    

D). 自动重发请求ARQ、前向纠错FEC

D



11. 以下（   ）方法是减少差错的最根本的方法

A). 提高线路质量    B). 差错检查    

C). 采用屏蔽    D). 选择合理的编码方式

A

解析：线路质量的保证，再配以可靠的技术，可从根    

本上减少出错率。



12.  在检错技术中，以下选项不包含在常用冗余检验方法中

的是（　 ）

A). VRC    B). CRC    C). LRC    D). PRC

D



13.  下列哪一项最好地描述了循环冗余检验的特征(    )。

A). 逐个的检查每个字符    

B). 查出99%以上的差错

C). 查不出有偶数个位出错的差错    

D). 不如纵向冗余检查可靠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