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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提供OPNETITGuru和Modeler软件全面描述以及如何使用这个软件进行计算机网络仿真和建模
的第一本教材，包括3部分内容：第1部分系统地介绍了OPNET的基本功能特征；第2部分使用一种自
顶向下的方法，描述了如何操作各协议层，每章都解释了有关的OPNET功能特征，并包括了一次网络
仿真过程中如何使用这些功能特征的各步骤指令；第3部分是实验室作业。本书适合在计算机通信和
网络领域工作的IT专业人员和研究人员以及该领域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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