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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及应用》

前言

　　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与结合，工业、民用和军事等多领域的需求和催化，在20世纪下半
叶产生了一门至今依旧让人振奋的新的学科分支——计算机网络。计算机网络的出现令世界焕然一新
，它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方式，成为半个世纪来最热门的话题。当前，计算机网络
已渗透到各学科，成为各学科的内在组成部分之一。　　现今各高校，不仅在计算机专业和通信专业
开设了计算机网络课程，而且在很多非计算机和通信专业也开设了计算机网络课程，并且是作为一门
非常重要的信息大类平台课在开设，因此，在计算机网络的教学中既要注意教学内容的循序渐进、深
入浅出，更要注意对学生进行新技术的理解和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瞿坦教
授的主持下，曾经出版了《计算机网络及应用》，该书出版以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和厚爱。该
书视角独特、概念清晰、内容丰富，因此在国内一些高校相继被指定为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为了适应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和教学改革的需要，我们综合多年的教学实践，在瞿坦教授的关心、支持
和指导下，编写了《计算机网络及应用》（第二版）。本书的主要特点和出发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①；本书属于计算机网络（原理与应用）技术基础性书籍，从工程应用角度介绍基本原理、基
本概念和应用。　　②；自顶向下逐步理解计算机网络的层次体系结构，以看透计算机网络为目的，
自底向上讲授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的各层次功能、原理和相关技术。　　③；计算机网络是个复杂系
统，本书通过体系结构的分析，注意上下文的内容及联系，试图让学生通过计算机网络的学习来掌握
一些处理复杂问题的方法。　　④；本书通过附录中的大作业，提倡在教学中利用前面课程知识如C
语言程序设计、单片机技术等来解决计算机网路中的局部技术问题，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综合动手
能力。　　⑤；在有线局域网中，介绍了工业以太网和现场总线，在无线局域网中，介绍了蓝牙
、ZigBee等技术，这部分内容对于电气信息类、机电类的学生尤为重要。　　⑥；书中最后介绍
了LwIP（轻型IP协议）及其网络编程应用实例，通过该部分内容的学习为开发嵌入式应用系统及其网
路编程打下坚实基础。　　本书由何顶新和瞿坦整体规划和统稿，其中第2、5、8章由郑定富编写，
第6、7章由胡晓娅编写，第3、4章由郑定富和瞿坦教授共同编写，第1、9章和本书的其余部分由何顶
新编写。　　为方便教学，本书配套的电子课件可免费提供给采用本书作为教材的相关院校使用。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华中科技大学信息学院、控制科学与工程系以及教务处领导和同事们的关心和帮
助，在此，要特别感谢的是控制科学与工程系的秦肖臻主任和化学工业出版社，没有他（她）们的支
持，就没有本书的问世。原课程组教师代建民、硕士生叶存奎、马驹、冯鹏、郑凯对本书资料的整理
和程序的验证进行了有效的工作，自动化专业2008级的部分本科生也为附录的大作业和实验的完成做
了大量积极的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作者水平有限，书中不足之处恳请广大
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1年5月于喻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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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及应用》

内容概要

《计算机网络及应用(第2版)》为适应工科非计算机类专业的需求，从工程应用角度，保留了学习计算
机网络必备的基础知识，增加了无线网络、轻型IP网络等新型计算机网络技术。另外，为适应电气信
息类、仪器仪表类以及机电类各专业的需求，介绍了现场总线网络技术。 
《计算机网络及应用(第2版)》内容考虑高等院校工科非计算机类专业的计算机网络教育实际，兼顾网
络原理及网络应用技术的发展，包括网络原理、网络新技术及应用。为配合课程教学的需要，《计算
机网络及应用(第2版)》给出了部分课程设计题目及案例。 
《计算机网络及应用(第2版)》可作为高等院校非计算机类相关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供研究生和工
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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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局域网是一个小地理范围内的计算机网络，用于局部范围的数据通信和资源共享。随着计算机技
术和微电子技术的发展，诸多小型局域网被建立起来，这些网络具有几个特点。　　（1）网络规模
的小型化　　局域网通常都是以公司或部门为基本单位建立，用于内部资源共享，单个网内的设备和
资源数量都有限。　　（2）网络结构的异构性　　建立一个局域网有多种局域网技术可供选择。考
虑到使用需求、环境、地理位置等问题，公司会选择适合的拓扑结构、传输介质、数据链路层协议等
网络要素。因此，大量不同拓扑结构和通信协议的局域网同时并存。　　由于小型化和异构性特点的
存在，局域网技术发展出现了瓶颈问题。单个局域网的资源、设备数量是有限的，而站点无法共享不
在该网中的资源；在不同位置，如果一个单位有多个部门，必须建立多个功能完全相同的局域网以实
现数据共享，既浪费财力和物力，网络运行效率也低；考虑到应用功能不同，同一个单位也可能同时
拥有多种结构类型的局域网，却不能实现资源共享，因所用设备、通信协议和软件不同等。　　计算
机网络是适应资源共享和数据通信的需求而产生并得到高速发展，局域网可以实现更大规模的传输和
共享；而局域网的建设技术却限制了通信地理范围的扩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新技术和新设备被不
断地研究和推出，局域网扩展技术和相应设备就是研究的成果。　　局域网扩展技术使得诸多孤岛型
、小规模的局域网成功实现了互联，彼此可访问对方的网络数据和设备资源，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
根据OSI网络协议参考模型，局域网的扩展可以在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等协议分层上进行，
下面几个小节将分别介绍几种局域网扩展的常用技术和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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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刚下课回来，课上在看《肠子》和拉什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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