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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与因特网》

前言

本书作者Douglas E.Comer博士是一位在TCP／IP协议、计算机联网和因特网方面国际上公认的资深网
络专家，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因特网发展过程中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当时他是因特网体系结构委员
会的一个成员，负责指导因特网发展的工作组。他是美国普度（Purdure）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他
除了在本校讲授课程并进行计算机联网、网络互联和操作系统方面的研究工作外，每年还要在世界各
地讲授很多网络专业方面的选修课程。他编写出版了一系列畅销的技术书籍（已经被翻译成16种语言
），尤其是网络课程的教科书在国际上颇具影响。本书是作者的代表作之一，前面曾有过4个版本，
这次出版的是最新的第5版。以前的几个版本都已经产生了很好的教学效果，除了有几百所美国学校
使用它作为网络课程的教科书外，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作为高校的教科
书使用，获得了很多赞誉。在当前网络书籍供过于求的市场中，能获得如此成功确实难能可贵。本书
能从众多网络书籍中脱颖而出，主要在于书中内容涵盖广泛，组织结构逻辑性强，概念解释清晰透彻
，重点讲述因特网，兼顾到教师和学生的双重需求。正如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一位教授评价的：“对初
学者和专业人士来说，本书都是一本极好的书——写得好，综合面宽，易于理解。”鉴于目前网络领
域的发展和变化，作者又一次对本书全面完成了新版本的组织、设计和更新。主要的内容更动包括：
删减了对较老技术的阐述；对数据通信方面的基础内容进行了充实并编入到本书的第二部分，在数据
通信基础上再讲述有关联网方面的知识，而且对有线的和无线的联网技术都做了介绍和描述；强调了
新的802.1l无线联网标准，还引入了蜂窝电话技术，因为目前的蜂窝移动通信系统提供数据业务，并且
很快会采纳使用因特网协议。在内容结构方面，本书组合了“自底向上”和“自顶向下”这两种方法
各自的优点，以讨论网络应用以及因特网提供的通信规范开始，让学生在学习网络设施的底层技术之
前，先去理解因特网的应用设施。在讨论了应用之后再介绍连网知识，并且用富含逻辑的手法，介绍
新技术是如何构筑在较低层技术基础之上的。从而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回答了“计算机网络和互联网是
如何工作的？”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本书的新版面世后，译者有幸再次受出版社之托翻译了本书最新
版，并向广大读者（尤其是各高校教师和学生）推荐这本书。本书适合于高年级本科生或低年级研究
生作为课堂教学使用，也可作为一般读者进修网络专业知识的自学和培训教材。本书的全部内容由华
南师范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多位博士和教授共同翻译完成。为保证高质量的翻译水平，译者们在用词和
语句连贯性上反复推敲，最后由一名具有多年丰富翻译经验的教授（也是前一版本的译者）进行全面
审校和文字统稿。其中，范冰冰教授翻译了第1、2、3、4、30、32章以及附录；黄兴平博士翻译了第5
、6、7、8、9、10、11、12、16、17、18、19、28、3l章；张奇支博士翻译了第13、14、15、20、2l、22
、23、24、25、26、27、29章。林生教授翻译了前言和评价，并承担全书内容的审校和全面的统稿工
作。尽管审、译者们对于本书的翻译质量保证方面有很强的自信心，也难免仍会出现少许瑕疵。如有
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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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的代表作之一，前面曾有过4个版本，这次出版的是最新的第5版。以前的几个版本都已经
产生了很好的教学效果，除了有几百所美国学校使用它作为网络课程的教科书外，在美国之外的其他
国家和地区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作为高校的教科书使用，获得了很多赞誉。在当前网络书籍供过于求
的市场中，能获得如此成功确实难能可贵。
本书能从众多网络书籍中脱颖而出，主要在于书中内容涵盖广泛，组织结构逻辑性强，概念解释清晰
透彻，重点讲述因特网，兼顾到教师和学生的双重需求。正如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一位教授评价的：“
对初学者和专业人士来说，本书都是一本极好的书——写得好，综合面宽，易于理解。”
鉴于目前网络领域的发展和变化，作者又一次对本书全面完成了新版本的组织、设计和更新。主要的
内容更动包括：删减了对较老技术的阐述；对数据通信方面的基础内容进行了充实并编入到本书的第
二部分，在数据通信基础上再讲述有关联网方面的知识，而且对有线的和无线的联网技术都做了介绍
和描述；强调了新的802.1l无线联网标准，还引入了蜂窝电话技术，因为目前的蜂窝移动通信系统提供
数据业务，并且很快会采纳使用因特网协议。
在内容结构方面，本书组合了“自底向上”和“自顶向下”这两种方法各自的优点，以讨论网络应用
以及因特网提供的通信规范开始，让学生在学习网络设施的底层技术之前，先去理解因特网的应用设
施。在讨论了应用之后再介绍连网知识，并且用富含逻辑的手法，介绍新技术是如何构筑在较低层技
术基础之上的。从而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回答了“计算机网络和互联网是如何工作的？”这个最基本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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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基础篇手绘设计表现概述设计师要将他的设计变成现实，首先就是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把它
表现出来，形成方案，再通过施工人员的施工成为现实。然而闪烁于设计师头脑中的构思的火花是看
不见摸不着的，甚至是稍纵即逝的，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将构思快速地在图纸上表现出来，并且通过
反复揣摩、修改，最后成为完善的设计方案，使之成为设计师与业主和施工人员之间沟通的重要媒介
（图1）。因此，掌握手绘效果图这一特定的行业语言，就成了设计师必不可少的基本功，也是衡量
设计师水平优劣的重要标准。手绘效果图是通过绘画的形式在画面上表达设计思想和意图的一种专业
语言。它能直观地表达出设计完成后所呈现出来的空间造型、色彩、光影、材质等效果，给业主以直
观、感性的认识，给施工人员以直接、形象的指导，同时又再次为设计师对方案的认识、环境气氛的
把握提供依据。因此，设计师的设计方案或作品能否被人们所接受，其专业语言——手绘设计表现（
效果图）技法运用的熟练程度就成了成功与否的关键。也就是说，高质量的效果图为设计师的设计作
品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提供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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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是我读过的最好的书之一。” ——Gokhan Mutla，土耳其Ege大学 “拿到本书后我几乎是爱不
释手地读完的。这本书实在是太出色了!” ——Lal“Y．Raju，印度Regional工程学院 “对初学者和专
业人士来说，本书都是一本极好的书——写得好，综合面宽，易于理解。”  ——John Lin，贝尔实验
室 “本书内容涵盖之广真是惊人。”  ——George Verghese，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这真的是
我看见过的同类书中最好的!” ——Chez Ciechanowicz，英国伦敦大学信息安全组 “附录的Web服务器
小模型太绝妙了——读者看到这里都会激动不已。”  ——Dennis Brylow，美国马凯特大学 “哗!真是
一本极好的教科书!” ——Jafiet A．Cordoba，技术作家 “这本书相当出色!” ——Peter Parry，英国南
伯明翰学院 “哗!在我准备CCNA考试的时候，本书的明晰解释解答了我的所有问题，使我终于搞懂
了OSI模型和TCP／IP传输。它打开了使我通向迷人的网络和TCP／IP世界的记忆之门。” —
—Solomon Tang，香港电信公司 “一个非常宝贵的工具，特别是对于渴求清楚而广泛地理解计算机网
络的那些程序员和计算机科学工作者来说。” ——Peter Chuks Obiefuna，美国东卡罗莱纳大学 “本书
涵盖了大量的内容，而且作者把内容写得易读易懂，这就是我喜欢这本书的最大理由。它非常适合作
为3学分课程的教科书。学生的正面反馈意见表明，他们确实太喜欢使用这本教科书了。”  ——Jie Hu
，美国圣克劳得州立大学 “尽管网络技术中充斥着太多的缩写词，甚至多到了扰乱人耳目的地步，但
本书却使人心明眼亮。Comer是一位出色的作者，他扩展并解释了很多术语。本书涵盖了从布线到整
个Web网络范围的大量内容。这本书的确很出色。”  ——Jennifer Seitzer，美国代顿大学 “拿到本书后
我几乎是手不释卷地读完的。这本书真是太出色了!”  ——Latit Y.Raju，印度Regional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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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教材而已..
2、其实和我学过的某本国内教材也差不了太多。
3、我个人不太喜欢吧。。。。因为我自己的网络技能不是很厉害。。。所以希望比这个详细一点！
4、没怎么看，还行吧，恩恩
5、不错的书。挺全面，初学者适用
6、很全面，很基础，很易懂。、全书都是概念性的陈述，没有深奥的技术。确实是适合初学者的关
于通信和网络方面的好书。
7、不错和其他几本都挺好的。
8、条理非常清晰
9、适合计算机专业的初学者看，其他的人也可以看看，但是不建议有基础的计算机学生看。
10、一本很全面很真实的书，我所需要的所有的技术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11、言简意赅，没有什么废话。作者不愧为普渡大学的教授，常青藤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值得推荐。
另为，他的TCP/IP三卷本也是经典之作。
12、2010/6/18
必须看不懂，只是略读了解一下
13、书很不错，，，是教材，，，
14、教材 还不错，印刷和光碟都没有出问题。
15、在知识编排上有点混乱～条理性有待提高～不过对于各个知识点讲解很详细清晰到位！
16、前几章尤其是网络编程代码，对于没有基础的人就是天书。
17、没有碟呀
18、网络入门
19、课本- -
20、计算机网络课的教材。知识点很全，但是总感觉有点不够深入，有点像科普类的书。
21、老师推荐的书，内容比较专业，但是有点看不懂
22、老师说值得收藏..~!!翻译不是特别专业..~!!还好..~!!
23、和第四版差别比较大
24、为network补课：这本相对浅显但信息量很足，看得比较过瘾
25、发现有的翻译读起来怪怪的，不过总体上来说书的质量还是可以的，还有救市内容必须有耐心的
读才可以，不然你会发现很容易忘记前面的内容，而后面的就会看不懂的了
26、多而不精。。。不适合初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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