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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通信网络与仿真》

内容概要

《计算机通信网络与仿真》是作者周成在多年教学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整理编写而成的，全书共10章，
内容包括计算机通信网络基础知识、网络体系结构与协议、现代通信网及数据交换技术、数据通信及
物理层、数据链路层、介质访问控制、网络层、传输层、高层协议以及计算机通信网仿真等知识。
《计算机通信网络与仿真》的内容有一定的系统性，重视计算机通信网络中的基本原理和概念的讲解
，既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计算机、通信、电子信息、自动化、电气工程、电子商务等专业的本科生教
材，也可作为职业学校的教材，还可作为网络工程师和网络管理人员的参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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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计算机的出现，带来了一场伟大的信息化变革。在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诞生时
，它主要被用来进行数学计算，而且由于技术的限制，计算机体积庞大，只能单机使用，或主机与外
设之间进行通信，后来根据人们的需求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进行信息交换的
需要，于是就出现了计算机通信。1.1 计算机通信网的发展计算机网络近年来飞速发展20年前，接触过
网络的人还很少，而现在，计算机通信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Internet是当今世
界上最大的国际性计算机互联网络，而且还在不断地迅速发展之中。纵观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历史可以
发现它同样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紧密
结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最终产生了计算机网络。网络的发展可概括地分为3个阶段：①以单个
计算机为中心的远程联机系统，构成面向终端的网络。②多个主计算机通过线路互联的网络。③具有
统一的网络体系结构，并遵循国际标准化协议的网络。1.1.1 面向终端的网络早期的计算机系统是高度
集中的，所有的设备安装在单独的机房中，后来出现了批处理和分时系统，分时系统所连接的多个终
端连接着主计算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许多系统都将地理上分散的多个终端通过通信线路连接到
一台中心计算机上，出现了第一代计算机网络。它是以单个计算机为中心的远程联机系统，即面向终
端的网络，如图1.1 所示。随着远程终端的增多，为了提高通信线路的利用率并减轻主机负担，已经使
用了多点通信线路、终端集中器、前端处理机，这些技术对以后计算机网络发展有着深刻影响，以多
点线路连接的终端和主机间的通信建立过程，可以用主机对各终端轮询或者由各终端连接成雏菊链的
形式实现。考虑到远程通信的特殊情况，对传输的信息还要按照一定的通信规程进行特别的处理。.当
时的计算机网络定义为“以传输信息为目的而连接起来，以实现远程信息处理或进一步达到资源共享
的计算机系统”，这样的计算机系统具备了通信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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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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