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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

前言

　　本书是为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含网络工程方向）编写的本科教材。根据网络技术发展和应用的
现实情况，作者在本书编写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对于网络通信理论，以够用为原则，注重基本概念
的介绍，尽量简化数学分析过程；对于网络基础知识，主要选取主流技术，从应用角度介绍基本概念
和基本方法，并注意与后续课程（如网络操作系统、组网技术和网络应用程序设计等）的衔接。最后
，本书在介绍新技术方面（如下一代互联网、3G/4G技术、P2P应用等）进行了适当的拓展，使读者能
够了解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研究方向。　　全书各章内容简要介绍如下。　　第1章介绍计算机网络的
基本概念，读者除了要了解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之外，还需要熟悉ISO开放系统互连参考模型，其中的
基本概念是学习网络技术的理论框架。　　第2章讲述数据通信的基础知识。如果开设过数据通信基
础课程，这部分内容可以不讲或作为复习时的阅读教材。　　第3章介绍物理层的传输介质和接口技
术，在广域网互连时，要用到这些知识。　　以上两章内容都是属于物理层范围，前一章注重理论，
后一章注重实用。　　第4章详细介绍数据链路技术。HDLC协议包含了很多内容，其流量和差错控制
机制是学习网络技术的基础，这个协议还与其他许多协议（如PPP、LLC）有关，所以应该深入了解这
部分内容。　　第5章讨论了网络层的基本概念，深入讲解了路由选择算法和交通控制技术，并且以IP
协议和X.25协议为例，分别介绍了无连接的网络服务和面向连接的网络服务这两种实现技术。　　第6
章是快速分组交换网，简要介绍了帧中继和ATM这两种公用通信网的基本原理。这一章的内容对于广
域网互连是有用的，其中的通信量控制技术对现代互联网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第7章介绍传输层
提供的服务和实现技术。TCP协议的连接管理和流量控制技术是重点内容，对于理解互联网通信的实
现过程以及网络管理都有重要参考作用。　　第8章讲述局域网和城域网技术，重点是交换式以太网
和IEEE802.11无线局域网。为了拓展知识面，本章还介绍了城域以太网和无线城域网（WiMAX）技术
，如果学时不够，这部分内容可以不讲。　　第9章讲述互联网的实用技术，这一章的动态主机配置
协议、动态路由技术、组播技术、IPQoS技术都是重点内容。掌握了这些内容，才能深入理解和熟练
应用现代计算机网络，才能接近互联网技术的研究前沿阵地。　　第10章讲述下一代互联网的关键技
术，IPv6地址的类型、IPv4向IPv6的过渡技术是其中的重点内容。本章还浏览和展望了下一代互联网的
各种研发活动，有志于网络研究的读者可适当关注。　　考虑到一般学校都开设网络安全和网络管理
的专门课程，限于篇幅，本书没有包含这些内容。建议本书在60课时内讲完，有些非重点部分可以作
为阅读和自学的内容。　　本书每一章都配有适量的习题，完成这些练习对于深入理解课程的内容是
必要的。如果结合教学进度，开设一些简单的网络实验（例如局域网互连、IP地址配置和子网划分
、Windows服务器的配置等）课，对于建立感性认识和实践网络操作技能会有所帮助。　　编者　
　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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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

内容概要

《计算机网络》讲述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原理，并选取常用的主流技术，简化数学分析过程，注重从实
用角度讲解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计算机网络》也介绍了下一代互联网、3g/4g通信网
、无线城域网等新技术，使读者能够了解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研究方向。《计算机网络》选材合
理，讲解细致，语言流畅，并配备了适量的思考题和课后练习题，适合作为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和网
络工程专业的教材，也可供网络技术人员作为参考书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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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

章节摘录

　　首先，计算机网络应该在源结点和目标结点之间提供传输线路，这种传输线路可能要经过一些中
间结点。如果是远程联网，则要通过电信公司提供的公用通信线路，这些通信线路可能是地面链路，
也可能是卫星链路。如果电信公司提供的通信线路是模拟的，还必须用Modem（调制解调器）进行信
号变换，因而网络应该提供与Modem的物理的和电气的接口。　　计算机通信有一个特点，即间歇性
或突发性。人们打电话时信息流是平稳而连续的，速率也不太高。然而计算机之间的通信不是这样。
当用户坐在终端前思考时，线路中没有信息流过。当用户发出文件传输命令时，突然来到的数据需要
迅速地发送，然后又沉默一段时间。因而计算机之间的通信链路要有较高的带宽，同时由许多结点共
享高速线路，以获得合理经济的使用效率。计算机网络的设计者发明了一些新的交换技术来满足这种
特殊的通信要求，例如报文交换和分组交换技术。计算机网络的功能之一是对传输的信息流进行分组
，加入控制信息，并把分组正确地传送到目的地。　　加入分组的控制信息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接收
端用于验证是否正确接收的差错控制信息；另一种是指明数据包的发送端和接收端的地址信息。因而
网络必须具有差错控制功能和寻址功能。另外当多个结点同时要求发送分组时，网络还必须通过某种
冲突仲裁过程决定谁先发送，谁后发送。所有这些带有控制信息的数据包在网络中通过一个个结点正
确向前传送的功能叫做数据链路控制功能。　　关于寻址功能，还有更复杂的一面。如果网络有多个
转发结点，则当转发结点收到数据包时必须确定下一个转发的对象，因此每一个转发结点都要有根据
网络配置和交通情况决定路由的能力。　　复杂网络中的通信类似于道路系统中的交通情况，弄得不
好会导致交通拥挤、阻塞，甚至完全瘫痪，所以计算机网络要有流量控制和拥塞控制功能。当网络中
的通信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必须限制进入网络中的分组数，以免造成死锁。万一交通完全阻塞，也要有
解除阻塞的办法。　　两个用户通过计算机网络会话时，不仅开始时要有会话建立的过程，结束时还
要有会话终止的过程。同时他们之间的双向通信也需要进行管理，以确定什么时候该谁说，什么时候
该谁听。一旦发生差错，该从哪儿说起。　　最后，通信双方可能各有一些特殊性需要统一，才能彼
此理解。例如用户使用的终端不同，字符集和数据格式各异，甚至他们之间还可能使用某种安全保密
措施，这些都需要规定统一的协议，以消除不同系统之间的差别。这样，才能保证用户使用计算机网
络进行正常的通信。　　由上面的介绍可知，网络中的通信是相当复杂的，涉及一系列相互作用的功
能过程。用户与远地应用程序通信的过程可以用图1-5表示，以上提到的主要功能过程按顺序列在图中
。用户键入的字符流按标准协议进行转换，然后加入各种控制位和顺序号用以进行会话管理，再进行
分组，加入地址字段和校验字段等。上述信息经过Modem的变换，送入公共载波线路传送。在接收端
进行相反的处理，就可得到发送的信息。值得注意的是，整个通信过程经过这样的功能分解后，得到
的功能元素总是成对地出现。例如，一对.Modem，一对数据链路控制元素等。每一对功能元素互相通
信，它们之间的协议不涉及相邻层次的功能。例如，一对Modem之间的对话不涉及传输线路的细节，
也不必了解它们传输的比特流的意义。而数据链路控制功能则与Modem的调制与解调功能无关，也与
数据帧中信息字段的内容无关，DLC元素的作用只是把数据帧从发送结点正确地传送到接收结点。这
样，把一对功能元素从整个功能过程中孤立出来，就形成了分层的体系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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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

编辑推荐

　　内容安排贴近网络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实际，网络通信理论适度，强化基本概念，简化数学分析过
程，网络基础知识紧密结合应用，选取主流技术，并注重与专业后续课程的衔接，涵盖下一代网络技
术、3G／4G技术、P2P应用等前沿问题，拓展读者视野。　　《计算机网络》是作者多年教学经验的
总结和展示，仔细阅读《计算机网络》。可以从论述的逻辑性和内容的关联性方面体会优秀的教学过
程。　　《计算机网络》在选材和布局方面进行了精心安排，通过学习《计算机网络》，可以准确掌
握计算机网络的基础知识以及网络研究的前沿领域。　　《计算机网络》的内容是自包含的，一书在
手，无须参考资料就可以掌握现代网络技术的全部精髓并激发您进一步钻研的兴趣。　　《计算机网
络》的讲解风格简略而不失细致，语言通畅，论述精当，遵循《计算机网络》的逻辑框架坚持学习。
读者能轻松找到通向网络世界的捷径。　　《计算机网络》配备了丰富的思考题和课后练习题，若配
合适当的网络实验和实际操作。将进一步加深读者对网络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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