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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理解计算机网络》

内容概要

《深入理解计算机网络》是计算机网络领域的扛鼎之作，由有20余年从业经验的优秀网络技术工程师
兼全国网管技能水平开始认证专家王达老师撰写，51CTO技术社区鼎力推荐，权威性毋庸置疑。内容
方面，《深入理解计算机网络》结合最新计算机网络技术，全面、系统、深入地阐述了计算机网络的
体系结构、工作原理，以及各种通信协议实现原理，能满足读者系统和深入地学习和研究计算机网络
技术的需求。阅读体验上，近600幅图表、形象的比喻和丰富的案例使得《深入理解计算机网络》通俗
易懂，能极大地降低学习难度。除此之外，为了便于老师教学，《深入理解计算机网络》还提供精心
制作的教学PPT。
全书共11章：第1章详细介绍了数制与编码相关的知识；第2章宏观地讲解了计算机网络的组成、应用
、分类，以及计算机网络的拓扑结构；第3章深入地讲解了典型的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计算机网络
体系结构的通信原理和通信协议，以及网络体系结构设计时的考虑；第4-7和10-11分别系统且深入地
讲解了物理层、数据链路层、介质访问控制子层、网络层、传输层和应用层的作用、技术细节和实现
原理；第8章深入地探讨了IP地址和子网，不仅讲解了IPV4相关技术，也对最新的IPV6相关技术做了深
入的探讨；第9章系统介绍了RIP、OSPF、IS-IS、BGP等各种路由协议及其实现原理。
《深入理解计算机网络》既适合想全面深入了解计算机网络技术的网络工程师们深入学习和作为工作
时的参考手册，又适合各高等院校的老师和学生们用作系统学习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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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再假设G3、G4两个校验值都不为0，也就是都等于1。通过表5—2所示比较G3、G4
两个校验组（注意本示例中码字长度一共才12位，只需要比较前12位）中共同校验的码位可以很快发
现是b8，也就是第12位出现了差错，也就是最终的码字变成了：111000011100。 经验之谈这里一定要
注意，最终有多少个校验组出现差错也不是随意的，一定要结合实际传输的码字长度来考虑。如上例
一共12位，如果换成了16位的码字，且当b9位出现差错时，则G1、G3、G4一定会同时出现错误，因
为b9这个位是三个校验组同时棱验的，只要它一出错，肯定会同时影响这三个校验组的值。同理，如
果是b11位出现了差错，因为它同时受G1、G2、G3、G4四个校验组校验，所以这四个校验组结果都将
出现错误。 （2）海明码的差错纠正 检测出是哪位出现了差错还不够，因为海明码具有纠正一位错误
的能力，所以还需要完成纠错过程。这个过程的原理比较简单，就是直接对错误的位进行取反或者加
“1”操作，使它的值由原来的“1”变成“0”，或由原来的“0”变成“1”（因为二进制中每一位只
能县这二者之一）。 以上就是海明码的差错检测和差错纠正原理了，虽然比单纯的奇偶校验码复杂些
，但只要理清了思路，还是比较简单的。 5.4流量控制 介绍完复杂的数据链路层“差错控制”功能后
，接下来介绍数据链路层的“流量控制”功能。其实在上节介绍差错控制功能时就提到了流量控制功
能，因为一些差错控制方案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流量控制功能，如前面介绍的空闲重发请求方案中规定
，发送端每发完一个数据帧后把这个帧保存在缓存空间中，然后就停下来等待接收端发来的确认消息
，然后才能继续发送下一帧，这就可以控制路中的数据流量。在连续重发请求方案中，虽然发送端可
以一次发送多个数据帧，但是也不是没有限制的，因为发送端需要把每次发送的数据帧保存在缓存空
间中，接收端也要把向网络层提交的数据帧先保存在缓存空间中，所以最终一次能发送多少个帧，是
由双方缓存空间大小决定的。这就是本节后面将要提到的“窗口大小”。 数据链路层的流量控制方案
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适用于面向字符的异步通信协议（如RS—232）中的简单流量控制方案——XON
／XOFF（继续／停止）方案；另一种是适用于大量数据通信环境中的“滑动窗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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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王达老师是国内计算机网络领域的权威专家，自2004年以来，撰写了大量关于计算机网络的著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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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中的印刷错误挺多，包括IP的点分十进制有的地方用的是逗号，有些描述也有矛盾的地方，很明
显校验工作做得不好。书的内容很好，但没有ppt，俩系作者基本没有回应。
2、草草翻了一下, CS专业的可以不用看了
3、这书真的完全不用多说，你买了看了就会明白绝对没有买错，而且会感叹还好没错过，真的是好
书啊，值得看，这里同时也感谢作者啊
4、很期待的一本书，一直想买，因为价格原因没买，这次亚马逊做活动，很优惠，值得买的一本书
，学习。
5、王老师的作品不错，一直都在看。
6、作为网络的教材来看，知识面的涵盖真的是比我们上课用的教材真的丰富多了，而且很多知识点
都深入底层，不会让人有模棱两可的感觉。
7、还没具体看应该还不错吧
8、真心不错，刚拿到手一口气看了60多页。
9、虽然看完了，但却完全没有感觉。也可能是看的不够仔细。
10、比较容易理解，语言流畅
11、真够全面地，但是内容是百度百科式
12、感觉不适合编程的人看
13、不错，纸质很好，内容也很好，好书！快递也快！
14、别字都不少～
15、喜欢的网络书籍
16、看了一部分，感觉非常不错，接着入了其他两本王老师的书，推荐大家购买。
17、重新读！！
18、对于这本书籍是我最需要的
19、不是说附PPT吗，在哪？
20、深入浅出，刚刚好。。
21、补上当年的课，还好大部分都记得，再次读起，印象深刻啊
22、读到应用层的时候已经shock了。。没写过与socket有关的东西，完全不理解啊。
23、最新的网络理念，通俗的讲解，深入原理！
24、网络基础和网络理论知识方面的大拿之作。
25、复习一遍网络原理
26、唉，我觉得我看过的教材抄袭了
27、讲的很细，但是其中很多概念其实拿出来都可以在写一本书，大部分可以明白，但是计算机网络
是一类大的学科，本书里面很多需要深入用另外一本书来讲的概念其实还是很难看懂的。不过本书算
是国内计算机网络书籍最好的一本书了。
28、内容非常全面，细致，可以做工具书，也可以入门。用心写的书。
29、纸质虽然不知道是啥，不过看起来还不错，就是外包装一来就坏了，内包装照样坏的，有点小不
爽。。。。。。
30、正版，封膜都还在，
31、书的质量不错 还没看 相信很不错
32、国内最通俗、最系统的计算机网络图书，将成为国内计算机网络类图书的新标杆
33、这本是适合专业的网络工程师，对多数程序员来说，虽说有益，毕竟有点远了。
34、假期读的,复习用,意料之外的还不错,讲的蛮清晰
35、从基础讲起，循序渐进，值得一看，算是对网络知识的一次总结。
36、内容看了一下，写的确实不错，有的内容很容易就理解了，有的确实有点难理解。不过就和王达
老师说的那样，别钻的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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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最新计算机网络技术，全面、系统、深入地阐述了计算机网络的体系结构、工作原理，以及各种
通信协议实现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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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深入理解计算机网络》的笔记-第502页

        “在通信双方主机上都分别有一个‘发送窗口’和一个’接收窗口‘”-----不是的，TCP连接对应
一个socket，每个socket都会有自己的发送和接收缓存区，发送窗口的大小在三次握手阶段就已经确定
下来，取对方接收窗口和己方的发送窗口最小值，每次发送完都会返回接收窗口的大小，此时发送方
的发送窗口也会变小，变为0时，通信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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