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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本教材第一版于2003年9月出版以来，受到了许多高职高专院校师生的欢迎与肯定，并经多次重
印。
大家普遍反映该教材“定位准确”、“内容独特”、“深入浅出”、“言简意赅”，非常适合高职高
专的教育层次与生源特点。
为此，我们感到极为欣慰，　　近几年来，围绕高职高专技能型计算机网络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与特
色，我们仍在继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改革，并取得了不少新成效；所承担的“计算机网络技术
”课程被国家教育部评为“2003年度首届国家精品课程”，所完成的教学改革成果“计算机网络教学
改革的研究与实践”获得第五届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并通过了国家级成果鉴定。
　　为了更好地与兄弟院校分享教学改革的成果与经验，我们对本教材第一版进行了较大的扩充与修
订。
删除了原教材中关于“会话层与表示层”的章节，修改了第一版中的一些错误，扩充了各章的习题数
量与类型。
更重要的是，增加了第12章“计算机网络实训”，不仅免除了各校在使用理论教材时另外选择配套实
训教材的麻烦，也为各校实施与本课程相关的计算机网络实践技能培养提供了更多的指导性与可操作
性。
　　此次再版工作具体分工如下：蒋小洛负责第1章与第10章，郑向阳负责第2章，乔韦韦负责第3章与
第6章，毕保祥负责第4章，张纯容负责第5章与第9章，施晓秋负责第7章与第8章，朱海涛负责第11章
，新增的第12章由张纯容与施晓秋共同编写。
全书由施晓秋审阅统稿。
　　衷心希望改版后的教材能更好地为各兄弟院校服务，同时也欢迎大家就教材的进一步完善和精品
课程教学资源的使用与我们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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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网络技术(第2版)》不仅可作为高职高专计算机专业学生的教材，也适合电子类、信息管
理类和经济类高职高专的学生使用。
这是一本以“必需”和“够用”为原则编写的高职高专计算机网络理论教材。
主要介绍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与OSI七层模型、TCP／IP模型与TCP／IP网络
、局域网技术与广域网技术、网络操作系统等多方面的内容，共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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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1.1 计算机网络的定义1.2 计算机网络的发展过程1.2.1 计算机网络的初级
阶段1.2.2 计算机-计算机网络阶段1.2.3 标准、开放的计算机网络阶段1.2.4 高速、智能的计算机网络阶
段1.3 计算机网络的分类1.3.1 常见计算机网络分类的方法1.3.2 局域网、城域网和广域网1.4 计算机网络
的功能和应用1.4.1 计算机网络的功能1.4.2 计算机网络的应用1.5 计算机网络的组成1.6 计算机网络的拓
扑结构1.6.1 计算机网络拓扑结构的概念1.6.2 常见的网络拓扑结构习题第2章 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2.1 计
算机网络体系结构概述2.1.1 为什么要建立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2.1.2 计算机网络的层次模型2.1.3 关于网
络分层模型的一个类比2.1.4 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2.2 ISO／0SI网络参考模型2.2.1 ISO／OSI七层模型2.2.2
各层功能简介2.2.3 OSI模型中的数据传输过程2.3 TCP／IP模型2.3.1 TCP／IP模型2.3.2 各层主要协议2.4
OSI模型和TCP／IP模型的区别习题第3章物理层第4章 数据链路层第5章 局域网技术第6章 广域网第7章 
网络层第8章传输层第9章 会话层和表示层第10章 应用层第11章 Internet、Intranet和Extranet第12章 网络
操作系统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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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选用集线器时一般要考虑三个因素：接口的类型、接口1速率以及是否可堆叠。
集线器上一般有多个RJ－45端口可连接双绞线，有些集成器除此之外还可能有一个用于上连的AUI粗
缆接口、一个BNC细缆接口或一个RJ－45级连口。
通过上连接口可将集成器连到上一级网络上。
在选用集成器时，要注意信号输入口的接口类型，与双绞线连接时需要具有RJ－45接口；如果是与细
缆相连，需要具有BNC接口；而与粗缆相连需要有AUI接口；当局域网长距离连接时，还需要具有与
光纤连接的光纤接口。
早期的10M集成器一般具有RJ－45、BNC和AUI三种接口。
100Mb／s和10／100Mb／s集成器一般只有RJ－45接口，有些也可能具有光纤接口。
　　5.4.4　网桥和交换机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当使用中继器或集线器进行网络物理扩展时，会同
时扩展网络冲突域.用的中继器或集线器越多，则冲突域就越大，主机之间发生冲突的概率也就越大，
网络的传输效率也就越低，每个用户实际得到的可用带宽也就越小.因此，在使用中继器或集线器进行
网络扩展是以冲突域的增加和因此造成的网络性能下降为代价的.那么，是否存在一种既能提供在物理
上扩展网络的功能，同时又不会使冲突域增大的网络互连设备呢？
我们在第4章中所介绍的数据链路层网络互连设备网桥和交换机就具备了这种能力。
　　网桥又叫桥接器，是一种数据链路层存储转发设备。
20世纪80年代早期所开发的网桥是为了转发同类网络间数据包的传递，后来开发的网桥还可以处理不
同类型网络间的数据包的传递。
交换机则是一个具有流量控制能力的多端口网桥。
网桥和交换机都具有依据第二层地址进行数据帧过滤的能力，即源和目标物理地址在同一网段中的数
据帧是不会被网桥或交换机转发到与其相连的其他网段中去的。
以图5.9所示的网络为例，当网段1中的主机1向主机2发送帧的同时，网段2中的主机7也可向主机8发送
帧，因为这两个帧均会被连接于两个网段之间的交换机所隔离，从而互不影响。
也就是说，由网桥或交换机的不同端口所连的网段属于不同的冲突域.所以，我们说网桥和交换机不仅
能在物理上扩展网络，还能在逻辑上划分冲突域，显然其功能要优于中继器或集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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