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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以及有关的基础知识和发展前沿的最新实用
技术。
全书共分12章，分别介绍了数据通信基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和网络体系结构等基本概念，以及物理
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局域网、传输层、应用层、网络互联、网络操作系统、网络安全与网络管
理，并对无线和高速局域网、光纤分布数据接口FDDI、ATM技术、IPv6、FR及Internet上的多媒体信
息传输技术等作了较全面的介绍。
各章后面均附有习题。
书后附有“英汉计算机网络缩写词对照表”。
    本书可作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及其他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亦可作为计算机网络工程和网络爱好
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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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与电路交换相比，报文交换的优点是：首先，站点之间通信时不需要建立专门的物
理通道，各站点之间传送的报文可以分时共享某一节点到另一节点的通路，从而提高了线路的利用率
；其次，可以进行不同速率、不同码型的交换，从而实现不同种类的终端间的数据传送；此外，还可
以实现把一个报文送到多个目的站点，这是电路交换网络很难做到的。
但报文交换的缺点在于：首先，报文交换系统延迟时间较长，等于“报文接收时间+排队等待时间+报
文转发时间”；其次，因报文交换系统对报文的长度没有限制，使得中间节点必须具备很大的存储空
间；并且，大报文在中间节点存储时往往是存于外存的缓冲空间中，当需要向前转发时，还需先将它
从外存调入内存，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延迟时间；另外，由于大报文长时间占用线路进行传输，也增加
了其他小报文在网络中的延迟时间；最后，当信道误码率较高时，大报文出错率较高而引起频繁的重
发，也极大地影响了传输效率。
因此，报文交换不能满足实时或交互式的通信要求，一般在计算机网络中很少使用。
 2．4．3 分组交换 分组交换(packet switching)综合了电路交换和报文交换各自在速率和效率方面的优点
，并把二者的缺点减少到最小程度。
报文交换的缺点主要是由报文太长引起的，因此分组交换的思想是限制信息的长度，将大报文分割成
若干个一定长度的短信息，称之为分组，并以分组为单位进行存储转发，在接收端再将各分组重新组
装成一个完整的报文。
利用分组交换技术可以实现模拟、数字数据的综合传输。
目前，许多国家建立的公用数据网均采用分组交换技术。
 为了在提高信道利用率的同时加快信息的传送速度，将每份较长的报文分割成若干个等长的段，每一
段加上交换时所需的地址、控制信息和差错校验信息，按规定格式组装成一个数据单位，通常称为“
分组”，又叫“包”。
在传输时，各个分组可以经不同路径传送，在接收端再按分组中的序号将各分组组合起来恢复成原报
文。
由此可见，分组交换是以分组为单位进行存储、处理和传输的存储-转发交换方式。
由于分组长度固定，一般为1千比特到几千比特，每个节点所需要的存储能力降低了，节省了缓冲存
储器的容量，甚至不需要外存，降低了交换设备费用；其次每次交换的信息量少、转发时间短，分组
在网络中的延迟时间也减少了，从而缩短了信息处理时间，提高了信息传送速率；另外从同一个报文
中分裂出来的各个分组，在网络中可以走不同的路径，这种并行性也缩短了报文的整体传播时间；此
外分组长度变短，出错重发率也大为降低，因此提高了传输效率，所以它特别适合于计算机间联网通
信，是目前数据网络中最广泛使用的一种交换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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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计算机网络(第2版)》可作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及其他专
业本科生的教材，亦可作为计算机网络工程和网络爱好者的参考书。
作者结合多年的教学经验，在所参编的《计算机网络》（吉林科技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1999年第
二版）的基础上，参阅了一些目前国内外比较优秀的同类教材，根据本学科的发展趋势和最新的技术
成果，对原教材进行了大量的删减、修改和补充，并在结构上进行了重新的编排。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计算机网络(第2版)》既注重基础理论与基本概念的介绍，又
强调了计算机网络中的核心知识与技术，同时也突出了Internet上的应用和最新的网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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