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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Internet网络传输和处理能力的大幅提高使得基于网络的应用越来越多，特别是音频和视频压缩技术的
发展和成熟，使得网上音频、视频应用成为Internet上最重要的应用之一，出现了如视频点播、视频会
议、远程学习、计算机协同工作等多媒体应用。
这些多媒体应用和一般网络应用相比，有着数据量大、时延要求高、持续时间长等特点。
因此，要解决这些应用所要求的传输带宽大、实时性强等问题，需要采用不同于传统单播和广播机制
的转发技术及QoS保证机制来实现，组播技术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理想方案。
组播是一种点到多点（和多点到多点）的通信方式，它能够有效地利用网络带宽，提高网络资源的利
用率.下一代互联网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为多媒体应用提供有效的支持，因此组播技术已经成为下一代
互联网不可缺少的关键技术。
组播技术已经出现了很多年，为了使组播技术在网络中得到广泛应用，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研究。
鉴于组播技术在下一代互联网体系结构中的重要性，要求广大网络技术人员必须了解和掌握组播技术
。
本书的目的就是使广大网络技术人员和研究者不仅能够掌握组播技术，同时还能够理解组播体系结构
的最新发展和研究方向。
目前虽然有许多介绍组播技术的图书，但是这些书都是对IP组播和协议进行介绍，还没有一本书对组
播体系结构做一个全面深入的阐述.因此，本书的重点是全面介绍互联网组播体系结构。
本书以互联网的五层模型为基础，对组播体系结构进行阐述，内容包括IP‘组播路由协议和路由算法
、组播拥塞控制机制、移动和Adhoc组播、组播和服务质量控制、组播安全和应用层组播等。
本书编写目的是帮助读者对Internet组播技术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作者假设读者
已经对计算机网络有一定的了解。
如果读者对计算机网络并不了解，建议先阅读.Tanenbaum教授编著的《计算机网络》。
读者在掌握了计算机网络的基础知识后，如果希望深入了解组播技术，那么本书将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
本书不仅介绍了现有的组播路由协议等目前较为成熟的组播技术，而且深入讨论了组播研究领域中存
在的理论问题和研究现状，力求使读者能够全面了解组播的体系结构和未来发展方向。
本书的完成得到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网络与测试实验室的许多研究生的帮助，他们是李丹、李锁钢、
陈智波、吴茜、任罡、马戈芳.石锋和章淼博士提供了他们撰写的相关研究领域的综述材料，在此一并
表示感谢。
  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特别是我的丈夫，谨以此书献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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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Internet组播体系结构》分8章，全面介绍了互联网组播体系结构。
前3章介绍组播的基础知识和概念，主要内容是组播模型、组播路由协议、组播路由算法和组
播Power-law原理；后5章详细介绍组播体系结构，包括组播拥塞控制、移动组播、组播和服务质量控
制、组播安全和应用层组播技术。
全书以互联网的五层模型为线索，从数据链路层到应用层详细介绍了组播的体系结构涉及的内容，基
本反映了组播技术近几年的最新研究成果。
　　《Internet组播体系结构》既适合于计算机通信网络专业的研究生阅读，也可供有关网络技术人员
和网络工程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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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组播概述Internet网络传输和处理能力的大幅提高使得基于网络的新应用越来越多，特别
是音频和视频压缩技术的发展和成熟，使得网上音频、视频应用成为Internet上最重要的应用之一，出
现了如视频点播、视频会议、远程学习、计算机协同工作等以多媒体为特征的新应用。
Internet的视频点播、可视电话、视频会议等多媒体应用和一般网络应用相比，有着数据量大、时延要
求高、持续时间长等特点。
因此要解决这些应用所要求的传输带宽大、实时性强等问题，需要采用不同于传统单播和广播机制的
转发技术及QoS保证机制来实现。
而组播技术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理想方案。
组播是一种点到多点（和多点到多点）的通信方式，即多个接收者同时接收一个组播源发送的相同信
息。
它能够有效地利用网络带宽，提高网络资源的利用率。
下一代互联网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为多媒体应用提供有效支持，因此组播技术已经成为下一代互联网
不可缺少的关键技术。
本章的目的是给出组播技术的基本概念，使读者建立对组播技术的整体认识。
为此本章首先介绍计算机网络中现有的几种最基本的通信方式，从而引出组播技术的特点，然后给出
应用组播技术的必要性，以及网络中需要组播技术支持的应用等相关内容，从而为本书后续章节深入
介绍组播技术建立基本的概念，提供必要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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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Internet组播体系结构》既适合于计算机通信网络专业的研究生阅读，也可供有关网络技术人员和网
络工程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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