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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应用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计算机网络成为一门独立的颇受青
睐的课程及一个发展异常迅速的领域。
　　计算机网络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
然而1983年著名的开放系统互联参考模型OSI／RM的出现，才使它的科学体系开始建立并逐渐形成有
关专业的一门独立课程。
早期这门课程的核心是ISO制定的OSI／RM的七层协议。
20多年过去了，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在各自的迅速发展中进一步融合，出现了通信技术计算机化、
计算机技术网络化的新局面，一些新的、有前途的技术（如TCP／IP、ATM、宽带技术等）正在兴起
，原来的课程体系也在不断演进。
　　信息技术学科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发展迅速、知识膨胀、涉及面广、更新周期短暂，它的每一个子
领域都要涉及大量概念和技术。
因此，本书的编写首先考虑了如何在知识和技术领域中合理地进行取舍，并在教材中既反映已经沉淀
为基础知识的内容，又吸收新的、具有前途的技术。
　　在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存在两种标准——法定标准和事实标
准。
法定标准是理想，事实标准是现实。
对于计算机网络来说，ISO的OSI／RM是法定标准，TCE／IP、IEEE 802是事实标准。
如何根据专业需求在法定标准和事实标准之间进行合理的折中，对确定计算机有关课程内容是非常重
要的。
　　本书作为一本高等学校的教材，必须考虑它要符合教学规律，便于学习者的知识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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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面向应用的高等学校计算机网络教材。
书中内容按照科学的学习方法进行构建，非常适合学习者的知识和能力建构。
    全书共分为7章。
第1章分两个层次帮助学习者建立计算机网络的概念：第一个层次是从计算机网络的拓扑结构出发，
从节点和链路两个角度介绍计算机网络的工作原理；第二个层次基于计算机网络的层次结构，介绍计
算机网络的体系结构，并引出OSI、IEEE 802和TcP／IP等几种常用的网络模型，从而为全书的学习奠
定基础。
第2章作为第1章的一个实例，以应用最为广泛的以太网为核心，介绍局域网的工作原理和组网方法。
第3章作为第1章的另一个实例，以TCP／IP为核心，介绍网络互联技术。
第4章介绍作为现代网络应用基础的客户机／服务器模式。
第5章介绍现代接入技术。
第6章介绍有关网络安全的基本技术。
第7章介绍几个计算机网络的新兴技术。
    本书取材新颖、结构严谨、文字流畅、概念清晰，每章末尾除附有一定数量的习题外，还给出了一
定的实验项目。
本书可以作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等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从事网络技术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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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交换机的交换模式　　交换机是构成整个交换网络的关键设备。
交换机所使用的技术影响着交换网络的性能。
根据具体采用的交换技术不同，交换机可分为不同的类型。
目前常用三种交换模式：存储转发（Store and F0rward）、直通（Cut Through）和无碎片直通
（Fragment Free Cut，Through）。
　　（1）直通模式　　直通模式也叫快速转发（Fast—forward）模式，这种交换机接收到数据帧时，
找到了的目的地址便立即将帧转发出去，不做差错和过滤处理。
　　（2）无碎片直通模式　　“碎片”是指在信息发送过程中突然发生冲突时，由于双方立即停止
发送数据帧在网上形成的残缺不全的帧。
碎片是无用的信息垃圾，必须将它们清除。
无碎片直通模式首先存储接收到的数据帧的部分字节（前64个字节），然后进行差错检验，发现有错
，立即滤除，并要求发方重发该帧；如未发现错，则立即转发出去。
　　（3）存储转发模式　　存储转发模式是指交换机接收到数据帧后，先存储在一个共享缓冲区中
，然后进行过滤（滤掉不健全的帧和有冲突的帧）和CRC差错校验，之后才将数据按目的地址发送到
指定的端口。
如果CRC校验失败，即将该帧丢弃。
　　在三种交换模式中，存储转发模式具有较高的交换质量，但要检测的数据段多，处理速度慢，故
适合于网络主干的连接。
直通模式是其中速度最快的一种，但由于对任何帧都不做过滤处理，因而误码率较高。
无碎片直通模式是前两种模式的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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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计算机网络技术》从计算机网络的拓扑结构出发从节点和链路两个角度介绍计算机网络的工作
原理，介绍作为现代网络应用基础的客户机、服务器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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