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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很高兴看到，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职业教育与就业准入制度互动关
系研究”成果之一的“中等职业教育‘双证课程’培养方案”，编制出了“中等职业教育电子信息类
专业‘双证课程’培养方案”。
该培养方案的系列配套教材，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中等职业教育肩负着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的历史任务。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产业竞争力，推进城镇化，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就
业和再就业，对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快技能型人才培养提出了迫切要求。
　　为适应经济社会迅速变革的需要，职业教育应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为本位的原则，增强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能力。
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面向社会和市场办学，深化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高教育
教学质量，是职业教育一项长期的任务。
中等职业教育要根据行业企业需求，设置专业、开发课程，推进精品课程和精品教材建设。
紧跟当今世界行业企业生产和技术进步的要求，不断更新教材和教学内容，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和
针对性。
实行产教结合，加强校企合作，积极开展“订单武”培养。
优化课堂教学和实训环节，强化就业技能和综合职业能力培养，大力推行学历证书和职业证书教育。
　　“中等职业教育电子信息类专业‘双证课程’培养方案”及其系列配套教材，是国家信息化培训
认证管理办公室和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合作的结果，是进行电子信息类专业建设和课程改革的有益
探索。
这种由电子信息领域教育专家和信息产业行业部门合作，在对信息产业人才需求进行分析基础上，有
针对性地设计出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技能型人才培养方案，编写出配套教材并由行业部门颁发相应的
职业证书，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有利于职业学校人才培养“供需对路”，有利于教育更好
地为行业企业服务。
在国内还少有成套方案、成熟经验的情况下，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编写出系列教材及相应的数字化教学
资源，实属难能可贵。
　　希望这套教材的出版，对中等职业教育电子信息类专业建设有所裨益和推动，并再接再厉，在不
断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在教育教学中不断改革和实践，以期该套教材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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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网络基础》是CEAC认证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信息产业部CEAC国家信息化计算机
教育认证办公室联合推出。
主要内容有：计算机网络概论，网络体系结构，局域网，小型局域网组建，对等网应用，广域网
，TCP/IP协议，Internet技术，网络安全。
《计算机网络基础》适合作为中职计算机及相关专业的教材，可作为参加CEAC认证考试的人员复习
考试用书，也可作为计算机培训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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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网络中，拥塞控制类似于交通管制。
通过拥塞控制，能够防止出现拥塞和死锁，如图2－11所示。
图中的3条曲线在开始时都是线性增长，这是负载较小时的情况。
随着负载增加，吞吐量会加大。
但当继续增加负载时，由于资源的限制，理想曲线开始转折，最后与横轴平行，吞吐量是一个定值。
实际曲线应略低于理想曲线，这是由于进行拥塞控制，丢失了一些分组的结果。
但是如果不进行拥塞控制，就会出现拥塞，曲线迅速下降，最终导致死锁。
在进入拥塞区之前，无流量控制的吞吐量略高于实际曲线吞吐量，这与拥塞控制的开销有关。
当进行拥塞控制时，必然要在结点间增加一些传送流量信息的分组传输，这些额外开销将导致吞吐量
降低。
由此可见，不好的拥塞控制机制，非但不能起到控制的作用，有时甚至会带来相反的结果。
　　拥塞是由于进入网络的分组数过多造成的，其结果最终可能导致死锁。
死锁是若干个结点互相占用资源又需要申请新的资源而造成的。
死锁是通信子网的严重错误，一旦发生死锁，子网只有复位（RESET），所以死锁是应该避免的。
拥塞控制采取分级控制的方法，如图2－12所示。
　　网段级可以看作是结点间的控制；入口到出口级可以看作端结点之间的控制；进网级起到监视进
网分组量的作用，可以有效地防止拥塞发生。
拥塞和死锁是有关联的，控制了拥塞，也就防止了死锁的发生。
　　2.2.4 传输层　　1.传输层的地位　　在网络协议中，传输层是至关重要的一层，几乎所有著名的
网络体系结构都保留有传输层，传输层与网络层相辅相成，完成网络中有结构的数据传输。
从图2—13所示的分层结构可以看出传输层的地位和作用。
传输层属于资源子网，属于主机的范畴，但从功能上来看，传输层是面向通信的。
　　网络层下面的3层完成了通信子网中的数据传输。
网络层是通信子网的最高层，但是它的服务并不是很完善。
数据报服务的差错控制就是由主机完成的，即使是面向连接的服务也不是100％的可靠。
尤其是在互联网的情况下，各子网所能提供的服务往往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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