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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IP网络向应用宽带化、业务综合化、管理可控化和运营精细化方向的发展，IP网络已经成为
颠覆传统电信业务、承载新型网络业务的电信基础传输网络，从传统的Internet数据业务（上网
、E-mail等）和简单的多业务演变成高品质增值业务承载网，并具有对每一种业务识别分类、区分服
务的控制能力。
随着IP网络通信业务的开展，对网络和运营的要求也不断提升，IP网络必须能够满足可运营可管理、
提供多业务承载能力、具有业务质量保证和业务安全的要求。
　　针对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数据通信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编写了《IP数据通信》教材，
旨在为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数据通信及相关专业的学生提供一个全面的IP网络认知平台，为毕业后的岗
位任职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书在编写时突出了系统性、先进性和实用性。
系统性是指本书全面地论述了宽带网络的网络架构、协议、技术和设备，内容翔实，体系完善，便于
学习；先进性是指在内容处理上除较完备地介绍了传统IP技术外，还突出了软交换、QoS等IP网络的
新技术；实用性是指针对现有IP网络的主流设备及设备维护的相关内容组织编写，可以为读者的岗位
任职提供实际指导。
　　本书分为基础篇、设备篇和维护篇。
1～6章为基础篇，主要介绍IP宽带网络的主要协议、网络架构、主要业务、网络管理和网络安全的相
关问题；7～10章为设备篇，分别介绍IP宽带网络中的4种主要设备：以太网交换机、路由器、DSIJAM
和宽带接入服务器；11、12章为维护篇，介绍了网络常用维护工具的使用方法和日常维护管理应遵循
的程序。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数据通信相关专业的专业课教材，也可作为电信运营商或设备供
应商IP网络维护人员的上岗培训教材。
同时对于有志于从事电信IP网络维护的工程技术人员，本书也是一本很好的参考读物。
　　本书第1章至第6章由孙青华、张曙光、徐筱麟、陈丽花、张宏苏、堵雯曦编写，第7章至第10章由
施扬、滕贺颖、张广纯、向九松、丁玮、黎德琛编写，第11章、第12章由向九松、柏林、林玲、张丛
生、黄甫喜、刘晓梅编写。
孙青华、滕贺颖对全书进行了统稿。
　　由于IP网络的发展速度惊人，其应用范围也非常广泛，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一些错
误或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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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IP数据通信》以IP数据通信网为主线，分基础篇、设备篇和维护篇。
基础篇主要介绍IP数据通信网络的主要协议、网络架构、主要业务、网络管理和网络安全等基础知识
；设备篇围绕以太网交换机、路由器、DSLAM和宽带接入服务器等数据通信的主要设备进行介绍；维
护篇对数据通信网络常用维护工具的使用方法和日常维护管理程序等维护常识进行了讲述。
　　《IP数据通信》既可作为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数据通信相关专业课教材，也可作为电信运营商或设
备供应商IP网络维护人员的上岗培训教材和数据通信职业技能鉴定的培训教材，是数据通信系统及网
络通信工程技术人员应配备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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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转发性能　　（1）全双工线速转发能力　　路由器最基本且最重要的功能是报文转发。
在同样端口速率下转发小包是对路由器包转发能力最大的考验。
全双工线速转发能力是指以最小包长（以太网接口64字节，POS接口40字节）和最小包间隔（符合协
议规定）在路由器端口上双向传输，同时不引起丢包的能力。
该指标是路由器性能的重要指标。
　　（2）设备吞吐量　　吞吐量指的是不发生帧丢失时每秒通过设备的最多报文数。
吞吐量主要包括整机吞吐量与端口吞吐量，前者是设备性能的重要指标。
路由器的工作在于根据IP包头或者MPLs标记选路，因此性能指标是指每秒转发包的数量。
后者指路由器在某端口上的包转发能力。
路由器吞吐量是设备整机的包转发能力。
设备吞吐量通常小于路由器所有端口吞吐量之和。
吞吐量与路由器的端口数量、端口速率、报文长度、报文类型、路由计算模式（分布或集中）以及测
试方法有关，一般泛指处理器处理报文的能力。
　　（3）端口吞吐量　　端口吞吐量是指端口包转发能力，通常使用包每秒来衡量，它是路由器在
某端口上的包转发能力。
通常采用两个相同速率的接口测试，但是测试结果可能与接口的位置及关系相关，例如：同一线卡上
端口间测试的吞吐量可能与不同线卡上端口间吞吐量的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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