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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全球信息化的崭新时代，而信息化则离不开信息网络的支持。
互联网作为现有信息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信息化的进程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而路由器是互联网的核心和基础，掌握路由器原理与技术对研究、开发及使用新一代信息网络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推动国内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跟踪世界新一代网络先进技术，满足广大科研人员和工程技
术人员的需要，我们在多年学习、研究与工作实践的基础上，先后编写了《路由器原理与技术》（第
一、二版）、《IPv6路由协议栈原理与技术》等书籍。
这些书自出版以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和支持。
为了更好地为读者服务，我们决定结合近几年来的科学研究和工作实践成果，并采纳很多读者提出的
宝贵建议，编写一部较为全面地介绍互联网关键技术，特别是路由器原理与技术方面的书籍。
相对于以前的几本书而言，这次编写除对三大路由协议的工作机理、设计思路及实现方案等作进一步
的完善外，还增加了对移动和组播路由技术、网络安全和管理技术的阐述，并且介绍了当前新一代互
联网技术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和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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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路由器原理与技术》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路由器原理与技术》在介绍互联网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对路由器工作杉理、路由器硬件体系结构、
三大路由协议（RIP、OSPF和BGP）、移动路由技术、组播路由技术、网络安全和管理伊议、互联网
工程设计与应用以及未来互联网技术等进行全面而系统的介绍。
　　《路由器原理与技术》取材新颖、内容丰富、实用性强，反映了国内外路由器技术的现状与未来
，适合于从事通信、计算机技7}开发与研究的广大工程技术人员阅读，也可作为大专院校通信、计算
机等专业和相关培训班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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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科学与工程类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子学会理事，国家“973”项目“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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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互联网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基于IP协议、提供面向无连接服务的分组交换网。
这里的IP是计算机网络中网络层（网络分层的概念见1.2节）的一种协议标准，1981年的RFC（Request
for Comments，建议请求）79l对IP作了定义。
下面分别介绍分组交换和面向无连接的概念。
　　分组交换（也称为包交换）是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当时主要应用于军事环境下的通信基
础设施。
不同于电路交换，在采用分组交换的网络中，用于通信的计算机把它们的数据划分为若干个分组，也
就是包，然后将这些分组通过分组交换网传输。
分组交换技术有很多，如X.25、帧中继（Frame Relay，FR）和IP等。
　　计算机在通信时为什么要采用分组交换呢？
为什么不在计算机之间建立一条临时的“电话呼叫”呢？
这种差别主要来源于电话网和计算机网通信特性的不同。
在电话网中，用户在通话之前首先要发送一个呼叫，一旦呼叫成功，通话双方之间就建立了一条物理
通路，这条通路直到通话结束才被释放，在整个通话过程中，它是一直被占用的。
由于在电话网中很强调话音的质量，而且一次通话会持续较长的时间，其呼叫建立时间相对于通话的
总时间来说是很短的，即呼叫建立的开销在整个通话中所占的比例不是很大，所以在电话网中采用电
路交换还是比较合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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