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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套教材经过全国几十所高等学校老师一年多的努力，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我相信，它一定会受到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界老师和同学们的热烈欢迎。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单一培养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对计算机专业人才多样化的需求。
应对这一变化的最佳办法，就是采用多种模式的培养方式。
当前，高等学校的计算机教育正处于从过去的单一培养模式向多种培养模式的转变过程中，多种模式
的培养方式将是必然的发展方向。
　　多种模式的培养方式包括：培养人才的类型不同（研究型，应用型）；专业方向不同（计算机软
件，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信息系统，计算机应用技术等）；课程设置的多样性等。
　　同时，高等教育对科技人才培养的要求是：不但要培养研究型科技人才，还要为国家培养更多的
应用型科技人才（或称工程型科技人才）。
也就是说，培养应用型科技人才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普通高等学校的主要任务。
　　本套教材正是为适应多种模式培养方式的要求，并且着重于培养计算机领域高级应用型科技人才
的需求，而组识编写的。
　　本套教材具有如下特点。
　　1.基础理论够用　　计算机专业所需的基础理论知识以够用为准，不是盲目扩张。
如数字系统的基础知识，计算机的基本组成原理和体系结构的基础知识，离散数学的基础知识，数据
结构和算法的基础知识，操作系统的基础知识，程序设计的基础知识等，都进行了必要的讲解介绍。
　　2.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每本教材的编写都将“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原则贯
彻始终。
例如，《计算机组成原理和体系结构》结合现代的计算机讲解，使学生学完这门课程之后，确切掌握
现代计算机的组成、结构和工作原理；又如，《程序设计》结合实例讲解，使学生学完这门课程后，
真正能够动手编写程序。
　　3.强调教材的配套性　　根据多年组织教材的经验，只有配套性好的教材才最受教师和学生们的
欢迎。
我们这套教材，尽量做到了课堂教材、实训教材和教学课件完全配套，以方便教学使用。
　　另外，本套教材提供的是一套应用创新型计算机教育系列教材，可供不同类型学校依照自己的教
学计划，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选用。
　　现在把这套教材奉献给全国计算机界的朋友们，真诚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本套教材难免会有诸多缺点或不到之处，还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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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应用型本科学生的培养目标和要求，较全面地介绍了计算机网络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术，并
在此基础上介绍了部分网络的实践操作和管理实例。
全书共9章，可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计算机网络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第二部分为计算机网络应
用技术，第三部分为网络应用实例。
    本书语言简明，循序渐进，深入浅出，逻辑性强，可作为应用型本科生电子类、计算机类和机电类
专业的计算机网络课程教材，也可作为非电子类本科、成人教育和网络教育本科学生的计算机网络课
程教材，还适合各类计算机网络培训班使用和作为计算机网络爱好者的自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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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年来，数字通信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技术上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与模拟通信相比，数字通信具有抗干扰能力强，可再生中继，便于保密通信，可实现高质量的远距离
传输，易于适应各种通信业务，易于集成化等一系列优点。
另外，各种通信业务，无论是话音、电报，还是数据、图像信号，经过数字化后，都可以在数字通信
网中变换、处理和传输，这就更显示出数字通信的优越性。
　　2.1.3数据通信的主要技术指标　　衡量和评价一个系统的好坏，必须要涉及系统的主要性能指标
问题。
数据通信的主要技术指标是衡量数据传输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的参数。
有效性主要由数据的传输速率、信道带宽和信道容量等指标来衡量；可靠性一般用数据传输的误码率
指标来衡量。
常用的数据通信的技术指标有以下几种。
　　1.信道带宽和信道容量　　信道就是信号传输的通路。
信道带宽或信道容量是描述信道的主要指标之一，由信道的物理特性所决定。
　　通信系统中传输信息的信道具有一定的频率范围（即频带宽度），称为信道带宽。
信道容量是指单位时间内信道所能传输的最大信息量，即一个信道能够达到的最大传输速率，它表征
信道的传输能力。
在通信领域中，信道容量常指信道在单位时间内可传输的最大码元数（码元是承载信息的基本信号单
位，一个表示数据有效值状态的脉冲信号就是一个码元，其单位为波特），信道容量以码元速率（或
波特率）来表示。
由于数据通信主要是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的数据传输，而这些数据最终又以二进制位的形式表示，因
此，信道容量有时也表示为单位时间内最多可传输的二进制的位数（也称信道的数据传输速率），以
位／秒（bit／s）形式表示，简略为bps。
　　在一般情况下，信道带宽越宽，一定时间内信道上传输的信息量就越多，则信道容量就越大，传
输效率也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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