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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网络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也是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以及通信工程
等专业学生所必须掌握的一门技术。
《普通高校本科计算机专业特色教材精选·网络与通信：计算机网络（第2版）》从方便读者学习的
角度出发，遵循读者的思维习惯，采用自顶向下的方法，结合Internet和以太网技术，按照网络体系结
构的层次模型，从应用层开始按照数据发送时的信息流向来深入剖析和讲解计算机网络的原理和工作
过程，为读者建立一个完整的网络通信模型，最后还介绍了主动网、自组网、无线传感器网等新型网
络技术以及集群计算、网格计算、云计算、移动计算和普适计算等网络计算新模式。
　　《普通高校本科计算机专业特色教材精选·网络与通信：计算机网络（第2版）》兼顾实用性和
先进性，内容精练全面，结构清晰，系统性强，易于阅读和理解。
本书可以作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电气信息类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也可以作为广大网络
爱好者自学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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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随着计算机网络以及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现代社会已经步人信息化时
代，信息的获取、传输、存储和处理之间的孤岛现象因计算机网络的应用而逐渐消失，人类广泛活动
于由计算机及通信网络所构筑的信息社会中。
正如操作系统的出现屏蔽了计算机硬件上的差异一样，计算机网络以及中间件等技术的出现有效屏蔽
了计算机硬件和操作系统的差异，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友好、易用、统一的使用环境和操作界面，使得
用户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非常方便地享受到越来越丰富的信息资源和越来越强大的计算能力。
目前，计算机网络已经发展成为人们工作、学习和生活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1 计算机网络的产生与发展 任何一种技术的产生常常是缘于强烈的社会需求和快速发展的技术驱动
，计算机网络也不例外，它是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高度发展、密切结合的产物，是为了使人们能够
方便、快捷、可靠地进行信息交流和高效工作而提出的一种技术。
20世纪50年代，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驱动了计算机网络的产生，而计算机网络技
术的快速发展反过来又加速了计算机、通信等相关技术的应用进程，目前社会的各个角落均能见到计
算机网络的身影。
今天，计算机网络的广泛应用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率，充分体
现出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下面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出发分别阐述计算机网络的产生和发展历程。
 从数据传输和通信的角度看，计算机网络的产生是由电路交换和报文交换发展到分组交换的结果。
我们知道，传统的电话网采用的是电路交换方式，通话双方一旦拨通，就被分配一条固定的通信线路
（该线路或者其中的某一段可能与其他用户共享），一旦该线路出现问题，通信即被中断。
若要继续通信，则需要重新拨号。
显然这种电路交换方式的可靠性较差，很难满足一些像军事部门这样的重要领域的需要。
为了提高通信系统的可靠性，急需研究一种高可靠的新型通信网络，这就是采用分组交换技术的计算
机通信网络。
 分组交换技术借鉴了报文交换的一些思想，并有所改进，它克服了电路交换的缺点。
在分组交换方式下，被传输的数据分成多个数据包在通信网络中进行传输，每个数据包称为一个分组
（packet）。
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的节点间一般存在多条传输路径，属于同一次传输的各个分组可以经过不同的路
径独立地传输到接收节点。
因而当某条通信线路发生故障时，网络会感知故障的存在，并通过其他冗余线路继续传输分组数据，
从而达到显著提高通信网络可靠性的目的。
数据传输过程可能要经过多个中间节点和多段线路。
在分组交换情况下，数据传输对通信线路是分段占用的，中间节点接收到分组数据后暂时将其存储在
内部存储器中，然后进行判断并将分组通过某个输出端口转发给下一个节点，这种处理数据分组的方
式称为存储转发（store and forward）。
所以分组交换中通信网络的各段线路可以灵活地被多个用户所共享，即提高了通信资源的利用率。
而电路交换却不然，它始终占用一条从发送方到接收方之间的固定通信线路，尽管没有数据传输，其
他用户也不能使用。
由上述介绍可见，计算机网络不同于传统通信网络的显著特征是它采用了存储转发和分组交换技术。
 电路交换、报文交换和分组交换技术及其特点将在9.2节进行详细阐述。
 从另一个角度看，计算机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可以分成如下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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