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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计算机网络是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相互渗透、密切结合而形成的一门交叉科学，它的内容必然要涉
及通信技术。
“计算机网络与通信”是它们交叉、融合、发展的产物。
在计算机网络与通信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人们非常希望详尽地学习和掌握计算机网络与通信技术。
何谓网络通信，它包括哪些内容，网络通信的原理是什么，实现网络通信有哪些技术与方法？
怎样才能适应网络通信这个新兴学科的发展和日益强劲的社会信息化需要？
为此，充分认识并回答计算机网络与通信的基础理论问题，掌握相关的应用技术，不但是摆在教育工
作者面前的紧迫任务，而且也是社会对计算机网络与通信技术人才的一项基本要求。
本书包含了计算机网络和数据通信两方面的知识，并使之融会贯通，以满足具有一定计算机网络基础
且希望深入掌握网络通信知识的读者的要求。
计算机网络技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以来，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知识体系。
目前由于应用广泛，发展十分迅速，新的技术、新的术语不断出现。
不要说是初次接触网络通信知识的读者，即使是多年从事网络技术研究与教学的专业人员也经常对网
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感到困惑。
对于这样一个迅速发展的领域，重要的是让读者能够学会处理网络通信问题的基本方法，掌握网络通
信的基本工作原理，面对不断变化的技术具有跟踪学习的基础与能力。
因此，本书全面介绍了计算机网络和通信领域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既包括计算柳网络与通信的
基本原理、主要协议及其实现技术，又分析讨论了各种具体的应用范例和网络编程，还以专题形式安
排了计算机网络与通信实验。
全书以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为总纲，突出TcP／IP协议体系，按照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传
输层和应用层五层参考模型，分为4个部分10个章节。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网络与通信>>

内容概要

　　《计算机网络与通信》全面细致地讲解了“计算机网络与通信”的基本原理、主要协议及其实现
技术。
全书以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为总纲，按照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传输层和应用层五层参考模
型，分为4个部分共10章。
第一部分讲述了计算机网络及其通信的基本概念，并重点讨论了计算机网络的体系结构。
第二部分讲解了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传输层的协议原理和底层技术细节，如局域网组网、
网络互连技术以及基于Java语言的网络通信编程。
第三部分以应用层协议为背景，重点讲述了应用范例和网络应用程序设计，特别是网络多媒体通信的
应用。
为加强实践能力培养，在第四部分，以网络环境组建、网络通信协议分析和网络通信程序设计3个专
题安排了网络通信实验。
这些内容不仅属于新兴学科知识，也是提高通信工程师、网络工程师素质和能力所必备的专业技术知
识。
为帮助读者掌握基础理论知识，每章末均附有一定数量的思考与练习题。
《计算机网络与通信》适用范围较广，既可以作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电子、信息、自动化等
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供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研究与工程技术、IT管理等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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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差错控制的基本方式 对差错进行控制，有检错重传、前向纠错和混合纠错1种基
本的方式。
 （1）检错重传方式 检错重传又称自动重传请求（Automatic Repeat ReQuest，ARQ）。
在这种方式中，发送端发送的是具有一定检错能力的检错码，当接收端在接收的码字中检测到错误时
，通过反馈信道自动重传请求，通知发送端重传该码字，直到正确接收为止。
ARQ在实际中通常有三种形式：停止等待重传、选择重传和返回重传。
 应用检错重传方式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存在可用的反馈信道，该信道用于重传请求。
ARQ译码设备简单，对突出错误和信道干扰严重时很有效，采用电话线的计算机通信系统中广泛应用
了ARQ，ARQ也应用于Internet上的可靠传输。
 （2）前向纠错方式 前向纠错（ForwordErrorCorrection，FEC）又称自动纠错。
在这种方式中，发送端发送的是具有一定纠错能力的纠错码，接收端对接收码字中不超过纠错能力范
围的差错自动进行纠正。
其优点是不需要反馈信道，但如果要纠正大量错误，必然要求编码时插入较多的监督码元，因此编码
效率低，译码电路复杂。
 目前，FEC用于卫星和太空通信，此外，CD唱片中也通过FEC提供巨大的容错性，即使光盘表面划伤
或者污染，该方法也会尽可能复原声音信号。
 （3）混合纠错方式 混合纠错（Hybrid Error Correction，HEC）是检错重传与前向纠错方式的结合。
在这种方式中，发送端发送的是具有一定纠错能力并具有更强检错能力的码，如果接收端接收到的码
字错误较少且在码的纠错能力范围内，则译码器自动将错误纠正：如果错误较多，超过了码的纠错能
力，但又没有超出码的检错能力范围，则译码器通过反馈信道通知发送端重传该码字，以达到正确传
输的目的。
这种方式兼有前向纠错与检错重传的特点。
虽然既需要反馈信道又需要复杂的解码设备，但它能更好地发挥差错控制编码的检错和纠错性能，即
使在较复杂的信道中仍然可以获得较低的误码率。
 3.几种常用的检错码 下面介绍几种在数据通信中常用的检错码。
这些编码实现简单，有一定的检错能力，个别还具有纠错能力。
 （1）奇偶校验码 奇偶校验码又称奇偶监督码，是一种最简单的检错码，在kbit信息位之后附加一个校
验位以构成码字。
ASCIl码中就采用了这种校验码，例如，英文字母A的ASCII码为1000001，在传输过程中为了能检测错
误，常存这7位码元前加1位校验位，形成一个带1位监督码元的8位码字。
如果加上这1位校验位后使得整个码字的8位码元中1的个数为偶数，则称为偶校验码：否则称为奇校验
码。
显然字母A的偶校验码为01000001，奇校验码为11000001。
如果传输过程中码字的8位码元中任一位发生错误，势必破坏这种奇偶监督关系，从而可以发现错误
。
因此，这种校验码在计算机通信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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