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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网络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同时，计算机网络的H{现和发展，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计算机络已成为当今最热门的学科之一。
　　在人类已经进入信息社会的今天，无论是政府机关、公司、企业，还是团体组织、个人、都认识
到网络对政策宣传、生产经营、个人学习和生活的重要性。
企业都在努力地通过各种途径，采用各种方法，来组建自己的内部网络实现现代化办公和生产管理，
或者将自己的内部网络与Internet实现互连。
这需要众多既有计算机网络的理论基础，又掌握计算机网络实际应用技能的人才。
培养计算机网络应用人才，是网络工作者的责任。
特别是对于人专院校计算机类专业的学牛，更需要一本既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又具有较强实际应用技
术的教材。
本书正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这一需要而编写的。
　　本书以培养网络实用型人才为指导思想，在介绍具有一定深度的网络理论知识基础上重点介绍了
网络应用技术，注重对学生的实际应用技能和动于能力的培养。
　　本书注重理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内容选取适中，全书理论清楚，结构清晰，编排合理，详略得
当，操作步骤分明，通俗易懂，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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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操作系统：基于Windows Server2003》以Windows Server 2003操作系统为平台，详细介
绍Windows环境巾各种常见服务器的搭建、配置和应用方法。
《网络操作系统：基于Windows Server2003》具体内容安排为：第1～3章介绍网络和服务器的基础知识
，以及windows Server 2003的安装和常规网络配置；第4～8章介绍服务器搭建和利用Windows Server
2003系统自带功能开设的服务，如DNS服务器配置、Web服务的构建、FrP服务和邮件服务器的搭建与
配置、流媒体服务器的搭建等；第9～11章介绍服务器安全及网络管理、服务器网络管理和安全配置等
。
《网络操作系统：基于Windows Server2003》语言通俗易懂、内容丰富翔实，突出了以实例为中心并结
合大量的经验技巧。
　　《网络操作系统：基于Windows Server2003》既可作为广大网络管理与维护人员搭建、配置和管理
网络服务器的指导用书，也可作为应用型_奉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计算机以及相关专业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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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构成了专门完成主机之间通信任务的通信子网。
通过通信子网互连的主机负责运行用户程序，向用户提供资源共享服务，它们构成了资源子网。
该网络采用分组交换技术传送信息，这种技术能够保证如果这四所大学之间的某一条通信线路因某种
原因被切断以后，信息仍能够通过其他线路在各主机之间传递。
也不会有人预测到时隔二上多年后，计算机网络在现代信息社会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
ARPANET网络已从最初的四个结点发展为横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挂接有几万个网络、几
百万台计算机、几亿用户的因特网（Internet），也可以说Internet的前身就是ARPANET网络。
Internet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计算机互联网络，而且还在不断地迅速发展之中。
　　计算机网络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面向终端的网络；计算机一计算机网络；开放式标准化网络。
　　1。
面向终端的计算机网络　　以单个计算机为中心的远程联机系统，构成面向终端的计算机网络，用一
台中央主机连接大量的地理上处于分散位置的终端，如图1-1所示。
如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的SAGE系统。
　　为减轻中心计算机的负载，在通信线路和计算机之间设置了一个前端处理机（FEP）或通信控制
器（CCU）专门负责与终端之 图1-1面向终端的计算机间的通信控制，使数据处理和通信控制分工。
在终端机较集中的地区，采用了集中管理器（集中器或多路复用器）用低速线路把附近群集的终端连
起来，通过MODEM及高速线路与远程中心计算机的前端机相连。
这样的远程联机系统既提高了线路的利用率，又节约了远程线路的投资。
　　2。
分组交换网络　　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现了多台计算机互连的系统，开创了“计算机一计算机”通
信时代，并存多处理中心，实现资源共享。
美国的ARPA网，IBM的SNA网，DEC的DNA网都是成功的典例。
这个时期的网络产品是相对独立的，未有统一标准。
　　第二代网络是在计算机网络通信网的基础上通过完成计算机网络系统结构和协议的研究，形成的
计算机初期网络。
它将计算机网络分为资源子网和通信子网，所谓通信子网一般由通信设备、网络介质等物理设备所构
成（就是虚线所连接的部分）；而资源子网的主体为网络资源设备，如服务器、用户计算机（终端机
或工作站）、网络存储系统、网络打印机、数据存储设备（虚线以外的设备）等，如图1-2所示。
在现代的计算机网络中资源子网和通信子网也是必不可少的部分，通信子网为资源子网提供信息传输
服务，而资源子网上用户间的通信是建立在通信子网的基础上的。
没有通信子网，网络就不能工作，没有资源子网，通信子网的传输也就失去了意义，两者结合起来组
成了统一的资源共享网络。
　　第二代网络应用的是网络分组交换技术对数据进行远距离传输。
分组交换是主机利刚分组技术将数据分成多个报文，每个数据报自身携带足够多的地址信息，当报文
通过节点时暂时存储并查看报文目标地址信息，运用路由选择最佳目标传送路径将数据传送给远端的
主机，从而完成数据转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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