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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覆盖当前数据网络设计方面所有的主要方法、技术和服务，其中包括IP及其派生、ATM
、帧中继、光网络、SONET、基于数据交换的语音业务、复用技术、X.25、SMDS以及安全性设计。
在第二版的基础上，本书增加了最新的光交换和路由、MPLS、DSL、吉比特以太网、DWDM、PoS和
无线技术等内容。
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将获得对于现有的各项可用的服务的理解，并得到与现实生活实际相关的众多的
使用技巧。
本书按年代顺序介绍了整个网络设计的发展过程，在一本书中全面地给出了数据网络设计的技术和步
骤。
　　本书适用于从数据通信初学者到高级网络设计人员、工程师的各个层次的读者。
本书也可作为数据通信方面的专业教材和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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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量特性　35412.8　协议　35712.8.1　通常应用的需求　35712.8.2　应用的构架　35812.8.3　寻址和
命名方案　35912.9　时间和延时考虑　35912.10　连通性　36112.10.1　用户-网络和网络-网络的连通性
　36112.10.2　地理上的需求　36112.10.3　集中式和分布式结构　36212.10.4　现有的构架　36212.10.5
　远程接入　36312.11　可用性、可靠性以及可维护性　36312.12　用户控制的数量　36312.13　可扩
展性、可伸缩性和可发展性　36412.14　服务的各个方面　36412.14.1　网络管理　36412.14.2　收费
　36412.14.3　冗余和灾难恢复　36512.14.4　安全性　36512.14.5　用户支持　36512.15　预算的限制
　36512.16　政策因素　36612.17　本章回顾　366第13章　业务流量工程与容量计划　36713.1　背景：
吞吐量计算　36713.1.1　分组/秒、帧/秒、信元/秒　36813.1.2　系统开销的影响　36813.2　业务流量
工程基础：业务流量特征和信源模型　36913.2.1　信源模型业务流量参数特性　36913.2.2　通用信源
模型参数　36913.2.3　泊松到达过程和马尔可夫过程　37013.3　传统的业务流量工程　37113.3.1　用
户业务流的统计行为　37113.3.2　语音业务流模型(Erlang分析)　37213.4　数据队列和分组交换业务流
的建模　37313.4.1　队列系统模型符号　37313.4.2　马尔可夫队列系统模型　37413.4.3　应用和性能计
算　37413.4.4　马尔可夫队列分组交换系统的例子　37613.4.5　贝努利(Bernoulli)过程和高斯(Gaussian)
近似　37613.4.6　业务流工程的复杂性　37713.4.7　缓冲器溢出和性能　37813.4.8　信元缓冲器溢出分
析　37813.4.9　统计复用增益　38013.4.10　局域网业务流建模　38213.4.11　DQDB业务流建模
　38213.5　为峰值进行设计　38413.5.1　标准繁忙小时的计算　38413.5.2　繁忙小时的数据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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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13.6　延迟(Delay)或等待时间(Latency)　38513.6.1　产生延迟的原因　38513.6.2　电路、消息、分
组和信元交换延迟基础　38613.6.3　延迟对应用的影响　38713.6.4　信息丢失对应用的影响　38813.6.5
　数据服务延迟　39013.7　可用性和可靠性　39013.7.1　可用性　39113.7.2　可靠性　39213.7.3　其他
的性能量度和SLA　39213.7.4　故障承受能力　39313.8　极端条件下的反应能力　39313.9　网络性能建
模　39413.10　建立业务流矩阵(Traffic Matrix)　39413.10.1　非对称和对称式分布　39513.10.2　建立业
务流矩阵　39513.10.3　对矩阵的进一步解释　39613.10.4　容量计划和网络视角　39713.11　设计软件
　39713.12　软件的分类　39813.12.1　设计软件　39913.12.2　配置管理软件　39913.12.3　事件管理软
件　39913.13　设计软件的类别　39913.13.1　物理设计软件　40013.13.2　逻辑设计软件　40013.13.3　
统计设计软件　40113.13.4　物理、逻辑和统计设计的集成　40113.14　设计方案的组成　40213.14.1　
可视化　40213.14.2　仿真　40213.14.3　特性　40213.14.4　最优化　40213.14.5　设计　40213.14.6　检
测　40313.14.7　报告　40313.14.8　性能分析　40313.15　设计方案的类型　40313.16　需求
　40313.16.1　用户输入　40413.16.2　软件的支持　40413.16.3　报告性能　40513.16.4　用户的功能性
　40613.16.5　专用线用户网络的设计需求　40613.16.6　FR和ATM用户网络设计需求　40713.16.7　分
组交换以及路由用户网络设计的需求　40713.16.8　多协议用户网络设计的需求　40713.16.9　个性化需
求　40713.16.10　其他需求　40813.17　商业软件　40813.18　我应该每隔多久进行优化　40813.19　本
章回顾　409第14章　技术比较　41014.1　基于电路、消息、分组以及信元交换的方法　41014.1.1　数
据通信方法的分类　41014.1.2　专用网与交换式网络的比较　41114.2　分组交换服务的方方面面
　41314.2.1　数据传输的基本原则　41314.2.2　交换方法　41314.2.3　流量、冲突和流控制　41314.2.4
　协议功能对比　41414.2.5　OSI功能映射　41414.3　通用的分组交换网络的特性　41514.3.1　网络寻
址思想　41514.3.2　路由方法　41514.3.3　网络接入和拓扑　41514.3.4　协议特定功能　41514.3.5　网
络方面的总结　41514.4　专用和公共网络　41614.5　公共网络服务的选择　41814.5.1　什么时候需要
使用专线　41814.5.2　什么时候需要X.25服务　41814.5.3　什么时候需要帧中继服务　41814.5.4　什么
时候你需要ATM服务　41914.5.5　什么时候你需要IP服务　41914.5.6　什么时候你需要公共数据服务
　41914.5.7　传输特性　41914.6　数据分组、帧中继和信元交换的商业考虑　42114.6.1　效率和性能
　42114.6.2　CPE硬件和软件的影响　42214.6.3　整合的节约　42214.6.4　普遍存在性和市场需求
　42214.6.5　总体价格结构　42314.6.6　专线定价实例　42414.6.7　帧中继定价实例　42414.6.8　IP定
价实例　42614.6.9　ATM定价实例　42614.6.10　商业方面的总结　42614.7　高速局域网协议比较
　42714.8　应用程序的性能需求　42714.8.1　数据吞吐量　42714.8.2　突发　42814.8.3　响应时间和延
迟容忍性　42914.9　本章回顾　430第6部分　选择服务运营商第15章　选择服务运营商　43315.1　RFI
过程　43415.2　RFP过程　43415.2.1　RFP结构　43515.2.2　网络的实例　43515.2.3　招标　43615.2.4　
分析和评估RFP响应　43615.3　选择制造厂商　43615.3.1　需求矩阵和评价方法　43715.3.2　哪一个交
易是重要的　43815.3.3　公共服务网络服务和专用网络　44115.3.4　遵循行业标准　44215.3.5　制造商
的承诺和支持　44215.3.6　制造商的技术专长　44215.3.7　制造商的交付日期和现实情况　44315.3.8　
产品的公告性能以及产品的特性　44315.3.9　专门的制造商和未来的情况　44315.4　制造商和设计者
之间的关系　44315.5　用户和制造商之间的战略协议　44415.6　服务级别　44515.7　网络和系统的管
理能力　44615.8　你的公司的未来业务　44615.9　国际网络　44715.10　国际数据网络类型　44715.11
　不断改变角色的PTT　44815.11.1　世界范围的资产分离和用户　44815.11.2　主要的公共服务运营商
和PTT　44915.12　传输网络　45015.12.1　发展中国家的价格昂贵而性能低劣的设施　45015.12.2　地
理位置的重要性　45015.12.3　国际专线的费用和VPN服务费用的比较　45115.12.4　外国服务运营商
　45115.12.5　国际的外部采购和联合的合作伙伴关系　45115.13　国际性的设计方案　45115.14　本章
回顾　452第7部分　网络设计和管理第16章　接入网络设计　45516.1　网络设计层次　45516.1.1　应
用层　45616.1.2　驻地结构或本地企业机构层　45716.1.3　接入层　45716.1.4　主干层　45716.2　接入
层设计　45816.2.1　物理连通性　45816.2.2　协议　46016.2.3　交换和路由　46116.2.4　QoS　46116.3
　接入网络的容量　46316.4　网络拓扑和硬件　46316.4.1　随处可得的接入　46416.4.2　分等级的接
入　46516.4.3　分等级的接入和随处可得的接入比较　46616.4.4　主干紧缩　46716.5　完成接入网络
设计　46916.5.1　应用程序和协议智能性确认　46916.5.2　接入设备的层次　46916.5.3　接入节点数目
和类型　46916.6　远程办公　46916.7　使用电话线的局域网　47016.8　本章回顾　470第17章　主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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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设计　47117.1　背景：WAN的历史　47117.2　主干网的需求　47217.2.1　协议　47317.2.2　技术
　47417.3　主干网络性能　47617.3.1　链路使用　47617.3.2　主干容量　47717.3.3　路径选择
　48017.3.4　未来的容量　48017.4　主干布局　48117.4.1　星形设计　48117.4.2　环路(Loop)
　48217.4.3　网格化和完全网格化　48217.4.4　菊花链　48317.4.5　主干中的主干(Backbones within
Backbones)　48417.5　主干拓扑策略　48617.5.1　需求推动拓扑的发展　48617.5.2　混合技术　48717.6
　网络的调整　48717.6.1　优化信息分组/帧/信元大小　48717.6.2　段的划分　48717.6.3　窗口尺寸
　48817.6.4　带宽　48817.6.5　排队　48917.7　将网络连在一起　48917.8　本章回顾　489第18章　保
护你的网络　49118.1　背景　49118.2　安全威胁　49318.3　安全保护措施　49418.3.1　保证网络设备
的安全　49518.3.2　密码程序　49518.3.3　反病毒软件　49618.3.4　安装防火墙　49618.3.5　建立虚拟
专用网　49818.4　网络安全设计　50018.4.1　安全政策　50018.4.2　防火墙设计　50318.4.3　VPN设计
　50518.5　性能和设计中的一些问题　50918.6　本章回顾　510第19章　文档编制和网络管理　51119.1
　背景　51119.2　组织职责　51219.3　文档　51319.3.1　工程计划　51319.3.2　运行和维护手册
　51419.4　OAM&P　51519.4.1　OAM&P功能模型　51519.4.2　集总式和分布式网络管理　51519.5
　SNMP　51619.5.1　MIB结构　51819.5.2　SNMPv1　51919.5.3　SNMPv2　51919.5.4　SNMPv3
　52019.6　RMON　52219.7　设计一种网络管理解决方案　52419.8　网络管理的趋势　52719.8.1　7
×24×365昼夜不停运行　52719.8.2　多厂商、多传输网络问题　52819.8.3　在显示管理方面的改进
　52919.8.4　人工智能(AI)/神经网络　53019.9　外部采购和分包趋势的继续　53019.10　什么时候停止
设计并开始实施网络建设　53119.11　本章回顾　531第8部分　新技术第20章　新技术介绍　53520.1
　SONET上的分组(PoS，Packet over SONET)　53520.1.1　PoS帧　53520.1.2　PoS应用　53620.1.3　
对PoS优点的总结　53720.2　光纤交换/路由　53820.3　MPLS　54020.3.1　MPLS协议　54120.3.2　详细
的操作过程　54220.3.3　MPLS的改进　54320.3.4　MPLS的业务流工程　54320.3.5　GMPLS、LMP
和WaRP　54420.4　城域以太网　54420.5　VDSL　54520.6　无线广播网络　54620.7　基于信息分组的
语音(VoP)　54920.7.1　原理　54920.7.2　信令控制协议　55120.7.3　VoP设计基础　55120.8　本章回
顾　552附录A　缩略语　554附录B　标准资源　573附录C　IP掩码参考表　577附录D　IP网络地址参
考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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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据网络设计（第3版）》最基本的目的是让读者掌握设计数据网的科学理论和技术。
它试图为企业、用户、和服务提供商提供一套完整的教材，全面讨论简单和复杂数据网络的设计、构
思、构建、实现和管理方面的问题。
《数据网络设计（第3版）》章节是按年代顺序排列的，以使此书能作为实践指导书籍、参考书或教
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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