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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第2版仍遵循第1版的编写原则：循序渐进，深人浅出，图文并茂。
循序渐进就是每一个新概念都建立在已有概念的基础之上，力戒在没有基础知识的条件下提出一个新
概念。
全书提供约320幅插图，图文结合力求加强可读性，体现了深人浅出，图文并茂的原则。
本书第1章绪论介绍计算机网络的定义等基础知识。
第2章数据通信基础，介绍了数据通信技术的专业知识，为理解其余各章提供了基础。
第3章为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对OSI和TCP／IP的体系结构做了介绍和对比。
第4～第9章，分别重点介绍了物理层、数据链路层、介质访问子层和局域网、网络层、传输层、应用
层的服务和重要协议，这几章是本书的核心内容。
第10章对网络安全技术做了简介。
第11章介绍了联网设备，其目的是为了让读者对网络有全面的理解。
过去，我们或多或少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的问题，故第2版力图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
的培养，专门加入第12章网络实验。
为适应网络技术发展，又在应用层加入了博客和播客、即时通信服务与网络电视服务和对等连接
（P2P）软件等新内容，其目的显然也是为了加强应用技术的培训。
为了减少篇幅，第2版将无线局域网缩写为一节，删去了第1版第10章广域网和异步传输模式，若读者
需要相关知识，请参考其他读物。
本书第1章由张艳编写，第4章至第8章由马巧梅编写，第2章、第3章、第9章、第10章由李科蕾编写，
第12章的12.2～12.4节由王东编写。
其余各章节由佟震亚编写，并对全书进行了统筹和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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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网络与通信（第2版）》是“计算机网络”课程的基础教程，全面介绍了计算机网络与
通信的基础知识。
全书以TCP/IP为重点，讲述了计算机网络的体系结构，并对局域网、无线局域网、广域网、网络安全
、连网设备做了全面的介绍。
《计算机网络与通信（第2版）》力图追踪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的步伐，对IPv6虚拟局域网（VLAN）
、无线局域网（WLAN）、虚拟专用网（VPN）、服务质量（QoS）保证和最短路径优先协议（OSPF
）等用了较多的篇幅，讲解较为深入。
为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写入了“联网设备”和“网络实验”两章，这是《计算机网络与通信（第2
版）》的特色。
　　《计算机网络与通信（第2版）》作者具有数十年的教学经验，行文力求论述严谨而又通俗易懂
，图文并茂，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文中有多个深入浅出的比喻，力图将复杂问题讲得清楚明白。
《计算机网络与通信（第2版）》内容完全符合最新考研大纲（2009）的要求。
　　《计算机网络与通信（第2版）》适合作为本科和专科非通信专业的计算机网络课程教材，也适
合作为各类人员的自学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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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0世纪60年代，古巴核导弹危机发生，美国和原苏联之间的冷战状态随之升温，世界笼罩在核
毁灭的威胁之中。
于是，出现了多台计算机互连的需求。
这个阶段的典型课题就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ARPA）提出
的ARPAnetc，它的主要指导思想是：一旦发生战争，当网络的某一部分受到破坏，网络的其他部分应
能维持正常的通信工作。
其实质性的目标，就是使得网络用户既可以使用本地的也可以使用联网的其他地方的计算机上的软件
、硬件和数据资源。
1969年，ARPAnet只有4个节点，包括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
、斯坦福大学和犹他州大学4所大学的4台不同类型的大型计算机。
ARPAnet的试验较好地解决了异型机网络互连的一系列理论和技术问题，奠定了因特网发展的基础。
到了1975年，ARPAnet已经连人了100多台主机，并结束了网络试验阶段，移交美国国防部国防通信局
正式运行。
在总结第1阶段建网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研究人员开始了第2代网络协议的设计工作，网络互连技术研
究的深入导致了TCP／IP的出现与发展。
到1979年，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投入到了TCP／IP的研究与开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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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高等学校计算机规划教材:计算机网络与通信(第2版)》编辑推荐：网络与通信基础内容详实，
实验与通信协议密切配合，习题包含典型的考研题目。
为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写入了“联网设备”和“网络实验”两章，这是本书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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