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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网络原理与应用（第2版）》主要介绍了计算机网络的协议体系结构及其具体应用，并
融入了先进的IPV 6、RMON、高速局域网、网络安全等技术。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深入浅出地介绍网络的原理和应用。
　　《计算机网络原理与应用（第2版）》以网络协议为主线，以网络应用案例为辅线，将网络基本
原理的理论知识与网络的具体应用有机地结合起来。
《计算机网络原理与应用（第2版）》详细介绍了网络的基本原理，对网络的物理层、数据链路层、
局域网、网络层、传输层、应用层以及网络管理和网络安全等方面做了深入的介绍，并对当前的热门
网络技术“物联网和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进行了探讨。
在每章的最后，设置了与本章理论知识相对应的案例应用，可作为相关的实验指导或课外阅读。
在应用案例中对网络的组网布线测试、网卡接口编程、路由器配置、VLAN的设计、套接字编程、应
用服务器的架构、网络管理应用、防火墙安装配置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讲述，这些内容涵盖了网络协议
的各个层面和网络应用的各个方面。
　　《计算机网络原理与应用（第2版）》主要供信息类、计算机类和其他相关专业的广大高校学生
作为教材使用，同时也可供计算机网络设计人员、施工开发人员、管理维护人员和计算机爱好者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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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报文交换为了获得较好的信道利用率，出现了存储一转发的想法，这种交换方式就
是报文交换。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数据通信中普遍采用报文交换方式，目前这种技术仍普遍应用在某些领域
（如电子信箱等）。
它的基本原理是用户之间进行数据传输，主叫用户不需要先建立呼叫，而先进入本地交换机存储器，
等到连接该交换机的中继线空闲时，再根据路由转发到目的交换机。
由于每份报文的头部都含有被寻址用户的完整地址，所以每条路由不是固定分配给某一个用户，而是
由多个用户进行统计复用。
这种存储一转发的方式可以提高中继线和电路的利用率。
报文交换的主要优点是线路利用率较高，多个报文可以分时共享节点间的同一条通道。
报文交换的主要缺点是报文传输延迟较长，特别是在发生传输错误后。
一个报文在每个节点的延迟时间等于接收报文的全部位码所需时间、等待时间，以及传到下一个节点
的排队延迟时间之和。
而且随报文长度变化，需要较大容量的存储器，若将报文放到外存储器中，会造成响应时间过长，增
加了网路延迟时间。
因而不能满足实时或交互式通信的要求，不能用于声音连接，也不适于远程终端与计算机之间的交互
通信。
3.分组交换分组交换与报文交换都是采用存储转发交换方式，其不同点是分组交换限制每次所传输数
据单位的长度，对于超过规定长度的数据必须分成若干个等长的小单位，即分组。
各站点将要传送的大块数据分成若干等长而较小的分组后顺序发送；通信子网中的各个节点按照一定
的算法建立路由表，同时负责将收到的分组存储于缓存区中，再根据路由表确定各分组下一个转发节
点，在线路空闲时转发出去；依次类推，直到各分组传到目标站点。
由于转发节点不必等待整个报文的其他分组到齐，而是一个分组、一个分组地转发，这样可以大大压
缩节点所需的存储容量。
由于分组不大，故分组在各个通信路段上传送时需很短的传输时间，传输延迟小，非常适合远程终端
与计算机之间的交互通信，也有利于多对时分复用通信线路；此外由于采取了错误检测措施，可保证
非常高的可靠性；在线路误码率一定的情况下，小的分组还可减少重新传输出错分组的开销；与电路
交换相比，分组交换带给用户的优点则是费用低。
在分组交换网中，不同用户的分组数据均采用动态复用的技术传送，即网络具有路由选择，同一条路
由可以有不同用户的分组在传送，所以线路利用率较高。
分组交换的灵活性高，可以根据需要实现面向连接或无连接的通信，并能充分利用通信线路，因此，
现有的公共数据交换网都采用分组交换技术。
局域网也采用分组交换技术，但在局域网中，从源站到目的站只有一条单一的通信线路，因此，不需
要公用数据网中的路由选择和交换功能。
分组交换适用于对话式的计算机通信，如数据库检索、图文信息存取、电子邮件传递和计算机间通信
等各方面，传输质量高、成本较低，并可在不同速率终端间通信。
其缺点是不适宜于实时性要求高、信息量很大的业务使用。
从图2.3可以看出，电路交换非常适合于一次连接后的长报文通信。
报文交换和分组交换不需要预先分配带宽，在传输突发数据时可提高线路利用率。
分组长度小于报文长度，故分组交换比报文交换传输延迟小，但节点需要更强的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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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计算机网络原理与应用(第2版)》是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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