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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的前三版（1998，2003，2007）均按照中国计算机学会教育委员会和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
教育研究会（以下简称两会）编写的《计算机学科教学计划》之要求组织编写，被列入高等学校计算
机专业规划教材，由两会推荐出版。
　　本版教材在全书的体系结构上做了较大的修改和调整。
全书共4部分。
　　第1部分是概述，对通信系统模型、数据通信系统及网络、计算机网络及其体系结构和模型、网
络标准、发展趋势等内容做了概述，增加了数据通信系统的主要性能指标和发展趋势。
　　第2部分是数据通信，介绍了数据通信基础知识和各种数据传输技术，增加了传输质量、传输媒
体的选择等内容，并按照数据与信号的组合方式分别介绍基带传输技术、频带传输技术和脉码调制技
术，这将使内容更为清晰。
　　第3部分是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仍以TCP/IP体系结构为基础，以TCP/IP协议族为主线，自下而
上地介绍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传输层和应用层的基本概念、功能和作用，以及各层的协议
机制。
在物理层的常用标准中增加了EIARS-485和RJ45。
把数据链路层的局域网技术移入第4部分单独成章。
网络层突出介绍网络互连的概念。
传输层的内容变化不大。
应用层的万维网、电子邮件、文件传送和多媒体应用服务各节都进行了较大的修改。
　　第4部分是网络技术，介绍局域网、无线网络、因特网，以及计算机网络管理和安全。
局域网一章增加了局域网的组成、以太网的信道利用率、提高局域网的性能和40/100吉比特以太网等
内容。
无线网络一章的无线局域网取自第3版的第6章，并对部分内容做了修改，新增了无线个域网、无线城
域网、无线传感器网和无线网格网。
因特网的内容单独成章，其中因特网的发展过程取自第3版的第1章、增写了因特网的组成和下一代因
特网，因特网的接入技术取自第3版的第11章，并进行了修改和充实。
计算机网络管理和安全一章中的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一节做了较大修改，虚拟专用网取自第3版的
第7章，也做了修改。
　　为了加强学生对各章知识的理解，本版教材还为各章增添了实践活动一节，其目的是通过这些实
践活动，激发学生对数据通信和网络技术的兴趣，提高学生的研读创新能力。
　　各章末均附有习题，供读者选用。
　　最后是参考文献及重要网址。
另外，还有附录A“部分习题参考答案”和附录B“英文缩写词”。
　　本教材的参考学时数为60～70学时。
在课程学时数较少的情况下，可以择取在目录中打有“*”的章节。
　　本教材的第1～2章、第3章3。
1～3。
5，3。
7～3。
9节，第8章8。
1节和8。
8节、第9～12章由杨心强编写，第3章3。
6节、第8章8。
2～8。
7节和各章的实践活动由陈国友编写。
最后由杨心强负责统编和全书的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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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书再版过程中，解放军理工大学指挥自动化学院谢希仁教授对本书的再版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
电子工业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童占梅副社长和责任编辑秦淑灵对再版工作也给予了全力支持和关照，
并为作者提供了极有参考价值的书籍。
王丽辛高工为本书图稿的绘制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指导。
本教材的前三版均得到两会的关照，特别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杨文龙教授的关心和支持。
对此，编著者均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编著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恳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编著者　　于南京解放军理工大学指挥自动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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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解放军理工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将数据通信和计算机网络两门课程融为一体，非常适合工
科各专业教学需要。
全书包括4个部分：第1部分概述；第2部分数据通信（数据通信基础知识和数据通信技术）；第3部分
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传输层和应用层）；第4部分网络技术（局域
网、无线网络、因特网和网络安全与管理）。
《数据通信与计算机网络(第4版高等学校规划教材)》各章都配有丰富的习题，免费为任课老师提供电
子课件和习题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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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4.3 计算机网络的功能及应用 1.计算机网络的功能 计算机网络的主要功能体现在
以下五个方面： （1）资源共享。
共享网络资源是开发计算机网络的动机之一。
网络资源包括计算机硬件、软件和数据。
硬件资源包括处理机、内（外）存储器和输入输出设备等，它是共享其他资源的基础。
软件资源指各种语言处理程序、服务程序和应用程序等。
数据包括各种数据文件和数据库中的数据等。
通过资源共享，消除了用户使用计算机资源受地理位置的限制，也避免了资源的重复设置所造成的浪
费。
 （2）数据通信。
这是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功能。
计算机联网之后，为用户互通信息提供了一个公用通信平台。
随着因特网在世界各地的普及，传统通信业务受到很大冲击，电子邮件、网络电话、视频会议等现代
通信方式已为世人广泛接受。
 （3）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一般来说，计算机网络中的资源是重复设置的，它们分布在不同的位置上，即使发生了少量资源失效
的现象，用户仍可以通过网络中的不同路由访问到所需的同类资源，因而只会导致系统的降级使用，
不会出现系统瘫痪。
计算机网络的资源冗余性能，大大地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4）有利于均衡负荷。
计算机网络通过合理的网络管理，将某时刻处于重负荷计算机上的任务分送给轻负荷的计算机去处理
，可达到均衡负荷的目的。
对地域跨度大的远程网络来说，充分利用时差因素来达到均衡负荷尤为重要。
 （5）提供灵活的工作环境。
用户通过网络把终端连接到办公地点的计算机上，就可以在家里办公。
商务人员随身携带便携式计算机外出，随时可以上网与主管部门交换销售、管理等方面的重要数据，
确定商务对策。
 2.计算机网络的应用 计算机网络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文化教育、金融贸易、科学研
究及国防建设等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
工矿企业借助计算机网络进行生产过程的检测和控制，实现管理和辅助决策；交通运输部门利用网络
进行交通运输信息的收集、分析，实现运行管理和车、船、飞机调度；电信部门则利用遍及全球的通
信网为用户提供快速廉价的电信服务；文化教育部门利用网络进行情报资料检索和远程教育；金融贸
易部门利用网络实现范围广泛的金融贸易服务；科学研究部门利用它进行大型的科学计算；国防部门
则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情报收集、跟踪、控制与指挥。
计算机网络已成为信息社会的命脉和发展知识经济的重要基础，对社会发展将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
 1.4.4 计算机网络的性能指标 计算机网络的性能是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常用若干性能指标来度量。
下面介绍几个常用的性能指标。
 1.速率 速率（speed）是指计算机网络中的主机在信道上单位时间内传输的数据量。
其单位为比特／秒（即b/s或bps）。
当速率较高时，可用kb/s、Mb/s、Gb/s或Tb/s，其中k表示千（103），M表示兆（106），G表示吉
（109），T表示太（1012）。
这里所述的速率是指额定速率或标称速率。
网络的实际速率往往比额定速率要低，因为它与许多因素（如主机的处理能力、信道容量、信道的拥
塞状况等）有关。
本书2.2.2小节将对速率进行更详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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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规划教材:数据通信与计算机网络(第4版)》按照中国计算机学会教育委员会和全国高等学
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以下简称两会）编写的《计算机学科教学计划》之要求组织编写，被列入高等
学校计算机专业规划教材，由两会推荐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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