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1章  绪论
	1.1数据通信
	1.1.1组成
	1.1.2数据表示
	1.1.3数据流
	1.2网络
	1.2.1分布式处理
	1.2.2网络准则
	1.2.3物理结构
	1.2.4网络模型
	1.2.5网络分类
	1.2.6网络互联：因特网
	1.3因特网
	1.3.1历史简介
	1.3.2因特网现状
	1.4协议和标准
	1.4.1协议
	1.4.2标准
	1.4.3标准化组织
	1.4.4因特网标准
	推荐读物
	本章小结
	习题
	第2章  网络模型
	2.1任务分层
	2.1.1发送方、接收方和载体
	2.1.2层次结构
	2.2OSI模型
	2.2.1层次化体系
	2.2.2对等过程
	2.2.3封装
	2.3OSI模型的各层功能
	2.3.1物理层
	2.3.2数据链路层
	2.3.3网络层
	2.3.4传输层
	2.3.5会话层
	2.3.6表示层
	2.3.7应用层
	2.3.8各层功能小结
	2.4TCP／IP协议族
	2.4.1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
	2.4.2网络层
	2.4.3传输层
	2.4.4应用层
	2.5寻址
	2.5.1物理地址
	2.5.2逻辑地址
	2.5.3端口地址
	2.5.4专用地址
	推荐读物
	本章小结
	习题
	第3章  数据和信号
	3.1模拟与数字
	3.1.1模拟数据与数字数据
	3.1.2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
	3.1.3周期信号与非周期信号
	3.2周期模拟信号
	3.2.1正弦波
	3.2.2相位
	3.2.3波长
	3.2.4时域和频域
	3.2.5复合信号
	3.2.6带宽
	3.3数字信号
	3.3.1比特率
	3.3.2位长
	3.3.3数字信号是一种复合模拟信号
	3.3.4数字信号的传输
	3.4传输减损
	3.4.1衰减
	3.4.2失真
	3.4.3噪声
	3.5数据速率限制
	3.5.1无噪声通道：奈奎斯特比特率
	3.5.2噪声通道：香农容量定理
	3.5.3使用两种限制条件
	3.6性能
	3.6.1带宽
	3.6.2吞吐量
	3.6.3延迟
	3.6.4带宽与延迟的乘积
	3.6.5抖动
	推荐读物
	本章小结
	习题
	第4章  数字传输
	4.1数字到数字转换
	4.1.1线路编码
	4.1.2线路编码方案
	4.1.3块编码
	4.1.4扰动
	4.2模拟到数字转换
	4.2.1脉冲码调制（PCM）
	4.2.2Delta调制（DM）
	4.3传输模式
	4.3.1并行传输
	4.3.2串行传输
	推荐读物
	本章小结
	习题
	第5章  模拟传输
	5.1数字到模拟转换
	5.1.1数模转换问题
	5.1.2幅移键控
	5.1.3频移键控
	5.1.4相移键控
	5.1.5正交振幅调制
	5.2模拟信号调制
	5.2.1调幅
	5.2.2调频
	5.2.3调相
	推荐读物
	本章小结
	习题
	第6章  带宽利用
	6.1复用
	6.1.1频分复用
	6.1.2波分复用
	6.1.3同步时分复用
	6.1.4统计时分复用
	6.2扩频
	6.2.1跳频扩频（FHSS）
	6.2.2直接序列扩频
	推荐读物
	本章小结
	习题
	第7章  传输介质
	7.1有向介质
	7.1.1双绞线
	7.1.2同轴电缆
	7.1.3光缆
	7.2无线通信
	7.2.1无线电波
	7.2.2微波
	7.2.3红外波
	推荐读物
	本章小结
	习题
	第8章  交换
	8.1电路交换网络
	8.1.1三个阶段
	8.1.2效率
	8.1.3延迟
	8.1.4电话网中电路交换技术
	8.2数据报网络
	8.2.1路由表
	8.2.2效率
	8.2.3延迟
	8.2.4因特网中的数据报网
	8.3虚电路网络
	8.3.1编址
	8.3.2三个阶段
	8.3.3效率
	8.3.4虚电路网络延迟
	8.3.5广域网中电路交换技术
	8.4交换机结构
	8.4.1电路交换机结构
	8.4.2分组交换机结构
	推荐读物
	本章小结
	习题
	第9章  使用电话网和有线电视网进行数据传输
	9.1电话网络
	9.1.1主要组成
	9.1.2LATA
	9.1.3信令
	9.1.4电话网络提供的业务
	9.2电话调制解调器
	9.3数字用户线路
	9.3.1ADSL
	9.3.2ADSLLite
	9.3.3HDSL
	9.3.4SDSL
	9.3.5VDSL
	9.3.6总结
	9.4有线电视网
	9.4.1传统有线网络
	9.4.2光纤同轴电缆混合（HFC）网络
	9.5有线电视网络用作数据传输
	9.5.1带宽
	9.5.2共享
	9.5.3CM与CMTS
	9.5.4数据传输方案：DOCSIS
	推荐读物
	本章小结
	习题
	第10章  检错与纠错
	10.1引言
	10.1.1差错的类型
	10.1.2冗余
	10.1.3检错和纠错
	10.1.4前向纠错和重传
	10.1.5编码
	10.1.6模运算
	10.2块编码
	10.2.1差错检测
	10.2.2纠错
	10.2.3汉明距离
	10.2.4最小汉明距离
	10.3线性块编码
	10.3.1线性块编码的最小距离
	10.3.2一些线性块编码
	10.4循环编码
	10.4.1循环冗余校验
	10.4.2硬件实现
	10.4.3多项式
	10.4.4循环编码分析
	10.4.5循环编码的优点
	10.4.6其他循环编码
	10.5校验和
	10.5.1概念
	10.5.2反码
	10.5.3因特网校验和
	推荐读物
	本章小结
	习题
	第11章  数据链路控制
	11.1成帧
	11.1.1固定长度成帧
	11.1.2可变长度成帧
	11.2流量控制和差错控制
	11.2.1流量控制
	11.2.2差错控制
	11.3协议
	11.4无噪声通道
	11.4.1最简单的协议
	11.4.2停止等待协议
	11.5有噪声通道
	11.5.1停止等待自动重复请求
	11.5.2回退N帧自动重发请求
	11.5.3选择性重复ARQ
	11.5.4捎带
	11.6高级数据链路控制
	11.6.1配置和传输方式
	11.6.2帧
	11.6.3控制字段
	11.7点到点协议
	11.7.1成帧
	11.7.2传输阶段
	11.7.3多路复用
	11.7.4多链路PPP
	推荐读物
	本章小结
	习题
	第12章  多路访问
	12.1随机访问
	12.1.1ALOHA
	12.1.2载波侦听多路访问（CSMA）
	12.1.3带冲突检测的载波侦听多路访问（CSMA／CD）
	12.1.4带冲突避免的载波侦听多路访问（CSMA／CA）
	12.2受控访问
	12.2.1预约
	12.2.2轮询
	12.2.3令牌传递
	12.3通道化
	12.3.1频分多路访问（FDMA）
	12.3.2时分多路访问（TDMA）
	12.3.3码分多路访问（CDMA）
	推荐读物
	本章小结
	习题
	第13章  有线局域网：以太网
	13.1IEEE标准
	13.1.1数据链路层
	13.1.2物理层
	13.2标准以太网
	13.2.1MAC子层
	13.2.2物理层
	13.3标准的变化
	13.3.1桥接以太网
	13.3.2交换式以太网
	13.3.3全双工以太网
	13.4快速以太网
	13.4.1MAC子层
	13.4.2物理层
	13.5千兆以太网
	13.5.1MAC子层
	13.5.2全双工模式
	13.5.3物理层
	13.5.410千兆以太网
	推荐读物
	本章小结
	习题
	第14章  无线局域网
	14.1IEEE802.11
	14.1.1体系结构
	14.1.2MAC层
	14.1.3寻址机制
	14.1.4物理层
	14.2蓝牙
	14.2.1体系结构
	14.2.2蓝牙层
	14.2.3无线电层
	14.2.4基带层
	14.2.5L2CAP
	14.2.6其他上层
	推荐读物
	本章小结
	习题
	第15章  连接局域网、主干网和虚拟局域网
	15.1连接设备
	15.1.1无源集线器
	15.1.2中继器
	15.1.3有源集线器
	15.1.4网桥
	15.1.5两层交换机
	15.1.6路由器
	15.1.7三层交换机
	15.1.8网关
	15.2主干网
	15.2.1总线型主干网
	15.2.2星型主干网
	15.2.3连接远程LAN
	15.3虚拟局域网
	15.3.1成员
	15.3.2配置
	15.3.3交换机间的通信
	15.3.4IEEE标准
	推荐读物
	本章小结
	习题
	第16章  无线WAN：移动电话和卫星网络
	16.1移动电话
	16.1.1频率复用原理
	16.1.2传输
	16.1.3接收
	16.1.4漫游
	16.1.5第一代
	16.1.6第二代
	16.1.7第三代
	16.2卫星网络
	16.2.1轨道
	16.2.2覆盖区域
	16.2.3三种类型的人造卫星
	推荐读物
	本章小结
	习题
	第17章  广域网SONET／SDH
	17.1体系结构
	17.1.1信号
	17.1.2SONET设备
	17.1.3连接
	17.2SONET层
	17.2.1路径层
	17.2.2线路层
	17.2.3段层
	17.2.4光子层
	17.2.5设备-层之间的关系
	17.3SONET帧
	17.3.1帧、字节和位传输
	17.3.2STS-1帧格式
	17.3.3开销总结
	17.3.4封装
	17.4STS多路复用
	17.4.1字节交替
	17.4.2重组信号
	17.4.3分插复用器
	17.5SONET网络
	17.5.1线状网络
	17.5.2环状网络
	17.5.3网状网络
	17.6虚拟支路
	推荐读物
	本章小结
	习题
	第18章  虚电路网络：帧中继和ATM
	18.1帧中继
	18.1.1结构
	18.1.2帧中继层
	18.1.3扩展地址
	18.1.4FRAD
	18.1.5VOFR
	18.1.6LMI
	18.1.7拥塞控制和服务质量
	18.2ATM
	18.2.1设计目标
	18.2.2问题
	18.2.3结构
	18.2.4交换
	18.2.5ATM层
	18.2.6拥塞控制和服务质量
	18.3ATM局域网
	18.3.1ATM局域网体系结构
	18.3.2局域网仿真（LANE）
	18.3.3客户／服务器模型
	18.3.4具有客户／服务器的混合体系结构
	推荐读物
	本章小结
	习题
	第19章  逻辑寻址
	19.1IPv4地址
	19.1.1地址空间
	19.1.2标记法
	19.1.3分类寻址
	19.1.4无类寻址
	19.1.5网络地址转换（NAT）
	19.2IPv6地址
	19.2.1结构
	19.2.2地址空间
	推荐读物
	本章小结
	习题
	第20章  IP协议
	20.1网际互联
	20.1.1网络层需求
	20.1.2作为数据报网络的因特网
	20.1.3作为无连接网络的因特网
	20.2IPv4
	20.2.1数据报
	20.2.2分段
	20.2.3校验和
	20.2.4选项
	20.3IPv6
	20.3.1优点
	20.3.2分组格式
	20.3.3扩展头部
	20.4IPv4到IPv6的过渡
	20.4.1双协议栈
	20.4.2隧道技术
	20.4.3头部转换
	推荐读物
	本章小结
	习题
	第21章  地址映射、差错报告和多播
	21.1地址映射
	21.1.1逻辑地址到物理地址的映射：ARP
	21.1.2物理地址映射到逻辑地址：RARP、BOOTP和DHCP
	21.2ICMP
	21.2.1报文类型
	21.2.2报文格式
	21.2.3差错报告
	21.2.4查询
	21.2.5调试工具
	21.3IGMP
	21.3.1组管理
	21.3.2IGMP报文
	21.3.3报文格式
	21.3.4IGMP操作
	21.3.5封装
	21.3.6Netstat应用程序
	21.4ICMPv6
	21.4.1差错报告
	21.4.2查询
	推荐读物
	本章小结
	习题
	第22章  传递、转发和路由选择
	22.1传递
	22.2转发
	22.2.1转发技术
	22.2.2转发过程
	22.2.3路由表
	22.3单播路由选择协议
	22.3.1优化原则
	22.3.2域内部和域间路由选择
	22.3.3距离向量路由选择
	22.3.4链路状态路由选择
	22.3.5路径向量路由选择
	22.4多播路由选择协议
	22.4.1单播、多播与广播
	22.4.2应用
	22.4.3多播路由选择
	22.4.4多播路由选择协议
	推荐读物
	本章小结
	习题
	第23章  UDP、TCP和SCTP
	23.1进程到进程的传递
	23.1.1客户／服务器模式
	23.1.2复用与分离
	23.1.3无连接服务与面向连接的服务
	23.1.4可靠服务与不可靠服务
	23.1.5三种协议
	23.2用户数据报协议（UDP）
	23.2.1熟知端口号
	23.2.2用户数据报
	23.2.3校验和
	23.2.4UDP的操作
	23.2.5UDP的使用
	23.3TCP
	23.3.1TCP服务
	23.3.2TCP特点
	23.3.3段
	23.3.4TCP连接
	23.3.5流量控制
	23.3.6差错控制
	23.3.7拥塞控制
	23.4SCTP
	23.4.1SCTP服务
	23.4.2SCTP特性
	23.4.3分组格式
	23.4.4SCTP关联
	23.4.5流量控制
	23.4.6差错控制
	23.4.7拥塞控制
	推荐读物
	本章小结
	习题
	第24章  拥塞控制和服务质量
	24.1数据通信量
	24.1.1通信量描述符
	24.1.2通信量特征值
	24.2拥塞
	24.3拥塞控制
	24.3.1开环拥塞控制
	24.3.2闭环拥塞控制
	24.4两个示例
	24.4.1TCP中的拥塞控制
	24.4.2帧中继中的拥塞控制
	24.5服务质量
	24.5.1数据流特性
	24.5.2数据流类型
	24.6改进QoS的技术
	24.6.1调度
	24.6.2通信量整形
	24.6.3资源预留
	24.6.4许可控制
	24.7综合业务
	24.7.1信令
	24.7.2数据流规范
	24.7.3许可
	24.7.4业务类型
	24.7.5RSVP
	24.7.6综合业务所存在的问题
	24.8差分业务
	24.9交换网络中的QoS
	24.9.1帧中继中的QoS
	24.9.2ATM中的QoS
	推荐读物
	本章小结
	习题
	第25章  域名系统
	25.1名字空间
	25.1.1平面名字空间
	25.1.2层次名字空间
	25.2域名空间
	25.2.1标号
	25.2.2域名
	25.2.3域
	25.3名字空间的分布
	25.3.1名字服务器的层次结构
	25.3.2区域
	25.3.3根服务器
	25.3.4主服务器和辅助服务器
	25.4因特网中的DNS
	25.4.1通用域
	25.4.2国家域
	25.4.3反向域
	25.5解析
	25.5.1解析程序
	25.5.2名字到地址的映射
	25.5.3地址到名字的映射
	25.5.4递归解析
	25.5.5迭代解析
	25.5.6高速缓存
	25.6DNS报文
	25.7记录的类型
	25.7.1询问记录
	25.7.2资源记录
	25.8注册机构
	25.9动态域名系统（DDNS）
	25.10封装
	推荐读物
	本章小结
	习题
	第26章  远程登录、电子邮件与文件传输
	26.1远程登录
	26.2电子邮件
	26.2.1构架
	26.2.2用户代理
	26.2.3报文传输代理：SMTP
	26.2.4报文访问代理：POP和IMAP
	26.2.5基于Web的邮件
	26.3文件传输
	26.3.1文件传输协议（FTP）
	26.3.2匿名FTP
	推荐读物
	本章小结
	习题
	第27章  万维网与超文本传输协议
	27.1体系架构
	27.1.1客户（浏览器）
	27.1.2服务器
	27.1.3统一资源定位符
	27.1.4Cookies
	27.2Web文档
	27.2.1静态文档
	27.2.2动态文档
	27.2.3活动文档
	27.3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
	27.3.1HTTP事务
	27.3.2持续与非持续连接
	27.3.3代理服务器
	推荐读物
	本章小结
	习题
	第28章  网络管理
	28.1网络管理系统
	28.1.1配置管理
	28.1.2故障管理
	28.1.3性能管理
	28.1.4安全管理
	28.1.5计费管理
	28.2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
	28.2.1概念
	28.2.2管理组件
	28.2.3管理信息结构
	28.2.4管理信息数据库（MIB）
	28.2.5字典排序
	28.2.6SNMP
	28.2.7报文
	28.2.8UDP端口
	28.2.9安全性
	推荐读物
	本章小结
	习题
	第29章  多媒体
	29.1音频与视频的数字化
	29.1.1音频数字化
	29.1.2视频数字化
	29.2音频和视频压缩
	29.2.1音频压缩
	29.2.2视频压缩
	29.3流式存储音频／视频
	29.3.1第一种方法：使用Web服务器
	29.3.2第二种方法：使用带有元文件的Web服务器
	29.3.3第三种方法：使用媒体服务器
	29.3.4第四种方法：使用媒体服务器和RTSP
	29.4流式实时音频／视频
	29.5实时交互式音频／视频
	29.6实时传输协议
	29.6.1RTP分组格式
	29.6.2UDP端口
	29.7实时传输控制协议
	29.7.1发送方报告
	29.7.2接收方报告
	29.7.3源描述报文
	29.7.4关闭报文
	29.7.5特定应用报文
	29.7.6UDP端口
	29.8IP语音
	29.8.1SIP
	29.8.2H.323
	推荐读物
	本章小结
	习题
	第30章  密码学
	30.1引言
	30.1.1定义
	30.1.2两类
	30.2对称密钥密码学
	30.2.1传统加密算法
	30.2.2简单的现代加密算法
	30.2.3现代迭代加密
	30.2.4运算模式
	30.3非对称密钥密码学
	30.3.1RSA
	30.3.2Diffie-Hellman加密系统
	推荐读物
	本章小结
	习题
	第31章  网络安全服务
	31.1网络安全服务种类
	31.1.1报文保密性
	31.1.2报文完整性
	31.1.3报文鉴别性
	31.1.4不可否认性
	31.1.5实体鉴别
	31.2报文保密性
	31.2.1对称密钥密码学的保密性
	31.2.2非对称密钥密码学的保密性
	31.3报文完整性
	31.3.1文档与指纹
	31.3.2报文与报文摘要
	31.3.3差异
	31.3.4创建和检验报文摘要
	31.3.5散列函数准则
	31.3.6散列算法：SHA-1
	31.4报文鉴别
	31.5数字签名
	31.5.1比较
	31.5.2需要密钥
	31.5.3过程
	31.5.4服务
	31.5.5签名方案
	31.6实体鉴别
	31.6.1口令
	31.6.2询问-应答
	31.7密钥管理
	31.7.1对称密钥的分发
	31.7.2公钥分发
	推荐读物
	本章小结
	习题
	第32章  因特网中的安全措施
	32.1IP层的安全：IPSec
	32.1.1两种方式
	32.1.2两种安全协议
	32.1.3安全关联
	32.1.4因特网密钥交换（IKE）
	32.1.5虚拟专用网
	32.2SSL／TLS
	32.2.1SSL服务
	32.2.2安全参数
	32.2.3会话与连接
	32.2.4四个协议
	32.2.5传输层安全
	32.3PGP
	32.3.1安全参数
	32.3.2服务
	32.3.3一种设想情形
	32.3.4PGP算法
	32.3.5密钥环
	32.3.6PGP证书
	32.4防火墙
	32.4.1分组过滤防火墙
	32.4.2代理防火墙
	推荐读物
	本章小结
	习题
	参考文献
	缩略词
	术语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