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元1

计算机网络概述

计算机网络是现代信息化社会的基础设施,它可以实现资源共享、提供远程协作、促进

信息交流等。通过计算机网络,人们可以方便地访问和获取各种信息,加快信息传输的速度

和效率,提高工作和学习的效果。同时,计算机网络也为各种智能化、数字化应用提供了基

础支持,如智慧城市、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
计算机网络贯穿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因此,了解计算机网络的定义及发展历史,掌握计算机网络的功能,熟悉计算机网络

的相关概念,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使用计算机网络适应信息化、数字化的社会。

⟡ 素养目标

(1)
 

引导学生关注网络技术的新发展、新趋势。
(2)

 

通过了解中国计算机网络的发展成就,坚定“走中国特色的网络强国之路”的信念。

⟡ 知识目标

(1)
 

了解计算机网络的定义和发展历史。
(2)

 

掌握计算机网络的构成、功能及分类。
(3)

 

熟悉计算机网络的相关概念。

⟡ 能力目标

(1)
 

能够解释资源子网和通信子网的概念。
(2)

 

能够简述计算机网络的不同分类。
(3)

 

能够画出不同的网络拓扑结构。

1.1 计算机网络的定义和发展历史

1.1.1 计算机网络的定义

  计算机网络是现代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相互渗透、密切结合的产物。计算机网络又

称计算机通信网,是指将地理位置不同、具有独立功能的多台计算机及其外部设备,通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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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线路和通信设备连接起来,在网络操作系统、网络管理软件及网络通信协议的管理和协调

下,实现资源共享和信息传递的计算机系统。
要构成一个完整的计算机网络,需要满足硬件基础、软件支持、网络结构以及网络安全

性等多方面的条件。在这些条件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下,共同构成了计算机网络的基础架

构和运行环境,保障计算机网络的正常运行和数据的可靠传输。计算机网络具体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1.
 

硬件基础

(1)
 

计算机包括客户端和服务器,二者是网络中的基本节点。客户端是用户访问网络

的设备,如个人计算机、智能手机等;
 

服务器则是提供服务的计算机,负责存储数据、处理请

求等。
(2)

 

网络设备是用于连接客户端、服务器等节点的专用硬件设备,常见的网络设备有路

由器(Router)、交换机(Switch)、集线器(Hub)、网桥(Bridge)等。这些网络设备通过通信

线路相互连接,构成一个互联的网络。
(3)

 

通信线路又称传输介质,是用于连接两个网络节点中各个设备的物理通路,可以是

有线介质,如双绞线(Twisted
 

Pair,TP)、大对数、光纤,也可以是无线介质,如无线电波

(RF)、微波等。通信线路的性能直接影响网络的速度和可靠性。

2.
 

软件支持

(1)
 

网络操作系统:
 

使网络上各计算机能方便且有效地共享和管理网络资源,为网络

用户提供需要的各种服务的软件和有关规程的集合。常见的网络操作系统有 Windows
 

Server、Linux等。
(2)

 

网络通信协议:
 

计算机网络中通信双方必须共同遵守的一组约定或规则,定义了

数据交换的格式、数据同步的方式、传输速度、传输错误控制以及通信过程中的控制命令和

通信状态应答等。常见的网络协议有传输控制协议/网际协议(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Internet
 

Protocol,TCP/IP)、网间包交换协议/序列分组交换协议(IPX/SPX)等。
(3)

 

网络应用软件:
 

在网络环境下运行的应用软件,如电子邮件软件、Web浏览器、文
件传输协议(File

 

Transfer
 

Protocol,FTP)客户端等,它们为用户提供各种网络服务。

3.
 

网络结构

(1)
 

网络拓扑结构:
 

网络中节点和通信线路的连接方式。常见的网络拓扑结构有星

型、环型、总线型和网状等。不同的拓扑结构具有不同的性能特点,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
(2)

 

网络层次结构:
 

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通常划分为不同的层次,每个层次都有其特

定的功能和任务。这种分层结构使得网络的设计、实现和维护变得更加容易和灵活。常见

的网络层次结构模型有开放系统互联(OSI)模型和TCP/IP模型。

4.
 

网络安全性

网络安全是计算机网络中的一个关键问题。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连接性,网络安全面

临各种威胁,如黑客(Hacker)攻击、病毒传播等。因此,必须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如防火

墙(Firewall)、加密技术、访问控制等,以保障网络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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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历史

随着人类对信息共享和通信的不断追求,以及技术的不断创新和进步,计算机网络的发

展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如今,计算机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工作和社会发

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设施。回顾其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46年2月14日,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埃尼阿克(ENIAC)问世。由于当时的计算机造

价非常昂贵,只有少数大型机可以用于处理重要任务,许多机构和大学只能通过终端连接访问。
为实现计算机之间的信息交换和资源共享,计算机技术一直在寻求与通信技术的结合。20世纪

50年代初出现的赛其(SAGE)系统,实现了半自动地面防控,这就是最早的计算机网络雏形。
以单个计算机为中心的远程联机系统,构成面向终端的计算机网络,称为第一代计算机

网络。该系统中除主计算机具有独立的数据处理功能外,所连接的终端设备均无独立处理

数据的功能。在这个阶段,主要是通过通信线路将终端与主机相连,用户通过终端向主机发

送请求并获取结果。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航空公司投入使用的由一台中心计算机和

全美范围内2000多个终端组成的飞机票预订系统,是第一代计算机网络的典型代表。
以多主机组成的远程通信功能系统,称为第二代计算机网络。它是由多台独立的主计

算机通过线路连接构成的计算机网络,主机之间不直接用线路相连,而是由接口报文处理机

(IMP)转接后互联的,即由IMP和它们之间互联的通信线路一起负责主机间的通信任务,
构成通信子网。通信子网采用分组交换技术,允许网络将数据分割成较小的数据包(分组),
通过网络传输后再重新组装。通信子网互联的多台主机之间不存在主从关系,负责数据处

理和通信工作,提供资源共享,组成资源子网。这种方式提高了网络的效率和可靠性。

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建立的阿帕网(ARPANET),被认为是第

二代计算机网络的典型代表,也是计算机网络诞生的标志。
遵循国际标准的开放式和标准化的网络,称为第三代计算机网络。ARPANET

 

兴起

后,计算机网络发展迅猛,各大计算机公司相继推出自己的网络体系结构及实现这些结构的

软硬件产品。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厂商的产品之间互联很困难,人们迫切需要一种开

放性的标准化实用网络环境,因此产生了两种国际通用的最重要的体系结构,即TCP/IP
 

体

系结构和国际标准化组织的OSI体系结构,从此计算机网络进入新的阶段。
多个具有独立工作能力的计算机系统,通过通信设备和线路,由功能完善的网络软件实

现资源共享和数据通信的系统,称为第四代计算机网络。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以

Internet为代表的互联网出现,成 为 连 接 全 球 用 户 的 主 要 网 络。随 着 异 步 传 输 模 式

(Asynchronous
 

Transfer
 

Mode,ATM,一种面向连接的快速分组交换技术)、光纤传输介

质、分布式网络、智能网络等关键技术的加入,互联网既能支持高速、大容量、安全稳定的传

输,又能支持语音、数据和视频等多种媒体的综合传输,还更加智能,能够自适应多种环境和需

求。第四代计算机网络是一个集综合化、高速化、智能化和宽带化于一体的计算机网络系统。

1.2 计算机网络的功能

计算机网络的功能共同构成了计算机网络的核心价值,在现代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它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的流通和资源的共享,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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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提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数据通信

计算机网络最基本的功能是实现计算机之间的数据通信。用户可以通过网络发送和接

收电子邮件、文件、视频、音频等各种类型的数据。数据通信使信息的即时传递和共享成为

可能,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信息交流的速度。

2.
 

资源共享

网络中的资源包括硬件资源(如打印机、存储设备等)和软件资源(如数据库、应用程序

等)。通过网络,用户可以访问和使用网络中的共享资源,而不需要将这些资源物理地放置

在自己的计算机上。比如,在一个办公室中,多台计算机可以共享同一台打印机进行打印操

作;
 

在一个公司内部,只需要在服务器上安装一套专业的设计软件,多个用户就能够通过网

络访问并使用;
 

在某学校的图书馆系统,学生和教师可以通过网络访问共同的图书资源数

据库等。通过资源共享不仅降低了成本,还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

3.
 

分布式处理

在计算机网络中,可以将一个大任务分解成多个小任务,然后分配给网络中的多台计算

机并行处理,而不需要集中在一台大型计算机上。任务处理完成后,再将结果汇总。这种分

布式处理的方式可以显著提高计算速度,使系统具备处理大规模数据和复杂计算的能力,大
大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整体性能。

4.
 

负载均衡

在大型网络中,负载均衡主要用于将请求分发到多个服务器,以均衡每台服务器的负

载,从而提高系统的性能、可靠性和可扩展性。常见的负载均衡算法包括轮询、最小连接数

等。负载均衡通过跨多个节点分配工作负载,确保没有单个节点过载,从而避免单一服务器

过载导致的性能下降或服务中断,提高了整体的处理能力和效率。

5.
 

信息管理

计算机网络可以用于信息的收集、存储、处理、传输和检索。通过构建数据库系统、信息

检索系统等,用户输入关键词,搜索引擎可以快速从海量的网络数据中检索出相关的信息,
方便管理和访问网络中的大量信息。

6.
 

支持多媒体应用

利用计算机网络,用户可以高效地传输各种多媒体内容(Content),如音频、视频、图像、
动画和文本等,实时或接近实时地访问和分享远程的多媒体资源,如在线视频、网络直播、远
程会议等。计算机网络使远程教育和培训变得更加便捷和高效,通过在线课堂、虚拟实验室

等工具,学生可以在家中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教育资源,打破地域限制,促进知识的广泛传

播。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的发展,为用户提供沉浸式的视觉、听觉甚至触觉

体验,广泛应用于游戏、教育、医疗、旅游等领域。

7.
 

提供安全保障

计算机网络提供了一系列的安全机制,如加密技术、身份认证、防火墙等,以保护网络中

的数据和设备免受未经授权的访问和攻击。同时,通过冗余备份、故障恢复等技术手段,可
以确保网络服务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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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计算机网络的相关概念

通过学习计算机网络的概念,可以了解到,它是通过通信设备和线路将分散在不同地理

位置上的计算机连接在一起的系统,是由多台互相连接的计算机在网络操作系统、网络管理

软件及网络通信协议的管理和协调下组成的互联系统,实现了资源共享和信息传递。因此,
计算机网络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下面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计算机网络系统的组成,并学习与

其相关的几个概念。

1.3.1 网络硬件系统和网络软件系统

从系统组成来看,计算机网络系统是由计算机网络硬件系统和网络软件系统组成的。

1.
 

网络硬件系统

网络硬件系统是指构成计算机网络的硬件设备,包括计算机的主机系统、终端及通信设

备等。常见的网络硬件有以下几种。
(1)

 

主机系统是计算机网络的主体。按其在网络中的用途和功能的不同,可分为服务

器和工作站两大类。
服务器是在网络环境中提供计算能力并运行软件应用程序的特定IT设备,它通过网

络操作系统为网上工作站提供服务及共享资源。一般来说,服务器相比普通计算机配置要

求较高,需要具有高速的CPU运算能力、长时间可靠运行的能力、强大的I/O数据吞吐能

力以及高扩展性。大多数服务器都是专用的,根据服务器在网络中的用途可分为文件服务

器、数据库服务器、邮件服务器、打印服务器等。服务器是网络中最重要的资源。
工作站是一种高端的通用微型计算机,单用户使用它时能够提供比个人计算机更强大

的性能,尤其是在图形处理和任务并行方面的能力。通常配有高分辨率的大屏、多屏显示器

及容量很大的内部存储器和外部存储器,并且具有极强的信息处理能力和高性能的图形、图
像处理功能。另外,连接到服务器的终端机也是工作站的一种。工作站的应用领域有科学

和工程计算、软件开发、计算机辅助分析、计算机辅助制造、工程设计和应用、图形和图像处

理、过程控制和信息管理等。
(2)

 

终端是一种输入输出设备,相对于计算机主机而言属于外设,本身并不提供运算处

理功能。早期的计算机终端一般是机电式的电传打字机。终端不具备本地数据处理能力,
不能直接连接到网络上,只能通过网络上的主机与网络相连发挥作用。常见的终端有显示

终端、打印终端、图形终端等。
(3)

 

传输介质是指在网络中传输信息的载体,其作用是在网络设备之间构成物理通路,
以便实现信息的交换。常见的传输介质分为有线传输介质和无线传输介质。不同的传输介

质,其特性也各不相同,这些不同的特性对网络中数据通信的质量和速度有较大影响。常见

的传输介质有双绞线、同轴电缆、光纤、微波、蓝牙(Bluetooth)、红外线(IR)等。
(4)

 

网卡(Network
 

Interface
 

Card,NIC)是一块被设计用来允许计算机在计算机网络

上进行通信的计算机硬件,是一种网络接入设备。它为传输介质与网络主机提供接口电路,
实现数据缓冲器的管理、数据链路的管理、编码和译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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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集线器是计算机网络中连接多个计算机或其他设备的连接设备,主要功能是对接

收到的信号进行再生、整形和放大,以扩大网络的传输距离,同时把所有节点集中在以它为

中心的节点上。集线器是对网络进行集中管理的最小单元,它与网卡、网线等传输介质一

样,属于局域网中的基础设备,工作于OSI参考模型的第一层,即物理层。
(6)

 

交换机是一种用于电(光)信号转发的网络设备,由许多高速端口组成,每个端口都

具有桥接功能。它可以为接入交换机的任意两个网络节点提供独享的电信号通路,以提高

网络性能。它是数据链路层设备,最常见的交换机是以太网(Ethernet)交换机。根据工作

位置的不同,交换机可以分为广域网(Wide
 

Area
 

Network,WAN)交换机和局域网(Local
 

Area
 

Network,LAN)交换机。当数据包在集线器中传输时可以理解为需要根据红绿灯的

控制穿过路口,而在交换机中传输则如同没有红绿灯的立交桥,传输更便捷快速。
(7)

 

路由器是网络层的互联设备,连接两个或多个网络的硬件设备,在网络间起网关

(Gateway)作用的专用智能性的网络设备。它能够理解不同的协议,如某个局域网使用的

以太网协议,以及因特网使用的TCP/IP协议。路由器可以分析各种不同类型网络传来的

数据包的目的地址,把非TCP/IP网络的地址转换为TCP/IP地址,或者进行反向转换;
 

再

根据选定的路由算法把各数据包按最佳路线传送到指定位置。路由器是大型网络提高效

率、增加灵活性的关键设备。
(8)

 

网关又称网间连接器、协议转换器,可理解为一个网络连接到另一个网络的“关
口”。网关是一种充当转换的计算机系统或设备,实现网络层以上的网络互联,不仅具有路

由功能,而且能实现不同网络协议之间的转换。在网络层,网关主要起到数据传输和路由选

择的作用;
 

在传输层,网关可以实现数据的过滤和转发以及负载均衡;
 

在应用层,网关可以

实现应用层协议的转换和代理等功能。

2.
 

网络软件系统

网络软件是一种在网络环境下使用和运行或者控制和管理网络工作的软件。网络软件

系统主要包括服务器操作系统、工作站操作系统、网络通信协议和各类网络应用系统。
(1)

 

服务器操作系统:
 

通常所说的网络操作系统(NOS),是多任务、多用户的操作系

统。它安装在网络服务器上,用于提供网络操作的基本环境。除具备常规操作系统的五大

管理功能外,网络操作系统还具有网络用户管理、网络资源管理、网络运行状况统计、网络安

全性的建立、网络通信等其他网络服务管理功能。
常见的服务器操作系统有Netware、

 

Windows
 

Server、UNIX
 

以及Linux等。
(2)

 

工作站操作系统:
 

一种专为工作站设计的操作系统,能够有效组织和管理系统中

的各种软硬件资源,为专业用户提供高效、稳定、安全的工作环境。
常见的工作站操作系统有 Windows

 

系列及
 

UNIX系列。
(3)

 

网络通信协议:
 

网络中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网络设备与网络设备之间、计算机与

网络设备之间进行通信时,双方只有遵循相同的通信协议才能实现连接,进行数据的传输,
完成信息的交换。使用不同协议的计算机要进行通信,必须经过中间协议转换设备的转换,
才能实现通信。

网络通信协议就是实现网络协议规则和功能的软件,它运行在网络中的计算机和设备

上,使计算机能够通过使用通信协议访问网络。常见的网络通信协议有IPX、TCP/IP和以

太网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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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主流协议软件集成在操作系统中,用户在安装操作系统的同时,就把协议软件安装

在计算机中了,如 Windows系统中的TCP/IP协议。
(4)

 

网络管理系统(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NMS)软件,简称网管软件,是一个

用于监控、控制和管理计算机网络中各种设备和服务的软件系统;
 

通常由管理站、代理和管

理信息库(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MIB)组成,通过强大的网络管理能力,为网络管

理员提供全面的网络监控、配置、故障排查、性能分析和安全管理服务。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SNMP)是TCP/IP协议簇

中提供管理功能的协议,通常作为一个组织网络管理的基础。
(5)

 

网络安全软件:
 

为保障网络信息安全、保护计算机信息系统不受非法侵入或破坏

而提供的技术支持产品,具有恶意软件防护、漏洞扫描与修复、网络流量监控与防火墙、远程

安全管理等功能,如360安全卫士、金山毒霸、Windows自带的防火墙等。随着信息技术的

快速发展和互联网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网络犯罪也日益猖獗,因此,网络安全软件的

重要性日益凸显。
(6)

 

网络应用软件:
 

在网络环境下开发出来的供用户在网络上使用的应用软件。例

如,电子邮件客户端软件,如Outlook、Foxmail
 

等,让用户可以方便地发送和接收邮件;
 

网

页浏览器,如Chrome、Firefox
 

等,用于浏览互联网上的各种信息;
 

即时通信软件,如微信、

QQ
 

等,实现实时的文字、语音和视频通信;
 

文件传输(File
 

Transfer)软件,如
 

FTP
 

客户端

等,可以在不同计算机之间快速传输文件。这些网络应用软件极大地丰富了用户在网络环

境下的工作和生活。

1.3.2 网络节点和通信链路

从拓扑结构来看,计算机网络是由网络节点和通信链路构成的。

1.
 

网络节点

计算机网络中的节点又称网络单元,一般可分为三类:
 

访问节点、转接节点和混合

节点。
访问节点又称端节点,是指拥有计算机资源的用户设备,主要起信源和信宿的作用,常

见的访问节点有用户主机和终端等。
转接节点又称中间节点,是指在网络通信中负责数据交换和转接的网络节点,这些节点

拥有通信资源,具有通信功能。常见的转接节点有集线器、交换机、路由器等。
混合节点又称全功能节点,是指既可以作为访问节点又可以作为转接节点的网络节点,

如服务器。
一般情况下,网络节点具有双重性,既可以作为访问节点又可以作为转接节点。但有时

为了使设备简化,从网络系统的整体出发,把网络中有些节点专门设计为不具备转换功能的

端节点,而有些专门设计为只具有转换功能的中间节点。

2.
 

通信链路

通信链路是指两个网络节点之间传输信息和数据的线路。链路可用各种传输介质实

现,既可以是有线通道,如双绞线、同轴电缆、光缆等,也可以是卫星及微波等无线信道。
通信链路又分为物理链路和逻辑链路两类。物理链路是一条点到点的物理线路,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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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交换节点。在计算机网络中,两台计算机之间的通路往往是由许多物理链路串接

而成。逻辑链路是具备数据传输控制能力,在逻辑上起作用的物理链路,即在物理链路上加

上用于数据传输控制的硬件和软件,就构成了逻辑链路。只有在逻辑链路上才可以真正传

输数据,而物理链路是逻辑链路形成的基础。

1.3.3 资源子网和通信子网

从逻辑功能上可以把计算机网络分为资源子网和通信子网。

1.
 

资源子网

资源子网提供访问网络和处理数据的能力,由主机、终端、终端控制器、联网外设、各种

软件资源与信息资源组成。主机是资源子网的重要组成单元,既可以是大型机、中型机、小
型机,也可以是局域网中的微型计算机。主机一般通过高速线路和通信子网中的节点相连,
负责本地或全网的数据处理,运行各种应用程序或大型数据库,向网络用户提供各种软硬件

资源和网络服务,如图1-1所示。终端是直接面向用户的交换设备,如交互终端、显示终端

和智能终端。终端控制器把一组终端连入通信子网,并负责对终端的控制及终端信息的接

收和发送。终端控制器可以不经过主机直接和网络节点相连。还有一些设备可以不经过主

机直接和网络节点相连,如有些打印机和大型存储设备等。

图1-1 资源子网和通信子网的结构示意图

通过资源子网,用户可以方便地使用本地计算机或远程计算机的资源。由于它将通信

子网的工作对用户屏蔽起来,使得用户使用远程计算机资源就如同使用本地资源一样方便。

2.
 

通信子网

通信子网是计算机网络中负责数据通信的部分,主要完成数据的传输、交换以及通信控

制。它由网络节点和通信链路组成,如图1-1所示。
采用通信子网后,每台入网主机不用去处理数据通信,也不用具有许多远程数据通信功

能,只需负责信息的发送和接收,这样就减少了主机的通信开销。另外,由于通信子网是按

照统一的软硬件标准组建的,因此它可以面向各种类型的主机,方便了不同机型互联,减少

了组建网络的工作量。
通信子网有两种类型。
(1)

 

公用型:
 

为公共用户提供服务并共享其通信资源的通信子网。基于同一个通信子

网可组建多个计算机网络,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就属于公用型通信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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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用型:
 

专门为特定的一组用户构建的通信子网,如各类金融银行网、证券网。
对于大多数小型网络,其传输距离有限,互联主机不多,因此并未采用通信子网和用户

资源子网分工的组网方式,而是使用一个统一的全网服务工作站,所有通信服务均由工作站

处理,各主机通过网络适配器直接互联成网。
资源子网以共享资源为核心,通过集中管理和高效共享提高了资源利用率;

 

而通信子

网则负责连接不同的资源子网,实现数据的传输和通信。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优点和功能,
共同构建起高效的网络系统。

1.4 计算机网络的分类及发展趋势

1.4.1 计算机网络的分类

  计算机网络可按不同的分类标准进行划分,下面介绍几种常见的分类。

1.
 

按计算机网络拓扑结构划分

计算机网络拓扑结构通常是指网络中各个节点(如计算机、交换机、路由器等)之间的连

接布局。它描述了电缆、光纤、无线链路等介质如何连接网络中的设备,以及数据在网络中

流动的路径。按照计算机网络的拓扑结构可将网络分为总线型、星型、环型、网状型以及树

型等。关于计算机网络拓扑结构的具体类型将在单元3详细介绍。

2.
 

按计算机网络覆盖范围划分

根据计算机网络所覆盖的地理范围、信息的传输速率及其应用目的,计算机网络通常分

为以下几种类型。
(1)

 

局域网:
 

一种在小区域内使用的,由多台计算机组成的网络。通常局限在较小的

地理范围内,如一个建筑物内、一个学校内、一个工厂的厂区内等。
局域网的覆盖范围在几百米到几千米。它的组建简单、灵活,使用方便,信息传输速率

较高,一般在1~100Mbps之间。
(2)

 

城域网(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MAN):
 

在一个城市范围内所建立的计算机

通信网。它的一个重要用途是用作骨干网,将位于同一城市内不同地点的主机、数据库以及

局域网等互相连接起来。
城域网的覆盖范围为5~50km,属于宽带局域网。它采用具有源交换元件的局域网技

术,网中传输时延较小。它的传输媒介主要采用光缆,传输速率在100Mbps以上。
(3)

 

广域网:
 

又称远程网,是连接不同地区局域网或城域网计算机通信的远程网。
广域网的覆盖范围一般从几百千米到几万千米,用于通信的传输装置和介质一般由电

信部门提供,能实现大范围的资源共享。它能连接多个地区、城市和国家,并能提供远距离

通信,形成国际性的远程网络。但广域网距离远,信息衰减严重。最广为人知的广域网就是

Internet,它由全球成千上万的局域网和广域网组成。

3.
 

按网络的使用者划分

网络使用者不同,对应的网络类型也有区别,主要可以分为公用网和专用网两种类型。
(1)

 

公用网(Public
 

Network):
 

允许任何用户接入并使用的网络,通常由电信运营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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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构建设和维护。它具有开放性、共享性和普遍服务性等特点,能够为社会公众提供广

泛的通信服务,但可能面临安全性、稳定性和隐私保护等方面的挑战。互联网就是一种典型

的公用网,它允许全球范围的用户接入并使用,进行信息共享、交流和学习等活动。
(2)

 

专用网(Private
 

Network):
 

由特定组织或机构拥有并管理维护的网络,通常只供

特定组织或机构内部用户使用。它具有封闭性、安全性和高效性等特点,能够满足组织或机

构内部特定的通信需求,但建设和维护成本相对较高。例如,银行、公安铁路等专用网络。

4.
 

按通信传输的介质划分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场景和需求选择合适的网络类型和传输介质,因此按通信

传输的介质划分,计算机网络可以分为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两大类。
(1)

 

有线网络指采用物理线路来传输数据的网络。根据传输介质不同,有线网络又可

以分为多种类型:
 

双绞线网络、同轴电缆网络、光纤网络、混合光纤同轴电缆(HFC)网络等。
(2)

 

无线网络指采用无线电波、微波、红外线等无线传输介质来传输数据的网络。根据

使用的无线技术不同,无线网络又可以分为多种类型:
 

无线电波网络、微波网络、红外线网

络等。

5.
 

按照网络组建的关系划分

按照网络组建的关系,计算机网络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
 

对等网络和基于服务器的

网络。
(1)

 

对等网络(Peer-to-Peer
 

Network,
 

P2P),即对等计算机网络,计算机作为网络的参

与者共享它们所拥有的一部分硬件资源(如处理能力、存储能力、网络连接能力、打印机等)。
这些共享资源通过网络提供服务和内容,能被其他对等节点(Peer)直接访问而不需要经过

中间实体。在此网络中,各个计算机在网络中的地位是平等的,没有明确的服务器和客户机

之分,既是资源、服务和内容的提供者(Server),又是资源、服务和内容的获取者(Client)。
对等网络的优势在于其结构简单,配置容易,资源共享方便,每个计算机都可以共享自

己的资源;
 

可扩展性好,新的计算机可以很容易地加入网络中。其不足之处则是网络的可

管理性较差,每个计算机都有可能成为数据通信的发起者和终结者。
(2)

 

基于服务器的网络(Server-Based
 

Network)又称客户机/服务器(Client/Server)网
络,是一种集中式计算机网络,其中的客户端计算机都通过网络连接到一台或多台服务器计

算机上,由服务器来集中处理和管理网络中的数据和资源。
在基于服务器的网络中,服务器存储和管理着大量共享资源,如文件、数据库等。客户

机通过网络访问这些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当客户机发出请求时,请求通过网络传输到相应

的服务器;
 

服务器处理请求后,将结果返回给客户机。服务器之间以及服务器与客户机之

间通过网络进行通信和数据传输,确保网络功能的正常实现。
基于服务器的网络优势体现在功能强大及安全性较高,适合大规模网络应用;

 

服务器

可以集中管理网络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
 

支持复杂的网络应用和服务。其不足之处体现

在成本较高,系统配置相对复杂;
 

服务器的负荷通常较高,需要良好的性能支持;
 

对服务器

的依赖性强,一旦服务器出现故障,可能影响整个网络的正常运行。
这两种网络组建方式各有优缺点,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对等网络适用于规模较小、

资源共享需求较高且对可管理性要求不高的场景;
 

而基于服务器的网络则适用于规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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