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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概论　　1.1　计算机网络的发展　　1.1.1　计算机网络在美国的发展　　进入20世纪80年
代末以来，在网络领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起源于美国的因特网（Intemet）的飞速发展。现在，因特网
已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那么因特网是怎么产生的，又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下面介
绍ARPANET、NSFNET及因特网，以帮助读者了解这些问题。　　1.ARPANET　　在20世纪60年代中
期，正是冷战的高峰，美国国防部希望有一个控制网络能在核战争的条件下幸免于难。传统的电路交
换电话网络太脆弱，因为损失一条线路或开关，就会终止所有使用它们的会话，甚至部分网络。国防
部把这个问题指派给其研究部门ARPA（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ARPA的成立是由于苏联
于1957年发射了人造卫星，它的任务是研究可能用于军事的高技术。ARPA没有科学家和实验室，它通
过资助和合同方式，让技术思想比较先进的公司和大学来完成该项任务。在与多个专家进行一些讨论
后，ARPA认为国防部需要的网络应该是当时比较先进的分组交换网，由子网（接口处理机连接而成
）和主机组成。建成的由子网和主机组成的ARPANET由子网软件、主机协议与应用软件支持。
在APRA的支持下，ARPANET得到了快速增长。随着对协议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ARPANET协议不
适合于在多个网络上运行，最后产生了TCPdP模型和协议。TCP/IP模型是为在互联网上通信而专门设
计的。有了TCP/IP协议，就可以把局域网很容易地连接到ARPANET。到了1983年，ARPANET运行稳
定并且很成功，拥有了数百台接口处理机和主机。此时，ARPA把管理权交给了美国国防部通信局。

Page 4



《计算机网络技术案例教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