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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网络学习辅导与实验指南》是教材《计算机网络》（第2版）（沈鑫剡编著，清华大学出版
社出版）的配套辅导教材，每章由三部分组成: 知识要点、例题解析和实验。知识要点部分给出了教
材中对应章的知识脉络，重点、难点问题的理解和分析方法；例题解析部分分为自测题、简答题、计
算题和综合题，自测题用于自我评判对教材内容的理解程度，简答题、计算题和综合题使读者进一步
理解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方法和技术，掌握解题思路，培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验是《计
算机网络学习辅导与实验指南》的一大特色，以Cisco Packet Tracer软件为实验平台，针对每章内容设
计了大量帮助读者理解、掌握教材内容的实验，这些实验同时也为读者运用Cisco网络设备设计各种规
模的网络提供了方法和思路。
本教材适合作为计算机专业学生“计算机网络”和“计算机网络工程”课程的参考书和实验指南，也
可作为用Cisco网络设备进行网络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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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以太网交换机和路由器本质上都是数据报分组交换机，其作用都是转发数据报，以太
网交换机根据转发表确定MAC帧的输出端口，路由器根据路由表确定IP分组的输出端口和下一跳结点
的IP地址，但以太网交换机建立转发表的过程和路由器建立路由表的过程是不同的，以太网交换机通
过地址学习建立转发表，而路由器通过路由协议建立路由表。以太网交换机能够通过地址学习建立转
发表基于4个前提：一是MAC地址是平面地址，转发表中每一个MAC地址对应一项转发项，转发项
由MAC地址和输出以该MAc地址为目的地址的MAC帧的端口组成；二是以太网交换机只有接收到某
个终端发送的MAc帧，才能在转发表中建立用于指明通往该终端的传输路径的转发项，因此，对目的
地址不在转发表中的MAC帧，采用广播方式进行转发；三是要求以太网中终端之间不存在环路，即任
何两个终端之间只有单条传输路径；四是以太网端到端传输路径中交换机与交换机之间、交换机与终
端之间或是用点对点信道，或是用广播信道实现互连，发送到信道上的MAc帧必然被传输路径上的下
一个结点（交换机或终端）接收，而端到端单条传输路径保证传输路径上的下一个结点或是交换机（
再次根据转发表转发），或是目的终端本身。这4个前提路由器都是无法满足的，一是转发表中只需
指明通往连接在同一以太网上终端的传输路径。而路由表中需要指明通往互联网中任何一个终端的传
输路径，如果为每一个IP地址建立一项路由项，路由表的容量将是天文数字，这也是需要通过无分类
编址尽量用一项路由项指明有着相同下一跳的多条通往不同终端的传输路径的原因；二是路由器不可
能通过广播方式转发目的IP地址不在路由表中的IP分组，因为在整个Internet广播IP分组是不可想象的
事，因此，必须先建立通往某个终端的传输路径，然后再传输以该终端为目的终端的IP分组，这也表
明路由表必须通过路由协议建立，而不是通过学习接收到的IP分组的源IP地址建立；三是如果
将Internet建成树状结构，不但使Internet丧失容错性，树根结点更是无法承载流经它的流量，因此
，Internet必须是网状结构，这样才能增加Internet的容错性，并通过将流量均衡到多条传输路径来消除
瓶颈结点和瓶颈物理链路。一旦Internet采用网状结构，必须通过路由协议建立路由表，且路由协议必
须具有在多条传输路径中选择最优传输路径的能力；四是互联网中互连当前跳和下一跳的是传输网络
（如交换式以太网），实现连接在同一传输网络上的两个端点之间通信需要获取两个端点传输网络对
应的物理地址（如以太网的MAC地址），但通过地址学习过程建立的转发表只能建立目的终端地址与
输出以该目的终端地址为目的地址的IP分组的端口之间的关联，无法获取端到端传输路径上下一跳的
地址信息，对于用传输网络互连当前跳与下一跳的情况，下一跳地址信息是实现IP分组当前跳至下一
跳传输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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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计算机网络学习辅导与实验指南》详细介绍在cisco Packet Tracer软件实验平台上设计、配置和调试
各种规模网络的方法和步骤，培养学生运用cisco网络设备设计复杂网络系统的能力..通过大量的例题
解析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材内容.掌握解题思路.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教材中的难点
进行更深入的讨论，理清教材内容的知识结构，给出完整理解教材内容的方法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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