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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主要围绕局域网与城域网领域的技术，以IEEE 802有关标准为主线，讨论网络体系结构与参
考模型、IEEE 802．3／802．1l／802．16／802．17标准技术、网桥与交换式网络等方面内容。
其中主要是系统结构与各层协议，并尽可能反映最新的标准化发展。
　　自从20世纪80年代局域网开始流行以来，其技术和应用领域已经有了重大发展，而进入21世纪以
来的变化尤为深刻，基于局域网发展起来的局域网与城域网正在成为信息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支撑
。
但是，全面涵盖这一领域的教材远不能反映进入2l世纪以来在这一领域的深刻变化。
　　本书的编写意图是较为全面地讨论最新的局域网与城域网技术。
　　·面向21世纪的网络：进入21世纪以来，以802网络为代表的局域网与城域网技术已经全面转变为
“基于分组”的网络；扬弃了以LLC为中心的体系结构而转向与IP天然匹配的MAC直接承载架构；链
路级不再受限于共享介质而是可以提供链路级的QoS与安全性。
系统级的全面改造使得802网络可以匹配IP技术，成为信息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支撑。
讨论分析这些进入新世纪的技术特征是本书的一个主要目标。
　　·涵盖全面的网络：当今的802网络技术已经走出了“局域”的区域限制，已经从局域网延伸到了
城域网与接入网，并正在进军广域网领域；802网络也开始跳出专用网络，正在发展成电信级的公用网
络。
跨出局域网的区限讨论问题，是本书的一个宗旨。
　　·标准及其演进：在网络通信领域，标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本书强化对技术标准及其演进的介绍，通过对标准演进的审视可以提高对技术兴替的认识。
在研究学习的早期接触标准也有利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　以架构为中心：本书十分重视讨论网络的系统结构，以系统架构与参考模型为中心组织内容
，可以使纷繁的协议与技术得以条理清晰、便于理解。
在网络技术学习中，抓住系统结构这个中心方可“纲举目张”。
　　协议是网络之本：网络协议是网络的灵魂，是技术的核心。
协议讨论是本书的重要内容。
　　基本原理：网络的关键技术众多，但有一些基本原理会在多处反复出现。
不管是总体技术、协议技术还是底层的物理技术，都是如此。
本书在讨论中注重基本原理的重复、对比与解释，力求加深基本原理的理解与灵活运用。
　　本书的内容可以分为以下4个部分。
　　第1部分——背景与基础。
介绍局域网的产生与兴起，网络拓扑概要与传输介质。
　　第2部分——网络体系结构。
从著名的OSI体系结构出发引入802体系结构。
体系结构是统率网络的整体纲领，后继的LLC讨论可以认为是OSI体系结构的一个范例。
　　第3部分——各种“物理网络”标准。
讨论内容包括有线网络（以太网与弹性分组环）和无线网络（无线局域网与无线城域网），这部分内
容占了本书的最大篇幅。
　　第4部分——局域网与城域网中的交换技术。
包括网桥、交换式局域网和虚拟局域网。
这部分内容紧跟在以太网之后，便于后继章节使用交换网络与虚拟网络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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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较为全面地介绍局域网与城域网技术。
全书包括四部分内容：背景与基础，包括网络拓扑与传输介质；网络体系结构，包括从OSI体系结构
到802网络模型，以及对LLC的讨论；物理网络规范，包括局域网络802.3与802.11，以及城域网络802.17
与802.16；网络交换技术，包括网桥、交换式局域网与虚拟局域网。
　　本书力求全面地反映进入21世纪以来的局域网与城域网技术，注重基本概念与系统架构，根据最
新标准介绍日新月异的技术，重点讨论网络的协议技术。
　　本书可作为网络工程、通信工程及相关专业的高年级学生或研究生的专业课教材。
对准备进一步加强网络通信领域专业基础的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也有较高的参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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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一种网络，计算机的“局域”网络，正在全球范围发展。
面对互联网铺天盖地的大潮，无论是大型企业、大学还是政府，都宣称要在自己的大楼内、园区内、
城市内建设高性能的“局域”网络，都宣称将依托自己高性能的“局域”网络构建信息化基础设施，
构建数字化楼宇、数字化校园，甚至数字化城市。
　　这一事实引起我们思考两个问题：究竟什么是“局域”网络；局域网络为什么会成为互联网时代
信息化基础设施的重要构成。
　　作为本书的开始，本章将主要讨论：　　·几个重要的入门级概念（包括术语LAN／MAN/WAN
、局域网络的需求与应用）：　　·局域网与城域网的发展简史；　　·局域网络的基本结构；　　
·局域网络标准与标准的制定；　　·局域网与城域网的定义，以及定义反映出的网络特点。
　　1.1　引言　　当前广泛使用的术语“局域网”显然早己不是局限于局域范围了，其覆盖范围已经
延伸到大型的园区甚至大型的都市。
因此，我们首先讨论术语“局域网”的由来与当前的含义，讨论为什么会经常作为一个紧密关联的话
题而并列局域网与城域网，起源于小范围覆盖的局域网络技术为什么会延伸到大范围覆盖的园区甚至
城市。
　　本书中首先需要明确的3个最基本的术语是：　　·局域网（Local Area Network，LAN）：　　·
城域网（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MAN）：　　·广域网（Wide Area Network，WAN）。
　　顾名思义，这三个术语的基本含义的区别是覆盖范围。
LAN覆盖局部区域，MAN覆盖都市区域，WAN覆盖多个城市的广大区域。
　　历史上的局域网远不像今天这样引人注目。
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局域网，只能连接几台几十台PC，覆盖一个最多几个办公室，共享硬盘、打印机
等“昂贵外设”，谁也预料不到今日一个“局域网络”可以覆盖一个大楼甚至一个大型的园区，可以
连接成千上万台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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