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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是信息时代，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是全球信息化。
在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已成为最具活力的生产力，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信息已成为一种重要资源。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使得人们需要进行传送的信息量呈爆炸式增长，通信技术也成为信息领域的关键
技术之一。
社会的需求和技术的进步，使得通信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
现代通信技术正向数字化、综合化、宽带化、智能化和个人化方向发展。
　　交换的概念是伴随电话的出现而产生的，随着科技的发展，交换技术也从传统的电路交换、报文
交换、分组交换发展到以ATM、IP为核心的宽带交换，同时，在软交换和光交换技术方面也取得了重
大成就。
　　交换的实质就是将输入用户的信息，根据用户意愿转移到输出端口，以达到经济、快速、高质量
信息转移的目的。
自从1878年第1台人工磁石电话交换机发明以来，交换技术也从只能承载单一业务的电路交换、报文交
换等窄带交换技术发展到现如今可以承载多种业务的宽带交换技术。
　　现代各种交换技术，从本质上讲，是通信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结合的产物。
现代各种交换系统实质上是一个由计算机控制的完成信息处理、存储和转移任务的应用系统。
　　现有的通信网，无论是局域网还是广域网，绝大多数都是交换式通信网。
现代交换机具有强大的信息交换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和出色的稳定性，同时解决了网络智能化问题，
增强了网络的实用性和灵活性，降低了组网成本，提高了网络性能。
从通信网络的发展可以看出，通信网的演进离不开交换技术的突破，交换是网络的核心，网络是信息
传送的平台。
在交换与网络共同支撑的信息社会的基础设施中，电路交换技术、ATM交换技术以及路由器与IP交换
技术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本书是作者在总结20余年从事通信工程实践和科研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多年教学、教改经验，并
大量参阅了国内外有关文献，在原有讲稿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它包含作者多年专业知识的积累，希望能给读者带来一些启迪和帮助。
书中各章中设置了内容简介、重点难点和小结，这样有利于学生提纲挈领地学习和巩固所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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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交换原理与技术》从应用角度出发，紧紧围绕交换的核心，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通信
网中各种交换技术的基本概念、特点及其工作原理。
全书共分10章，主要介绍了交换的产生与概念以及各类交换技术的原理及其发展过程，交换单元及其
网络，电路交换的基本原理与技术，信令系统，通信工程设计与综合布线技术，分组交换与帧中继技
术，ATM交换技术，路由器与IP交换技术，下一代网络体系与软交换，以及光交换技术。
《现代交换原理与技术》每章都配有内容简介、重点难点、小结和习题，便于教学和读者自学。
　　《现代交换原理与技术》可作为本科及高职高专院校通信、电子信息类专业或其他相关专业的教
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通信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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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层是OSI的数据链路层。
二层交换机是数据链路层的设备，它能够读取数据包中的MAC地址信息并根据MAC地址来进行交换
。
　　交换机内部有一个地址表，这个地址表标明了MAC地址和交换机端口的对应关系。
当交换机从某个端口收到一个数据包，它首先读取包头中的源MAC地址，这样它就知道源MAC地址
的机器是连在哪个端口上的。
它再去读取包头中的目的MAC地址，并在地址表中查找相应的端口。
如果表中有与这目的MAC地址对应的端口，则把数据包直接复制到这端口上；如果在表中找不到相应
的端口，则把数据包广播到所有端口上。
当目的机器对源机器回应时，交换机又可以根据目的MAC地址与哪个端口对应，在下次传送数据时就
不再需要对所有端口进行广播了。
　　二层交换机就是这样建立和维护它自己的地址表。
由于二层交换机一般具有很宽的交换总线带宽，所以可以同时将很多端口进行数据交换。
如果二层交换机有N个端口，每个端口的带宽是M，而它的交换机总线带宽超过N×M，那么这交换机
就可以实现高速交换。
二层交换机对广播包是不做限制的，把广播包复制到所有端口上。
目前，二层交换机一般都含有专门用于处理数据包转发的专用集成（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ASIC）芯片，因此转发速度可以做到非常陕。
　　二层交换机采用了基于硬件的转发机制，能够转发各种数据链路层的协议，包括局域网（LAN）
中的以太网和高速令牌环网（FD-DI）以及广域网（WAN）中通过VC交换的帧中继（FR）和异步转
移模式（ATM）等，经典的LAN多端口网桥也属于这一层。
该层支持简单的网络分段，并能令网络性能有明显的改善。
　　③三层交换技术　　第3层是OSI的网络层。
三层交换并非只使用第三层的功能，而是把第三层的路由选择与第二层的交换功能结合了起来，实现
了网络分组快速交换的设备。
三层交换机并不是简单地把路由器设备的硬件及软件简单地叠加在局域网交换机上。
　　我们知道，网络层的主要任务是为分组寻找合适的路南。
传统的路由器由于使用软件和通用的CPU来实现对数据报的转发，因而延迟比较大，转发的速度也比
较慢。
第三层交换正是针对这个问题提出的。
第三层交换机的目标在于要兼备两个特征，并通常采用专用集成电路将常用的软件功能固化在硬件这
中，形成完备的路由器的子集。
在未来的第三层交换机中还将具备更多的功能，成为功能更加完备的路由器。
例如，除了具有转发的功能外，还将具备自动划分数据流等级与服务等级的功能，以及提供某种形式
的QoS等，这将是第三层交换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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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交换原理与技术》是作者在总结20余年从事通信工程实践和科研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多年
教学、教改经验，并大量参阅了国内外有关文献，在原有讲稿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围绕交换核心，系统介绍各种交换技术，应用角度出发，面向高职就业岗位要求，选材丰富新颖，内
容体现实用性先进性。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交换原理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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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