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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计算机网络的规模不断扩大，计算机网络管理逐渐向自动化
、智能化、综合化方向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上的各个研究组织、科研院校等就开始对计算机网络管理进行理论方面的
研究，提出了计算机网络管理理论，相应的管理技术和管理系统也在不断地发展。
经过多年的发展，在理论上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计算机网络管理理论体系。
在实践中计算机网络管理已经成为现代通信网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故了解和掌握计算机网络管理
原理和技术是了解和掌握现代通信网络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本书从计算机网络管理的体系结构出发，并重点对计算机网络管理的原理、技术与应用进行了全
面介绍。
全书共分为12章，第1章主要介绍了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网络管理的定义和价值、计算机网
络管理的标准化过程，以及当前主流的计算机网络管理和IT管理体系结构。
第2章主要介绍了计算机网络管理的体系结构，详细说明了在设计计算机网络管理系统时需要用到的
网络的组成部件和结构，以及各部件之间的关系。
第3章主要介绍了OSI的计算机网络管理方案，包括信息模型、组织模型、通信模型和功能模型。
第4章主要介绍了抽象语法表示ASN.1与基本编码规则。
第5章主要介绍了管理信息库，详细说明了MIB－2的结构及各组定义。
第6章和第7章主要介绍了目前广泛用于TCP／IP网络的计算机网络管理协议——SNMP，包括V1／V2
／V3三个版本，SNMP也是事实上的工业标准。
第8章主要介绍了远程网络监视RMON，它是对SNMP标准的重要扩充，增强了计算机网络管理的监控
功能。
第9章主要介绍了几个典型的计算机网络管理系统。
第10章为通过四个实例的实验来验证基于SNMP的计算机网络管理技术。
第11章从全局性的信息安全、网络安全和典型的网络安全相关技术方面介绍了计算机网络安全的知识
。
第12章主要介绍了最近一段时期以来的IT管理和计算机网络管理的发展，并引入了几个计算机网络管
理技术层面的最新概念。
全书以现代计算机网络管理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管理技术为背景，力求能够反映近年来国内外计算机网
络管理的发展状况和应用实际。
　　通过本书的学习，读者可以掌握计算机网络管理的基本概念、名词术语和原理，了解计算机网络
管理的发展历史和发展特点，掌握计算机网络管理系统功能及管理接口的设计思路和设计方法，了解
一些通用的计算机网络管理信息模型、计算机网络管理系统的开发过程和开发工具，可以对计算机网
络管理系统进行基本的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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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网络管理原理与实现》从计算机网络管理的体系结构出发，全面介绍了计算机网络管理
的原理、技术与应用，并以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为脉络，讲述了计算机网络管理的体系结构、设计
网络管理系统涉及到的主要网络组成部件，分章节介绍了抽象语法表示ASN.1、基本编码规则、管理
信息库、SNMP、远程网络监视RMON、典型的网络管理系统、基于SNMP的网络管理技术实例和网络
安全相关技术，最后介绍了最近一段时期以来的IT 管理和网络管理的发展，并引入了几个网络管理技
术层面的最新概念。
全书以现代网络管理系统和网络管理技术为背景，力求反映近年来国内外网络管理的发展状况和应用
实际。
《计算机网络管理原理与实现》可以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网络管理课程的教学参考书，也可作为从
事网络管理的规划设计人员、运行维护人员和网络管理专业科研人员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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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每个管理域有一个唯一的名字，包含一组被管理的对象。
管理和代理之间有一套通信规则。
属于一个管理域的对象也可能属于另一个管理域，如图3—4中的对象YAB既属于管理域A，也属于管
理域B。
当网络被划分为不同的管理域后，还应该有一个更高级的控制中心，以免引起混乱。
　　因而在以上概念模型的基础上又引入了上层管理域（AdministrativeDomain）的概念。
上层管理域的作用是划分和改变管理和控制。
图3—4中的管理域A和B属于同一上层管理域。
关于分布式网络管理的许多概念，如管理域的安全问题、管理域的备份策略问题，管理域之间的动态
关系问题等，是学术界目前讨论的主要论题，标准还不成熟。
　　3.3　OSI的管理信息模型　　管理信息模型是指用面向对象的方法为与管理相关的资源建立的模
型，由此产生了一套构造管理信息库的方法。
面向对象的设计方法允许根据实际需要，以模块的方式增加新的被管对象类及其功能。
在OSI的规范中，要求开放系统之间以系统管理协议传递的信息使用面向对象的设计原则。
下面首先介绍模型设计中涉及的几个关于面向对象的基本概念。
　　（1）封装　　封装是面向对象技术的一个基本特征。
在OSI的管理信息模型中，每一种被管理的网络资源类型都由一个被管对象类来表示。
该类资源的一个特定应用由一个被管对象实例表示：与该资源相关的管理数据及应用于该资源的管理
过程被包装（封装）在相应对象中。
网络管理应用只有通过相应对象才能访问网络资源，并实现监视和控制。
　　（2）属性　　属性是被管对象所代表资源的某一种特性，如当前状态等。
属性值反映了相关资源的状态。
因此对网络资源的监视、控制实际上是通过对资源属性的监视或设置相应属性值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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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读《计算机网络管理原理与实现》可以掌握计算机网络管理的基本概念、名词术语和原理，了解
计算机网络管理的发展历史和发展特点，掌握计算机网络管理系统功能及管理接口的设计思路和设计
方法，了解一些通用的计算机网络管理信息模型、计算机网络管理系统的开发过程和开发工具，可以
对计算机网络管理系统进行基本的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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