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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国务院鼓励软件产业发展政策的带动下，我国软件业一年一大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销售收入
由2000年的593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1633亿元，年均增长速度39.2％；2000年出口软件仅4亿美元，去年
则达到20亿美元，三年中翻了两番多；全国“双软认证工作体系”已经规范运行，截止2003年11月底
，认定软件企业8582家，登记软件产品18287个；11个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快速成长，相关政策措施正
在落实：我国软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日益提高。
在软件产业快速发展的带动下，人才需求日益迫切，队伍建设与时俱进，而作为规范软件专业人员技
术资格的计算机软件考试已在我国实施了十余年，累计报考人数超过一百万，为推动我国软件产业的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软件考试在全国率先执行了以考代评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颁布的《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国家人事部和信息产
业部对计算机软件考试政策进行了重大改革：考试名称调整为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
）考试；考试对象从狭义的计算机软件扩大到广义的计算机软件，涵盖了计算机技术与软件的各个主
要领域（5个专业类别、3个级别层次和20个职业岗位资格）；资格考试和水平考试合并，采用水平考
试的形式（与国际接轨，报考不限学历与资历条件），执行资格考试政策（各用人单位可以从考试合
格者中择优聘任专业技术职务）；这是我国人事制度改革的一次新突破。
此外，将资格考试政策延伸到高级资格，使考试制度更为完善。
信息技术发展快，更新快，要求从业人员不断适应和跟进技术的变化，有鉴于此，国家人事部和信息
产业部规定对通过考试获得的资格（水平）证书实行每隔三年进行登记的制度，以鼓励和促进专业人
员不断接受新知识、新技术、新法规的继续教育。
考试设置的专业类别、职业岗位也将随着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而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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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工程师教程(第2版)(2009版)》是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的指定
用书。
按照新的网络工程师考试大纲的规定，《网络工程师教程(第2版)2009版》包含了数据通信基础知识、
网络体系结构和网络协议、广域通信网、局域网和城域网、TCP/IP网络和互联网、网络操作系统、网
络工程与组网技术、网络安全与网络管理技术，以及网络需求分析和网络性能评价等方面的内容。
《网络工程师教程(第2版)2009版》兼顾基础，突出实用，是参加本考试的必备教材，也可作为网络工
程从业人员学习网络技术的教材或日常工作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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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测试 12.4.2 网络设备测试 12.4.3 网络系统和应用测试 12.5 网络性能评价 12.5.1 网络性能度量 12.5.2 
响应时间 12.5.3 吞吐率 12.5.4 资源利用率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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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载波带载波带或单信道宽带是宽带系统的一种简化形式。
载波带的整个带宽都贡献给单独的传输信道。
一般说来，单信道宽带系统有下列特点：总线拓扑结构和双向传输。
因而传输系统中不能用放大器，也不需要端头，使用载波频率较低（几个MHz）的FSK调制，因为低
频的信号畸变较小。
由于整个频带只用于一种传输业务，因而不必把Modem的输出限制在很窄的频带上，它的能量可以分
布在整个电缆的频谱上，这样就简化了Modem的电路。
所以这种系统在性能和价格上与基带系统相当。
2.环型拓扑环型拓扑由一系列首尾相接的中继器组成，每个中继器连接一个工作站（图4-1（b））。
中继器是一种简单的设备，它能从一端接收数据，然后从另一端发出数据。
整个环路是单向传输的。
工作站发出的数据组成数据帧。
在数据帧的帧头部分含有源地址和目的地址字段，以及其他控制信息。
数据帧在环上循环时被目标站复制，返回发送站后被回收。
由于多个站共享环上的传输介质，所以需要某种访问逻辑控制各个站的发送顺序，本章后面将讨论环
网的介质访问控制协议。
由于环网是一系列点对点链路串接起来的，所以可使用任何传输介质。
最常用的介质是双绞线，因为它们价格较低；使用同轴电缆可得到较高的带宽，而光纤则能提供更大
的数据速率。
表4-4表示了常用的几种传播介质的有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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