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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路由技术的Internet，一个基本特征是网络行为的不确定性，其表现形式是通信路径和通信延
迟的不确定性，随之而来的便是服务质量、网络安全、网络管理、地址分配等一系列先天性缺陷。
《层次交换网络体系结构》提出了一种新的网络体系结构，将地址与拓扑结构相关联，以确定性的交
换代替不确定性的路由，从而解决了骨干网络中的各种重大缺陷。
书中系统地介绍了新体系结构中网络的拓扑结构、地址结构、数据包交换技术、通信流量均衡机制、
短接通信技术、交换机或信道的快速自愈技术、服务质量控制方法、基于运营商地址空间与用户地址
空间隔离的内建安全体系等。
最后，《层次交换网络体系结构》介绍了新体系结构怎样促进网络向IPv6转换、怎样与现有的基丁路
由的IPv4或IPvG网络兼容、共存以及逐步向新体系结构过渡的过程。
《层次交换网络体系结构》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仅阅读部分章节不足以对新体系结构有完整的理解
。
　　《层次交换网络体系结构》主要阅读对象是网络与通信领域的科研人员、高等院校教师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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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华林，研究员，博士生导。
主要研究领域为计算机网络与数据通信，包括网络体系结构、路由技术、交换技术、传输技术、服务
质量控制、网络安全、网络性能测量、中文域名解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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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Internet面临的挑战　　尽管Internet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这种成功
完全是出乎意料的。
当初设计Internet的体系结构时，有多方面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给目前的Internet带来了致命的先天不
足，使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甚至威胁到它的可持续发展和生存。
　　早期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对3个方面认识不足，它们是：网络用途、网络规模和通信技术进步。
创建Internet是为了满足军事和学术方面的需求，完全没有想到Internet会进入商用领域。
对这些特定的用户群体，没有人认真考虑网络会受到群体内部成员的攻击或破坏，也没有人想到网络
的赢利模式对网络的生存会有什么样的作用。
由于对网络用途认识的局限，进而造成了对网络规模认识的局限。
设计网络的先驱者们不但没有想到Internet会进入商业，也没有想到它会被普及到政府、机关、团体、
家庭和任何个人，更没有想到它会延伸到个人、汽车和家庭等环境中的各种用具以及野外的数据采集
与监测等领域。
网络规模的迅猛发展和通信量的指数增长，对网络资源、网络性能和网络行为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迫
使网络设备不断复杂化、网络变得更加脆弱、服务质量无法保证、运营商对高昂的网络资源投资心存
疑虑以及更为严重的网络安全隐患。
另外，技术因素也严重影响了设计方案的合理选择。
最初设计Internet时，通信技术相当落后，不仅信道容量小，更为严重的是信道的误码率高、信道的可
用性差。
数据通信对传输准确性的要求是百分之百的准确，而传统的话音通信是没有这种要求的。
为了网络传输的可靠性和网络的可用性，不仅限制了报文的长度、设计了复杂的校验和重传技术，还
创造性地提出了分布式的路由技术。
利用计算机的智能和自学习能力，相互交换路由信息，能自适应地避开不可用的端口和信道，即使在
遭到战争或自然灾害的局部损毁时，仍能将数据包送到目的地。
这种路由技术的分布式特性，带来可用性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弊端。
而当光通信技术日趋成熟后，误码率和可用性的问题并不突出，人们希望简化网络结构。
例如以太网，为了可靠性和可用性，最初的设计是分布式的总线结构，任意一台挂在总线上的计算机
失效，都不会影响其他计算机之间的正常通信。
这种分布式结构带来的毛病是控制复杂、难以部署、难以管理和维护。
在设备和信道可靠性获得大幅度提高后，人们很快就摒弃了分布式结构，采用树状结构的以太网交换
机。
但对Internet的路由技术和基于路由技术的无结构网络拓扑，人们意识到它的严重缺陷，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却拿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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