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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国外计算机科学经典教材：网络体系结构模式》中，John Day采用了独特的方法解决网络体
系结构的问题。
他通过拨开历史云雾，在我们来自于原ARPANET和如今的Internet的认识鸿沟之间架起了桥梁，重新
阐述了联网技术。
在其中，他讲述了社会经济学如何使这一进程偏离轨道，而出现目前的危机。
　　《国外计算机科学经典教材：网络体系结构模式》首先介绍了ARPANET开发中的7大基础的、未
解的问题。
同时，作者揭示了协议中简化设计和实现的被忽视的模式。
他将使您对命名和寻址的核心问题有新的深入认识，并从上层体系结构中获得结果。
接着，《国外计算机科学经典教材：网络体系结构模式》开始为我们突破Internet的局限后如何利用设
计、开发和管理的结果打基础。
　　《国外计算机科学经典教材：网络体系结构模式》用极具感染力、优雅性和深刻性的内容，改变
了我们构想、架设和实现网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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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John Day自1970年参与ARPANET和其后续产品Internet的设计以来，一直从事并行处理、操作系统
开发和高级计算机联网技术研究。
他管理OSI参考模型、命名和寻址以及高层体系结构的开发。
自1984年以来，他领导开发网络管理体系结构，以及每个层上的一些相关的产品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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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网络体系结构基础　　1.3 抽象级别　　1.3.1 模型　　层、服务、协议或分布式应用程序模
型的定义在设计和制定规范过程中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
从本质上讲，模型定义了通信共享的概念模式，它定义了讨论范围中的对象及其属性、在其上面进行
的操作、它们如何相关以及它们之间的信息通信等。
　　模型是针对所有协议的，但是它对于分布式应用层协议最重要.由于低层协议的模型需要保证通信
的完整性并进行资源管理，因此它们必须是相似的、独立的，只需少量或者不需要与协议之外的实体
进行交互。
这里的模型主要用作一种解释工具来描述协议行为。
从性质上说，应用层协议与低层协议不同.应用层协议用于修改协议外部对象的状态，而数据传输协议
修改的是协议内部状态。
例如，文件传输协议修改操作系统的文件系统的状态（外部），而TCP协议修改协议内部的状态向量
。
令人遗憾的是，有多种文件系统，它们各自还有很多不同的属性.虽然相应系统可能具有不同的模型，
但应用层协议必须为通信系统建立一个共同的模型。
实际上，模型描述了分布式应用程序的语义。
　　在讨论上层体系结构时，我们会做出更多说明。
记住，规范需要四个抽象级别：模型级别（这里主要讨论它）、服务和协议级别（将会在后面讨论）
、实现级别（至少在源代码方面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在本书中主要讨论的是模型级别或体系结构级别.我们重点讨论协议模型、层模型以及如何合并它们来
创建一个工作体系。
我们尽力确定那些使它们很好地相互适应的属性，同时也会考虑用一些特定的协议和体系结构来解释
不同的观点。
　　1.3.2服务　　使用技巧来隐藏复杂系统的设计和实现机制一直都很重要。
隐藏机制已经应用于计算机科学中：大多数编程语言中过程的概念、操作系统的层、面向对象模型等
。
它们都将机制隐藏到抽象视图后面的概念中，从而方便管理。
这一点很有效：简化了对象间的交互，并且允许在不影响用户的情况下修改对象提供功能的机制，这
大大增强了它的效能。
　　在通信中，分层结构中也有隐藏机制。
层的概念基本上就是在一个简单环境（只有很少类型的“对象”并且在它们之间只有很少的交互）中
重塑进程或对象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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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外计算机科学经典教材：网络体系结构模式》特色：网络协议中综合“矛盾”方法和简化设
计与实现的模式；“衍生”联网技术是进程间通信（IPC）的结果；用不同操作作用域和范围重复的
分布式IPC模型；进行网络地址拓扑使得路由成为局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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