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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新的网络工程师考试大纲，这次再版时对《网络工程师教程》内容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
对基础知识部分进行了简化，对应用技术部分进行了改写，突出了网络服务器的配置、路由器和交换
机的配置、以及网络安全和网络管理等实用技术。
在适当调整后，全书缩减为10章，其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第1章介绍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这一章最主要的内容是计算机网络的体系结构——ISO开放系统互
连参考模型，其中的基本概念，例如协议实体、协议数据单元，服务数据单元、面向连接的服务和无
连接的服务、服务原语、服务访问点、相邻层之间的多路复用，以及各个协议层的功能特性等，都是
进行网络分析的理论基础，是网络工程技术人员应该掌握的基础知识。
第2章讲述数据通信的基础知识，这一章主要是属于物理层的内容。
网络工程师除了熟悉网络协议的工作原理、能够操作网络互连设备之外，也应该掌握数据通信方面的
基础知识，这样，在进行网络故障分析和故障排除时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地解决问题。
第3章介绍电话网、数据通信网、帧中继网和综合业务数字网等广域通信网方面的基础知识，这些网
络都是进行网络互连时必须要用到的基础设施，这方面的基础知识可以帮助网络工程师根据已有的条
件选择网络互连设备。
第4章详细介绍局域网和城域网方面的主要技术。
这次修改时突出了快速以太网技术，删去了较少使用的令牌环网等，丰富了无线局域网和城域网方面
的内容。
这一章是网络工程师应该掌握的最重要的基础知识。
第5章讨论了网络互连的基本原理，深入讲解了Internet协议及其提供的网络服务。
这一章也是网络工程师应该掌握的重要的基础知识。
第6章包含了网络安全方面的基础知识和应用技术。
读者应该掌握诸如数据加密、报文认证、数字签名等基本理论，在此基础上深入理解网络安全协议的
工作原理，并能够针对具体的网络系统设计和实现简单的安全解决方案。
第7章介绍了Windows和Linux操作系统的基础知识，并详细讲述了常用的各种服务器的配置方法。
这一章的内容主要是在具体操作方面，网络工程师要能够熟练地配置各种网络服务器，排除网络服务
器中出现的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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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工程师教程》是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指定用书。
本教材根据前两版的内容，并根据考试的重点内容做了较大篇幅的修订，书中主要内容包括：数据通
信、广域通信网、局域网、城域网、因特网、网络安全、网络操作系统与应用服务器配置、组网技术
、网络管理和网络规划和设计。
　　《网络工程师教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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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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计算机网络概论1.1 计算机网络的形成和发展1.早期的计算机网络自从有了计算机，就有
了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的结合。
早在195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就开始为美国空军设计称为SAGE的半自动化地面防空系统
，该系统最终于1963年建成，被认为是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结合的先驱。
计算机通信技术应用于民用系统方面，最早的当数美国航空公司与mM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联
合研究、60年代初投入使用的飞机订票系统SABRE-I.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信息服务系统则是世界上最
大的商用数据处理网络，其地理范围从美国本土延伸到欧洲、澳洲和亚洲的日本。
该系统于1968年投入运行，具有交互式处理和批处理能力，由于地理范围大，可以利用时差达到资源
的充分利用。
 在这一类早期的计算机通信网络中，为了提高通信线路的利用率并减轻主机的负担，已经使用了多点
通信线路、终端集中器以及前端处理机等现代通信技术。
这些技术对以后计算机网络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以多点线路连接的终端和主机间的通信建立过程，可以用主机对各终端轮询或是由各终端连接成雏菊
链的形式实现。
考虑到远程通信的特殊情况，对传输的信息还要按照一定的通信规程进行特别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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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网络工程师教程》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件，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
资格（水平）考试纳入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统一规划。
通过考试获得证书的人员，表明其已具备从事相应专业岗位工作的水平和能力，用人单位可根据工作
需要从获得证书的人员中择优聘任相应专业技术职务（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
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实施全国统一考试后，不再进行相应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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