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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20世纪末期计算机网络的迅速普及，各种类型的计算机网络成了经济全球化运行的基础设施
。
如同公路、铁路、港口等传统的基础设施需要有大量的专业管理人员一样，计算机网络也需要大量的
网络管理员来管理，才能使这一信息资源的基础设施物尽其用，平滑、高效地运行。
　　本教材从实用性出发，全面介绍了计算机组网的各个环节。
以及计算机网络维护管理所需的基本知识。
对实际组网工作具有参考价值。
　　本教材主要面向计算机应用专业（大专）层面的学习者，学习本课程必须先学习计算机网络课程
。
鉴于读者已经学习过计算机网络的基本理论知识，因此，本书对网络的基础理论知识不再重述。
只是在介绍实践知识的同时，顺便对网络基础理论作一些简单的论述。
　　本教材的内容及编排顺序均按照中央电大《组网及网络管理技术》大纲要求。
内容包括：　　第一章首先介绍组网信道的概念、信道类型和特性。
介绍各种传输介质的应用领域和具体的参数指标，以及常用的几种连接传输介质的接插件和接口标准
。
　　第二章主要介绍常用的网络接口设备电气接口标准、通信协议，如V.24，V.35等。
介绍典型的网络通信设备，如集线器、交换机、路由器等。
介绍使用最多的以太网的基本组建办法，并具体介绍一个实际的以太网的设计和组网过程。
　　第三章主要介绍LAN一LAN互连、LAN一WAN一LAN互连的方法，介绍常用的网桥和路由器的作
用、规划、安装使用。
介绍保障网络运行安全的各种手段，包括管理和技术方面。
　　第四章主要介绍网络管理的基本概念，介绍简单网管协议SNMP，介绍VLAN的功能以及使用和管
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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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计算机应用专业（网络方向）编写的必修课程教材。
包括：组网用的物理信道、组网实践、计算机网络互连、计算机网络管理四部分内容。
该书从组网与网络管理的需要出发，在简述理论的同时，列举了大量的实际案例，提供了集体的组网
思路。
为培养学生实际网络工作能力提供了一个好的基础。
《组网与网络管理技术：计算机应用专业系列教材》编写新颖、实用；是电大及高等专科院校、成人
高校及社会其他成员掌握网络应用的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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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计算机组网是一个复杂的课题。
目前有很多用于这方面的技术。
但是每种技术都有一些特点区别于其他的技术。
几个有影响力的组织已经创建了独立的用于组网的标准，可惜他们之间却互相不兼容。
很多商业公司也已经创建了商用的网络产品和服务，他们却以非常规的方式使用了一些技术。
总的来说，由于存在多种技术，为了让这些系统都互相连接，组网就变得比较复杂。
　　对于初学者来说，计算机网络可能看上去是一个很容易混淆的系统，这是因为没有单一的理论用
来解释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各种组织和研究机构都已经试图定义抽象的模型来解释各种网络硬件和软件系统之间的区别
和相似之处。
不幸的是，技术各种各样而且经常变化，模型要么太简单不足以区分细节，要么太复杂无助于简化课
题。
　　而没有统一的术语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又是一个挑战。
这是因为有多个组织和机构在定义网络技术和标准，对于同一个概念可能有多个术语，而且技术术语
与通常的概念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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