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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计算机网络经典性教科书（现在是第三版）。
它是目前美国大多数大学里所开设的计算机网络课程的主要参考书。
目前国内外能见到各种有关TCP/IP的书籍，其主要内容均出自本书。
本已书的特点是：强调原理，概念准确，深入浅出，内容丰富且新颖。
全书共分为三卷。
第1卷是最基本的，从TCP/IP的基本概念计起，讨论了TCP/IP的主要协议和整个的体系结构。
各章之后还附有很多好的练习题。
书后还有两个附录，给出了RFC指南和重要的词汇表。
本书可供计算机和通信专业的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作为教科书和学习参考书，也可供从事科研和技
术开发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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