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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黎连业、李楠、张晓冬、贾真贵编著的《局域网技术与组网方案》主要介绍局域网技术及其组网方案
。
全书共13章，主要内容包括局域网设计指标、优点和常用术语，局域网传输介质和互联设备，网络数
据通信和数据编码，MAC，百兆、千兆、万兆、十万兆局域网技术及其组网方案等。
附录部分包含网络综合布线系统中物理隔离技术和8B／10B代码表。
《局域网技术与组网方案》内容由浅入深、系统全面、主次分明，讲解循序渐进，语言清晰易懂，是
全面学习和掌握局域网技术和组网方案的理想书籍。
适合从事计算机网络工程的技术人员、工程项目管理人员、系统集成人员使用，也可以供计算机网络
及其相关专业的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及教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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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分组交换 分组交换（Packet Switching）也称报文分组交换（或包换）。
分组交换技术是报文交换技术的改进。
分组交换是把较长的报文分成若干个较短的报文组。
报文分组是交换单位，它与报文交换方式不同的是交换要包括分组编号。
各组报文可按不同的路径进行传输，当各组报文都到达目的节点后，目的节点按报文分组编号重组报
文。
与报文交换方式相比，分组交换方式具有以下优点： （1）数据传输灵活，对中继节点存储容量的要
求相对较小。
由于报文被分组之后，一个长报文被分成若干个短报文分组，各报文分组可以选择不同的路径进行传
输，先到达中继节点的报文分组不必等待未到达的报文分组而继续向下一个节点转发。
 （2）转发时延降低。
 （3）转发差错少，容易进行恢复处理。
 （4）便于控制转发，在信息传输中允许被打断。
 电路交换和分组交换有许多不同之处。
关键之处在于电路交换中信道带宽是静态分配的，而分组交换中信道带宽是动态分配和释放的。
在电路交换中已分配的信道带宽未使用时都被浪费掉了，而在分组交换中，这些未使用的信道带宽可
以被其他分组所利用，因为信道不是为某对节点所专用的，从而使信道的利用率非常高。
 另一个不同点是电路交换完全透明，发送方和接收方可以使用任何速率、任意帧格式进行通信。
而分组交换中，发送方和接收方必须按一定的数据速率和帧格式进行通信。
电路交换和分组交换的最后一个区别是计费方法不同。
在电路交换中，通信费用取决于通信时间和距离，而与通信量无关，原因是在电路交换中通信双方独
占信道带宽。
而在分组交换中，通信费用主要按通信流量来计算，仅适当考虑通信时间和距离。
IP电话（InternetPhone）就是使用分组交换技术的一种新型电话。
 差错控制技术 4.5.1 差错产生原因与类型 差错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存在噪声。
噪声是一种干扰，可分为热噪声和冲击噪声两种类型。
 热噪声是由于分子热运动引起的，其特点是任何时候都存在，而且大量分布在很宽的频谱范围内，热
噪声引起的差错具有随机性。
 冲击噪声来自脉冲电磁干扰，如触点电弧、电力线上的电流浪涌等。
 产生差错的另一因素是信道上传输的信号频率，经过一段距离的传输后，其振幅会衰减，波形也会发
生畸变。
 4.5.2 检错码与纠错码 一、检错码 只具有检错功能，不能确定错误位置，也不能校正错误。
如1位奇偶校验（测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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