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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网络管理是对网络的性能、品质进行监测和控制的技术。
它通过高度协调资源，进行网络及其他系统（资源）的故障管理、配置管理、统计管理、性能管理和
安全管理等，以达到使网络（和其他资源）可靠、安全和高效运行的目的。
网络管理是计算机网络系统（硬、软件）运行、控制及指挥的中枢和灵魂。
随着网络规模增大和复杂性增加，网络管理的重要性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网络管理理论和技术也伴
随着网络与通信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和发展。
本书从网络管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相关标准和协议人手，逐步深入介绍各种网络管理体系结构及
其相关实现技术。
第1章给出了网络管理的定义；介绍了网络管理的基本内容、网络管理系统基本框架、网络管理的几
种模式；还介绍了有关网络管理的一些国际标准，包括ISO标准、ITU—T建议书和IETF的RFC。
第2章介绍了网络管理协议，包括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公共管理信息协议CMIP和电信管理
网TMN。
第3章概述了当今流行的各种网络管理技术，包括基于SNMP的网络管理、基于策略的网络管理、基
于MobileAgent的网络管理、基于CORBA的网络管理、基于web的网络管理，以及基于XML的网络管理
和智能故障管理与事件关联技术。
第4章介绍了网络管理协议开发平台，主要包括SNMPManager开发平台和SNMPAgent开发平台及其实
现技术。
第5章介绍了层次化网络管理体系结构，主要包括基于SNMP的层次化网络管理框架结构、通信方式理
论及组成系统的设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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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网络管理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相关标准和协议，剖析了当今流行的各种网络管
理实现技术，详细阐述了几种典型的网络管理体系结构及其实现技术。
    本书可作为从事网络管理研究、规划、设计的专业研究人员使用，也可以作为普通高校计算机专业
、通信专业、自动化专业和其他信息类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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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系统管理应用实体系统管理应用实体（SMAE）负责与其他节点上的对等系统管理应用实体
进行管理信息交换，特别是与执行网络控制中心功能的系统进行信息交换。
正如其他的应用层实体一样，SMAE可以从逻辑上定义为一组应用服务元素（ASE）。
其中，有两个元素是为适合各种不同的应用而开发的，它们分别是联系控制服务元素（ACSE）和远程
操作服务元素（ROSE）。
两种对网络管理具有特定意义的ASE是公共管理信息服务元素（CMISE）和系统管理应用服务元素
（SMASE）。
CMISE提供了一系列基本的网络管理功能，这些功能支持网络管理的五个功能域FCAPS（故障管理、
配置管理、统计管理、性能管理和安全管理）。
SMASE为网络Manager实现网络管理功能的应用程序提供了各种服务。
SMASE在网络管理的五个功能域实现了基本的管理功能。
对于那些需要系统之间通信的功能，SMASE依赖于CMISE。
3．层管理实体在OSI结构中的每一层均嵌入层管理实体（LME），用于管理某个OSI层次中被管对象
的通信活动。
这种通信活动包括对被管对象的监视、控制和协调，如读取、修改某层的某些参数，启动某一层的服
务等。
4．层操作实体层操作实体（LOE）对一个层次中管理通信的一个实例进行管理，如在建立一个通信实
例的连接时，在连接建立的PDI．J中对携带的一些参数进行管理。
5．管理信息库管理信息库MIB是指在各个节点中与网络管理相关的信息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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