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目　　录 


?

· １　　　　 ·
















目　　录

第一章　概述 （１）………………………………………………
　第一节　基本概念 （１）………………………………………
　第二节　计算机网络的发展简史 （２）………………………

一、计算机网络的起源与发展 （２）………………………
二、我国计算机网络的发展 （１２）…………………………

　第三节　计算机网络的应用 （１９）…………………………
一、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基本应用 （１９）………………………………
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电话 （２１）……………………………………
三、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传真 （２４）……………………………………
四、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电视会议 （２５）………………………………
五、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电子商务 （２７）………………………………
六、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在教育中的应用 （２９）………………………

　第四节　计算机网络的基本类型 （３４）……………………
一、按工作范围分 （３４）……………………………………
二、按拓扑结构分 （３７）……………………………………
三、按网络的交换方式分 （３８）……………………………

　第五节　计算机网络地址 （４１）……………………………
一、ＭＡＣ地址 （４１）………………………………………
二、ＩＰ地址 （４３）…………………………………………
三、域名 （４８）………………………………………………

第二章　计算机网络的硬件设备 （５５）………………………
　第一节　常用通信介质 （５５）………………………………

一、同轴电缆 （５６）…………………………………………
二、双绞线 （６７）……………………………………………



? 学生课外知识·


电脑与网络操作

· ２　　　　 ·
















三、光纤 （７３）………………………………………………
　第二节　网络互连设备 （７８）………………………………

一、网络适配卡 （７８）………………………………………
二、调制解调器 （８２）………………………………………
三、集线器（Ｈｕｂ） （８８）……………………………………
四、网桥 （９２）………………………………………………
五、交换机 （９８）……………………………………………

第三章　网络运行原理 （１０６）…………………………………
　第一节　数据通信基本原理 （１０６）…………………………

一、模拟数据通信与数字数据通信 （１０６）………………
二、数据通信的主要技术指标 （１１１）……………………
三、数据传输方式（Ｄａｔａ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 （１１２）………
四、错误检测与修正（Ｅｒｒｏｒ　Ｃｈｅｃｋ　＆Ｃｏｒｒｅｃｔ） （１１７）………
五、数据交换技术（Ｄａｔａ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２１）………

　第二节　计算机网络的拓扑结构 （１２７）……………………
一、环型网 （１２７）…………………………………………
二、总线网 （１２９）…………………………………………
三、星型网 （１３１）…………………………………………

　第三节　计算机网络的开放系统参考模型ＯＳＩ （１３２）…
一、物理层（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ｌａｙｅｒ） （１３２）………………………
二、数据链路层（Ｄａｔａ－Ｌｉｎｋ） （１３６）……………………
三、网络层（ｎｅｔｗｏｒｋ　ｌａｙｅｒ） （１３９）………………………
四、传输层（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ｌａｙｅｒ） （１４３）………………………
五、会话层（ｓｅｓｓｉｏｎ　ｌａｙｅｒ） （１４６）…………………………
六、表示层（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ｌａｙｅｒ） （１４７）…………………
七、应用层（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ａｙｅｒ） （１４８）……………………

　第四节　ＴＣＰ／ＩＰ协议 （１４９）………………………………
一、几种主要的协议介绍 （１５０）…………………………
二、ＴＣＰ／ＩＰ协议介绍 （１５２）……………………………



书书书

电脑与网络操作 


?

· １　　　　 ·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基本概念

随着计算机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网络的重要性，通
过网络，人们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正是因为如此，本来分

散在各处的计算机才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伴随着计算机

和通信事业的飞速发展，计算机网络由过去的军事和教育专

用网络发展成为包罗万象的国际互联网络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我们可

以通过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来查找各种资料、做广告、发布信息、通信、发

传真、在线交谈、在线转播和举行会议。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已经成为与

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密切相关的一部分了。

那么，什么是计算机网络呢？有人认为，凡是将分布在不

同地理位置上具有独立性能的多台计算机、终端及其附属设

备，用通信设备和通信线路连接起来，再配有相应的网络软

件，以实现计算机资源共享的系统，叫做计算机网络。其实质

上是一项社会信息系统工程，它把计算机和通讯结合起来，是

涉及计算机硬软件、通信、信息处理和信息工程学科的综合性

学科，主要提供共享设备资源、共享数据和程序及网络用户的

通信及合作等三种服务。还有人认为，计算机网络就是利用

通信线路把分布在不同地点的多个独立的计算机系统连结起

来，从而能够更有效利用现有的计算机资源、更方便地进行信

息传递。也有人认为，计算机网络是指自主计算机的互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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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通常人们认为，计算机网络是相互连接的自主系统的集

合。也可以认为，计算机网络是独立运行，又彼此互相通信的

计算机和联接它们的通信设施，它通常包括主机、通信信道以

及主机和信道之间的接口。

计算机网络的定义至今并无统一的说法。但有一个共同

点就是：互连和共享。

第二节　计算机网络的发展简史

一、计算机网络的起源与发展

计算机网络是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相结合的产物，自１９４６
年诞生了第一台计算机后，计算机的处理模式已经历了以大

型主机为核心的集中式运算和以个人计算机为单元的分布式

处理阶段，正进入网络计算时代。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人

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联网尝试。

美国军方研制了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ＳＡＧＥ，试图把各

雷达站测得的数据传送到计算机进行处理，并在１９５８年，首

先建成了纽约防区。到１９６３年，共建成了１７个防区。与此

同时，ＩＢＭ公司研制了全美航空订票系统ＳＡＢＲＡＩ，到１９６４
年，美国各地几乎都可以用它来预订航班的机票。

６０年代以前的所谓计算机网络仅是若干终端通过集中

器与主机的连接，１９６４年提出了存储转发（ｓｔｏ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ｒ－
ｗａｒｄ）的概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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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ＡＲＰＡＮＥＴ的诞生

ＡＲＰＡＮＥＴ的诞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一直处于冷战状态，两大国都积

极发展核武器，两国储备的核武器足以摧毁整个地球。由于

两国势均力敌，美国军方最关心事情就是：如何能在通讯设备

受到核武器袭击后保持联络？美国当时的情况是，所有的命

令和指示都是由通讯总指挥部做出的，一旦通讯总指挥部被

炮火摧毁，整个美国军队之间的通讯就陷入瘫痪状态，后果不

堪设想。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数据通讯领域提出了分组交换的概

念，网络中传送的信息被划分成分组（ｐａｃｋｅｔ），这是人们着手

研究计算机之间通信技术的开端。在分组交换的通讯网络中

没有总指挥部，每一结点的地位都是相等的，有着同样的权

利，它们都能发送和接收信息。这样，如果某个结点被敌军摧

毁的话，剩余的结点仍可以完成通讯联络工作。

以此为基础，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ＡＲＰＡ－Ａｄ－
ｖａｎｃ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于１９６９年１２月在美国国防部高

级研究规划局（ＤＡＲＰＡ：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

ｊｅｃｔ　Ａｇｅｎｃｙ）的资助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远程分组交换的

ＡＲＰＡＮＥＴ。该网由通信子网（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ｎｅｔ）和资

源子网（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ｕｂｎｅｔ）组成。该项目实现了信息的远程传

送和广域分布式处理，比较好地解决了异地网络互连的技术



? 学生课外知识·


电脑

· ４　　　　 ·
















问题。

（二）各种体系结构并存

通信子网完成信息分组的传递工作，每个通信节点具有

存储转发功能，当通信线路繁忙时，每个分组能在节点存储、

排队，当线路空闲时分组被转发送出，从而提高了线路的利用

率和整个网络的效率。资源子网包含所有由资源子网连接的

主机，这些主机向网络提供各种类型的资源。分组交换网具

有高效、灵活、迅速、可靠的优点，因而得到广泛的应用。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各个大公司纷纷制定自己计算机产品

的联网方案，例如美国的ＳＰＲＩＮＧＮＥＴ、ＴＹＭＮＥＴ、ＣＯＭ－
ＰＡＣ，英国的ＰＡＡ，欧共体的ＥＵＲＯＮＥＴ，法国的 ＴＲＡＮＳ－
ＰＡＣ，加拿大的ＤＡＴＡＰＡＣ，日本的ＤＤＸ等。许多大公司也

推出了自己的网络，如ＩＢＭ 的ＳＮＡ（Ｓｙｓｔｅ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ｒｃｈｉ－
ｔｅｃｔｕｒｅ），能够以系统网络体系结构（ＳＮＡ）组网。ＤＥＣ公司

生产的各种型号计算机则能够以Ｄｉｇｉｔ网络体系结构（ＤＮＡ）

组网等。７０年代出现的上述这些网络其体系结构都不相同，

运行的协议也不一致。为网络的互联、互通带来困难，阻碍了

计算机网络及其应用的发展。

（三）标准化

８０年代开始，人们着手寻找统一网络结构和协议的途

径，在标准化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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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下属的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由当时的

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ＣＣＩＴＴ）出面制定了分组交换的Ｘ．２５
标准，并且从西欧开始，先后在世界各地建立了遵循Ｘ．２５标

准的公共数据网（ＰＤＮ）。这对组建远程计算机网络（ＷＡＮ）

起了重大作用。

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下属的计算机信息处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ＴＣ９７为研究

网络的标准化成立了一个分委员会。１９８４年正式颁布了“开

放式系统互连基本参考模型”（Ｏｐｅ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这里的“开放式系统”是指对当时

各个封闭的网络系统而言，它可以和任何其它遵守该模型的

系统通信。模型分为７个层次，故又称为ＯＳＩ七层模型。制

定这个参考模型的目的是规定计算机系统在与其他计算机系

统通信时，应该遵循的通信协议。这样，只要系统在与别的系

统通信时遵循一定的协议与规则，就被认为是开放的，而不管

系统本身存在什么样的区别。

（四）共享带宽的局域网时代

计算机网络的发展经历了大型机时代和小型机时代。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局域网和微型计算机诞生。到了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由于微电子技术的进步，微型计算机的性价比提高，

促进了计算机应用的普及。同期，ＩＢＭ 和ＤＥＣ等公司发展

的基于终端的局域网技术（ＬＡＮ），建立了局域网的雏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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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网通过可共享的信道连接了多台计算机，解决了微型计算

机彼此通信的问题。

从八十年代中期至今，ＰＣ联网技术的发展，是实现网络

时代的主要推动力。

ＰＣ的流行和在商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带来了一个迫切的

问题：信息资源的共享。如文件共享，打印共享等。这些需求

促成了基于局域网（ＬＡＮ）的网络操作系统的诞生。其中最

著名的就是 Ｎｏｖｅｌｌ公司的 Ｎｅｔｗａｒｅ，由于它在提供文件、数

据库和打印共享服务的同时，还支持ＰＣ上原有的如文字处

理、电子表格等应用软件，加上安装操作简单，维护也容易。

所以很快Ｎｏｖｅｌｌ网就成了局域网（ＬＡＮ）的代名词。网络历

史进入了它的第三个时代：共享带宽的局域网时代（Ｓｈａｒｅｄ－

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ＬＡＮｓ）。因为Ｎｏｖｅｌｌ网主要是通过共享介质的以

太网来传输的。这一时代网络技术的发展奠定了许多现代网

络技术的基础。主要有：

１．传输介质和接口的改进

（１）粗缆以太网

原始的以太网是以直径为１０ｍｍ的粗同轴电缆传输的

（１０Ｂａｓｅ５），网络的终端口必须用５０欧姆的电阻来端接。这

种以太网叫粗缆以太网。这种粗缆以太网连接ＰＣ比较麻

烦，ＰＣ网卡由１５芯电缆接口接到一个介质附属装置（ＭＡＵ）

上，ＭＡＵ用一个名叫“吸血鬼”连接器的装置拴接到粗同轴

电缆上。ＭＡＵ含有连接粗同轴电缆的收发器。

（２）细缆以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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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网络设计的简单化和降低成本，人们发展了细缆以

太网（１０Ｂａｓｅ２）。它采用５０欧姆的细同轴电缆。ＰＣ网卡上

集成了 ＭＡＵ功能和收发器，接口为ＢＮＣ筒形连接器，通过

筒形Ｔ接头与细同轴电缆相连接。整个网络拓扑结构可连

接成环型或总线型。国内在九十年代初，安装的局域网大都

为这一类型的以太网。

（３）非屏蔽双绞线以太网

随着集线器（Ｈｕｂ）出现而发展起来的非屏蔽双绞线以太

网（１０ＢａｓｅＴ），使得以太网得以迅速的普及。它使用两对非

屏蔽双绞电话线，一对线发送数据，一对线接收数据。使用

ＲＪ－４５８针模块插头作连接器，ＰＣ网卡直接装有ＲＪ－４５插

座使网络连接非常简单方便。这也是今天我们的网络采用的

连接方法。

２．中继器（Ｒｅｐｅａｔｅｒ）和集线器（Ｈｕｂ）

在细缆以太网网络传输中，为了解决传输距离问题，人们

设计了网络中继器。最初的网络中继器是两端口中继器，在

其中的一个端口接收弱信号，再在内部将它们再生放大，最后

将它们发往另一端口。从而扩展了单根电缆的细缆以太网的

传输距离。

在非屏蔽双绞线以太网（１０ＢａｓｅＴ）出现后，中继器进行

了改进以适应新的信号模式，但保持其信号再生这一基本目

的。一个重大的改进是多口中继器的诞生，其原理为把其中

一口接收来的信号锁住，然后重建这一数据流信号，再将它们

传给其他端口。所有端口共享同一网络带宽。这就是我们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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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见的集线器（Ｈｕｂ），集线器的出现，也引入了网络的星型

拓扑结构。

集线器又发展了可堆叠集线器（ＳｔａｃｋａｂｌｅＨｕｂ），即可将

多个集线器堆叠在一起来增加端口数，以满足网络用户越来

越多的需求。

３．网桥（Ｂｒｉｄｇｅ）

当网络用户越来越多时，在一个共享带宽的网络上，分配

给每个用户的带宽越来越小，为了增加网络的带宽利用率，分

隔网络流量，人们设计了一个新的网络设备———网桥，把两个

不同的网段连接在一起。网桥也可以用软件来实现。早期的

Ｎｏｖｅｌｌ网就采用在ＰＣ服务器上插两块网卡，分别连接不同

的网段，然后在服务器上运行一个网桥软件，把两个不同的网

段连接在一起。

网桥还可将不同类型和速度的网络连接在一起。如连接

以太网（Ｅｔｈｅｒｎｅｔ）和令牌环网（ＴｏｋｅｎＲｉｎｇ）的网桥，连接以太

网（１０ＢａｓｅＴ）和快速以太网（１００ＢａｓｅＴ）的网桥等。

４．路由器（Ｒｏｕｔｅｒ）

随着局域网的扩展，需要改进网络的分段，不同局域网进

行连接，局域网和广域网进行连接等等，有些功能是网桥无法

做到的，于是，人们发展了路由技术和路由器。特别是Ｉｎｔｅｒ－

ｎｅｔ的飞速发展，路由技术和路由器也得到快速发展，造就了

像ＣＩＳＣＯ这样的网络公司，ＣＩＳＣＯ曾成为路由器的代名词。

路由器除了对网络进行分段，连接不同类型的网络（如以

太网，令牌环网和ＦＤＤＩ环网）和不同的局域网，将局域网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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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广域网之外，还能提供不同网络协议的转换，网络管理和

安全控制等高级网络服务功能。

５．交换机（Ｓｗｉｔｃｈ）

交换机是在集线器技术和网桥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集线器上的所有端口是共享带宽的，交换机就好比在每

个端口之间做一个网桥，使每个端口独享所有带宽。端口和

端口之间就像电话交换那样进行连接。这就是交换机的原

理。交换机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网络速度和效率，交换技术的

不断发展和完善也使网络发展进入了新时代。

共享网络时代局域网的发展模式，基本上也是今天网络

发展的模式：即网络速度和控制功能。共享网络时代局域网

发展的最高技术为：ＦＤＤＩ环网。ＦＤＤＩ网的最高速度为

１００Ｍ带宽，采用光纤介质的双环拓扑结构，提供高可靠性的

网络传输服务。

在网络控制方面，出现了以路由器为网络中心主干的局

域网，即建立部门级的共享局域网，各部门的局域网和网络中

心的主干路由器相连接形成一个大型企业级的局域网络，出

现了现代层次型网络设计的雏形。

在网络应用方面，逐渐由文件、打印共享向多应用系统集

成发展，如在一个局域网络系统中，既有办公自动化系统，又

有业务应用系统，人事档案系统，财务工资系统等等。

（五）交换网络时代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由于ＰＣ及其芯片技术的发展，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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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网络技术进入交换网络时代（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Ｎｅｔｗｏｒｋ）。

从１９９３年，推出奔腾（Ｐｅｎｔｉｕｍ）芯片开始，ＰＣ的性能已

开始接近原来的小型机。微软公司在１９９５年推出 Ｗｉｎ－
ｄｏｗｓ９５，把ＰＣ行业推向一个新时代。图形界面，即插即用，

各类应用，特别是多媒体应用层出不穷，给现有的计算机网络

系统提出了挑战。传统的１０Ｍ，１００Ｍ 带宽已不能满足多媒

体应用的需求。各类高速网络技术也应运而生。

在局域网领域，有交换式光纤分布数据接口（Ｓｗｉｔｃｈｅｄ－
ＦＤＤＩ），快速以太网（ＦａｓｔＥｔｈｅｒｎｅｔ），１００ＶＧ－ＡｎｙＬＡＮ，光缆

通道（ＦｉｂｅｒＣｈａｎｎｅｌ），等时以太网（Ｉｓｏ－Ｅｔｈｅｒｎｅｔ），异步传输

模式（ＡＴＭ），千兆以太网（ＧｉｇａｂｉｔＥｔｈｅｒｎｅｔ）等。而网络交换

成为局域网技术的必然趋势。交换式的宽带网络可以使我们

彻底告别计算机字符界面，允许我们通过网络访问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而不用长时间等待，可以通过网络打电话，在网上传输视频信

息，进行远程医疗和远程教学。

在广域网领域，ＩＳＤＮ 迅速走红，Ｘ．２５逐渐由帧中继

（ＦｒａｍｅＲｅｌａｙ）和ＡＴＭ取代。公共宽带数据交换网成为广域

网（ＷＡＮ）发展的必然。

（六）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发展

ＡＰＲＡＮＥＴ建立初始时仅有４个节点，仅是一个实验性

的网络，１９７７年节点数发展到１１１个，在该网上研制了许多

新技术和新算法，特别是产生了ＴＣＰ／Ｉ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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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项目的研究中，人们重新改写了ＡＰＲＡＮＥＴ
的通信协议：为了广泛互联，制定了新的互联网数据报协议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简称为ＩＰ协议。ＩＰ协议定义了计算机

之间通信应该遵守的规则、数据报的格式以及存储转发数据

报的方法。为了保证进程间端对端的通信高效而可靠，在ＩＰ
网络之上，制定了主机内的传输控制协议（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简称为ＴＣＰ协议。以ＴＣＰ、ＩＰ两个协议

为主的一整套通信协议，就是ＴＣＰ／ＩＰ协议。

ＴＣＰ／ＩＰ具有可靠性好、适用于网络互联、效率高，从而

逐渐得到用户的认可，在不断充实和改进的基础上，获得绝大

多数厂家产品的支持。以ＴＣＰ／ＩＰ为基础的应用软件日益丰

富，现已成为现在事实上的标准，其在计算机网络上的应用远

超过ＯＳＩ的协议系列。随着网络的广泛使用，当初的 ＡＲ－

ＰＡＮＥＴ已不能满足需要，从１９８５年开始直到１９８８年，美国

国家科学基金会建成了学术性的网络 ＮＳＦＮＥＴ。此后，ＮＳ－

ＦＮＥＴ与ＡＲＰＡＮＥＴ互联，取代 ＡＲＰＡＮＥＴ成为全国性的

主干网，到了１９９０年 ＡＲＰＡＮＥＴ正式宣布关闭，而 ＮＳＦ－

ＮＥＴ主干网经过不断扩充，最终形成世界范围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从１９８８年起，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就正式跨出了美国的国门，首先接到

了加拿大、法国和北欧，随后延伸到了世界各个角落。

网络技术是计算机领域里发展最为迅速的一个学科，新

的应用需求驱动网络新的研究成果，新产品不断涌现，进入

９０年代后网络向开放、高速、高性能方向发展，可以传送数

据、语音和图像等多媒体信息，安全性也更好。１９９３年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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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出“ＮＩＩ行动计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ｒｅ）

即“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一般称为“信息高速公路”，更在全球

掀起网络建设的高潮。９０年代后期，美国已着手研究第二代

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建立了实验性网，预计２１世纪新一代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将走向实用。

二、我国计算机网络的发展

（一）专用计算机网络的发展

与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地的计算机网络的
发展起步比较晚。我国在８０年代初期已经有一部分高校和

企业建立局域网，引入了国外的局域网产品。

我国最早着手建设计算机广域网的是铁道部。１９８０年，

铁道部开始进行计算机联网实验，联接北京、济南、上海等铁

路局及其所属的１１个分局，建立了铁道部的专用计算机网

络，其目的是建立一个在上述地区范围的、为铁路指挥和调度

服务的运输管理系统。该系统采用ＰＤＰ－１１交换机，网络体

系结构为Ｄｉｇｔａｌ公司的ＤＮＡ。

１９８９年２月我国开通第一个公用分组未换网ＣＨＩＮＡ－
ＰＡＣ（或简称ＣＮＰＡＣ）。ＣＨＩＮＡＰＡＣ分组交换网由３个分

组结点交换机ｐｓＸ（分别设在北京、上海和广州），８个集中器

ＲｃＵ（分别设在沈阳、天津、南京、西安、成都、武汉、深圳和在

北京的邮电部数据所）和１个双机组成的网络管理中心ＮＭｃ
所组成（设在北京电报局）。此外，还开通了北京至巴黎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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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至纽约的两条国际电路。各分组结点交机之间采用两条长

途话路、每条话路由四线全双工的载波专线构成。其数据速

率为９６００ｂ／ｓ。结点交换机和集中器之间采用一条长途话

路，由四线全双工的载波专线构成，速率也是９６００ｂ／ｓ。１９９３
年该网扩充成层次结构的全国网ＣＨＩＮＡＰＡＣ。

在８０年代后期，公安部和军队相继建立了各自的专用计

算机广域网。这对迅速传递重要的数据信息起着重要的作

用。还有一些部门也建立了专用的计算机网络。比如，银行

建立的本系统的专用计算机网络，民航售票系统。

除了上述的广域网外，从８０年代起，国内的许多单位都

陆续安装了大量的局域网。

（二）计算机网络的标准化

为了促进我国标准化工作的发展，加快计算机与信息处
理的国家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在国家标准局和电子工业部的

共同领导下，我国于１９８３年５月成立了全国计算机与信息处

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该委员会先后建立了十几个于国际标

准机构对口的分技术委员会，其中包括开放式系统互联分技

术委员会，对普及宣传和推广 ＯＳＩ标准方面起了很大的作

用。

（三）我国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发展

１９８７年９月２０日，钱天白教授发出我国第一封电子邮



? 学生课外知识·


电脑

· １４　　　 ·
















件“越过长城，通向世界”，揭开了中国人使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序

幕。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清华大学校园网采用Ｘ４００协议的电子邮

件软件包，通过Ｘ．２５网与加拿大 ＵＢＣ大学相连，开通了电

子邮件应用。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中国正式在国际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前

身ＤＤＮ－ＮＩＣ注册登记了我国的顶级域名ＣＮ，并且从此开

通了使用中国顶级域名ＣＮ的国际电子邮件服务。由于当时

中国尚未正式连入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所以委托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

运行ＣＮ域名服务器。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１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机

网络信息中心完成了中国国家顶级域名（ＣＮ）服务器的设置，

改变了中国的ＣＮ顶级域名服务器一直放在国外的历史。

１９９１年６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建成国内第一

条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联网的专线。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５日，中国科学院

高能物理研究所设立了国内第一个 ＷＥＢ服务器，推出中国

第一套网页。

１９９４年９月，国家邮电部与美国商务部签定中美双方关

于国际互联网的协议，协议中规定国家邮电部将通过美国

Ｓｐｒｉｎｔ公司开通２条６４Ｋ 专线（一条在北京，另一条在上

海）。１９９５年３月底，北京电报局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网开始运行，同

年６月２０日正式投入运营。半年后，邮电部做出了两个重大

决定：一是建立全国省会城市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网，二是将北京电报局

现有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节点建成全国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骨干网中心节点。

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ＣＨＩＮＡＮＥＴ）的建设开始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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