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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

作为一名程序员, 不可能不与网络打交道. 现在我们的手机, 电脑, 不夸张地说, 离开了网络就是一块’废铁’, 它们的作用将大打折扣.. 本文的

作用呢, 主要是针对不是非网络专业开发的人员准备的, 以’最短的时间, 了解计网最多的知识’为前提起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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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了解下各种我们知道, 但是不太了解的专业名词的意思

因特网因特网

因特网

因特网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网络, 是”网络的网络”. 即因特网是所有网络互连起来的一个巨型网络.



因特网的组成 :

边缘部分 : 主机

核心部分 : 大量网络和连接这些网络的路由器(此路由器不是我们家用的路由器)

以太网以太网

以太网是现在最常用的局域网通信协议, 以太网上传输的是MAC帧. 由于以太网同一时间只允许一台计算机发送数据, 所以必须有一套检测

机制, 那就是CSMA/CD协议 :

多点接入 : 多台计算机以多点接入的方式连接在一根总线上

载波监听 : 不管是否正在发送, 每个站都必须不停地检测信道

碰撞检测 : 边发送边监听

OSI

开放系统互连基本参考模型, 只要遵守这个OSI标准, 任何两个系统都能进行通信. OSI是七层协议体系结构, 而TCP/IP是一个四层协议体系

结构, 于是我们采取折中的方法, 学习计算机网络原理的时候往往用的是五层协议的体系结构 : 物理层, 数据链路层, 网络层, 传输层和应用

层

协议体系结构

物理层物理层

计算机的世界里只有0和1, 正如你现在所看这篇文章的文字, 存储在计算机中也是一大串0和1的组合. 但是这些数字不能在真实的物理介质

中传输的, 而需要把它转换为光信号或者电信号, 所以这一层负责将这些比特流(0101)与光电信号进行转换.

如果没有物理层, 那么也就不存在互联网, 不存在数据的共享, 因为数据无法在网络中流动.

数据链路层数据链路层

数据在这一层不再是以比特流的形式传输, 而是分割成一个一个的帧再进行传输.

MAC地址地址

又称计算机的硬件地址, 被固化在适配器(网卡)ROM上的占48位的地址. MAC地址可以用来唯一区别一台计算机, 因为它在全球是独一无二

的

分组交换分组交换

由于数据在这次曾要被分割成一个一个的帧, 由于不同的链路规定了不同的最大帧长, 即MTU(最大传输单元), 凡是超出这个MTU的帧都必

须被分块. 例如一台货车一次能运输5吨的货物, 而有条公路限载重2吨, 那么你只好分3次运输.



网桥网桥

网桥工作在数据链路层, 根据MAC帧的目的地址对收到的帧进行转发和过滤.

以太网交换机以太网交换机

实际上就是一个多接口的网桥, 以太网交换机的每个接口都直接与一个单个主机或另一个集线器相连, 可以很容易实现VLAN(虚拟局域网)

以太网的以太网的MAC帧帧

MAC帧的格式为 :

MAC帧格式

目的地址 : 接收方48位的MAC地址

源地址 : 发送方48位的MAC地址

类型字段 : 标志上一层使用的是什么协议, 0×0800为IP数据报

网络层网络层

如果只有数据链路层没有网络层, 数据就只能在同一条链路上传输, 不能跨链路传输. 有了网络层, 数据便能跨域不同的数据链路传输.

IP地址地址

IP地址又称为软件地址, 存储在计算机的存储器上, IPv4地址为32位, IPv6地址为128位

IP地址和地址和MAC地址地址

网络层以上使用IP地址, 数据链路层以下使用MAC地址

IP地址是逻辑地址, MAC地址是物理地址

IP分组中首部的源地址和目的地址在传输中不会改变, MAC帧中首部的源地址和目的地址每到一个路由器会改变一次

IP地址分类地址分类

IP地址 = {<网络号>, <主机号>}

A类地址 : 0.0.0.0 ~ 127.0.0.0

B类地址 : 128.0.0.0 ~ 191.255.0.0

C类地址 : 192.0.0.0 ~ 223.255.255.0

划分子网之后的划分子网之后的IP地址地址

IP地址 = {<网络号>, <子网号>, <主机号>}

例如某单位拥有一个B类IP地址, 145.13.0.0, 但凡目的地址为145.13.x.x的数据报都会被送到这个网络上的路由器R. 内部划分子网后变成 : 

145.13.3.0 , 145.13.7.0 , 145.13.21.0 . 但是对外仍表现为一个网络, 即 145.13.0.0 . 这样路由器R收到报文后, 再根据目的地址发

到对应的子网上.

子网掩码子网掩码



一般由一串1和一串0组成, 不管网络有没有划分子网, 将子网掩码和IP地址做按位与运算即可得出网络地址.

所有的网络都必须使用子网掩码, 同时在路由表中必须有子网掩码这一栏. 如果一个网络不划分子网, 那么该网络的子网掩码就是默认的子

网掩码.

A类地址的默认子网掩码为255.0.0.0

B类地址的默认子网掩码为255.255.0.0

C类地址的默认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

尽管划分子网增加了灵活性, 但是却减少了能够连接在网络上的主机总数.

构成超网的构成超网的IP地址地址

IP地址 = {<网络前缀>, <主机号>}

使用网络前缀, 无分类域间路由选择CIDR

例如, 128.14.35.7/20, 意思是前20位为网络前缀, 后12位为主机号. 另外, CIDR把网络前缀相同的连续的IP地址组成一个”CIDR地址块”

地址掩码 : CIDR使用32位的地址掩码, 类似于子网掩码.

IP数据报数据报

在网络层, 数据是以IP数据报(IP分组)的形式传输的

IP数据报的格式

首部前20字节为固定长度, 是所有IP数据报必备的. 后4字节是可选字段, 其长度可变.

IP数据报首部固定的字段分析 :

版本号 : IP协议的版本, IPv4或IPv6

首部长度 : 记录了首部的长度, 最大为1111, 即15个32位字长, 即60字节. 当首部长度不是4字节的整数倍时, 需要使用最后的填充字
段加以填充.

服务类型 : 一般无用

总长度 : 指首部和数据之和的长度. 最大为216-1 = 65535字节. 但是由于数据链路层规定每一帧的数据长度都有最大长度MTU, 以太
网规定MTU为1500字节, 所以超出范围的数据报就必须进行分片处理

标识 : 每产生一个IP数据报, 计数器就+1, 并将此值赋值给标识字段. 再以后需要分片的数据报中, 标识相同说明是同一个数据报

标志 : 占3位, 最低位记为MF(More Fragment). MF = 1说明还有分片; MF = 0说明这已经是最后一个分片. 中间一位记为
DF(Don’t Fragment), 意思是不能分片. 只有当DF = 0时才允许分片.

段位移 : 又称片位移, 相对于用户数据字段的起点, 该片从何处开始. 片位移以8个字节为偏移单位. 所以, 每个分片的长度一定是8字节
的整数倍.

生存时间 : TTL(Time To Live). 数据报能在因特网中经过路由器的最大次数为255次, 每经过一个路由器则TTL – 1, 为0时丢弃该报文.

协议 : 记录该报文所携带的数据是使用何种协议.

首部检验和 : 只检验数据报的首部, 不检验数据部分. 不为0则丢弃报文.



源地址和目的地址 : 不解释

IP层转发分组的流程层转发分组的流程

每个路由器内部都维护一个路由表, 路由表包含以下内容( 目的网络地址 , 下一跳地址 ).

使用子网时分组转发时, 路由表必须包含以下三项内容: 目的网络地址 , 子网掩码 和 下一跳地址 .

特定主机路由 : 对特定的目的地址指明一个路由

默认路由 : 不知道分组该发给哪个路由器时就发给默认路由. 当一个网络只有很少的对外连接时使用默认路由非常合适.

路由器的分组转发算法路由器的分组转发算法

从数据报中拿到目的IP地址D, 得出目的网络地址N

若N就是与此路由器直接相连的某个网络地址, 则直接交付(不需要再交给其他路由器转发, 直接找到该目的主机交付), 否则 -> (3)

若路由表中有目的地址为D的特定主机路由, 则把数据报传给该路由器, 否则 -> (4)

若路由表中有到达网络N的路由, 则把数据报传给该路由器, 否则 -> (5)

若路由表中有默认路由, 则交给该路由器, 否则 -> (6)

报告转发分组出错

虚拟专用网虚拟专用网VPN

因特网中的所有路由器对该目的地址是专用地址的数据报一律不转发, 下面有3种专用地址(虚拟IP地址)

10.0.0.0 ~ 10.255.255.255

172.16.0.0 ~ 172.31.255.255

192.168.0.0 ~ 192.168.255.255

假设现在公司A有一个部门在广州和另一个在上海, 而他们在当地都有自己的专用网. 那么怎么将这两个专用网连接起来呢?

租用电信的通信线路为本机构专用, 但是太贵了

利用公用的因特网当做通信载体, 这就是虚拟专用网VPN

网络地址转换网络地址转换NAT

多个专用网内部的主机公用一个NAT路由器的IP地址, 在主机发送和接收IP数据报时必须先通过NAT路由器进行网络地址转换.

NAT路由器的工作原理

不仅如此, NAT还能使用端口号, 摇身一变成为网络地址和端口转换NAPT

ARP协议协议

ARP是解决同一个局域网上的主机或路由器的IP地址和MAC地址的映射问题, 即 IP地址 -> ARP -> MAC地址

每一个主机都有一个ARP高速缓存, 里面有本局域网上的各主机和路由器的IP地址到MAC地址的映射表. 以下是ARP的工作原理 :



ARP的工作原理.jpg

那如果是跨网络使用ARP呢?

在本网络上广播

未找到该主机, 则到路由器

路由器帮忙转发(在另一网络上广播)

找到了则完成ARP请求, 未找到则返回(2)

传输层传输层

这一层是重中之重, 因为数据链路层, 网络层这两层的数据传输都是不可靠的, 尽最大能力交付的. 什么意思的? 就是它们不负责提交给你的

就是正确的数据. 然而这一层的TCP协议将要提供可靠传输

这一层主要重点是两个协议 : UDP 和 TCP

用户数据报协议用户数据报协议UDP

UDP主要特点 :

无连接

尽最大努力交付

面向报文 : 应用层交下来的报文直接加上UDP头部就往IP层扔, 不合并也不拆分

没有拥塞控制

支持一对一, 一对多, 多对一和多对多的交互通信

首部开销小, 只有8个字节

UDP首部首部



UDP首部格式

源端口 : 源端口号. 在需要对方回信时选用, 不需要则全0

目的端口 : 目的端口号. 这在终点交付报文时必须要使用到

长度 : UDP数据报的长度, 最小值为8(仅有首部)

检验和 : 与IP数据报只检验首部不同的是, UDP需要把首部和数据部分一起检验

传输控制协议传输控制协议TCP

TCP主要特点 :

面向连接的运输层协议

每一条TCP连接只能有2个端点, TCP是点对点的

提供可靠交付

全双工通信

面向字节流

TCP的工作流程的工作流程

TCP字节流

TCP的连接的连接

TCP连接的端点叫套接字(socket)

socket = (IP地址 : 端口号)

每一条TCP连接唯一地被通信两端的两个端点(socket)所确定. 即 :

TCP连接 ::= {socket1, socket2} = {(IP1 : port1), (IP2 : port2)}

TCP报文段的首部报文段的首部



 TCP报文段的首部

源端口和目的端口 : 同UDP端口作用

序号 : 本报文段的数据的第一个字节的序号

确认号 : 期望收到对方下一个报文段的第一个数据字节的序号
若确认号 = N, 则表明 : 到序号N-1为止的所有数据都已正常收到

数据偏移 : TCP报文段的首部长度

保留 : 以后用, 目前为0

紧急URG : 若URG = 1时, 说明紧急指针字段有效, 告诉系统这是紧急数据, 应尽快传送. 例如突然要中断传送

确认ACK : ACK = 1时确认号才有效, ACK = 0时确认号无效. TCP规定, 连接建立后所有传送的报文段都必须把ACK置1

推送PSH : 若PSH = 1, 则接收方收到报文段之后不再等到整个缓存满而是直接向上交付

复位RST : 当RST = 1, 说明TCP连接有严重错误, 必须释放连接再重连

同步SYN : 在连接建立时用来同步序号. 当SYN = 1, ACK = 0时表明这是一个连接请求报文段, 对方若同意建立连接, 则在响应的报文
段中置SYN = 1, ACK = 1

终止FIN : 当FIN = 1, 表明此报文段的发送方数据已发送完毕, 并要求释放连接

窗口 : 告诉对方 : 从本报文段首部中的确认号算起, 接收方目前允许对方发送的数据量. 这是作为接收方让发送方设置其发送窗口的
依据

检验和 : 同UDP, 检验首部和数据部分

紧急指针 : 当URG = 1时有效, 指出紧急数据的末尾在报文段的位置

选项 : 最大可40字节, 没有则为0
最大报文段长度MSS(Maximum Segment Size) : 每一个TCP报文段中数据字段的最大长度, 若不填写则为默认的536字节.

窗口窗口

TCP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就是窗口(发送窗口和接收窗口)



窗口

由于停止等待协议非常低效, 于是衍生出窗口这一概念. 上图为发送方维持的发送窗口, 位于发送窗口的5个分组都可以连续发送出去而不需

要等待对方的确认. 每收到一个确认, 就把发送窗口前移一个分组的位置. 这大大提高了信道利用率!

接收方不必发送每个分组的确认报文, 而是采用累积确认的方式. 也就是说, 对按序到达的最后一个分组发送确认报文.

超时重传超时重传

如果发送方等待一段时间后, 还是没收到 ACK 确认报文, 就会启动超时重传. 这个等待的时间为重传超时时间(RTO, Retransmission 

TimeOut).

然而, RTO 的值不是固定的, 这个时间总是略大于连接往返时间(RTT，Round Trip Time). 假设报文发送过去需要5秒, 对方收到后发送确认

报文回来也需要5秒, 那么RTT就为10秒, 那这RTO就要比10秒要略大一些. 那么超过RTO之后还没有收到确认报文就认为报文丢失了, 就要

重传.

流量控制流量控制

利用滑动窗口和报文段的发送时机来进行流量控制.

拥塞控制拥塞控制

发送方维持一个拥塞窗口cwnd, 发送窗口 = 拥塞窗口.

慢开始  : cwnd = 1, 然后每经过一个传输轮次就翻倍

拥塞避免  : 让cwnd缓慢增大, 每经过一个传输轮次就+1

慢开始门限ssthresh  :

当cwnd < ssthresh, 使用慢开始算法
当cwnd > ssthresh, 使用拥塞避免算法
当cwnd = ssthresh, 随意

拥塞控制



只要判断网络出现拥塞, 把ssthresh设为当前发送拥塞窗口的一半(不能小于2), 并把cwnd设为1, 重新执行慢开始算法.

除了慢开始和拥塞避免算法外, 还有一组快重传和快恢复算法 :

快重传  : 接收方及时发送确认, 而发送方只要一连收到三个重复确认, 马上重传

快恢复  : 当发送方一连收到三个重复确认时, ssthresh减半, cwnd设为ssthresh.

TCP三次握手三次握手

TCP三次握手建立连接和四次挥手断开连接是面试爱问的知识点.

TCP三次握手

Q : 为什么要三次握手, 两次不可以吗?

A : 试想一下, A第一次发送请求连接, 但是在网络某节点滞留了, A超时重传, 然后这一次一切正常, A跟B就愉快地进行数据传输了. 等到连接释放了以后, 那

个迷失了的连接请求突然到了B那, 如果是两次握手的话, B发送确认, 它们就算是建立起了连接了. 事实上A并不会理会这个确认, 因为我压根没有要传数据啊. 

但是B却傻傻地以为有数据要来, 苦苦等待. 结果就是造成资源的浪费.

更加接地气的解释就是 : A打电话给B

第一次握手 : 你好, 我是A,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第二次握手 : 听到了, 我是B,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第三次握手 : 听到了, 我们可以开始聊天了

三次握手其实就是为了检测双方的发送和接收能力是否正常, 你说呢?

TCP四次挥手四次挥手

TCP四次挥手



Q : 为什么要四次挥手, 而不是两次, 三次?

A :

首先, 由于TCP的全双工通信, 双方都能作为数据发送方. A想要关闭连接, 必须要等数据都发送完毕, 才发送FIN给B. (此时A处于半关闭状态)

然后, B发送确认ACK, 并且B此时如果要发送数据, 就发送(例如做一些释放前的处理)

再者, B发送完数据之后, 发送FIN给A. (此时B处于半关闭状态)

然后, A发送ACK, 进入TIME-WAIT状态

最后, 经过2MSL时间后没有收到B传来的报文, 则确定B收到了ACK了. (此时A, B才算是处于完全关闭状态)

PS : 仔细分析以上步骤就知道为什么不能少于四次挥手了.

Q : 为什么要等待2MSL(Maximum Segment Lifetime)时间, 才从TIME_WAIT到CLOSED？

A : 在Client发送出最后的ACK回复，但该ACK可能丢失。Server如果没有收到ACK，将不断重复发送FIN片段。所以Client不能立即关闭，它必须确认Server

接收到了该ACK。Client会在发送出ACK之后进入到TIME_WAIT状态。Client会设置一个计时器，等待2MSL的时间。如果在该时间内再次收到FIN，那么

Client会重发ACK并再次等待2MSL。MSL指一个片段在网络中最大的存活时间，2MSL就是一个发送和一个回复所需的最大时间。如果直到2MSL，Client都

没有再次收到FIN，那么Client推断ACK已经被成功接收，则结束TCP连接。

更加接地气的解释 :

第一次挥手 : A告诉B, 我没数据发了, 准备关闭连接了, 你要发送数据吗
第二次挥手 : B发送最后的数据
第三次挥手 : B告诉A, 我也要关闭连接了
第四次挥手 : A告诉B你可以关闭了, 我这边也关闭了

应用层应用层

应用层协议最著名的就是HTTP, FTP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DNS

域名系统域名系统(DNS, Domain Name System)

DNS 能将域名(例如, www.jianshu.com)解析成IP地址.

域名服务器分类

根域名服务器 : 最高层次的域名服务器

顶级域名服务器 : 如其名

权限域名服务器 : 负责一个区的应服务器

本地域名服务器 : 主机发送DNS查询请求就是发给它

DNS查询查询



DNS查询

主机向本地域名服务器的查询一般都是采用递归查询

本地域名服务器向根域名服务器的查询通常是采用迭代查询

递归查询 : B问A广州怎么去, A不知道, A就问C, C不知道就问D...直到知道了再一层一层转告直到A告诉B. 
 迭代查询 : B问A广州怎么去, A不知道, A就告诉你可以去问C, 然后B就去问C, C不知道, C就告诉你可以去问D, 然后B就去问D...直到B知
道为止

DNS查询例子查询例子  : 域名为域名为x.tom.com的主机想知道的主机想知道y.jerry.com的的IP地址地址

主机x.tom.com先向本地域名服务器dns.tom.com进行递归查询

本地域名服务器采用迭代查询. 它先问一个根域名服务器

根域名服务器告诉它, 你去问顶级域名服务器dns.com

本地域名服务器问顶级域名服务器dns.com

顶级域名服务器告诉它, 你去问权限域名服务器dns.jerry.com

本地域名服务器问权限域名服务器dns.jerry.com

权限域名服务器dns.jerry.com告诉它所查询的主机的IP地址

本地域名服务器把查询结果告诉主机x.tom.com

PS : 该查询使用UDP, 并且为了提高DNS查询效率, 每个域名服务器都使用高速缓存.

URL

URL的格式 : <协议>://<主机>:<端口>/<路径> , 端口和路径有时可省略.

使用HTTP协议的URL : http://<主机>:<端口>/<路径> , HTTP默认端口号是80

HTTP协议协议

HTTP是面向事务的, 即它传输的数据是一个整体, 要么全部收到, 要么全部收不到.



万维网的工作过程

每一次HTTP请求就需要建立一次TCP连接和释放TCP连接.

HTTP是无连接, 无状态的. 每一次请求都是作为一次新请求.

HTTP/1.0 缺点 : 无连接, 每一次请求都要重新建立TCP连接, 所以每一次HTTP请求都要花费2倍RTT时间(一次TCP请求, 一次HTTP请求)

HTTP/1.1 : 使用持续连接, 即保持TCP连接一段时间.

HTTP/1.1持续工作的两种工作方式 : 非流水线方式和流水线方式
    非流水线方式 : 收到一个请求的响应再发下一个请求, 效率低, 浪费资源
    流水线方式 : 能够同时发送多个请求, 效率高

HTTP的的GET和和POST

GET 请求通常用于查询、获取数据，而 POST 请求则用于发送数据

GET 请求的参数在URL中, 因此绝不能用GET请求传输敏感数据, 而POST 请求的参数在请求头中, 安全性略高于GET请求

ps : POST请求的数据也是以明文的形式存放在请求头中, 因此也不安全

Cookie

万维网使用Cookie来跟踪用户, 表示HTTP服务器和用户之间传递的状态信息.

Cookie工作原理 :

1. 用户浏览某网站, 该网站的服务器为用户产生一个唯一的识别码, 并以此为索引在服务器后端数据库中产生一个项目2. 返回给用户的HTTP响应报文
中添加一条 "Set-cookie", 值为该识别码, 如1233. 用户的浏览器将该cookie保存起来, 在用于继续浏览该网站时发送的每一个HTTP请求都会有一
行 Cookie: 123

于是, 这个网站就知道Cookie为123的这个用户做了什么, 为这个用户维护一个独立的列表(如购物车)

当然, Cookie是把双刃剑, 方便的同时也带有危险性, 例如隐私泄露等, 用户可以自行决定是否使用Cookie

Session

Cookie是保存在客户端上的, 而Session是保存在服务器中. 当服务器收到用户发出的Cookie时, 会根据Cookie中的SessionID来查找对应的

Session, 如没有则会生成一个新的SessionID返回给用户

总而言之, Cookie和Session就是同一样东西存放地方不同而已.



HTTPS

HTTPS协议

HTTPS协议在HTTP协议的基础上, 在HTTP和TCP中间加入了一层SSL/TLS加密层, 解决了HTTP不安全的问题: 冒充, 篡改, 窃听三大风险.

对HTTPS是如何做到安全, 加密等有兴趣的可以参考以下文章

SSL/TLS协议运行机制的概述  http://www.codeceo.com/article/ssl-tls-run.html

小编推荐：掘金是一个高质量的技术社区，从 Swift 到 React Native，java，性能优化到开源类库，让你不错过互联网开发的每一个技术干

货。长按图片二维码识别或者各大应用市场搜索「掘金」，技术干货尽在掌握中。

点击「阅读原文」点击「阅读原文」，下载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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