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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O S I看 K—N E T 

白贻宁 广西计算中心 

摘 要 

随着檄型计算机在我区的应用普厦，许多用户 已从分散、独立的单机作业向着联 

网作业迈进。国际标准化组织 已推出一种开放式 系统互连七层参考模型，这一模型 

已得到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 员会的承认，成为国际上冈络通信的标准化基础。 

在许多局部 罔络中，K—NET因高效、低价、 易学易用而对用户具有很强的吸 

；l力。K—NET所采用的新思想和枝术完全遵循OSI标准。因此， K—NET是 值 

得推广的先进产品。 

一

、 开放式系统互连的通信协议祺 

所谓网络构通信协议就是网络中备层相互作用和彼此对话的格式化准则。其中包括通 

介质的规约，连接线路的特性、信号参数以及适应不同计算机、外围设备，数据格式和语育 

的通信规约，以便使发送端和接收端有较好的兼容性 通信执议的任务是，利用各层执议， 

建立虚拟通路，以实现数据通信和报文传送。 

连网的备个工作站要进行有效的通信，互相交换信息时，必须使用共同的通信语言，按 

照共同的通信格式，遵守共同的通信规则，即遵守彼此一致构约定，建立起共同遵守的网络 

通信协议 (protoco1)。比如，我们开小组会，会上每个人都可以发言，首先，为了使对方 

能听懂，要使用对方能听懂的语言，即要使用统一的工作语言 (如汉语或英语等 )。然后， 

还要使所讨论韵内容对方毹够接受，即要有共同的知识基础。人与人之闻构通信也有一个要 

遵循的条件，这些条件就是语言和知识两个方面。 

当前，国际上还没有对局部网络确定一个统一的协议标准，因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局部 

网络。为了促进和管理局部 网络的发展，国际标准化组织ISO(Intern 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lg77年对局部网络规定了一个开放式系统互连的七层参 考模式OSI(Open 

System Intereoaectioa)，供网络技术人员参考。这个规定接着得到CCITT委员会 (国际 

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Consultative Committee Iateraational Telegraph and Teleph— 

one)的承认，成为国际上网络通信的标准化基础。它既适合于数据通信，也适合于语言、 

图象和文字的通信。 

目前，各种局部网络产品大都遵循ISO所提出时各层协议和配置方案。将通信功能或 者 

面向用户提供的服务分为若干层次，每层协议都支持相应层的功能。上下两层之间通过 “软 

件接口”实觋通信，各结点对应层次之间通过协议互相联络。 

把通信过程划分为七个层次，对各层的功能和接口关系作了规定。(见图一 ) 

http://www.cqvip.com


第 1期 白贻宁t 从OSI看K--KET 129 

发送方 

Application 

Presen ration 

Sc SSio11 

TraNsport 

Network 

Datallnk 

Phys ical 

应 用 层 

表 示 层 

会 晤 层 

传 输 层 

网 络 层 

链 路 层 

物 理 层 

接收方 

7(最高层 ) 

6 

0 

d 

3 

2 

1 

一 传输介质 — —  

图一 ISO的OSI参考模型 

实行标准的层次协议有如下优点t 

①各层功能有明显的区别， 

②低层支持高层，高层调用低层，不能跳跃调用层次， 

⑤用户面向应甩层(1—6层对最终用户透明 )， 

④物理层和链路层由硬件构成，其他层次都是软件。 · 

不同的局部网络对各层的涵义有很大差别。对于一个具体的网络产品，有些层次十分简 

单，有些层次甚至不具有任何内容。例如t路径选择的网络层对于某些网络 (包括Et her— 

net)就很简单。对于同一机型的局部网络，起协议转换功能的表示层就不存在实际内 容 。 

开放式系统互连的七层参考模式OSI各层的功能如下。 

④物理层 

接通、断开或保持物理链路，对网络结点之间通信线路的特性标准接口以及时钟同步等 

作出规定。为通信结点之间提供二进制位流的交换能力，该层的标准涉及对传输介质、连接 

器的电气特性和机械特性的各种规定。包括。 

机壤 (如插头标准 ) 

物理 ( 光和电信号的传输 ) 

功能 (如RS232C或RS422等 ) 

②链路层 

这一层使用物理层所提供的交换能力控制以帧 (数据块 )为数据序列单位的数据交换过 

程，包括信息帧的装配／分析，出错处理等。 

③网络层 

控制路径的选择，建立／拆除通信实体之间的连接 以及报文交换和信息流。 

④传输层 

在两个处理机中的通信实体之间传输文件或数据，多点转接控制，报文分组，提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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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或虚电路 及资源管理等功能， 

⑤会晤层 

支持绪点之间的交互性活动， 

除会晤关系。 

为结点计算机系统的进程之间的通信提供服务。 

实现网络结点之间的信息交换功能，包括建立、识别和拆 

⑥表示层 

用于被交换信息的格式转换，使通信双方都认识对方数据的含义。对各处理机数据终端 

所变换的信息格式予以编排、转换，如 定义虚拟终端，压缩数据和数据库管理等。 

⑦应用层 

逮一层包括各种应用服务程序，如通信服务，网络文件传送以及同络设备控制等，使网 

络设施能满足各种用户的需要。用户可以通过这些应用服务程序进行各种通信活动，达到共 

享资源的目的。提供面向用户的操作命令和实用程序。 
一 般地说，能够支持以上全部七层协议的局部网络还很少，多半的局部网妻}}只支持低层 

协议。 

=，K--NET的网络结构与机制 

K--NET(在国外亦称为TransNet)是一种高效，低价、易学易用的适用于IBMPC／ 

XT及其兼容机的微机局部网络。该网能在1．2公里的距离以内以l兆位／秒的速率 传 送 数 

据，工作站点可多达 255台PC机，它的最大特点是采用了全分布式的控制方式，给K．-~Net 

带来了许多其他网络不可比拟的优点。自1986年 f进以来，在国内亦受到越来越多的用户的 

青昧。 

1．K—NET的总体结构 

K—NET以RS422规程的双绞线作为公共总线，通过网络接口板 (又称传输器 )连接 

各工作站点的PC机。由PC机及其上装配的操作系统承担数据处理井与用户接口，而同 络板 

鼬充当通信处理机的角色，负责与公共网络接口，两者共商完成分布式网络控制与服务的功 

能。由此可见。K—NET是一种典型的公用总线型网络 (如图二 )。 

图二 K--NET的拓扑结椅 

2．I(一NET的性能指标 

I)拓扑结构。全分布式的总线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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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数据传输速率I IM Bit／s。 

Ⅲ)最大传输距离I 1．2KM (有终端放大器 )。 

3．6KM (无终端放大器 )。 

Ⅳ)最大结点数I 255台IBM—PC／XT或兼容机。 

v)传输控制方式I CSMA／CD 4-2次检测。 

Ⅵ)传输介质；RS422双绞线。 

3。K—NET网络板的体系结构 (见图三)。 

图兰 K—NET传输器结构框图 
J 

●  

由图三可见l K—NET网络板 实 际 上是 由CPU(MC6502)、ROM(2732)、RAM 

(6116)及其控制门阵组成的一台前置处理机系统，负责实现站点主机与网络传 输 介质 之 

间的协议与接口功能。其中· 

I)总线适配器t在ICL的控制下完成与站点主机来的地址、数据，控制信号的总线接 

口与匹配，将其转换成内部总线信号。 

Ⅱ)网络收发器，由差分驱动器 (SN75174)和差分接收 器 (SN75176)组成，利用其 

平衡差分信号在共模电压中的压差及其本身的滞后作用，不需隔离变压器或光电隔离器即具 

有很强的躁声抑制能力，从而使网络传输介质可以使用价格低廉的普通双绞线来实现。 

r1)接口控制逻辑(ICL)·由一位常规的门阵组成，负责提供传输器与主板及传输 器与网 

络之间接口的控制信号。如传输器与主机内存之间交换数据的DMA操 作，就 是 由 它中止 

CPU(6502)的时钟来完成的 又如，为控制网络收发器开／关的同步与采样时钟也是由它 

提供的。 

Ⅳ )高级数据链路控制器 (ADLC)t ~MC6854构成，实现网络数据链路层 的许多功 

能。如 数据的 串／并转换。帧格式的形成，CRC 产生与校 验，3BYTES的FIFO缓 冲 

区，0BIT的插入与删除，NRZ制式的反相编码等等 

v)中央控制部分。由CPU、RAM、ROM组成的微计算机，负责监督两个接口，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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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传输器与主机及网络之间的数据信息和控制信息的转换与传输 

4．K—NET的传输方式 

K—NET的传 输控制是采用CSMA／CD加二次检测的方式 ，其工作原理是 ：如果某 网个 

络接口有个信息包需要发送到网络上，它首先监听网络传输线是否空闲。若网络传 输线 空 

闲，则立即占用网络发送自己的信息包，若网络传输忙，则等待直到传输变成空闲，才能发 

送信息包。一般采用边发送边接收，将接收到的和刚发送的信息进行比较，不同则说明发生 

了冲突。产生冲突后，发送立即中止，等待一个随机延迟时间后再重新 发送。K—NET网络 

板用二次检测代替冲突检钡4机构，这种办法既保证了网络工作效率，又降低了费用。 

所谓两次检测是指；当ADLC检测到线路上没有信号的状态持续 了规定的时间后，它就 

通知微计算机中软件可以进行 一次传输，然后，该软件命令接 口控制逻辑开始传输。由于上 

述过程大约有几十微秒，所以需要进行第二次检测。第=次检测只需要毫微秒级的时间。若 

从上一次检测起网络上一直没有信号出现，则进行传送，若有信号，就结束传送，并且通知 

该软件必需等待和再次尝试。利用两级检测硬件和避免碰撞软件，网络上二个或二个以上工 

作站 (PC)发生传输碰撞的情况几乎能够避免。 

5．K—NET的阿络软件 

K—NET的网络软件主要由三个大部分组成。 

I)网络管理软件：固化在4K的EPROM中，包括中断处理，信息包接收，坍议命令执 

行三个子程序。 

中断处理子程序是全部中断服务程序，它主要完成两项任务，第一是对ADLC发出的各 

种中断请求服务，第二是对门阵列在二次检测时发出的总线己被 占用的中断请求服务。 

息包接收子程序完成信息包的分析，接收和应答包的发送，以及向缓存写入 结果 记 

录，并对主机发出中断请求等功能。 

协 命令执行子程序完成所有拂议命令的执行控制，包括读取协议命令的执行控制，以 

及读取协议命令的首地址和内容，载波的第一次检测，信息包的发送控制以及向缓存写入回 

码，并对主机发出中断请求等功能。 

Ⅱ)网络驱动软件。以文件舶形式存在网络启动盘上，文件名是NET·DRV，其作 用 

是通过在网络启动盘上的CONFIG·SYS文件中由device语句指定，启动时加载，完 成对 

PC--DOS的部分修改 (如磁盘I／O，异步 串行 口I／O，打印机I／O等 )，以形成新的NI— 

OS，从而为DOS提供虚拟的网络设备服务。 

Ⅱ)网络命令软件 均以DOS命令文件的形式存贮于磁盘上，为用户上网提供多方面的 

服务，如：上网登录 (SIGNON)，下网除名 (SIGNO F F)，授权设备登录(SETDRV)， 

获权设备登录 (CONNECT)，广播通讯 (ATTN)，设备／文件加锁 (LOCK)，解 锁 

(UNLOCR)，循环检~顺4／等待 (LPLOCK)等等。 

至此，由上述对K—NET的基本情况介绍，我们不难发现该网具有如下几个特点t 

①K—NET采用全分布式总线型的拓扑结构，取消了专用服务器或主控制器，把 网络的 

管理功能分赦到各个工作站点上，有效地提高了网络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使得网络配置极为 

灵活方便。 

②以对BIOS进行修改和补贴的方式所形成的NIOS，较好地扩充了网络功能， 给 用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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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应用程序带来极大的方便，且使得共享砸资源由原来的硬盘 打印机扩展刭软盘和异步 

通信口，把局部网络资源共享的特点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 

@网络上各站点之间相互平等，共享资源的访 问权限一概由各站主机通过协议来约定， 

从而改善了应用软件的透明度，且使得各站点间的点一点通信极为方便灵活，减少了系统的 

总开销。 

④采~CSMA／CD及二执检测技术避免冲突碰撞，以较好的硬件代价换取了网络 工 作 

效率的极大提高。 

⑤采用特殊的屏蔽隔离技术，使【翊终传输介质得以用普通双绞线替代，极大地降低了成 

本，提高 了性能价格比和通用性。 

总而冒之，K—NET的新颖特点表蝎了它不失为一种值得推广的微机局部网络产品。 

三、从OS!的七层模型来看K—NET 

在分析K—NET网络的层次结构之前，先让我们来看看Omninet网络的层 投 结 构 (见 

图四 )。 z 

应 用 层 

表 示 层 

会 晤 层 

传 输 层 

网 络 层 

链 路 层 

物 理 层 

CONSTELLATION Ⅱ 

网络管理软件包 
J 软件 t 

硬件 ‘ 

I i 

；Mc6854 ADLC Mc687ol 网络传输器 

单片机 I 

RS422规程双绞 线 

图翻 Omninet的网络层次结构 

焱所周知；Omninet是一种典型的局部网络产品，它I)以RS422规程的双绞线作为物理 

层，负责接收一发送各站点之间传递的数据信号}Ⅱ)分组信息包的形成／拆除及校验与出错处 

理等数据链路层的功能，贝nI~ADLC MC6854来完成，Ⅲ)．由于总线型网络不需选择路径，因 

而其网络层的功能不明显，Ⅳ)微虚电路的建立与拆除等传输层功能，则由单片机MC68701 

(自带 EPOM、RAM 及可编程的I／O端口)统领传输器上的其它门电路共同完成I V) 

~TOSt的高三层协议，Omninet使用一种称之为C0NSTELLAT10NⅡ的软件包来实现，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由此不准发现；K—NET的传输器不仅从结构』：与Omninet完全一致，而且在器 件 选 

择上亦有许多共同之处。 

1)物理层t采用普通双绞线作为传输介质，按RS422电气规程，以SN75174／SN75175 

来驱动。 

2)链路层：也选用了MOTOROLA的MC6854作为高级数据链路控制器来实现 这 一·层 

的功能 (前 已述及 ) 

7  6  5  4  3  Z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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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网络层I与OmI1inet相同。 

4)传输层；这一层的功馋主要是协议命令的解释与执行 K—NET选用 的 器 件 是 由 

CPU6502，EPROM2732，RAM6116构成的徽计算机系统，它利用了PC--DOS保 留 的 中 

断INTOA来响应硬中断IRQ2 激活INT?0下的网络通信程序，处理四个最基本 的 协 议 命 

令t 

I)40H一发送信息 (Sen6 Message) 

Ⅱ)F0H一建立接收 (Setup Receive) 

Ⅲ)t0H一结泉接收 (Enct Receive) 

Ⅳ )01H一查询本站站号 (Who 8m I) 

通过这些命令曲解释执行，建立超套接字为80H、90H、ADH、BOH的微虚电踌，从而 

为高一级的调用提供了接口。 

5)会晤层t该层以NET·DRV为核心在系统启动时 (由引导盘 上 的 CONFIG ·SYS 

加载 )完成对BIOSqaINTla(磁盘I／O)， INT14(舁步 通 讯 出行日I／O)，INT17 

(打印机并行口I／O)及INT1C(定时断点中断 )等中断向量的修改， 同时， 还 贴 补 了 

INT75(原PC--DOS属保留中断 )作为网终控制的服务程序，以形成新的NIOS。另外，在 

NET·cOM总控下的SIGNON，SIGNOFF，SETDRV，CONNECT等DOS命令的网络 

服务功箭，亦属于这一层的范畴。 

6)表示层：由于K—NET的 网微机均为 IBM—Pc及其兼容机，所使 用 的 也 都 是 

PC--DOS操作系统，故起 议转换作用的谖层亦无多少实际内容了。 

7)应用层，以用户进程的形式直接提供给网络工作站主机各种网络功能t如 ATTN， 

LOcK，UN LOcK，L PLOcK等等。 。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K—NET的网络层次结构如图五。 

应 用 层 

表 示 层 

会 晤 层 

传 榆 层 

网 络 层 

链 路 层 

物 理 层 

软件 i 
I一 一 

RV，NET·COMt SINGON·· 

图五：K—NET剐络的层次结构 

l硬件 

网络传输器 

由此可见，K—NET作为一个微机局部垌终，它的设计与实现是比较严格地 按 照 OSI 

的七层模型规范化的，因而姓 ‘种比较成功的设计，当然，它还存在诸如集成化、抗干扰， 

可靠性、兼容度等方面的问题，还有待予进 一步 的 改 善和 优 化， 相 信 在不 ，̂ 的 将来 

K—NET局部 网络在中小型企业将得到愈来愈广泛的用户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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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ith extensive application of microcomputer in Guangxi， most nsers 

hay e gone to network ~onliexioi1 from dispersed， independent and simple 

operation．The I11ternationa1 Standard Organization (ISO ) has defined a 

seyen—leve1 reference model that iS knoWn as“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 

On (OSI)．This model has been ．approved by the Consaltatire Committee 

0n International Telegragh and Telephone(CCITT )， and becomes interna- 

tional standard of network and eommanieation． 

Among many products of Local Area Network(LAN)， the K—NET has 

a strong appeal ta more risers in higher performance， lower prices， easy 

method of learning and using，ete．．Espeeially， the new idea and skill of 

K-net are defered eompletely to Standard of OSI．Hence， the K—NET is an 

advanced product of LAN that is worth spread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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