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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下一代因特网的协议与关键技术为核心，分三个部分阐述：第一部分适应于下一代因特网的局
域网技术，包括百兆比和吉比特（千兆比）以太网、交换型局域网和VLAN技术以及无线局域网技术
；第二部分是下一代因特网协议，如IPv6协议、ICMPv6协议、TCP和UDP协议，以及RIPv6和RIP协议
；最后是组网技术，主要阐述ATM－LAN、高速交换路由技术、移动IP技术、QoS控制技术、VPN技
术和IPv6组网方式，以及当前风靡全球的因特网应用——IP电话。
    本书内容实用，系统性强，可作为电子、通信和计算机专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的教科书，也可作为
通信与计算机网络领域的科研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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