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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并通过大量的示例，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计算机网络的相关知识。
　　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机网络基础知识、OSI和TCP/IP参考模型、交换式局域网技术及应用
、网络连接设备和传输介质、交换机和路由器的部署和配置、网络通信协议的功能及应用、IP地址的
分配和应用、防火墙技术及应用、服务器技术及应用、网络存储技术介绍。
通过本书的学习，读者能够对计算机网络技术有一个系统全面的认识。
　　本书既可作为中小型网络组建者、使用者和管理者的参考用书，也可作为高职高专和各类培训机
构的教材，以及高等学校计算机网络课程的辅助教材，也可作为初学者系统学习计算机网络的基础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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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10.6　使用初始化对话框配置交换机　26510.7　使用命令行模式配置交换机　26710.8　全局配置
模式　26710.8.1　设置交换机的名称　26810.8.2　定义登录标语(日志消息)　26810.8.3　配置密码
　26910.8.4　配置交换机的IP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　27010.9　接口配置模式　27110.9.1　定义接
口工作模式(Duplex)　27310.9.2　定义接口的速度(Speed)　27310.9.3　关闭和启用接口　27310.9.4　定
义交换端口　27310.9.5　使用interface range 命令　27410.9.6　定义和使用interface rang宏　27510.10　线
路配置模式　27610.10.1　配置控制台　27610.10.2　配置虚拟终端会话　27610.11　使用Web Console方
式配置交换机　27710.11.1　启用Web控制台　27710.11.2　Web控制台的一些控制选项　27810.11.3
　Web控制台的具体操作　27810.12　获取交换机的信息及检查交换机的配置　28210.12.1　show
version命令　28210.12.2　show running-config命令　28310.12.3　show interface命令　28410.12.4　定
制show命令的输出　28510.12.5　show flash命令　28710.13　本章小结　288第11章　三层交换机的配置
和应用　28911.1　什么是第三层交换　28911.2　使用路由器实现VLAN间的通信(早期网络)　29011.2.1
　每VLAN一条链路　29011.2.2　使用trunk链路　29211.3　使用三层交换机实现VLAN间的通信
　29411.4　三层交换机与路由器间的通信　29511.5　以太网通道技术的实现和应用　29711.5.1　什么
是以太网通道技术　29711.5.2　PAgP和LACP协议　29711.5.3　以太网通道的手工配置方法　29811.5.4
　以太网通道的地址学习方法　29911.5.5　以太网通道端口间的负载平衡　29911.6　配置以太网通道
　29911.6.1　配置第二层以太网通道　30011.6.2　配置第三层以太网通道　30111.6.3　配置端口的负载
平衡　30211.6.4　配置PAgP地址学习方法和PAgP端口优先级　30211.6.5　配置LACP端口优先级和系统
优先级　30311.6.6　校验以太网通道的配置　30311.7　本章小结　304第12章　路由器基础知识
　30712.1　路由的基本概念和工作方式　30712.2　路由(Routing)　30812.2.1　路由的功能　30812.2.2　
度量值(metric)　30912.2.3　路由汇聚　30912.2.4　多协议路由器　31012.2.5　可管理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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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Administrative Distance)　31112.3　转发(Forwarding)　31212.3.1　转发的功能　31212.3.2　IP协议的
路由过程　31312.4　路由协议　31312.5　内部网关协议(IGP)和外部网关协议(EGP)　31412.5.1　自治
系统(AS)　31412.5.2　外部网关协议(EGP)　31412.5.3　内部网关协议(IGP)　31512.6　距离矢量算法和
链路状态算法　31512.6.1　路由器的收敛和拥塞控制　31512.6.2　路由算法对路由器的影响　31512.6.3
　距离矢量路由协议　31612.6.4　链路状态路由协议　31712.7　有类别路由协议和无类别路由协议
　31812.7.1　有类别路由协议　31812.7.2　路由总结　31912.7.3　无类别路由协议　32112.8　本章小结
　322第13章　路由器的基本配置　32313.1　路由器的组成及启动过程　32313.1.1　路由器的组成
　32313.1.2　路由器的启动过程　32413.2　路由器IOS软件的基本操作方法　32413.3　路由器命令行模
式简介　32513.4　使用命令行帮助功能　32613.4.1　使用上下文相关帮助　32613.4.2　使用命令简化
方式　32613.4.3　掌握控制台错误消息的含义　32713.4.4　了解命令历史缓冲区信息的含义　32713.5
　使用初始化配置方式来配置路由器　32813.6　使用命令行模式配置路由器　33013.6.1　全局配置模
式　33013.6.2　设置路由器的名称　33013.6.3　定义登录标语(日志消息)　33013.6.4　配置密码
　33113.7　端口配置模式　33213.7.1　关闭和启用端口　33213.7.2　配置端口的IP地址　33213.7.3　配
置串口的速率　33213.7.4　配置端口的带宽　33313.8　线路配置模式　33313.8.1　配置控制台
　33313.8.2　配置虚拟终端会话　33413.9　获取路由器信息及检查路由器的配置　33513.9.1　show
version命令　33513.9.2　show running-config命令　33613.9.3　show interface命令　33713.9.4　show flash
命令　33813.9.5　show CDP neighbors命令　33913.10　动态路由、静态路由和默认路由协议及配置
　34013.10.1　动态路由协议　34013.10.2　静态路由　34013.10.3　静态路由的配置　34113.10.4　默认
路由及其配置　34313.11　本章小结　344第14章　RIP路由协议的配置和应用　34514.1　RIP的特点
　34514.1.1　RIP的路由更新　34514.1.2　RIP的路由循环　34614.1.3　RIP存在的不足　34814.2　RIP的
工作原理　34914.2.1　RIP路由协议的建立过程　35014.2.2　RIP路由协议的收敛/汇聚　35214.3　RIP v1
路由协议的配置与应用　35414.3.1　配置基本的RIP v1路由协议　35414.3.2　校验RIP路由器的配置
　35514.3.3　RIPv1路由协议的负载均衡　35714.4　RIP v2路由协议的配置和应用　36014.4.1　RIP v2路
由协议介绍　36014.4.2　RIP v2路由协议的基本配置命令　36114.4.3　基本的RIP v2路由协议配置实例
　36114.5　RIP v2路由协议和RIP v1路由协议的融合　36514.6　本章小结　367第15章　OSPF路由协议
的配置和应用　36915.1　OSPF的功能及特点　36915.1.1　OSPF的特点　36915.1.2　OSPF在不同规模网
络中的应用特点　37015.1.3　路由状态改变时收敛速度快　37115.1.4　无路由回路　37215.1.5　支持可
变长子网掩码(VLSM)　37215.1.6　支持等值路由　37215.2　OSPF的区域划分和路由分级管理功能
　37315.2.1　OSPF的区域　37315.2.2　当区域之间出现链路故障时OSPF的处理机制　37415.2.3　当骨
干区域不连续时OSPF的处理机制　37515.3　OSPF的相关概念及分类　37515.3.1　Neighbor(邻居)
　37515.3.2　指定路由器(DR)和备份指定路由器(BDR)　37615.3.3　OSPF 数据库　37615.4　OSPF网络
的分类　37715.4.1　广播型多点访问网络　37715.4.2　点对点网络　37715.4.3　非广播型多点访问网络
　37815.5　OSPF的基本配置命令　37815.5.1　启动/关闭OSPF路由协议　37815.5.2　发布OSPF的网络
号和指定接口所属的相应区域号　37815.5.3　配置在OSPF接口上的网络类型　37815.5.4　设置接口发
送报文的开销成本　37915.5.5　设置接口在选举指定路由器(DR)和备份指定路由器(BDR)时的优先级
　37915.5.6　手动设置OSPF非广播多点访问(NBMA)网络接口的邻居　37915.5.7　设置Hello报文发送
时间间隔　38015.5.8　设置相邻路由器间的失效时间　38015.5.9　OSPF的校验收和维护的基本命令
　38015.6　OSPF路由协议配置实例　38115.7　OSPF的排错方法　38515.8　本章小结　386第16章　网
络地址转换(NAT)　38916.1　NAT概念　38916.1.1　为什么要使用NAT　38916.1.2　NAT的基本工作原
理　39016.2　NAT的基本概念及其特点　39016.2.1　NAT中的地址概念　39116.2.2　NAT功能的特点
　39116.3　NAT的翻译类型　39216.3.1　静态NAT翻译　39216.3.2　动态NAT翻译　39316.3.3　端口地
址翻译(PAT)　39516.4　基于NAT的TCP负载均衡技术及应用　39616.5　基于NAT的服务分配技术及
应用　39716.6　NAT的配置　39816.6.1　静态NAT的配置　39816.6.2　动态NAT的配置　39916.6.3
　PAT的配置　40316.6.4　基于NAT的TCP负载均衡的配置　40516.6.5　基于NAT服务分配的配置
　40716.7　本章小结　409第17章　防火墙技术及应用　41117.1　防火墙的功能　41117.1.1　监控并限
制访问　41117.1.2　控制协议和服务　41117.1.3　保护内部网络　41117.1.4　日志记录与审计　41217.2
　防火墙的基本类型　41217.2.1　包过滤型防火墙　41217.2.2　代理型防火墙　41217.2.3　状态检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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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墙　41317.2.4　综合型防火墙　41317.3　防火墙在网络中的应用　41417.4　防火墙的技术参数
　41417.4.1　基本参数介绍　41517.4.2　访问控制　41617.4.3　防御功能　41617.4.4　安全特性
　41717.4.5　管理功能　41717.4.6　记录和报表功能　41717.5　PIX防火墙硬件结构以及基本配置
　41817.5.1　PIX防火墙的接口功能　41817.5.2　PIX防火墙硬件结构　41817.6　PIX上的基本配置
　41917.6.1　配置接口的参数　41917.6.2　配置静态路由　42017.6.3　配置RIP　42117.6.4　配置OSPF
　42217.7　配置防火墙功能　42317.7.1　路由模式下的数据传输　42317.7.2　透明模式下的数据传输
　42517.7.3　在PIX上允许或拒绝网络访问　42617.8　在PIX上配置NAT　42617.8.1　动态NAT配置方
法及实例　42717.8.2　PAT配置方法及实例　43017.8.3　静态NAT和静态PAT配置方法及实例
　43117.8.4　基于策略的NAT配置方法及实例　43317.9　为Cisco PIX防火墙配置VPN　43317.9.1　配
置实例说明　43417.9.2　PIX 515防火墙上VPN和NAT的相关配置　43417.9.3　Cisco 2500路由器上VPN
和NAT的相关配置　43517.9.4　PIX515和Cisco 2500路由器的配置参数　43617.10　本章小结　439第18
章　服务器技术及应用　44118.1　服务器概述　44118.1.1　硬件服务器与软件服务器　44118.1.2　服
务器在网络中的地位　44218.2　服务器的分类　44218.2.1　根据网络规模划分　44218.2.2　根据处理
器架构划分　44318.2.3　根据用途划分　44418.2.4　根据外形划分　44518.3　服务器的特性　44618.3.1
　高扩展性　44618.3.2　高可靠性　44718.3.3　高处理能力　44818.3.4　高I/O性能　45018.3.5　长时间
连续运行　45018.3.6　高可管理性　45118.3.7　运行网络操作系统　45118.3.8　提供网络服务　45118.4
　服务器的硬件构成　45218.4.1　服务器CPU　45218.4.2　服务器的内存　45518.4.3　服务器的硬盘
　45618.4.4　服务器的主板　45718.4.5　服务器的电源　46018.5　本章小结　462第19章　网络存储技
术及应用　46319.1　存储技术的发展　46319.1.1　内嵌式存储系统　46319.1.2　直接连接存储
　46319.1.3　网络存储系统　46419.1.4　存储区域网络　46519.2　存储设备介绍　46619.2.1　磁盘库
　46719.2.2　光盘存储设备　46719.2.3　磁盘存储设备　46919.3　存储设备接口技术──SCSI
　46919.3.1　SCSI技术概述　47019.3.2　SCSI的工作方式　47019.3.3　Ultra320 SCSI　47119.3.4　SCSI
ID和总线终结器　47119.3.5　SCSI与IDE的比较　47319.4　存储设备接口技术──iSCSI　47319.4.1
　iSCSI技术概述　47319.4.2　iSCSI技术的特点　47319.4.3　IP存储网络的构成　47419.5　存储设备接
口技术──FC　47519.5.1　FC技术概述　47519.5.2　光纤通道的组成　47619.5.3　光纤通道的连接方
式──点对点连接　47719.5.4　光纤通道的连接方式──环型连接　47719.5.5　光纤通道的连接方式
──交换结构　47919.6　存储设备接口技术──SATA　48019.6.1　SATA技术概述　48019.6.2　增大了
电缆线长度　48119.6.3　增强的接入精确度　48119.6.4　命令队列与重新排序　48119.6.5　对原有系统
的兼容　48119.6.6　SATA存储系统的选择　48219.7　光纤通道交换机　48219.7.1　光纤通道交换机的
工作特点　48319.7.2　光纤通道交换机与SAN　48319.7.3　光纤通道交换机的功能　48319.7.4　光纤通
道交换机的分类及选择　48419.8　独立冗余磁盘阵列(RAID)技术　48519.8.1　RAID的组成　48519.8.2
　RAID的内部结构　48619.8.3　RAID技术的特点　48719.8.4　RAID0　48819.8.5　RAID1　48819.8.6
　RAID0+1　48919.8.7　RAID3　48919.8.8　RAID5　49019.8.9　RAID6　49119.8.10　RAID2和RAID4
　49119.9　数据备份技术　49119.9.1　为什么要备份　49119.9.2　系统故障分析　49219.9.3　数据备份
的原则　49319.9.4　备份系统的组成　49419.9.5　备份方式介绍　49419.10　本章小结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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